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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鲁南麦茬稻区的自然生态资源基础、现有的栽培管理技术条件及该区稻米市场营销发展的多种需

求等因素出发，以快速适应市场需求和满足人们对优质食味米的大量需要，大力发展优质稻米产业化，

剖析了目前该地区优质稻米产业发展存在的某些问题，并对其今后更好地进行优质稻米产业化的科学发

展和研究方向提供了相关的建议和相应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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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natural ecological resource base, the existing cultivation and management technolo-
gy conditions and the various needs of the rice marketing development in southern Shandong 
Province, this paper aims to rapidly adapt to the market demand and meet the large needs of 
people for high-quality edible rice, vigorously develop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high-quality rice, 
and analyze som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development of high-quality rice industry in this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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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suggestions and countermeasures were also provided for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and 
research direction of high-quality rice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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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水稻作为我国第二大粮食作物，常年种植面积约 3000 万 hm2左右，有利地保障了国家的粮食安全[1]，
在农业生产和国民经济发展中占有着重要地位。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不再一味地追求产量，

而是在追求产量的同时更加注重品质，并且逐渐向优质食味等目标转变[2]；特别是近年来，我国大多数

地区的优质稻米市场价格明显高于普通稻米，而且有些供不应求，又加上各地持续开展优质稻米评鉴评

比活动，有效地引导了水稻种植户调整农业种植结构，打造优质稻米品牌，极大地推进了我国优质稻米

品质的不断改良[3]；但对于大多数地区所形成的优质稻米生产现状，或多或少地出现了只追求品种的优

质而不结合本地的自然生态环境及栽培技术措施等因素，致使生产的米质达不到该品种的实际品质标准；

难以形成规模化的品种规划和科学种植模式；而在鲁南地区，水稻大多与小麦进行轮作模式，该稻区所

种植的水稻品种多以常规粳稻为主，通过对该区粳稻生产在品种选择、播种面积、单产、总产、农机与

农艺性状配合，品种特性与栽培模式、品种规划和布局、产业化发展等多因素综合分析得出，该区域的

稻米市场价值率和优良食味品质率始终是其鲜明的主题，这给我省优质稻米产业化的快速发展创造了更

加广阔的空间；推进该稻区优质稻米产业化进程，保持和发挥该稻区在我省水稻优质产业化乃至黄淮海

粳稻区的积极作用，必须紧密结合本地的自然生态资源条件和现有的技术栽培管理条件等多种有利因素，

加快优质稻米新品种选育和更新深化优质稻米产业化的大面积示范推广政策，为制定该稻区优质稻米高

产、优质、高效的现代化发展策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稳定国家粮食安全提供科学精准的依

据。 

2. 自然生态条件对优质稻米的影响 

2.1. 气候资源对优质稻米的影响 

鲁南麦茬稻区属华北单季黄淮海粳稻稻作带，多与小麦实行稻麦轮作种植模式，该稻区主要分布在

沿河、湖泊及涝洼等地；该稻区的临沂库灌稻区，水资源丰富，光热同期充足，雨热同成同季，水稻全

生育期积温在 3570℃以上，降水量 656.9 mm (特别近三年来降水量增多)，总日照时数 1049.1 h，平均每

日 7.4 h，太阳总辐射量 55.6 kca/cm [4]，可充分满足大多数优质中熟中粳水稻新品种对温、光、热、水、

气等自然资源生态条件的需求；育苗期和插秧后 30 天内的气温多在 26℃~30℃之间，极利于苗期的生长

和分蘖的发生，易形成壮苗，抽穗期和开花期温度多在 28℃~32℃之间且晴天较多，光照充足，利于花

粉的形成和受精，灌浆期温度多为 20℃~32℃之间，昼夜温差大，可达到 10℃以上，同化产物的形成远

大于其消耗；所种植品种的源、库、流结构形成均科学合理、顺利通畅，极利于优质米产量的增加和营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hjas.2023.138103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李宝红 等 
 

 

DOI: 10.12677/hjas.2023.138103 742 农业科学 
 

养品质的提高；无霜期长，灌浆后期的偶发低温对水稻功能叶片的影响较小。 

2.2. 土壤质地类型对优质稻米的影响 

土壤质地类型因其形成机理不同，所含的各种土壤养分、营养物质种类和数量也不同，即形成了品

种和外界环境影响共同造成了食味米质的价值也不同；该地区稻田土壤类型多为黄黏土、黑黏土和少量

砂浆黑土等多种类型；在此仅以黄黏土为例，其土壤有机质平均含量为 1.8 g~2.0 g/㎏、碱解氮 70.4 mg/kg
左右，速效磷 10.5 mg/kg 左右、速效钾 145.0 mg/kg 左右[5]；多年来土壤耕作栽培管理措施多采取了秸

