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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规程按照GB/T 1.1-2020给出的规则编写。

本规程由盘锦市农业农村局提出。

本文件由盘锦市农业农村局归口。

本规程由盘锦市现代农业发展中心负责起草。

本规程主要起草人：暂略。

本文件发布实施后，任何单位和个人如有问题和意见建议，均可以通过来电和来函等方式进行反馈，

我们将及时答复并认真处理，根据实际情况依法进行评估及复审。（附：归口管理部门通讯地址和联系

电话，标准起草单位通讯地址和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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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锦市水稻田间管理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技术规范适用于盘锦市水稻种植及类似生态区。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4285-89 农药安全使用标准

GB 5084-2021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T 8321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

NY/T 1276-2007 农药安全使用规范总则

NY/T 496 肥料合理使用准则通则

NY/T 5010-2016 无公害农产品 种植业产地环境条件

3 整地

本田整地包括秋季整地、春季整地与基肥施入等环节。整地要求移栽田块平整，土壤细碎、疏松、

耕层深厚、上糊下松。

3.1 秋季整地 气候条件允许则全面实施秋季整地。

3.1.1 翻耕

由于目前机收田间秸秆高，且秸秆量大，必须进行秋翻，深度 18—22厘米，要求扣垄严密、深浅

一致、不重不露、不留生格，90%以上的高茬和秸秆要扣入耕层中。秋翻每隔 2—3年进行一次。

3.1.2 打浆

秋季打浆是与水稻秸秆还田配套的整地措施。结合水稻机械收获将秸秆粉碎或切割后抛撒均匀。浅

水（3～5 厘米）打浆两遍。打浆深度 12～15 厘米，要求秸秆与泥浆（泥土）充分混合。



T/PJDZ 00XX-2021

2

3.1.3 旋耕

水稻秸秆秋季旋耕还田，由机械控茬收割秸秆切碎均匀抛撒与秋季旋耕埋茬两部分构成。适合干湿

作业条件作业，旋耕深度 12～18 厘米，高茬(10～20 厘米)旋耕不缠草，埋茬效果好，同时解决了打桨

埋茬必须有水作业的弊端。为加速秸秆腐烂速度，减少秸秆腐烂过程中对氮素的固定，旋地前施入适量

的秸秆腐熟剂和氮肥。

3.2 春季整地

3.2.1 旋耕

旋耕深度 12～15 厘米，旋耕后进行旱修边、旱筑埂等作业，格田面积 667㎡—2000㎡。旋耕前施

入底肥（有机肥与速效肥）。

3.2.2 水耙地

采用深水（5～10 厘米）泡田 3—5天后，进行水耙地，采用搅浆机平地或采用手扶拖拉机平地，

整地效果达到田面平坦，上糊下松，高低差不超过 3厘米，搅浆深度 12—15厘米，沉淀 5—7天后插秧，

盐碱较重的田块要注意多次泡田洗盐。

沉淀标准：水整地沉淀后，田面用指划成沟后慢慢恢复为插秧适期，可防边行推苗、淤苗；若用指

划不成沟，说明沉淀不好；若指划成沟，但不恢复，说明沉淀过度。

4 育秧

4.1 壮秧标准

采用工厂化育秧技术培育壮秧。秧龄 30～35 天，叶龄 3.0～3.2 片， 10条以上根系，根长 4厘米

以上，盘根好，株高 13～15 厘米，单株茎基部宽 2.0～2.2 毫米，百株地上干重 3.0～3.5 克。

4.2 种子选择与处理

选择已审定推广的耐盐碱、优质、高产、多抗、适口性好、生育期适宜的水稻品种，同时具有较强

的分蘖能力。种子纯度 99%以上、发芽率 90%以上，水分 14.5%以下。

4.2.1 脱芒

采用脱芒机将种子芒和小枝梗除掉。除芒率≥95％，去梗率≥95％，破损率≤1.0％。

4.2.2 晒种

稻种经过长时间库内贮存，种子的内外温度，含水率不均匀，通过晾晒达到一致，浸种前，选择晴

好天气，晒种 2—3天。均匀铺成 3～5 厘米厚，间隔 2～4 小时翻动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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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浸种消毒催芽

