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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宁市水稻新品种展示示范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龙小恒 1　欧阳艳 2　戴鲁娜 2　蒋玉琳 3　蒋　振 4　魏贱生 2　吴建娣 1　蒋建平 1

（1 湖南省衡阳市常宁市农业农村局，常宁 421500；2 湖南省衡阳市农业技术服务中心，衡阳 421001； 
3 湖南省衡阳市衡南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衡南 421131；4 湖南省衡阳市衡阳县西渡镇农业技术推广站，衡阳 421200）

摘要：针对常宁市水稻新品种展示示范工作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试验基地建设有待加强，试验质量不高，展示示范成果未

充分利用，根据多年实践提出了解决对策和建议：加强展示示范基地建设，提高试验质量，充分宣传利用展示示范成果，争取政

府重视、财政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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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种子作为水稻生产重要的生产资料和科

技载体，是争取水稻高产、稳产、优质、农民增收、农

民增效的重要生产要素。自 2016 年修订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种子法》颁布实施以来，种业科研活力

显著增强，种子经营主体显著增加，农作物品种数目

成倍增长，丰富了种子市场，促进了品种更新换代，

给种子使用者提供了更多选择空间。但也因审定

（登记、引种）品种数量太多，从某个角度上讲种子

市场呈现多、乱、杂现象，种子质量良莠不齐、种性安

全隐患增多。面对繁多的品种，种子使用者尤其是

农民往往无所适从，有时只得盲目选择，给生产带来

很大的损失。水稻新品种展示示范是对近几年审定、

引种的水稻品种的丰产性、稳产性、适应性、抗逆性

等进行复核式试验，筛选出综合性状较好的优良品

种进行推广；对在试验中出现不可克服严重缺陷的

品种种性安全风险进行深度鉴定评估及确认，及时

发布预警信息，并向省级以上农业农村部门提出停

止推广建议。其中展示是采用当地大田的栽培技术，

对新品种进行比对试验；示范是采用与品种配套的

栽培技术，对新品种进行比较试验。利用现场观摩

“看禾订种”农企对接平台等方式进行推介，引导农

户科学选种。由此可见：水稻新品种展示示范是推

广水稻新品种及其配套农业新技术的有效方式；是

解决种子使用者选择品种难的有效措施，是加快种

活。对于大户来说，尤其是合作社，机械插秧的效率

每天一般是 2.67hm2 左右，若面积超过 13.33hm2 的

制种户，需要移栽 5d 时间，通过 5d 一批次播种，可

以根据自身设备，调整播种时间及批次，缓解了机

械、人工紧张的矛盾。

水稻机械栽插要控制秧龄时间。秧盘育秧的

秧苗素质是随着时间的增加而逐渐变差，最好在

第 15 天就开始移栽，第 22 天移栽结束，不能使用

多效唑等调节手段控制秧苗的生长，否则花期难以 
调整。

水稻机械直播技术是水稻制种的有效措施。水

稻机械穴直播，成行成穴，便于人工去杂去劣，在生

长过程中，没有受到移栽伤根伤叶的影响，减少了返

青期差异造成花期的调节难度，更有利于高产稳产。

水稻全程机械化技术还需要更加深入研究。水

稻流水线播种、机械栽插、无人机授粉、机械收割、种

子烘干等，急需科技人员进行技术攻关，解决水稻制

种产业中的技术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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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科研成果转化的有效途径，是确保农业生产用种