秆全量粉碎还田模式，出现了土壤中有机质含量上升和多种微生物总量增加的现象，主要表现为微生物

种群结构的科学合理及多种生物酶活性的激活，有机肥和无机肥的同步混用采取了科学配方施肥模式，

形成了土壤中含有大量优质米生产所需的多种养分，使得稻区的耕作层松软深厚，理化性质好，为“爽

水田”[6]，土体构造内的土壤颗粒结构性好，保水保肥能力强，为优质米的生产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3. 栽培管理条件对优质稻米的影响 

3.1. 不同品种选择对优质稻米的影响 

该区所种植的水稻品种均为经过国家级或省级审定的新品种，生育期多在 145 天~155 天左右，米质

均达国标三级米以上，因品种不同和其遗传特性的影响，出现了在成熟时各性状不同对籽粒灌浆饱满度

的不同，形成了多种不同形态的食味品质，生产上多为半直穗型粳稻品种，因该类型品种的叶片光合效

应与其籽粒灌浆间的源、流、库关系更科学合理； 

3.2. 肥料种类、数量、施肥期和水浇模式对优质稻米的影响 

为追求更好的优质食味值，生产中对水稻所需的基本肥料多与水浇措施科学融合为水肥一体化实用

技术，比较在水稻生长的各个施肥期及施肥量对食味变化、产量、外观品质等的影响，将水稻个体与群

体间的和谐生长与环境友好达到最佳状态，科学调理有效茎蘖数、穗粒数及粒重的关系，保证群体理想

结构的形成，使每个单株既有合理的营养吸收，受到充分的日光照射，又能兼顾到群体结构生态系统的

完整性，以便形成更多的同化物进入到“库”中，以提高优质稻米的价值率。 

3.2.1. 有机肥对优质稻米的影响 
多年来，该区始终重视作物秸秆全量还田技术并及时增加有机肥的使用数量和次数，这些措施将有

利于食味米质的改善，提高稻米的崩解值和食味值，显著降低稻米的蛋白质含量。 

3.2.2. 无机肥对优质稻米的影响 
不同无机肥含量对优质米的形成影响较大，特别是氮肥的使用量；该区所选择使用的无机肥多为水

稻科学配方肥，肥料含量均与配合当地的土壤肥料供给状况科学施肥，并结合所种植品种的需肥规律，

适用氮肥以减少垩白发生和降低蛋白质含量，糙米氮素含量适合，垩白发生率小；微量元素对米质的影

响，特别是硅、硼、硒、硅等，应科学配比氮、磷、钾大量元素和增加锌、硅、硼等微量元素的使用。 

3.2.3. 数量和施肥期对优质稻米的影响 
水稻全生育期所需肥料的数量和施肥时间完全依据该品种对肥料的“木桶原理”和生长发育期间的

需肥规律，特别是水稻幼穗分化期和抽穗前后期的追肥，可使该品种的食味值达到最佳效果。 

3.2.4. 浇水数量、方式和浇水时期 
改善和增加优质米品质的关键是提高成熟期叶片的光合能力及籽粒成熟率，因此成熟期的浇水数量、

方式和浇水时期显得更为重要，大水漫灌方式是不可取的，多采取了滴灌或微灌模式，浇水时间也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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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天或晴天下午至翌日上午，避免了高温、强光照期浇水对水稻生长的负面影响；科学合理的浇水模式

既降低地温，还可防止根系早衰，以增加同化物含量和降低蛋白质含量。 

3.3. 栽培方式对优质稻米的影响 

近年来，鲁南稻区的水稻栽培模式较多，多以轻简化栽培为主，种植户使用水稻新品种的种类和数

量增加趋势明显，品种更新和品种更换及其与栽培模式相适应技术发展速度较快，各种特色品种在生产

上均有一定面积的种植，大多以高产、优质、高效、抗病性强、适应性广的品种种植面积较大，特别是

在一些家庭农场、种植合作社和大型农场中；不同土壤类型和个人种植习惯及对地力预产量的期值不同，

不同育苗模式、机插栽培与抛秧和直播等多种种植模式，均与所选择的栽培品种相匹配，即出现了多种

不同因素对稻米食味值的互作效应，共同影响着品种的食味值。 

3.4. 收获时期和加工方式等因素对优质稻米的影响 

收获时温度在 24℃~26℃时食味最好，收获后达到优质米标准的优质稻谷，都应先晾晒一定时间，

尽管前期各种栽培技术均已达到了优质米的要求，但收获后和储藏时仍要对稻谷水分进行严格检测；据

有关研究表明，稻谷收获后要及时降低其水分，以糙米含水率保持在 14%~15%为宜，储藏稻米时以 10℃
~15℃低温和相对湿度 70%为好[7]，此时稻米内各种成分结构和含量配比均已达到了最佳状态，用其做

