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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市场对无公害优质稻米需求的与日俱增 ,就无公害优质稻米分类、生产上限制因素等的分析入手 , 从栽培环境、品种、施肥、
水浆管理、病虫草害防治等方面提出无公害优质稻米安全生产栽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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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无公害优质稻米规模化安全生产技术, 可提高大米

的食用品质和安全性, 改善大米加工品质, 改善人们的饮食

结构, 提高稻米的商品价值及加工综合经济效益和稻农经济

收入。因此, 发展安全生产技术生产无公害优质稻米势在

必行。

1  无公害优质稻米

指农药、重金属等有毒物质控制在安全范围内, 品质达

到国际三级的稻米及其加工产品。无公害优质稻米生产要求

产地土壤环境、空气质量和农田灌溉水质指标均符合标准; 生

产技术要求符合农药和化肥使用准则; 加工过程要求符合收

获、加工、包装、贮藏与运输等技术环节质量控制办法, 最终生

产出的产品需符合国际三级米以上及粮食安全标准。

卫生质量指稻米中砷、汞、铅、镉、铜、铬等重金属含量及

杀虫剂、甲胺磷、磷化物、呋�丹、溴氰菊脂等农药的残留, 需

符合农业部颁发的无公害食品大米卫生指标( NY5115-2002)

行业标准的规定; 稻米品质需符合国家颁布的优质稻谷标准

( GB/ T17891- 1999) 。根据生产环境、生产水平和栽培条件, 无

公害优质稻米可分为有机稻米、绿色食品稻米、无公害稻米

3 种。

1 .1 有机稻米  指来自有机农业生产体系, 根据有机农业

生产要求和相应的标准生产加工的完全不使用化学物质, 并

通过有机食品认证机构认证的稻米( 包括稻米和成品米) 。

有机稻米是按国际有机食品协会的标准执行的, 在自然生态

环境条件下生产全过程中不使用任何化学农药和化肥的稻

米, 是真正源于自然、富营养、高品质的环保型安全食品。

1 .2 绿色食品稻米  指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 按照特定生

产方式生产 , 经专门机构认定, 许可使用绿色食品标志商标

的优质食品稻米。绿色食品稻米根据其产品安全性和认证

指标要求, 可分为A 级和AA 级,AA 级相当于有机稻米。

1 .3 无公害稻米 指在良好的生态环境条件下, 按照无公

害生产技术操作规程, 产品不受农药、重金属等有毒有害物

质污染, 或污染物含量不超过允许标准的稻米 , 是根据我国

现有生态条件和农业生产技术水平而提出的。

2  无公害优质稻米的制约因素

2 .1 米质  稻米品质主要受水稻品种本身遗传特性控制 ,

还与栽培的空气、水质、土壤等有关 , 同时与栽培管理水平 ,

稻米的加工和贮藏密切相关。

2 .1 .1 优质品种。应用的品种必须是经审定的国际三级米

以上的水稻品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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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2 调节播种期。灌浆结实期的气候因子对米质影响最