种性安全的主要抓手。常宁市已开展了水稻新品种

展示示范工作多年，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存在一些

问题，有待改进。

1　基本情况概述
自 2012 年开始，常宁市已连续开展了 7 年水

稻新品种展示示范工作，先后在 2 个不同地点实施，

2012-2015 年在三角塘镇江南村，2016 年至今在宜

潭乡塘湾村。两个基地交通便利、排灌条件较好、土

壤肥力中上、农田集中连片，便于发挥展示示范功

能。两基地均采取大户承包种植的形式，每年展示

示范面积 10hm2。其中展示区面积约为 0.4hm2，每

个品种种 133.3m2，不设重复。每年展示示范品种

18~20个，其中展示品种 12~14个，示范品种 6~8个。

常宁市种子服务中心承担了常宁市水稻新品

种展示示范工作，该中心成立了展示示范技术指导

小组，负责设计、技术指导、品种特征特性观察记载、

技术总结等工作。每年年初都制定了《水稻新品种

展示示范工作方案》，编写了《水稻新品种展示示范

技术操作细则》，品种成熟期组织种子企业、农技人

员、种子经销商、种植大户进行田间观摩与“看禾订

种”等活动，共组织了 12 次，参加人员达 1800 人次，

当场订种达 32 万 kg。项目自开展以来，共展示示范

新品种 198 个，筛选推介新品种 36 个，累计推广面

积达 2 万 hm2，增产 1.5 万 t 粮食（增产按 0.75t/hm2 

计算），增收 3600 万元（稻谷按 2400 元 /t 计算）；对

12 个有不可克服严重缺陷的品种发布了预警信息，

并向省级以上农业农村部门提出停止推广建议，发

布预警信息的 12 个品种，自信息发布后，就退出了

常宁市，挽回粮食损失 0.11 万 t（按 1 个品种种植

600hm2，减产 90t/hm2 计算），挽回经济损失 264 万

元。从而确保了常宁市粮食生产用种种性安全，加

快了种业育种成果推广利用，为常宁市粮食生产作

出了巨大贡献。

2　水稻新品种展示示范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试验基地建设有待加强　一是常宁市展示示

范基地规模不大，仅 10hm2，只具备年展示水稻 16
个，示范品种 15 个的能力。而近几年，水稻品种数

量大增，如 2018 年国家审定水稻品种 838 个、湖南

省审定的有 77 个，其中，适宜种植区域包括常宁市

的水稻品种 278 个；还有同一生态区域其他省份审

定品种通过引种能够进入常宁的水稻品种 91 个，共

计需展示示范品种 379 个，常宁市年展示示范品种

能力严重不足。二是基地农田基本设施未修缮。常

宁市新品种展示示范工作已开展了 7 年，但从没有

对农田基本设施进行修缮。如排灌水渠破损严重，

其中污泥未清理，排灌不畅；田埂没硬化也没有年年

修筑，稻田保水保肥能力不强。三是灌溉水源不足，

干旱之年，水源不足，不能满足水稻所需。四是未修

建田间机耕道，农事操作不便，大型农机具进入田间

之路不畅。

2.2　试验质量不高　一是展示示范试验设置标准

不高，展示未设置重复和多点试验，示范并没有完全

根据品种特征特性制订详细的栽培技术措施。二是

栽培管理不精细。种植户由于展示示范补贴不多，

种田效益不高，热情不高，且其承包水田较多，农事

量大，用工成本高，为节约成本，栽培管理相对较粗

放；具体农事都是请农民工，部分农民工责任心不

强，有时只图数量，不求质量。三是对稻谷水分测定

采用快速水分测定方法，其测定结果误差大，影响

产量结果达 1~2 个百分点。四是试验人员素质有

待提高，试验要求试验人员要精通水稻栽培技术、

病虫害防治技术且工作责任心强，能认真执行展示

示范技术方案，落实各项技术措施和农事操作；要

及时观察记载，正确判定掌握品种的特征特性。常

宁市种子服务中心专业技术人员不多，技术力量不

足，技术培训不够，对新品种的特征特性观察记载不

全面、不准确、不及时，对品种的特征特性评价不准

确、不全面。五是参试品种选择随意性大，缺乏连续

性，常宁市种子服务中心与种子企业、品种选育者

联系不够，掌握新品种信息不多，参展品种资源不

足，一些好品种未能纳入展示示范，性状好的品种未

能连续展示示范，没有形成“累加效应”。从而导致

品种特征特性尤其是丰产性、稳产性、适应性未能

充分表达，对品种的评价还欠客观、公正，试验质量 
不高。

2.3　展示示范成果未充分利用　一是展示示范点

辐射有限。常宁市有 18 个乡镇，3 个街道，面积

2046.6hm2，水田面积 4 万多 hm2，常年水稻播种面积

7 万 hm2，面积大、地域广，而展示示范点只有 1 个，

其他乡镇未布点，没有建立点面结合的展示示范推

广体系，1 个展示示范点不论位置如何选择，其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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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终归有限。在整个展示示范过程中，一般只在