采用大型催芽箱浸种消毒，通过阶段性调温增氧，实现水稻种子浸种、消毒、破胸、催芽的机械化

生产过程。

4.2.3.1 浸种消毒

采用 25%氰烯菌酯悬浮剂 3000 倍液浸种消毒。浸种前将种子袋（装入 2/3 左右的种子）距浸种箱

边缘 10～15 厘米码垛，药液超过种子 10～20 厘米。每天循环浸种液 1～2 次调温增氧。浸种水温 15～

16℃需浸种 5～7 天。

水稻种植面积较小的农户，可采用小容器室内浸种消毒，浸种、消毒参照上述技术。进行有机稻谷

生产，可采用温汤浸种、生石灰水浸种等方法进行浸种消毒。

浸种标准：种子颖壳表面颜色变深，种子呈半透明状态，透过颖壳可以看到腹白和种胚，剥去颖壳

米粒易掐断，手捻成粉末，没有生芯。

4.2.3.2 催芽

催芽前排净浸种药液，先加入 35～38℃温水，高出种子垛 5～6 厘米，待种子表面温度不再升高时，

将水排出，再次加入 35～38℃温水，至温度达到 30～32℃时排净催芽箱内所有水，将催芽箱上部盖好

进行催芽。当温度超过 32℃时，立即用 25～26℃的温水进行降温，保证种子在 25～28℃适温条件下进

行催芽，时间 20～24 小时；催芽时保证种子内外、上下温度均匀一致。种子芽长 1.5～1.6 毫米时注入

18～20℃温水，保持 2 小时以上，以降低种子表面温度，减缓芽种生长速度，并使其接近外界温度；种

子芽长 1.8 毫米时出箱，利用余温使种子芽长达到 2 毫米左右。

4.2.3.3 晾芽

将催好芽的种子铺在大棚或室内常温条件下晾芽，既可抑制芽长，提高芽种抗寒性；又可散去芽种

表面多余水分，保证播种均匀一致。晾芽时不能在阳光直射条件下进行，防止温度过高造成种芽过长，

同时也不能过度晾芽造成芽干。以第 1天完成晾芽，第 2 天完成播种为宜。遇雨待播应摊开散放，严禁

堆放，防止种子发热使芽长超过 2 毫米或烂种现象发生。

4.3 播种

4.3.1 播期

适宜播种期 4 月 10～20 日（气温达到 5℃，置床温度 12℃时即可播种），未进行催芽的提早 2～3

天播种。

4.3.2 播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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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盘（58×28）播种 3500～4000 粒。千粒重 25 克左右的品种，每盘播芽种 120 克；大于 26 克的

