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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结合实际情况来看,随着现代农业的不断发展,水稻机械化育插秧技术愈发完善,通过将其合理

应用到现代农业中,则可为育秧效率及插秧质量的提升提供良好的技术保障,并达到提高水稻种植效率

与水稻产量的良好效果。对此,需加强水稻机械化育插秧技术在现代农业中的应用研究力度,从而通过技

术应用价值的充分发挥,全面推动现代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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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actual situation,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modern agriculture, the 

mechanized rice seedling cultivation and transplanting technology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erfect. By applying 

it reasonably to modern agriculture, it can provide good technical support for improving seedling cultivation 

efficiency and transplanting quality, and achieve good results in improving rice planting efficiency and rice yield. 

In this regard,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of mechanized rice cultivation and 

transplanting technology in modern agriculture, so as to fully realize the value of technological application and 

comprehensively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odern 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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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水稻本身属于我国农业生产中的主要粮食作物,其在现代

农业体系中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水稻种植方面,育插秧

过程属于影响水稻产量及质量的环节。随着现代农业的持续

发展,传统育插秧方法逐渐无法满足水稻种植需求,且呈现出

人力成本持续上升、种植效能下降等诸多问题。对此,需加强

对于水稻机械化育插秧技术在现代农业中应用的重视度,从

实际出发,明确技术实践应用流程,从而通过机械化技术手段

的有序引入与合理应用,为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步伐的加快打

下坚实的基础。 

1 水稻机械化育插秧技术研究 

1.1技术特点 

针对水稻机械化育插秧技术具有的特点进行深入分析则可

得知,其特点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操作自动化。在

水稻育插秧方面,机械化育插秧技术涉及持种到插秧的整个过

程,如种子浸泡等环节均可实现自动化操作,从而在有效降低人

力成本的同时,提高育插秧各环节的操作效率与精准度[1]。其次,

高效性。机械化育插秧技术的核心在于机械化,其本身操作速度

较快,因而能够满足现代农业中大规模种植需求,并从本质上缩

短水稻育插秧周期。再次,提高作业质量。机械化技术设备的应

用使得水稻育插秧作业整个过程的均匀性与一致性均获得了较

为显著的提升,且能够通过统一设定的方式,实现对于育插秧深

度的高质量控制作业,进而助力育插秧质量的提高。最后,降低

人工劳动强度。机械化育插秧技术主要通过高效的机械设备,

有序展开水稻育插秧作业,这使得人工劳动强度得以有效降低,

并在减轻人工劳动负担的同时,提高劳动效率。 

1.2技术优势 

现代农业中,水稻机械化育插秧技术应用优势具体表现如

下：首先,提升生产效率。以机械化技术为基础,育插秧作业周

期能够得到有效缩短,并有效推动了生产作业效率的提升。与传

统育插秧模式相比,机械化育插秧技术实践应用期间,水稻产

出得以增加,进而使得水稻作物的产供能力从本质上获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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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提高。其次,有效保护生态环境。与传统水稻育插秧作业

