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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灌区协会团体标准发布公告

!"!#年第"$号 （总第$$号）

!!根据 《中国灌区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规定，经中国灌区协会第六届常务理事会第八次会议表
决通过，现发布以下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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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标准按照2附／%$+$—!"!" 《标准化工作导则!第$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
规则起草。

本标准的制定以指导南方平原河网区的稻田节水减排技术应用为目的，保障平原河网区农业节水
减排工作的科学性、规范性、可操作性，为平原河网区进一步开展稻田节水和面源污染防治工作、提
升农业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减少以田间水为载体的农业源氮磷水污染物排放提供依据和支撑。

本标准由中国灌区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平湖市水利局、中国灌溉排水发展中心、中国农业

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浙江省水利河口研究院、中国水稻研究所、广东省科学院生态
环境与土壤研究所、浙江省平湖市灌溉试验重点站、浙江绿迹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水脉智汇 （北京）
科技有限公司、中电建生态环境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宝忠、顾涛、张晴雯、郑世宗、沈洁、晏清洪、王丹英、夏跃冬、栗岩
峰、张彦群、展晓莹、陶园、陈皓锐、郑明国、余魁、赵智、汪云峰、赵红书、任伟中、张宏达、李
林、李楠、刘芳芳、冷启兴。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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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平原河网区稻田节水减排技术导则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南方平原河网区稻田节水减排的总体技术要求、稻田节水、稻田污染源头减量、稻
田控制排水、沟渠退水减污等技术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南方平原河网区的稻田节水减排技术应用。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标准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 （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
用于本标准。

。"##$#%&!粮食作物种子!第&部分：禾谷类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管道输水灌溉工程技术规范

。"／)+$／$$!高标准农田建设 通则

。"'$*／'!泵站设计标准

。"'$*((!灌溉与排水工程设计标准

。"／)'$+／+!节水灌溉工程技术标准

。"／)'$／$$!渠道防渗衬砌工程技术标准

工程／)#!农田排水工程技术规范

工程／)*#／!灌溉与排水工程技术管理规程

工程*'*!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

水标／)#1／!肥料合理使用准则!通则

水标／)(#2!水稻产地环境技术条件

水标／)*1&&!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规程

水标／)+$*$!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技术通则

水标／)+(#$!南方稻田冬季绿肥种植与利用技术规范

与!术语和定义

与$!
南方平原河网区!南方平原河网区,-区.平-,平南/0-1-平2区0,区,304南方5方区,网
我国长江中下游平原、珠江三角洲平原等地区，该区域地势平缓、土壤肥沃，水系纵横，具有复

杂的枝状与交叉或环状河网，亦称为南方平原河网地区。

与$。
稻田节水减排!/网南平-稻3网.区,2网,田田-网区,网2平-平田4节南区0,水-0减原网田田排水区平河田
根据水稻需水需肥规律和当地供排水条件，高效利用降雨、灌溉水和肥料，减少进入河网的面源

污染负荷，以取得最佳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综合措施。

与$与
水稻节水灌溉技术!/网南平-稻3网.区,2区--区2网南区0,南平节方,0河02排0水-区节平
根据水稻的需水规律及当地的供水条件，以根区土壤含水率或适宜水深作为稻田灌排控制指标，

在充分利用降雨的基础上，合理确定灌溉时间、灌溉次数、灌水定额和灌溉定额的灌溉技术。包括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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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交替灌溉、 “薄浅湿晒”灌溉、控制灌溉、薄露灌溉、间歇灌溉、浅水勤灌、浅湿灌溉、湿润灌
溉等。

与$B
控制排水技术!节0,南-0河河平田田-网区,网2平南平节方,0河02排
在不改变排水系统现有布置以及系统功能的前提下，通过辅助性工程设施改变稻田排水强度、方

式以及排水时间，提高降雨利用效率，增加农田蓄水能力，以减少灌溉水量和稻田氮磷损失、改善稻
区水环境的综合措施。包括地表控制排水技术和地下控制排水技术。

与$C
地表控制排水技术!节0,南-0河河平田田-网区,网2平水0-34-水网节平田-网区,网2平南平节方,0河02排
在农田地表或周边排水沟道实施控制性技术，主要用于减少地表径流，削减地表径流中的污染物

的直接排放，减少农田向沟道的排水，合理调节水力停留时间以提高沟道内污染物自净能力。

与$D
地下控制排水技术!节0,南-0河河平田田-网区,网2平水0-34控34-水网节平田-网区,网2平南平节方,0河02排
在农田地下排水工程出口调控地下水位和控制地下排水量，合理调节水力停留时间以提高沟道内

