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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交稻旱育秧龄与积温
袁应泽

（南郑县气象局，陕西南郑７２３１００）
摘要：１９９８－２００１年多点田间试验研究杂交稻旱育秧龄与积温的关系。结果表明用＞１２ｏＣ（粳
稻＞１０ｏＣ）有效积温表示秧龄稳定可靠。得出了各品种培育壮秧，适宜移栽秧龄的有效积温：早
熟杂交组合１６０～１８０ｏＣ·ｄ；中熟杂交组合２２５～２５０ｏＣ·ｄ；晚熟杂交组合２６０～２９０ｏＣｄ；早中
熟粳稻２４０～２７０ｏＣ·ｄ。
关键词：杂交稻；旱育秧；适宜秧龄；有效积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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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中盆地常年种植水稻８万ｈｍ２，主要分布
在南郑、汉中、勉县、城固、洋县、西乡等县的
平坝地区，为当地的主要粮食作物。自１９９５年引
进旱育秧技术以来，根据生产中存在的问题，杂
交稻感温性较强，日平均气温＞１２ｏＣ（粳稻＞１０
ｏＣ）才能生长发育，育秧期（３月底到５月）气温
变化幅度较大，旱育壮秧时常发生超龄或不足龄
现象，影响水稻高产稳产。为了寻找可靠实用的
判别秧龄的方法以供水稻生产参考和满足气象服
务的需要，对影响杂交稻旱育壮秧的温度条件进
行了分析，找出了杂交稻旱育壮秧的秧龄和积温
的关系。
材料与方法

１９９８－２００１年在南郑县选有代表性的２个
点：草堰（平川、露地）和红庙（丘陵、温棚），
勉县选１个点：黄沙（平川、露地）。实验品种为：
早熟杂籼组合（籼优６４、Ｄ优７７）；中熟杂籼组合
（Ｄ优６３、Ｄ优５２７）；晚熟杂籼组合（Ｄ优１０、协
优６３）；早中熟粳稻（科情５号、黎优５７）。每个
点按早、中、晚和粳稻４个组合设４个小区于同
一田块，各小区按品种特性和气温状况确定适播
期（前后相差３～９ｄ），同一小区内２个品种分开
旱育。当第一张真叶展开后定苗２０株观测。每一
品种分三期移栽，每期移栽秧龄按不同组合分别

规定（见表１）积温标准，在水、肥条件和田管相
同的情况下，收获后调查平均产量。

表不同移栽期秧苗＞ｏＣ（粳稻＞ｏＣ）
有效积温与产量

品种类型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积温燉
ｏＣ·ｄ

产量燉
ｋｇ燉ｈｍ２

积温燉
ｏＣ·ｄ

产量燉
ｋｇ燉ｈｍ２

积温燉
ｏＣ·ｄ

产量燉
ｋｇ燉ｈｍ２

早熟杂籼组合１５０７９６４０１７０８５６７４１９０７９１５５
中熟杂籼组合１９０９０４２０２４０９１５７５２７０８８７１０
晚熟杂籼组合２５０８９４２８２８０９１２６４３００８８２５５
早中熟粳稻２４０６２２７５２７０６７４５０３００５１１００

收获后按产量排序：第二期最高，第一期次
之，第三期最低。表明：按第一期积温移栽的秧
龄略低，按第二期积温移栽的秧龄适宜，按第三
期积温移栽的秧龄偏高，表现为超龄。
积温与叶龄

从试验资料看，杂交稻各品种在不同地区，不
同播期有效积温相同条件下，叶龄差异很小，表
现了相对稳定性。可采用有效积温（日平均气温
＞１２ｏＣ）来表示叶龄生长。
２１早熟杂籼（籼优６４、Ｄ优７７）

在浸种催芽正常情况下，从播种、扎根、竖芽、
现青到第一张真叶出齐，需要有效积温４０ｏＣ·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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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约８～９ｄ；从第二心叶长出到第二张叶出
齐需有效积温２４ｏＣ，约６ｄ。第三、四张叶所需
要的积温同第二叶。随着叶片的增多所需积温也
逐渐增加。据观测，从第五叶心叶长出到出齐有
效积温增加到３４ｏＣ左右，第六叶心叶长出到出齐
需５０ｏＣ左右（表２）。