成熟期组织一次现场观摩和“看禾订种”农企对接

活动。大部分农民因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信息不

通等原因不能参加现场观摩，不能对品种特征特性

有直观认识和理性选择，从而影响展示示范成果利

用。二是部分种子经营者“抵触”展示示范。没有

提供品种参加展示示范或参加了展示示范但品种表

现不突出的种子经营者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愿宣

传和利用展示示范成果，甚至“抵触”展示示范。三

是政府采购水稻种子没有充分利用展示示范成果，

选择品种没有将品种参与展示示范作必要条件，而

是出于确保种性安全角度出发，优先考虑品种的稳

产性和适应性、抗逆性，而将品种的丰产性和稻米

品质放在次要位置。四是农民接受新品种意愿不

强。本市从事水稻生产的农民普遍年龄偏大，文化

素质不高，获取新信息的渠道不多，接受新生事物

慢，遵循“眼见为实”法则，对“老品种”放心，对展

示示范筛选出来的优良品种要有个过程才能接受，

这也制约了展示示范成果利用。五是宣传推介不

到位。常宁市各级农技推广部门没有充分利用电

视、网络、报刊、杂志等新闻媒体宣传展示示范工作

及筛选出来的新品种，政府、社会、农民对此关注度 
不高。

3　对策
3.1　加强展示示范基地建设　一是加强现有的展

示示范基地基本农田建设。修筑机耕路，修复排灌

沟渠，硬化田埂。二是建设点面结合的展示示范基

地。在全市选择 2~3 个有代表性的乡镇建立展示

基地；在全市水稻田多的 13 个乡镇建立示范点；在

水稻播种面积大的村组选择 1~2 户种植大户建立

示范户。通过 5~8 年努力，建成以市展示示范基地

为中心，以乡镇示范点和村组示范户为延伸点的网

络体系，将展示示范辐射整个常宁区域，解决展示示

范断线和覆盖影响不广的问题。

3.2　提高试验质量

3.2.1　提高试验标准　一是展示设置重复、多点试

验，栽培技术可参照当地大田，也可采用拟推广的栽

培技术；示范设置多点试验，且根据品种特征特性制

订详细的栽培技术措施。二是改快速测定稻谷水分

方法为高温烘干法。三是借助检测、鉴定机构对品

种比较突出的特征特性进行检测、鉴定。

3.2.2　认真选择参试品种　及时掌握国家、省发布

的水稻品种审定公告，加强和种子企业、品种选育者

的联系，尽量多地掌握新品种信息，丰富试验品种资

源。精心筛选参试品种，对表现较好的、稻米（谷）

市场前景较好的品种，要安排连续试验，便于更全面

地掌握品种的特征特性和配套栽培技术，形成示范

推介“累加效应”。

3.2.3　严格执行《水稻新品种展示示范工作方案》　

一是加强技术力量，组织技术培训，增强技术人员

的责任感，提高技术人员专业水平。二是试验要严

格按《水稻新品种展示示范操作细则》实施，全面、

及时、准确地搞好观察与记载。三是客观、准确地

评价参试品种。在水稻生长关键时期、异常气候发

生时期、品种特征特性表现明显时期组织专家进行

现场考察评价。四是集成现代农业新技术，摸索出

与良种配套、与农机具配套、与当地栽培条件配套

的栽培技术，从而减轻农民的劳动强度，提高种粮

效益，使水稻新品种展示示范真正具有现代农业的 
特色 [1]。

3.3　充分宣传利用展示示范成果　一是组织召开

新品种现场观摩“看禾订种”会。在现场观摩期间

要在展示示范基地醒目的地方树立信息公示牌和品

种标志牌 [2]，将展示示范基本情况、品种的特征特性

和栽培管理情况标示出来，便于过往群众了解。现

场观摩“看禾订种”活动应适当扩大规模，邀请更多

的种子企业、经销商、种植大户、稻米加工企业参与

进来。二是在整个展示示范过程中，要充分利用各

种形式开展宣传活动，如结合田间栽培管理和病虫

害防治印发宣传资料，在种子经销商和种植大户微

信群中作宣传介绍，利用当地电视、报刊等媒体，如

常宁电视节目《农友之窗》《常宁报》制作专题片和

专题版宣传推介。三是争取当地政府和部门领导的

重视和支持，将品种展示示范推介品种优先纳入政

府采购。四是鼓励种子经营者参与，宣传利用展示

示范成果；引导稻米加工企业采用订单农业方式，推

广展示示范筛选出来的品种。

3.4　争取政府重视、财政支持　经费保障是做好展

示示范工作的先决条件。常宁市自开展农作物新品

种展示示范工作以来，财政每年下拨了项目资金且

近几年略有增加，但基数不大，增幅很少，相对一个

粮食生产大市的农作物新品种展示示范工作要求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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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项目经费十分有限。争取领导重视和财政支持