品种，播芽种 130 克左右；小于 24 克的品种，播芽种 110 克左右。

4.4 苗期管理

4.4.1 温度管理

出苗前以保湿保温为主，温度控制在 30℃—32℃之间。当出苗 80％时，在晴天的上午 8 点前或下

午 4 点以后及时揭掉地膜（或无纺布），严防高温灼伤秧苗。出苗后若有“顶盖”现象及时处理。1.5

叶后温度控制在 28℃，2叶期温度不超过 25℃，2.5叶以后维持在 20℃—25℃，气温稳定在 10℃以上

时，白天侧膜可完全打开，接近插秧叶龄时夜间可不封通风口。

4.4.2 水分管理

管水原则是见湿见干，缺水浇水。浇水应在早晨 9 点前或下午 4 点后进行，水温以 16℃左右为宜。

出苗前如遇高温晴天，在通风降温的同时如盘土过干，要及时补浇水，防止高温烤干盘土，出芽不出苗

或干芽。当盘面明显变白发干，或中午秧苗叶片出现卷曲，或叶尖清晨无水珠吐出时浇水，浇水要浇透，

盘底有水稍渗出。浇不到的区域或局部秧苗缺水时，采用人工补浇水补给。

4.5 病害防治

4.5.1 恶苗病

采用氰烯菌酯浸种防治，为了防止使用单一药剂产生抗性，建议同其他浸种药剂混用。

4.5.2 干尖线虫病防治

用 18 %杀虫双水剂 500 倍液浸种；或用 20%氰烯·杀螟丹可湿性粉剂 400～1200 倍液浸种；或用

17%菌虫清可湿性粉剂 800 倍浸种。

4.5.3 青立枯病防治

将浸好的种子捞出后控干水，用精甲·咯菌腈悬浮种衣剂拌种防治。或在秧苗 1.5 叶龄期，采用恶

甲水剂浇灌防治；或采用普力克+恶霉灵兑水喷淋防治。水稻发病后采用戊唑醇+丙森锌+芸苔素内酯对

水喷雾防治。为了保持床土PH值在 5.0 左右，秧苗 2.0 叶龄期采用固体硫酸每盘 2 克对适量土撒施床面，

结合秧苗浇水进入床内。

4.6 杂草防治

4.6.1 播后封闭

每亩用马歇特进行苗床喷施防治（多用于开闭式育苗与无纺布育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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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 茎叶处理

在稗草叶龄 2.0～3.0 片、秧苗 1.5 叶龄以后，采用氰氟草酯喷雾防治稗草；或采用五氟磺草胺·氰

氟草酯喷雾防治稗草、阔叶草。喷药时避开高温，喷药后 2～3 小时封闭大棚。

4.7 移栽前做好秧苗“四带”（带药、带肥、带生物菌剂、带抗蒸腾剂）

插秧前 5～7 天，采用氯虫苯甲酰胺+噻虫嗪对水均匀浇施于 8平方米苗床，实施带药移栽，防治一

代二化螟、潜叶蝇及稻水象甲。

插秧前 3～5 天追施一次送嫁肥，每平方米施硫酸铵 50 克（100 倍液）及适量的生物菌肥，施后用

清水冲洗。

插秧前 1～3 天喷施蒸腾剂。

苗期药剂不限于上述药剂，可采用其它相关药剂，并符合规范性引用文件。

5 移栽

5.1 移栽期

泡田、沉降及封药间隔期满，5 月 15～25 日为最适移栽期。

5.2 移栽密度

行距 30 厘米，穴距 16～18 厘米，每穴 4～6 株，移栽基本苗 5～7 万/亩。

5.3 技术要求

机插秧质量保证密、浅、正、直、匀、满、齐、护、同。密：合理密植，保证田间基本苗数；浅：

插秧深度小于 2厘米；正：秧苗栽得正；直：插行要直；匀：插行穴距规整，每穴基本苗数均匀；满：

插秧到头到边，格田四角插满插严；齐：插秧深浅整齐一致，不插高低秧；护：插后及时上水护苗；同：

插秧同时安排专人同步补苗。采用机动车辆长途运苗时，应采用秧架载秧，防止秧盘相互挤压，造成秧

苗茎叶损伤，做到随起、随运、随插，以减少对秧苗伤害。手插秧保证－－－－－－－

6 施肥

总的施肥原则：有机肥与无机肥、生物肥配合施用，平衡施入氮、磷、钾肥，增施硅肥和锌肥，做

到配方施肥。基肥化肥应与机械整地耕作相结合，实现全层施入。在不增加氮肥总量的前提下，减少前

期氮肥施用量，增施穗肥，做到前氮后移。

6.1 有机肥

有机肥料种类分商品有机肥和自制的农家肥。商品有机肥是指符合 NY 525 质量要求的肥料。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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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包括厩肥、堆肥、沤肥、沼肥等，要求经充分发酵腐熟，重金属的限量指标应符合 NY 525 的要求。