表早熟杂籼叶龄与＞ｏＣ有效积温

叶龄
南郑草堰南郑红庙勉县黄沙平 均

积温
燉ｏＣ·ｄ

天数
燉ｄ

积温
燉ｏＣ·ｄ

天数
燉ｄ

积温
燉ｏＣ·ｄ

天数
燉ｄ

积温
燉ｏＣ·ｄ

天数
燉ｄ

播种～１４９０９４２６９３２９８４１５８～９
１～２２４９６２５８６２２３６２４２６
２～３２６９５２７１５３０１４２８０４～５
３～４２７１５２６０４２２９５２５３４～５
４～５３３１５３５０５３５３５３４５５
５～６４８３６５２６５４７９５４９６５～６

２２中熟杂籼（Ｄ优６３、Ｄ优５２７）
中熟杂籼叶片生长的热量要求，同早熟杂籼

品种表现基本一致。从第７叶心叶长出到出齐需
积温５０ｏＣ·ｄ，约６～７ｄ。
２３晚熟杂籼（Ｄ优１０、协优６３）

晚熟杂籼叶片生长的热量要求，其１～７叶与
早、中熟品种相同。从第８叶心叶长出到出齐需
积温７６ｏＣ·ｄ，约７～８ｄ。

上述资料说明，杂交籼稻类型不论早熟、中
熟还是晚熟品种，在育秧阶段其叶片生长所需积
温均表现一致，差异很小。因此，可以初步确定
一个叶龄的积温标准（见表３）。在生产中可根据
当时秧苗的有效积温，查出不同时间的叶龄。

表杂交籼稻叶片生长＞ｏＣ有效积温
叶龄
燉叶 ０～１１～２２～３３～４４～５５～６６～７７～８
积温
燉ｏＣ·ｄ４３２５２８２８３４４９５３７６

２４早中熟粳稻（科情５号、黎优５７）
粳稻比杂交籼稻耐寒性强，对温度的敏感性

要比籼稻差，主要栽种在海拔９００ｍ以上的丘陵
山区。据观测，１～４叶生长缓慢，每生一张叶片
所需积温要比籼稻高。但第５、６叶所需积温反比
籼稻少（见表４）。

表粳稻叶龄与＞ｏＣ有效积温

叶龄
南郑草堰南郑红庙勉县黄沙平 均

积温
燉ｏＣ·ｄ

天数
燉ｄ

积温
燉ｏＣ·ｄ

天数
燉ｄ

积温
燉ｏＣ·ｄ

天数
燉ｄ

积温
燉ｏＣ·ｄ

天数
燉ｄ

播种～１６３８８６３３８６４７１０６３８８～１０
１～２４０８６４０８６３７８６３９８６
２～３４６１７４６１７４５２６４５８６～７
３～４５１７７５１７６５１８６５１７６～７
４～５５３７６５３７６５１９５５５１５～６
５～６ 燉 ４９５４４７３４４８４４

用有效积温表示叶龄的优点（１）不受播种期
早晚和每年气温高低不同的影响，无论是温棚或
露地它所表示的叶龄与秧龄实际生长情况相差甚
微，一般不足一天的生长量。（２）它考虑了早稻
喜暧怕寒的特性，以１２ｏＣ以上的有效积温作为杂
交籼稻秧龄指标，以１０ｏＣ以上的有效积温作为粳
稻秧龄指标，合理准确。（３）使用方便，方法简
单，且不需要逐日在秧田进行叶龄观测，适宜于
大面积使用。生产实践表明，有效积温与叶龄接
近，计算秧龄天数误差较大。
适龄壮秧的积温标准

根据杂交稻生育规律，其总叶数，早熟品种
为１１张左右，中熟品种为１２张左右，晚熟品种
为１３张。但叶片因受气候、栽培条件影响，可能
有一叶的差异。总叶片数中最后长出的３张叶片
是在生殖生长期长出，其余在营养生长期长出。根
据叶片生长规律，大田营养生长期不少于１２～１５
ｄ，即能长出２５～３张叶片的时间，才有利于争
大穗多穗。这样加上生殖生长期长出的３张叶片，
在大田中总出叶数应有５５～６张叶片。按各品种
的总叶数减去大田中应有的叶片数，剩下的就是
该品种适宜秧龄的叶龄标准（见表５）。

