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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直播水稻精确灌溉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一、目的意义

我国传统的稻作方式是以育秧移栽为主。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

产业结构的重大变化，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农业劳动力锐减，

机械化和轻简化的高效栽培模式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其中，

水稻直播是一种轻简化的稻作方式。有研究表明，与育苗移栽水稻相

比，直播水稻可以节省人工 60～70个/hm2，节约成本 1800～2400元

/hm2 [1-4]。

依据播种时田间干湿情况，水稻直播可分为水直播和旱直播两种

方式。水直播通常是指稻田灌水整地、表土沉实后，田面保持浅水层

直接播种水稻种子的一种方法。水直播优点是灌水整地田面容易平整，

有利于田间均匀灌溉、控制杂草和减少底土渗漏。其不足之处是从灌

水整地、表土沉实到水稻播种的时间较长(一般需要7~10天)，不利于

抢时播种，且田间作业较困难[5]。因此，水直播一般多在播种季节降

雨多、地势低洼、排水不良的稻田采用。水稻旱直播是指土壤旱耕翻、

旱整地，将水稻种子直接播种在旱耕旱整田里的一种稻作方式。水稻

旱直播通常也称旱直播水稻。旱直播水稻田间作业简单，在多熟制地

区，前茬作物收割并稍加灭茬或浅耕后可立即播种；具有播种快、省

工、节本和节水的优点[3-7]。在印度、孟加拉、缅甸、巴西、美国等

国家，旱直播水稻占水稻种植面积的比例很高，近年来我国旱直播水

稻发展很快，每年旱直播稻播种面积已超过600万hm2[7-10]。虽然旱直

播水稻省工节本，但在生产上也存在一些严重问题，如出苗不整齐，

穗型小，总颖花量不足，后期易倒伏早衰，籽粒充实不良、结实率低，

产量不稳定等[6-10]。这些问题与水分管理不合理有密切关系[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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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的灌溉方法，旱直播水稻一般采用播种期和幼苗期田间无水

层灌溉，自第 4叶叶片抽出至成熟田间保持浅水层[1-4, 6-9]。这种灌溉

方法往往不能与旱直播水稻的生长发育、产量和品质形成规律相匹配，

难以实现高产、优质与水分高效利用[1,6,7,9]。因此，急需制订《旱直

播水稻精确灌溉技术规范》，以实现旱直播水稻的精确灌溉，实现水

稻高产、优质和水分高效利用。

机械化和轻简化的高效栽培模式已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趋

势。旱直播水稻是作物机械化和轻简化栽培的一种重要方式。制定和

实施旱直播水稻精确灌溉技术规范，可以实现水稻增产、节水、优质，

对于发展绿色高效水稻生产具有重要意义。

旱直播水稻精确灌溉技术自 2016年起就在江苏的苏南（无锡）、

苏中（扬州）和苏北（连云港）进行试验示范，结果表明，与以水层

灌溉为主的常规灌溉技术相比，水稻旱直播精确灌溉技术的产量可增

加 10.5%~19.2%，灌溉水量减少 28.6%～42.9%，水分利用效率提高

30.6%～44.9%，稻田甲烷排放量减少 73.5%~74.9%，稻田温室气体强

度降低 64.1%～65.5%，并可显著提高稻米品质[9,12]。证明了该技术的

实用性和可行性，可以取得显著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具有广阔

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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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任务来源

根据 2023年 02月 04日江苏省农学会下达的关于征集江苏省农

学会团体标准（第一批）立项项目的通知（苏农学字[ 2023 ] ~ 号），

标准牵头单位扬州大学向江苏省农学会提交立项申请；根据 2023年

4月 20日江苏省农学会下达的关于《旱直播水稻精确灌溉技术规范》

团体标准立项的公告（苏农学字[2023] 18 号），批准本标准立项。

三、编制过程（需根据标准制定程序各阶段的进展不断补充，直到可

发布为止）

2012～2015年，在江苏扬州和连云港分别设置“旱直播水稻精

确灌溉技术”试验，在不同土壤类型和水稻不同生育阶段，获取旱直

播水稻精确灌溉的技术指标；以水层灌溉为主的常规灌溉技术为对照，

比较分析直播水稻精确灌溉技术的产量、灌溉水量、温室气体排放、

水分利用效率和稻米品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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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8年，旱直播水稻精确灌溉技术在江苏的苏南（无锡）、

苏中（扬州）和苏北（连云港）进行示范，以当地水层灌溉为主的常

规灌溉技术为对照，比较分析旱直播水稻精确灌溉技术的示范效果，

初步形成旱直播水稻精确灌溉技术规范。

2018～2019 年，旱直播水稻精确灌溉技术主要内容分别撰写成

论文和学术专著中的一章进行公开发布（见参考文献[9, 12]）。于 2018

年，还申请了发明专利“水稻旱直播精确定量灌溉方法”，但因部分

技术指标数据在专利申请前已公开发表，专利申请未获批准。

2020～2022年，旱直播水稻精确灌溉技术作为水稻轻干湿交替

灌溉技术的重要组分部分，在苏、黑、皖、川、吉、沪等省市大面积

推广应用取得了十分显著的增产、节水、减排和改善稻米品质的效益。

2023年 2月，《旱直播水稻精确灌溉技术规范》草拟成文本。

2023 年 3～4月，专家初步论证。

2023 年 4 月，对专家提出的意见对文本进行修改，形成第一次

修改文本。

2023 年 5月～，对第一次次修改的文本征求意见。

四、主要内容技术指标确立

《旱直播水稻精确灌溉技术规范》主要内容技术指标确定的依据

主要有以下 3 个方面。

1、本项目组的长期工作积累。本项目组自上世纪 80年代就开始

研究水稻高效节水灌溉技术，研究成果分别于 1996 年和 2000 年获江

苏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和教育部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在稻田水分的控

制方法、节水灌溉技术指标的观测方法和应用技术等方面积累了大量

的数据资料。这些数据资料为本项目主要内容技术指标的确定，包括

技术指标类型的确立、土壤类型的分型、水稻生育期的划分、以及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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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技术指标在不同类型土壤和水稻不同生育期的应用等，提供了充

分的依据。

2、公开发表或发布的资料。本项目申请人查阅了大量的与水稻

灌溉有关的文献资料，包括学术著作、研究论文（含学位论文）、标

准、专利等。这些文献资料为本项目主要内容技术指标依据的确立提

供了参考。

3、试验、示范、应用的论证。项目组于 2012～2015年对“旱直

播水稻精确灌溉技术”进行了多点、多年的试验，于 2016～2018年

在江苏省进行了多点示范，于 2020～2022年在苏、黑、皖、川、吉、

沪等省市进行了大面积推广应用。这些试验、示范和应用为本项目主

要内容技术指标的确立提供了最直接的依据。

五、与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项目申请内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技术指标高于国家标准

相关技术要求。

六、实施推广建议

本项目适用于具有灌溉条件的旱直播水稻以及除播种期以外的

水直播水稻高产、优质、节水灌溉，适用于全国各稻区。

七、团体标准涉及专利的说明

本项目不涉及已公布或授权的专利。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项目无重大分歧意见或权利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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