6.1.1 有机肥的施用方法

水稻直播，播种前结合翻地作基肥施用，机插秧或人工插秧，结合镟地作基肥施用，有机肥均匀撒

于土表后，镟耕土地使肥料与耕层土壤混匀。

6.1.2 有机肥的施用量

高肥力土壤，每亩施用商品有机肥 50kg～100 kg，或农家肥 1000kg-1200kg。中等肥力土壤上，

每亩施用商品有机肥 80kg～120kg，或农家肥 1200kg-1500kg。根据常规生产经验，配合施用一定量的

化学肥料。化学肥料用量可比不施用有机肥的经验用量减少 5-10%。

6.2 化肥

针对我市稻区土壤有机质欠缺、缺氮明显、磷素较丰、钾素丰富、盐分偏高的实际，在平衡施肥的

基础上，提出以下施肥原则：

—－肥料施用应与高产优质栽培技术相结合，根据测土值适当调整氮肥用量，优化磷钾肥用量。

－－依据土壤肥力状况，控制氮肥总量，调整基肥与追肥比例，氮肥分次施用，合理分配氮肥施用

时期，适当增加穗肥比例。

－－合理施用磷肥和钾肥，适当补充中微量元素肥料。

－－偏碱性地块少用或不用尿素作追肥，可采用硫酸铵做追肥。

－－基肥施用后旱旋耕，实现全层施肥；采用节水灌溉技术，施肥前晒田，施肥以水带氮。

－－重视土壤洗盐排盐，警惕次生盐渍化。

6.1 施肥量

每亩施 N（15～18）kg，P2O5 （8～9）kg、K2O（5～8）kg。

6.2 水稻氮磷钾施肥方法

氮肥分为底肥（缓释氮肥）50%～70%、蘖肥（速效氮肥，一、二次蘖肥比例 4:6）20%～30%、穗肥

（速效氮肥）10%～20%，基肥于旋耕前或水耙地前施入，蘖肥于水稻插后 1、3 叶龄期施入，促进低位

分蘖，控制无效分蘖。穗肥的施肥时间及施肥量视叶色而定，科学进行肥水促控。叶色正常的，穗肥（促

花肥）于倒 4 叶龄期施入，确保有效分蘖，促进颖花分化。叶色偏黄、株数偏少的，适当早施增施穗

肥，可在倒 5 叶初期施入穗肥。叶色偏绿的适当晚施少施穗肥，防止水稻生育后期因植株含氮率过高

贪青晚熟，抗病抗倒性降低。磷肥作为基肥一次性施入。钾肥作为基肥一次性施入或基肥占 2/3，促花

肥占 1/3 施入。对于没有穗肥施入，且剑叶明显褪淡，脱肥严重的田块，于抽穗期补施粒肥，用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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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全生育期施氮量的 10%。