方式不同,机械化育插秧技术的应用可通过降低农药、化肥用

量的方式,尽可能降低农业生产过程给自然生态环境造成的

污染,以便推动生态环境保护与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一同实现[2]。 

2 水稻机械化育插秧技术在现代农业中的应用 

农业现代化发展使得传统农业作业模式逐渐无法满足产业

发展需求,对此,需立足于现代化农业,加强对于水稻机械化育

插秧技术在现代农业中的应用研究力度,借此在深化机械化育

插秧技术应用层次的同时,为水稻育插秧效率、质量以及水稻

产量的提升为农业现代化发展目标的实现提供强有力的技术

支持。 

2.1育秧阶段技术应用 

结合实际情况来看,现代农业育秧阶段水稻机械化育插秧

技术的实践应用具体表现如下：首先,育秧介质选取技术。育秧

介质选择方面需基于不同地理、气候条件,针对所选介质的营养

含量、透气性等进行综合考虑,并尽可能选择质地较轻且含有丰

富有机物质的土壤作为育秧介质的组成成分,在此期间,还需在

机械化土壤处理期间,针对土壤含水率展开严格控制。土壤透气

性、水土保持能力的提升方面,可借助珍珠岩等物质按照一定的

比例均匀掺入土壤中,并通过有机肥料在土壤中的合理掺入,针

对土壤成本进行科学改良。此外,如若选择无土育秧基质,则应

将重点放置在基质检测报告、物理及化学性质的综合考量方面,

通常情况下,无土育秧基质能够直接被应用于育秧作业中。 

其次,宜机插品种选择技术。在水稻机械化育插秧技术应用

期间,宜机插品种的选择尤为重要,在选择阶段,应重点考虑品

种是否具备高产性及抗倒伏能力。如若种植区域为中低产区,

所选品种产量应相对较低,如若种植区域为高产区,所选品种产

量应相对较高。抗倒伏能力主要依据花后茎基部第二节间的壁

厚进行判定,壁厚在相关标准范围内的则被视为具有良好抗倒

伏能力的品种[3]。 

再次,秧床整理技术。秧床的选择方面,应尽量选择较为平

坦且具备良好灌溉、排水条件的区域,并借助激光平地仪等现代

机械设备的合理应用,对地面进行平整处理,使秧床整体的均匀

性、平整度均可得以显著提升。在此过程中,还需通过自动化开

沟机械设备的有序应用,依据水稻种植标宽间距展开开沟作业,

并始终保障沟面宽度能够满足水稻种植标准要求。秧床准备方

面,则需将土壤湿度检测及控制工作严格落到实处,并合理施加

氮、磷等多种不同复合肥,从而为种子发芽生长提供良好的土壤

环境基础。 

此外,秧盘准备技术。现代农业中,水稻机械化育插秧技术

应用期间,每亩大田均需做好相应秧盘的准备工作,并确保秧盘

能够应用于粳稻、常规中籼稻等多种不同类型的水稻种植中。准

备期间,还需从实际出发,制定科学的保湿措施,通过无纺布覆

盖材料的准备,合理开展秧盘覆盖处理工作,借此在对秧盘湿度

进行科学控制的同时,进一步提升种子发芽的均匀性。秧盘托架

设计方面,应将重点放置在长宽高数值、比例方面,以防腐木材

等材料的合理应用为基础,科学控制秧盘离地高度,以便有效降

低地面冷热给种子发芽带来的影响。在播种结束后,还需做好秧

盘处理工作,通过将秧盘有序堆放在秧盘架上,以秧盘堆叠高度

的科学控制为前提,切实维护秧苗生长健康性。 

最后,暗化催芽技术。为充分确保暗化催芽技术应用效果,

首先应做好场地方面的选择工作,并确保所选场地具备良好的

通风性。在此过程中,需落实托盘秧架方面的运输工作,将其全

部运输至催芽室,确保托盘秧架排列及间距的科学性,避免因空

气流通不畅给秧苗生长造成影响。其次,合理应用遮光布展开覆

盖处理,并在暗化催芽期间,加大对于温湿度的控制力度,秧盘

稻芽长出土面则代表暗化催芽操作顺利完成[4]。 

在此期间,育秧阶段技术应用还涉及秧盘摆盘盖膜技术与

壮秧技术等多项技术手段。分开来看,秧盘摆盘盖膜技术应用期

间,首先应将秧盘放置在秧床上,并采用均匀排列的方式,确保

秧盘与秧苗之间的贴合性,并借助机械化设备的合理运用,有序

展开秧盘搬运、放置等工作。其次,秧盘放置结束后,则需通过

浇水处理,使秧盘表面能够有效形成保水层,在为秧苗生长提供

必要水分的同时,避免浮水引起的秧盘位移等负面问题出现。再

次,还需借助铜制剂等植保产品的科学运用,使秧苗具备更为良

好的抗病能力。此外,合理应用具备良好透气性的无纺布,针对

秧苗进行覆盖处理,并在秧苗生长到两叶一心阶段时,及时揭除

无纺布,确保秧苗能够有效适应自然光照。如若出现早春低温等

不利于秧苗生长的气候条件,则应合理增加保温处理措施,借此

进一步推动秧苗的健康成长。 

壮秧技术的应用首先需针对秧床土壤进行科学处理,通过

土壤层厚度调整等工作的开展,切实保障秧苗在生长环境方面

的统一性。在此过程中,还需依据水稻品种,针对秧苗密度进行

严格控制,并通过加强秧苗高度、叶子数量等方面计算力度的方