出的米饭食味值达到最好。 

4. 市场需求对优质稻米发展的影响 

近年来，受市场规律和人们对优质稻米需求的影响等多种原因，该区对优质米的生产、加工和销售

市场需求稳中上涨，生产上逐渐消失了一些高产而米质普通的栽培品种，继而对国标优质米的需求呈现

出了强劲旺盛的发展态势，对收购价格也全面提高；各地调研表明，优质食味稻、加工专用稻和特色稻

等品种受市场欢迎，需求旺，销路好，价格优势明显。 

5. 存在问题 

1、水稻生产存在品种“多、乱、杂”现象较重，一些种植户不了解所种植品种特性与本区域生态类

型的特点，出现了水稻生长期间如抗病性差、倒伏、不抗高温和不耐低温等现象，对水稻生产造成了一

定的损失，影响了其产业化的发展。 
2、品种特性与栽培模式结合不紧密，农机与农技配合不充分，一些中晚熟优质品种应利用相应的育

秧模式和机插秧栽培模式，不能直播，对水稻后期生长不利；一些品种在苗期或灌浆后期因温度影响出

现生长受阻、病害加重、结实率下降、倒伏等现象，其对肥料的敏感程度和感应效率也不同，有的耐肥，

有的不耐肥；不同的肥水模式，也出现了同一品种不同阶段生长性状不同的现象，对产量、品质及市场

销售率均有影响。 
3、优质米在生产过程中因施肥比例、方式和时期不同，出现了稻米中含氮量较高，蛋白质含量增加，

米质下降等问题。 
4、品种特性与收获时期和方式关系不同，一些品种在成熟期因气候等多种原因而延迟收获，或少量

农户因某种情况急需收获而种植小麦，出现了高产而不高效的现象，同时，稻谷收获时存在成熟度及保

存状态不科学，含水量较高，生产出的稻米品质下降。 

6. 发展对策 

1、加快水稻产业化发展进程及土地流转面积的适度集中，优化、扩大种植栽培模式的改进与创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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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品种在农业科技成果中的快速转化，形成优质稻米产业化发展在该区完善和重要的粮食作物体系； 
2、以优质稻品种为种植业创新发展的芯片，加快推广其种植面积和稻米产业化，选择宜于鲁南麦茬

稻生态区域的优质、高产、稳产、多抗等可进行多种栽培模式的水稻新品种，科学选择米质优良且宜轻

简化耕作栽培等模式；以市场发展规律为导向，人们生活需求为目标，加快优质稻米产业的特异型转换，

大力改进种植技术和优质稻米生产过程中的绿色高效模式，增施有机肥及作物秸秆全量高效还田技术，

加大对优质米生产的长远规划和投入，切实提高优质米的收获指数和经济效益。 
3、优质高效的新品种与高产优质栽培技术的研发和推广等技术紧密结合，建立优质米标准化生产基

地，严格绿色、无公害生产操作规程，快速培养一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让

其在种植业方面懂农业、会技术，发展“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和机械化”的全能人才[8]。 
4、大力发展生态优质稻种植模式和科学的品种布局和规划策略，加大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扶持力

度和优质稻米品牌化建设，培植和推动名牌效应，形成强大的竞争优势，为打造优质品牌稻米提供坚强

的物质保障。 

7. 结论 

综上所述，通过对该区域麦茬稻生产的多种因素的综合分析和总结认为：优质麦茬稻米的形成是受

多种因素影响的，必须紧密依据该产区的自然生态条件及其相应的栽培技术措施等多种技术因素，科学

选择栽培优质稻米品种且进行大面积的推广应用，合理利用品种布局和科学规划，充分发挥良种与良法

科学高效的最高性价比以实现优质稻米产业化标准及其科学化、区域化、规模化、标准化的一标四化体

系，对促进我省水稻产业快速发展、水稻产业体系的完善和实施乡村振兴及农业供给侧结构的科学调整

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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