6.3 水稻中微量元素肥料的应用

若土壤有效硅（SiO2）含量低于 40 mg/kg 或出现水稻植株营养失调症状，应针对性使用硅肥，一

般亩用硅肥（SiO2含量≥20%）40 kg～50 kg 作基肥施用。

水稻施用锌、锰、硼等微量元素，应于分蘖盛期、幼穗分化期喷施。锌、锰、硼肥的施用量 100g～

125 g/亩，喷施浓度：锌为千分之一，锰硼为万分之五，选晴天下午叶面喷施。应严格控制微量元素肥

料的施用量，注意水稻后效并避免引起土壤污染。

7 科学管水

7.1 水分管理原则

整个生育期以浅为主，浅湿交替灌溉，适时晾田，调整水稻长相，充分发挥水、肥、气、热的综合

作用，达到增产的目的。

7.2 技术要求

一是浅水灌溉，保持水层 3厘米左右，一般是寸水不露泥为宜，二是湿润管理，当灌溉浅水层经过

一段短时间之后水层逐渐消失变为湿润状态，使稻田表层土壤呈现饱和水程度，处于无水层状态，做到

从第一次灌水由浅到湿循环交替。

7.3 具体方法

7.3.1 移栽期

5月 15-25日，浅水移栽（3厘米）；

7.3.2 返青分蘖期

6月 1日—20日寸水返青，浅水分蘖，浅湿结合，以浅为主。够苗晾田（当茎数达到收获穗数 80%

以上时）。晾田的好处，一是晾田后由于土壤氧气含量增加，使原来存在渍水土壤中的还原物质，如甲

烷、硫化氢和亚铁等得到氧化，含量显著减少，同时使好氧微生物的活性增强，促进了有机物的矿化，

从而提高了土壤有效养分的含量。二是在晾田期间，土壤铵态氮和有效磷含量下降，但复水后有会急剧

提高。因此，晾田在调节土壤养分方面对水稻生长能够起到先控后促的作用。三是晾田期间稻株总根数

白根数增多，同时由于晾田引起根系下扎，使稻根在土壤下层的分布比例增加。由此可见，晾田可以提

高根系的质量，扩大了根系的活动范围，增进根的吸收能力。四是叶色由青绿变成淡绿或黄绿，株型有

披散变为挺直，分蘖受到抑制，改善了群体结构和光照条件，茎秆粗壮抗倒能力增强，病虫害减轻。

晾田一般多在水稻对水分反应不甚敏感时期进行。分蘖末期至幼穗分化初期是晾田的适宜时期，一



T/PJDZ 00XX-2021

8

般是有效分蘖终止期前 3天进行晾田，大约在 6 月 20日—7 月 5日，晾田时间为 7—10天。晾田程度

应以苗数足、叶色浓、长势旺、土质肥沃、土壤渗漏量小的地块稍重，低洼和水稻根发黑的地块即使长

势不旺，苗数不多也应排水轻度晾田。

7.3.3 拔节期到抽穗

7月 5日—8月 5日，保持浅湿间歇灌溉，以浅为主。其中幼穗形成—抽穗期（7月 15—8月 5日），

保持 3—8厘米水层。抽穗—成熟，浅湿交替灌溉，抽穗后 30天内以浅为主，后期以湿为主。

收获前 7—10天撤水（9月末 10月初）。

水稻移栽期保持水层 1～3 厘米（花达水移栽）；缓苗期保持水层 5～10 厘米（深度以不超过苗高

的 2/3 或不淹没秧心为原则）；分蘖前期保持水层 3～5 厘米（浅水增温促蘖）；分蘖中期保持水层 0～

5厘米；茎蘖数达到收获穗数 80%及水稻拔节期适度晾田（通过晒田和间歇灌溉，向土壤中输送氧气，

排出有害物质，使根系下扎，壮根壮秆，为长穗期生长打下基础）；幼穗分化形成期保持水层 3～5 厘

米；孕穗期保持水层 5～10 厘米；抽穗开花期及灌浆前期保持水层 0～5 厘米；灌浆后期及成熟期采取

饱和灌溉；收割前 10～15 天逐渐落干水层。土壤盐碱含量较高的田块适当增加水层深度，水稻生育前

期尤为重要。

8 病虫草害防治

采用生物防治、农业防治、物理防治、化学防治相结合的方法综合防治病虫草害。药剂不限于下述

药剂，可采用其它相关药剂，并符合规范性引用文件。

8.1 主要病害防治

8.1.1 稻瘟病

农艺措施：选用抗病品种，利用抗源轮换种植；采用平衡施肥方法，适当减少氮肥用量，增施含硅、

钾复合肥，实行浅水灌溉，适时适度晾田。

药剂防治：水稻孕穗期破口前和齐穗期各进行 1 次，采用三环唑、吡唑醚菌酯、春雷霉素、井冈腊

芽菌悬浮剂、肟菌戊唑醇等药剂防治。

防治苗瘟和叶瘟要在发病初期进行，特别是急性型病斑出现时，应立即喷施药剂进行喷雾防治。防

治穗颈瘟应于水稻孕穗期和齐穗期两次用药。

8.1.2 纹枯病

农艺措施防治：插秧前彻底打捞菌核，合理稀植，平衡施肥，浅水灌溉，适时适度晾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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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剂防治：在水稻分蘖盛期采用井冈霉素、噻呋酰胺、苯醚·丙环唑等药剂防治。施用方法见药剂