是进一步搞好全市农作物展示示范工作的一个切

入点。种子服务中心作为本项目的实施主体，必须

尽力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多向政府及财政部门相关

领导汇报，把农作物新品种展示示范工作在促进全

市粮食生产增产增收，保障全市粮食生产安全的重

要性汇报清楚，把近几年全市展示示范工作成效及

进一步做好这项工作遇到的实际困难讲明白，争取

当地政府及财政部门领导的重视，争取更多的财政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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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州市大豆生产现状及存在困难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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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绍了泸州市大豆种植的自然条件、种植面积、产量、栽培品种和模式等基本情况，分析了当前泸州市大豆生产面临

的困难，提出了促进大豆产业发展的合理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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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Glycine max （Linn.）Merr.）为双子叶植

物，起源于中国，是我国重要粮食作物之一，已有

5000 年栽培历史，是一种其种子含有丰富植物蛋白

质的作物 [1]。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

高，人们对大豆及其制品的追求也呈现多元化趋势，

对大豆及其制品数量需求的刚性增长明显。根据海

关总署数据统计，2018 年我国进口大豆 8803 万 t，
进口大豆总金额为 2501.5 亿元，继续高居我国进口

农产品总金额的第 1 位，说明我国对大豆需求量比

较大。

1　泸州市大豆种植基本情况
1.1　自然条件　泸州市位于四川南部，长江上游，

地处云、贵、川、渝 4 省（直辖市）结合部，属四川盆

地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冬无严寒、夏

季湿热，雨量充沛，雨热同季 [2]。全市年平均气温

17.6~18.1℃，≥ 10℃的有效积温 5531~5789℃，年

日照时数 1086~1184h，年降雨量 786~1179mm，无霜

期 302~357d。土壤以紫色母岩风化发育为主，土质

肥沃，适宜多种农作物生长，是种植优质大豆较适宜

的区域。

1.2　近 3 年大豆种植面积、总产和单产　根据四川

省农业年鉴统计数据，2016 年泸州市大豆种植面积

为 15421hm2，总产 35052 t，单产 2273 kg/ hm2；2017
年泸州市大豆种植面积为 16081 hm2，总产 36664 t，
单产 2280 kg/ hm2；2018 年泸州市大豆种植面积为

16298 hm2，总产37725 t，单产2315 kg/ hm2。总的来说，

在全市范围内，与水稻、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相比，

大豆的种植面积、总产和单产都比较低（表 1）。

表 1　泸州市 2016-2018 年大豆种植情况

作物
播种面积（hm2） 总产（t） 单位面积产量（kg/hm2）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水稻 134443 134394 134182 1092690 1092064 1092978 8128 8126 8145

玉米 123585 122833 122321 660615 658387 658804 5345 5360 5386

大豆 15421 16081 16298 35052 36664 37725 2273 2280 23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