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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洪涝灾害灾后生产补救技术规程

为了规范水稻洪涝灾害灾后生产补救技术，制定本规程。

1 水稻遭受洪涝灾害的症状

1.1 水稻分蘖期受淹后的症状

分蘖期淹水深度低于叶尖，株高一半以下，水质清洁时对水稻生长影响不大；淹水深度

高于叶尖，受淹时间 2-3天，水质混浊时，一般稻株基部叶片坏死，呈黄褐色或暗绿色，心

叶略有弯曲，水退后有不同程度的叶片干枯，但不会引起腐烂死亡。

1.2 水稻孕穗期受淹后的症状

孕穗期淹水深度低于叶尖，株高一半以下，水质清洁时对水稻生长有一定影响；淹水深

度高于叶尖，受淹时间 2天以上，水质混浊时，出现烂穗现象，没有死亡的幼穗颖花和枝梗

退化严重，抽穗后白穗多，甚至会出现畸形穗。抽穗和成熟期推迟 5～15天，每穗粒数减少，

瘪谷增多，结实率很低，最后导致严重减产。由于主茎幼穗伤亡，顶端生长受阻，使稻株地

上部茎节的潜伏芽萌发成分蘖，这种高节位分蘖，一般在水退后 2～3天内出现。

1.3 水稻乳熟期受淹后的症状

乳熟期淹水深度低于稻穗，水质清洁时对水稻生长有一定影响，后期下部叶片枯萎，功

能叶片减少，但还有一定收成；淹水深度高于稻穗，受淹时间 2天以上，水质混浊时，顶叶

呈黄绿色，少数谷粒在穗上发芽，千粒重下降，米质变劣。乳熟后期受涝，空秕粒增加，千

粒重下降，茎秆纤细，容易倒伏造成减产。

2 受灾程度鉴定

2.1 轻重鉴定

水稻受淹时，如果水层不淹没心叶，则还有收成，如果淹没心叶，则受灾严重，临界期

早、中、晚稻及不同生育期略有不同，一般超过 3～6天基本绝收；混浊的水比清澈的水危

害重；水流速度大，容易使水稻倒伏，危害加大；水温高，植株呼吸作用旺盛，体内积累的

营养物质消耗快，危害加重；一般早稻比晚稻抗淹，生长后期比生长前期抗淹。

2.2 死亡鉴定

2.2.1 看根系。水刚退时，轻拔稻株，齐根拔断的是已经死亡；不能拔断，表明还有生机。

2.2.2 看吐水。水退后，早晨到田间检查，叶尖有吐水现象，表示还有生机。

2.2.3 看茎杆。用手捏基部，基部坚硬的表示仍然有生机，如果已经软糊，表明已经死亡。

2.2.4 看叶色。水退后，遇到天晴风燥，水稻叶片枯萎表示已经死亡。

2.3.5 看程度。一般稻株死亡 50%以下尽力采取田间补救，死亡 50%以上即进行改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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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灾后生产补救措施