说明（以下同）。

8.1.3 条纹叶枯病

农艺措施防治：选用抗病品种，培育壮秧，增施有机肥，平衡施入氮、磷、钾肥及硅、锌肥，增强

植株的抵抗力，降低对灰飞虱的诱集作用。

药剂防治：重点防治传播该病病毒的媒介灰飞虱。在水稻苗期带药下地的同时、分蘖前期采用毒死

蜱乳油或阿克泰水分散粒剂喷施防治，分蘖后期采用噻嗪酮可湿性粉剂喷雾防治；破口期到齐穗期采用

吡蚜酮可湿性粉剂喷施防治，如飞虱密度较大，间隔 5—7天再防治一次，以上药剂应交替使用，防止

产生抗药性。

8.1.4 稻曲病

农艺措施防治：建立无病种子田；根据品种特性，后期适当减少施氮量；适时适度晾田，水稻生育

后期干干湿湿管理。

药剂防治：水稻破口前水稻破口前 3～5 天，采用三唑酮、铜制剂、苯醚·丙环唑、井冈霉素等药

剂防治。

8.1.5 褐变穗

水稻孕穗末期和齐穗期，采用多抗霉素进行防治。

8.1.6 鞘腐病

于水稻孕穗初期和末期，采用稻瘟酰胺•戊唑醇、多菌灵、甲基硫菌灵等药剂防治。

8.2 主要虫害防治

虫害防治要作好预测预报，采用化学药剂防治要做到适时、适度，以提高防效，并保护青蛙、蜘蛛、

蜻蜓等害虫天敌。

8.2.1 潜叶蝇

农艺措施防治：整平田块，消除因高低不平带来的局部深水层；铲除田边、沟边禾本科杂草，减少

虫源；在潜叶蝇产卵盛期 7～10 天内，实行浅水灌溉，促进稻苗直立，组织坚硬，抑制成虫的产卵和幼

虫的侵入。

药剂防治：秧苗移栽前未带药防治潜叶蝇的，在潜叶蝇发生初期，采用乐果乳油、吡虫啉、噻虫嗪、

阿维·毒死蜱等药剂防治。

8.2.2 稻水象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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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艺措施防治：在做好检疫工作的前提下，清除田边杂草，消灭越冬成虫；合理施肥提高植株抗性；