污染物自净能力，削减污染物排放浓度和排放量的控制性技术。

与$A
溢流型排水口!0.平-水河0/04南河平南
安置于稻田与排水沟之间，能够根据水稻生育期适宜水层深度，通过调节内置闸门的高度，实现

水流从闸板上端溢出的排水口设施或装置。

B!总体技术要求

B$!!根据南方平原河网区水系纵横交错、河道水流平缓、灌溉田块分散的状况，稻田节水减排系统
的总体设计应符合灌区规划和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要求，遵循水土资源合理、高效、持续利用，经济、
资源、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南方平原河网区稻田节水减排技术路线见附录 3。

B$。!稻田节水减排应以控制稻田灌溉用水总量、提高农田灌溉用水效率、削减氮磷排放总量为目标，
实现稻田生产全过程水肥高效利用、氮磷源头减量和迁移过程阻断。

B$与!稻田周边应合理布置灌排建筑物和沟渠 （管）道，保证灌排系统完善，灌排顺畅及时，以满足
水稻生长用水需求，灌溉与排水工程设计应符合。"'$*((和。"／)+$／$$的要求。

B$B!应根据南方平原河网地区地势平坦、雨水资源充沛、降雨径流的调蓄能力弱等特点，充分发挥
稻田雨水集蓄利用、稻田排水再利用对节水减排的作用，实现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与污染治理。

B$C!稻田的灌溉水质条件见 。"'$(#，土壤条件和环境质量见 水标／)(#2。应根据稻田土壤条件和
环境质量合理施肥，肥料施用见 水标／)*1&&和 水标／)#1／。水稻栽培方法应根据所选品种特性、土
壤条件、栽培制度等确定。

B$D!综合考虑平原河网区的区域特性、气象水文条件、地形地貌、土壤质地、地下水埋深、种植结
构、植被及土地利用状况等特征，因地制宜选择稻田节水减排技术，满足农田排涝、灌溉等标准，实
行分类治理，选择合适的模式；宜利用原有排灌沟渠、河浜、退养水塘等进行改造和提升，并在提高
技术先进性、实用性的同时，节约土地，减少经济成本。

B$A!稻田节水减排应积极推广新材料、新工艺、新方法、数字化技术等，提高稻田节水减排治理效
率与效果。

C!稻田节水技术

C$!!一般规定

C$!$!!应在确保稻谷产量和品质的前提下，统筹采用工程节水技术和非工程节水技术，充分利用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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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量，减少灌溉用水量和排水量，提高灌溉用水效率。

C$!$。!应根据当地气候条件、水稻栽培方式、水源条件、劳动力条件、管理水平等情况，因地制宜
选择节水技术。

C$!$与!稻田节水技术中涉及的灌溉排水工程等级确定按照 。"'$*((、。"'$+／+和工程*'*的规定
执行。

C$!$B!应合理设置稻田灌溉用水计量设施与设备，有条件的地区宜积极推进在线监测。

C$!$C!应用节水技术的稻田田间水利用系数不宜低于$%1'。

C$。!工程节水

C$。$!!水源工程

C$。$!$!!稻田节水灌溉应合理利用、节约保护水资源，发挥灌溉水的最大效益；应优先使用地表水，

合理利用地下水；有条件的地表水灌区宜合理利用灌溉回归水。

C$。$!$。!泵站设计时应根据采用的水稻节水灌溉技术，因地制宜规划泵站布局、设计泵站规模，保
证河道生态用水量和满足农田灌溉水量。泵站设计使用年限不宜低于+$年。泵站工程应符合

。"'$*／'的规定。

C$。$!$与!宜加高和加固稻田田埂，充分利用稻田集蓄雨水，减少稻田排水。

C$。$。!渠道防渗输水灌溉工程

C$。$。$!!对输水损失大、输水效率低的骨干渠道宜采用防渗措施，提高灌溉的输配水效率。

C$。$。$。!防渗渠道应根据当地的自然条件、经济社会条件、工程技术要求、地表水和地下水联合运
用情况以及生态环境因素等，合理选择防渗渠道的防渗结构型式。渠道防渗输水灌溉工程应符合

。"／)'$／$$的规定。

C$。$。$与!应坚持因地制宜、经济合理、经久耐用、运用安全、管理方便的原则，体现绿色、生态和
节能等理念，积极采用成熟的新技术、新材料和新工艺，不断提高渠道防渗衬砌技术水平。