3.1 受灾后水稻没有淹死的丘块田间补救技术

3.1.1 排除积水

涝灾后立即组织人力，集中一切排水设备，进行排水抢救。先排地势较高田块，争取让

水稻叶尖及早露出水面，尽量减少受淹天数，减轻损失。但要注意看天气排水。在高温烈日

情况下，不能一次性将田水排干，必须保留适当水层，使水稻逐渐恢复生机，一次性排干田

水，容易造成水稻枯萎，反而加重损失；在阴雨天，可以将田水一次性排干，有利于水稻恢

复生长。

3.1.2 洗苗护苗

受涝水稻退水时，随退水捞去漂浮物。同时在退水刚露出叶尖时，不断进行洗苗。最好

用动力喷雾器向水稻喷清水洗苗，洗去沾在茎叶上的泥沙，有利水稻恢复生机。喷水时注意

对叶部而不能对茎秆喷。喷清水洗苗时，根据茎叶沾泥情况尽量加大用水量。一般在水质混

浊、泥沙多的地区，泥沙容易压伤水稻，可以根据退水方向泼水洗苗扶正。

3.1.3 追施肥料

排水后，进行 1次轻露田，随后结合灌浅水补追 1次速效肥料。一般处于分蘖期的水稻

可追施尿素和氯化钾各 5 公斤/亩。如果处于孕穗期，应在破口前 3～5天，补施尿素 2～3

公斤/亩。抽穗后进行 1～2次根外喷施磷酸二氢钾等叶面肥，后期坚持浅水湿润灌溉。

3.1.4 综合防治病虫害

水稻受涝后，白叶枯病和纹枯病可能重度发生。及时用药防治，尽早封锁白叶枯病的发

病中心，药剂可选用杀菌剂及当地植保部门推荐用药。

3.1.5 喷施抗涝剂

水稻受淹后，因缺氧导致细胞代谢混乱，结构受损，内部激素比例失调，喷施抗涝剂如

释氧剂、活性氧清除剂及细胞激素等，均可缓解或部分消除洪涝对水稻的不利影响。

3.2 受灾后水稻已经大部分淹死的丘块稻田补改种技术

补改种应遵循先水稻再旱粮再秋冬季作物的顺序，补种水稻则应遵循先早稻再中稻再晚

稻再翻秋或倒种春的顺序。

3.2.1 补种水稻

早、中稻灾后基本绝收的丘块，如受灾时间较早，可从其它地方调剂秧苗继续插早、中

稻；退水迟但有异地育秧条件的，可以在退水后立即移栽早、中稻，秧龄宜在 15天以内。

如退水时间较迟，又无备用秧的，改种晚稻或用上年早稻品种进行翻秋直播，直播的临界日

期为 7月底，播种量 6～8公斤/亩，破胸露白即可下泥。播种时注意种子质量，应尽量避免

用刚刚收获的早稻种子作倒种春，如必须选用，则应选用早熟品种，且必须晒 2～3天，以

打破休眠期，提高发芽率。改种前对残茬和杂草多的田块应排干田水，选用触杀型的灭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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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草剂进行除草，间隔 2～3天即可播种。晚稻灾后基本绝收的丘块，如时间较早，可从其

它地方调剂晚稻秧苗继续插晚稻；如时间在 7月底以前，可参考早、中稻补救措施。

3.2.2 改种旱粮、油菜等秋冬季作物

可以选择改种早熟玉米、甘薯等，一般湖南地区的播载期下限为 7月底至 8月初。如果

近期降雨过大无法及时翻耕时，可采取免耕平地栽播甘薯和点播玉米的方式，等到墒情适宜

时再扶垄、中耕。如受灾时间太迟，则只能改种秋荞、秋马铃薯、秋季蔬菜、油菜等秋冬季

作物，秋荞最迟可播到 8月下旬、秋马铃薯播期下限 9月上旬。

4 术语及定义

4.1 水稻洪涝灾害

水稻洪涝灾害是由于本地短期大量降雨或长期阴雨或因上游大量降雨或因下游排水不

畅造成倒灌等导致水稻生长受到水的伤害。随着淹水层的升高和时间的延长，无氧呼吸逐步

取代了有氧呼吸，储藏的营养物质大量被消耗，体内能量代谢显著恶化，光合作用逐渐减弱，

或受水力冲击，影响水稻生长。

4.2 翻秋

用上一年的早稻种作晚稻栽培（一般采取直播的方式）。

4.3 倒种春

用当年收获的早稻种作晚稻栽培（一般采取直播的方式）。

5 引用和参考资料

DB43/T194-2003 A级绿色食品 水稻种植技术规程

SL579-2012 洪涝灾情评估标准

GB4404.1-1996 粮食作物种子 禾谷类

编写单位：常德市农业局粮油科

编写人员：吴仁明、杜登科、杨宇、杨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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