利用频振式杀虫灯诱杀成虫。

药剂防治：移栽后（5～7）d，采用醚菊酯、辛硫·三唑磷乳油等药剂防治。用药（7～10）d 后，

若成虫仍较多，再防治 1 次。

8.2.3 二化螟

农艺措施防治：通过秋翻及妥善处理稻草等措施减少越冬寄主，进而减少虫源基数；科学管理肥水，

增强水稻自身抗（耐）虫能力。

药剂防治：秧苗移栽前未带药防治一代二化螟的，6月中下旬，采用氯虫苯甲酰胺水分散剂、杀虫

双、阿维·毒死蜱乳油等药剂防治。施药期间保持深 3～5 厘米浅水层 3～5天，可提高防治效果。7月

下旬在二代二化螟卵孵化盛期，采用氯虫苯甲酰胺、福戈、康宽、垄歌水分散粒、杀虫双进行防治。如

螟虫发生较重可用上述药剂在齐穗期加防一次。

8.2.4 稻飞虱

农业防治：选用抗（耐）虫水稻品种，科学管理肥水 ，创造不利于稻飞虱滋生繁殖的生态条件。

生物防治:除寄生蜂、黑肩绿盲蝽、瓢虫等外，还有蜘蛛、线虫菌类对稻飞虱的发生有很大的抑制

作用 。保护利用好天敌，对控制稻飞虱的发生危害能起到明显的作用。

化学防治：水稻苗期、分蘖期、齐穗期采用吡蚜酮、唏啶虫胺、啶虫眯等药剂防治。若分蘖中期及

灌浆初期飞虱虫口密度较大，间隔 5～7 天再防治 1 次。喷雾时，将喷头塞进稻丛间，喷到稻丛基部稻

飞虱栖息危害部位，或加大药液量，使药液下流到稻丛下部，触杀害虫。施药期间保持 3—5 厘米浅水

层 3—5 天，以提高防治效果。

8.2.5 水稻蚜虫

农业防治：清除田边、勾边杂草，加强稻田管理，使水稻及时抽穗、扬花灌浆，提早成熟，可减轻

蚜害。

化学防治：在水稻破口期和齐穗期结合防治稻飞虱，采用吡蚜酮可湿性粉剂、阿克泰水分散粒剂、

敌杀死乳油等药剂进行防治。如蚜虫重发生在水稻灌浆后期，用上述药剂再加防一次。

8.3 主要杂草防治

8.3.1 插前封闭

水耙地泥浆沉降清水后，采用丁草胺·恶草酮、丙草胺·恶草酮·乙氧氟草醚、苄嘧磺隆等药剂封

闭防治杂草。

8.3.2 本田插后封闭灭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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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秧后防除稗草、眼子菜、牛毛草、泽泻、鸭舌草、慈姑、萍和水莎草，一般在插后 5—7 天。除

上述插前封闭药剂配方外，根据水稻长势，还可选用以下配方：

每亩 60%丁草胺乳油 100 毫升+10%吡嘧磺隆（草克星）可湿性粉剂 10 克，拌细潮土 20 公斤撒施。

每亩 55%苯噻酰草胺.苄嘧磺隆干悬浮颗粒剂 80 克，拌土或拌肥 10 公斤撒施。

每亩 10%苄嘧磺隆（农得时）可湿性粉剂 15 克+96%禾大壮乳油 200 毫升，拌细潮土 20 公斤撒施。

每亩 50%快杀稗可湿性粉剂 30 克+10%苄嘧磺隆（农得时）可湿性粉剂 20 克，兑水 30 公斤喷雾。

8.3.3 本田中后期灭草

此时正值水稻分蘖盛期，防除对象主要是莎草科和阔叶杂草。根据杂草种类可选用以下配方：

以眼子草、藻类为主的田块，水稻插秧后 15—20 天，眼子菜叶片由红转绿时，每亩 25%西草净可

湿性粉剂 75 克，拌细潮土 30 公斤撒施；或 50%扑草净可湿性粉剂 40 克，拌细潮土 20 公斤撒施。

以稗草为主的田块，稗草在 3—4 叶期，每亩 2.5%稻杰油悬浮剂 60—80 毫升，兑水 30 公斤喷雾。

5—7叶的大龄稗草，应适量加大药量。用药时排干田水，施药后 24 小时灌水 3—5 厘米，保水 5—7 天。

以水莎草、牛毛草、三棱草等莎草科杂草为主的田块，每亩 56%二甲四氯可湿性粉剂 50—70 克，

兑水 30 公斤，于水稻分蘖盛期后喷雾。施药前排干田水，施药后 1—2 天灌水 3—5 厘米，保水 5 天左

右；或每亩 30%二甲.灭草松水剂 150—200 毫升，兑水 40 公斤喷雾。

8.4 施药条件

早晚无风天用药，风速小于 4 米/秒，气温不超过 27℃，相对湿度大于 65％。一般条件下，晴天在

3：00～10：00 时和 16：00～20：00 时防病作业，要躲过中午高温天气条件下作业，以免药液挥发，

影响药效。

9 收获

当谷色变黄，籽粒充实饱满坚硬，含水量 22%～25%，其中 80%以上的米粒达到玻璃质适时收获。使

用联合收割机一次完成水稻的收割、脱粒、茎秆分离、谷粒清选、谷粒装袋或进入输粮箱、随车卸粮等

工序的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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