大。温度对整精米率总决定度的贡献率为88 .5 % , 光照

7 .3 % , 日均温度> 26 ℃或< 21 ℃都会使碾米品质下降。成

熟期遇高温垩白度、垩白率显著提高, 蒸煮品质变差。

长期以来 , 我国为解决温饱问题而追求高产, 忽视品质

的改善。另外由于现代工业的迅猛发展, 水稻生产环境进一

步恶化。因此, 要解决稻米安全问题 , 就必须实行“从田头到

餐桌”的全过程质量控制, 以提高稻米食用安全水平。

2 .2 生产环境 由于追求产量 , 长期以来过量使用化肥, 造

成土壤物理性质变劣, 保肥保水能力下降, 大量的氮、磷流入

水体, 促成地表水体富营养化, 地下水硝态氮含量增加, 导致

稻区水、土环境恶化。另外, 农业生产中超标准使用化学农

药, 导致天敌减少 , 虫害猖獗, 病害蔓延。工业发展产生的大

量有害废气、废水、废渣等进入生产环境, 造成土壤、水体、大

气中有害物质及重金属残留量增加, 部分地区已危及粮食的

食用安全性。

2 .3 市场  在国际市场上, 我国部分农产品在价格上虽然

有竞争优势, 但由于我国农产品品质和卫生安全质量指标达

不到国际标准, 难以打入国际市场, 造成我国稻米出口量小、

价格低、竞争力差。在国内市场上 , 由于各地都在积极制定

农产品安全的市场准入制度, 这将阻止不符合安全质量标准

的农产品进入城市的大市场。高质量大米在国际市场十分

受欢迎 , 发达国家对稻米质量尤其是安全质量的要求越来越

高, 无公害稻米将成为世界稻米的主流产品。

3  优质水稻无公害安全栽培技术

3 .1  栽培环境 选择符合无公害稻米生产地空气质量标准

( GB3095-1996) 和 无公害 稻米生产 地土壤 环境 质量标 准

( GB15618-1995) 的栽培环境。

3 .2 品种  从当地光热资源、生产条件和管理水平出发, 在

保证安全成熟的前提下, 选择适合当地生态气候条件的优质

高产品种。

3 .3 培育壮秧

3 .3 .1 种子处理。进行户外晒种、盐水选种、浸种消毒、种

子催芽等。

3 .3 .2  适期播种。控制播种量, 稀播育壮秧。采用隔离层

育苗、抛秧盘育苗、软盘育苗、标准化旱育苗4 种形式。

3 .3 .3 加强苗期管理。前期以保温保湿为主, 确保种子及

时发芽出 苗; 中期 适当追 施速效肥 料( 施 硫铵 125 ～150

g/ m2) , 浇足水 , 调节床内温度( 20 ～25 ℃) 并通风炼苗, 注意

防立枯病; 移栽前1 周可视苗情追施送嫁肥( 125～200 g/ m2) ,

并浇足水; 移栽前2 ～3 d , 停止浇水 , 蹲苗, 促根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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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精细整地  做到“三旱整地、水找平”, 即旱平地、旱耙

地、旱作埂, 边泡田、边平地、边插秧, 提倡旋耕整地。

3 .5  本田移栽 栽插适宜基本苗是无公害栽培的关键。栽

插适宜的基本苗, 可以充分利用有效分蘖, 提高成穗率, 形成

穗足、粒多、粒重的产量结构, 并创造良好的田间环境, 降低

病虫害的发生, 提高植株抗逆机能。根据品种特性、土壤肥

力、秧苗素质、插秧方法及栽培管理水平确定适宜的稀植[ 30

c m×( 13～20) c m] 栽培管理技术。在栽插行向上, 宜尽量采

用东西行向, 以利其充分合理利用光能。

3 .6 科学施肥  按照平衡施肥技术要求, 有机肥和无机肥

结合。降低总施氮量, 增加有机肥和生物钾肥, 推广测土施

肥。提倡秸秆还田 , 施用经高温腐熟处理的农家肥料、生物

微肥等。严格按照《绿色食品: 肥料使用准则》( NY/ T394-

2000) 使用肥料。①基肥。施腐熟有机肥3 万 kg/ hm2 , 硫铵

450～600 kg/ hm2 , 二铵 120 ～150 kg/ hm2 , 硫酸钾 120 ～150

kg/ hm2 , 适量配合施用硅镁肥。②追肥。移栽后7 ～15 d 追

施蘖肥, 硫铵120 ～150 kg/ hm2 或尿素60 ～75 kg/ hm2 ; 幼穗分

化期追施保蘖攻穗肥, 硫铵120 ～150 kg/ hm2 或尿素60 ～75

kg/ hm2 ; 抽穗前15～20 d 追施粒肥, 硫铵60 ～75 kg/ hm2 或尿

素30～37 .5 kg/ hm2 ; 后期视水稻长势适时适量喷施磷酸二氢

钾等叶面肥, 促进灌浆成熟, 提高品质。

3 .7  水浆管理  水浆管理应符合《无公害稻米生产地灌溉

水质量标准》( GB3838- 2000) 和《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5084-