表各品种适宜壮秧叶龄标准
品种类型 总叶数燉张 壮秧叶龄标准燉叶
早熟籼、粳 １１ ５～５５
中熟籼 １２ ６～６５
晚熟籼 １３ ７

通过几年各点观测资料的综合分析和生产实
践，一个品种适宜秧龄标准的确定，首先，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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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阳市农业遥感综合应用系统
徐军昶１，王勇１，邓芳莲１，尚小宁２

（１咸阳市气象局，陕西咸阳７１２０００；２咸阳市农业气象科学研究所，陕西咸阳７１２０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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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遥感以其对地面长期、大范围、多时次
的监测，在对地面生态环境的监测以及对农作物
产量预测服务等方面有着其它方法不可比拟的优
势。ＮＯＡＡ系列卫星从资料接收的１Ａ５文件到
形成图像信息、统计结果、对比分析等产品，各
地都作过大量工作［１］。但针对地县级应用特点，面
向地（市）、县服务的应用软件却很少。为此，开
发了咸阳市农业遥感综合应用系统，力图从面向
地（市）、县一级的角度开展服务工作。
系统的设计原则和思路

系统以接收的１Ａ５文件及由１Ａ５文件生成
的ＬＤＦ局地文件为处理对象。考虑地理信息、卫
星星下点的精确定位、局地文件的多通道显示、处
理数据的结果定量化、图形化等问题。采用ＶＢ
６０进行系统设计编程，使用ＭＤＩ（多文档界面），
同时显示若干个图像，并引入ＷｉｎｄｏｗｓＡＰＩ技

术［２］，极大地加快了处理图像的速度。可根据用户
要求对图像进行调色、统计、存储等，并且大量
使用组合框及列表框，减少了键盘输入，界面简
单，易掌握操作，使用户操作应用简单直观、方
便易学，输出方式多样，可打印图像、保存文件
等。
系统功能
２１图像处理
２１１ＬＤＦ文件的通道分解及图像显示

模块从ＬＤＦ文件的文件结构出发，用二进制
法来读取文件，以８ＢＩＴＢＭＰ图像文件的格式来
显示用户所选择的通道图像。
２１２ＬＤＦ文件的合成运算

由于受到云、雾等因素的干扰，在实际应用
中，很难得到一张完全不受云、雾干扰的图像，模
块通过对所要应用的多个ＬＤＦ文件的五个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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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品种全生育期的总叶数定出适宜的叶龄，并
查出所对应的有效积温标准；其次，从实际生长
结果来检验所定的标准是否真正具有丰产性状。
依据这两个方面的条件，确定所试验品种的适宜
秧龄的有效积温指标（见表６）。

表各品种的适宜秧龄的有效积温指标

类型品种 播种量
燉ｋｇ燉ｈｍ２

叶龄
燉叶

有效积温
燉ｏＣ·ｄ

早熟杂籼组合 １０～１１ ５～５５ １６０～１８０
中熟杂籼组合 ９～１０ ６～６５ ２２５～２５０
晚熟杂籼组合 ９～１０ ７０左右 ２６０～２９０
早中熟粳稻 １１５ ５～５５ ２４０～２７０

若秧龄过长，大田营养生长期就缩短，幼穗
分化提前，产生小穗，导致产量下降。长秧龄植
株性状表现为：株型变矮，穗形缩短，总粒数和
实粒数比适宜秧龄明显减少。

各品种适宜秧龄的积温标准，在运用中还应
视实际情况，灵活掌握，对播种密度大、播期迟、
肥料条件好的田块，秧龄的有效积温标准应适当
掌握低一点；对播种密度稀、播种早、肥料条件
差的田块，秧龄的温度指标可适当高一些。总之，
要因地制宜、合理安排好茬口搭配，才能培育适
龄壮秧，夺取高产稳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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