式,为秧苗的健康、强壮生长打好基础。其次,需确保秧苗生长

期间不存在明显的病虫害问题,并通过秧苗叶片弹性检测,明确

秧苗本身的抗病性及生长期具备的生长活力,最终在壮秧技术

的支持下,提高秧苗生长发育健康水平。 

2.2机械播种技术的应用 

现代农业中,水稻机械化育插秧技术应用期间涉及的机械

播种技术具体如下：首先,播种时期选定技术。播种时间过早或

过晚均会给秧苗生长的健康性带来一定的影响,如若过早,那么

秧苗便极易出现无法适应较低温度环境等不良现象,并大幅增

加秧苗冻伤风险发生的概率；如若过晚,那么水稻正常生长周期

便会缩短,进而直接影响到水稻作物种植的实际产量[5]。在现代

农业体系中的农作物轮作模式下,以小麦种植后的水稻作物续

种为例,具体播种时间应综合考虑小米收割时间等因素,以便进

一步确保水稻播种时期选定的科学性。在一般情况下,水稻播种

时期选定需以秧苗实际生长周期为基础,通过逆推的方式,科学

明确水稻播种的合理时期。水稻播种时期选定工作的实践期间,

通常以5月早期播种作为水稻播种的具体时间,这使得水稻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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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所处的季节条件符合秧苗实际生长需求,并能够在确保水稻

成熟周期合理性的同时,提高水稻作业种植产能,进而实现良好

的水稻育插秧作业效果。 

其次,生产线调试技术。机械化育插秧技术在现代农业中的

应用期间,需将机械化生产线的科学调整与优化重点关注起来,

以便全面契合不同水稻品种对于机械化播种技术提出的不同要

求。在此过程中,应以播种盘规格等方面存在的不同为依据,将

播种盘底土厚度调整工作严格落到实处,并通过进一步提高洒

水量控制精准性、合理性的方式,在实现良好机械化播种生产线

调试效果的同时,确保水分在底土中的实际渗透效果,以便在种

子发芽及健康生长方面营造出更为适宜且湿度能够满足种子发

芽、生长需求的土壤环境。播种量设定方面,则需从水稻品种角

度出发,依据不同品种水稻在播种要求方面存在的不同,有序展

开播种量的精细化调控,调整期间,还应从实际需求,在结合水

稻品种因素的同时,综合考虑环境、气候等多种因素,以便尽可

能保障生产线调试过程中,播种量设定的科学水平。 

再次,机械调试技术。水稻插秧作业开展前,应对插秧机械

设备进行全面检查与调试,并结合水稻品种,科学设定插秧行

距、取秧量以及插秧深度。在此过程中,还需针对插秧机械转动

零部件合理添加润滑油,并通过机械空转测试的方式,避免机械

插秧设备实践应用期间出现碰撞、卡滞等负面问题,以此在确保

机械设备整体运转效率的同时,以插秧机械设备的有效应用为

基础,实现良好的机械化插秧作业效果。插秧机械设备秧苗装载

期间,需通过将秧箱移动至导轨一侧的方式,避免插秧作业期间

出现漏插等问题,且秧箱应与秧块保持紧密的贴合状态,并确保

相邻秧苗能够对齐,从而有序展开机械化插秧作业。此外,还需

结合现代农业体系中的水稻插秧种植标准,将栽插实验检查工

作严格落到实处,并借此针对插秧株距、取秧量等参数进行优化

调整,最终为后续机械化插秧作业目标的实现奠定坚实的基础。 

此外,水稻播种技术。机械化水稻播种技术应用期间,需通

过在播种盘底合理增设盘根布的方式,并依据室内外播种环境,

明确种盘堆叠数量。在此之后,则需通过农用塑料膜的合理应用,

针对播种区域进行覆盖处理,待秧苗长高后应将塑料膜去除。室

外播种过程中,还应在塑料膜表面放置未播种的土壤,在秧苗长

出后,将覆盖物进行移除,以便在确保秧苗生长健康的同时,实

现良好的播种技术应用效果[6]。 

3 结语 

综上所述,在现代农业持续发展的背景下,其对于农业生产

技术的应用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对此,需针对机械化育插秧

技术在现代农业中的应用展开深入分析,并在明确技术特点及

技术应用优势的基础上,通过育秧阶段机械化育插秧技术的应

用、机械播种技术的应用等多个方面分析研究工作的有序落实,

为机械化育插秧技术在现代农业中的高效应用提供助力,进而

为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提升、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实现等

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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