1992) 。

在水浆管理上, 总的原则是“浅水勤灌、干干湿湿”。浅

水插秧, 移栽至返青期以( 3 ～5 c m) 浅水灌溉为主, 返青后水

层控制在3 c m 以下 , 以利提高地温, 促根快发; 封行前以浅湿

交替歇灌为主; 有效分蘖终止期应适当晒田, 控制无效分蘖 ;

拔节期要求浅湿间歇灌溉; 抽穗开花期要求有3 c m 以下水

层; 灌浆至成熟期实行浅湿干交替间歇灌溉 ; 收割前10 d 左

右可断水落干。

3 .8 病虫草害防治 病虫草害防治要实行“预防为主, 综合

防治”的原则, 以生物防治为重点的综合防治策略。①减少

病虫草害来源。采用深翻晒土、春耕除草、清洁田园、轮作倒

茬、间作套种等一系列措施防治病虫草害。②积极开展生物

防治。创造不利于病虫草害滋生并有利于各类病虫草天敌

繁衍的环境条件。运用抗性基因、昆虫毒素、信息素、昆虫天

敌等生态防治方法, 综合控制病虫的发生。③化学防治病虫

草。应掌握安全、有效, 做到用药量小, 用药次数少, 尽量达

到减轻污染的目的。严格禁止高残留农药的使用。选择高

效、低毒、低残留农药, 以达到既有效控制病虫草害, 又最大

限度地减少农药污染。④积极采取物理防治措施。如采用

黑光灯或高压汞灯方法诱杀害虫。

3 .9 适时收获  成熟后应及时收割, 早收影响产量和稻米

成熟度, 迟收则稻米光泽度差, 碎米率高; 过早和过迟都会增

加裂纹米和心白米。稻谷含水量降至19 % ～21 % 的黄熟期

收割, 出米率和精米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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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不同硒浓度对CAT 活性影响

抗氧化系统的作用对象之间存在动态平衡。SOD 是目前已

知的清除O2 - 的唯一酶类, 主要是将 O2 - 歧化生成无毒的

O2 和毒性较低的 H2O2 ,CAT 和POD 是清除 H2O2 的主要酶

类, 可以将 H2O2 变成 H2O。某一抗氧化系统的改变就有可

能影响到其他抗氧化系统 , 不同抗氧化系统在植物体内相

互影响, 共同调节体内的抗氧化作用。

  试验结果表明 , 在20 ℃条件下 , 硒处理≤24 .0 mg/ L

时, SOD 活性变化不大 , 与 CK 无显著差异; 硒处理 30 .0

mg/ L时, SOD 活性有较大幅度的下降 ,CAT 活性无明显差

异; 高硒处理( ≥24 .0 mg/ L) 时POD 活性较CK 有所升高 , 而

低硒时变化不大。4 ℃条件下,SOD 活性较20 ℃时大幅下

降, 各处理对其活性均无明显影响 ;CAT 活性表现出与SOD

相同的变化, 各处理间无显著差异;POD 活性在4 ℃条件下

随硒浓度的增加而增加, 各处理均大于 CK, 且在18 .0 mg/ L

时达到最大值。可能是因为在不同温度下堇叶碎米荠植株

中参与抗氧化的酶的种类不同 , 或者说起关键作用的酶不

同, 温度高时 , 起关键作用的主要是 CAT 和SOD, 而低温时

主要是POD 的作用。常温下适量的硒可提高 SOD、POD 及

CAT 的活性, 最适处理浓度为18 .0 ～24 .0 mg/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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