C$。$与!管道输水灌溉工程

C$。$与$!!平原河网区稻田输水工程宜采用管道输水。管道系统类型及管网布置形式应根据水源位置、

地形、地貌和田间节水灌溉形式等合理确定。管道输水灌溉工程应符合。"／)*$*$+的规定。

C$。$与$。!管道出水口间距应根据稻田规格确定，出水口间距不应大于($于。

C$。$与$与!管道出水口宜采用低压灌溉出水阀，有条件地区出水阀可采用电动阀、电磁阀等实现半自
动节水灌溉控制。

C$。$B!田间工程

C$。$B$!!应根据选择的稻田节水灌溉技术模式和灌溉制度进行田间工程设计。田间工程应符合 。"／

)+$／$$的规定。

C$。$B$。!应对规格不一的稻田田块进行土地平整和田形调整。宜整体调整为水平展布、形状规则、

面积较大、便于机械耕作和田间管理的格田。稻田平整程度宜达到5+6于。格田长度宜为／$宜&*$于，

宽度宜为*$宜+$于，面积宜为*宜'亩。

C$。$B$与!应加固田埂，加强防渗，提高土壤的持水能力，一次灌水+宜'6于 后，田面有水时间应在

*田以上。稻田主田埂宽度宜为／$宜($6于，宜高出田面+$6于以上；次田埂宽度宜为+$宜#$6于，宜高
出田面*$6于以上；田埂采用黏土回填时，压实度宜达到1$达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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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与!非工程节水

C$与$!!生物节水技术

C$与$!$!!以 “熟期适宜，抗逆性强”为原则，选育耐旱、抗病、抗倒、优质、高产、适合节水栽培
和当地环境条件的水稻品种。种子质量应符合。"##$#%&的要求。

C$与$!$。!可施用黄腐酸抗旱剂、水面蒸发抑制剂等抑制水稻奢侈蒸腾和蒸发。

C$与$。!水稻节水灌溉技术

C$与$。$!!根据水土资源条件及节水灌溉的基础，选择适宜当地气候和土壤条件的水稻节水灌溉技术。

C$与$。$。!应根据选择的水稻节水灌溉技术类型，制定不同的灌溉制度，确定灌水上限、灌水下限及
农田蓄雨上限。

C$与$。$与!宜按确定的灌水上限、灌水下限等调控指标进行灌水。当土壤含水率或田面水层达到灌水
下限时进行灌溉，每次灌水时不宜高于灌水上限。

C$与$。$B!执行水稻节水灌溉制度时，应结合水稻生育期长势、天气和水情预报，及时调整灌溉方案。

C$与$与!农艺节水技术

C$与$与$!!水稻种植前，应对稻田的耕作层进行翻耕、打碎较大土块并尽量整平，有条件地区可采用
激光平整土地技术，以便提高灌溉均匀度和灌水效率、减少灌溉用水。

C$与$与$。!在节水灌溉条件下，稻田水层管理应与施肥、杀虫、除草等农艺措施相结合，提升肥效和
药效。

C$与$B!管理节水技术

C$与$B$!!灌溉开始前，应组织检查稻田灌溉排水、用水计量等设施设备，对损坏的设施和设备及时
修葺。

C$与$B$。!灌溉设施和设备应按操作规程进行操作，符合工程／)*#／的要求。

C$与$B$与!宜采用数字化技术对水稻的需水预报、水资源配置、供水调度、用水计量等灌溉用水全过
程进行精准管控。

C$与$B$B!应实施农业灌溉用水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因地施策，利用农业水价改革精准补贴、节水
奖励等措施激励和宣传推广水稻节水灌溉技术，提升灌溉用水效率和效益。

D!稻田污染源头减量技术

D$!!一般规定

D$!$!!应在确保水稻稳产增产的前提下，与稻田节水相结合，减少氮磷肥料投入，降低环境氮磷冗
余量，提高氮磷利用效率，减少排出农田的氮磷量。

D$!$。!应根据当地气候条件、水稻栽培方式和灌溉技术等，因地制宜选择肥料减量、缓控释肥施用、
有机物料配施、秸秆还田、绿肥轮作固氮、稻田休耕轮作等技术。

D$。!肥料减量技术

D$。$!!应可根据水稻养分需求规律、土壤养分供给能力及不同肥料的养分释放效能确定施肥总量，
计算方法参考 水标／)*1&&的规定及农业农村部门科学施肥指导意见。采用秸秆还田再利用，施氮量
可在原基础上酌情减少，但减少量应不高于'达。

D$。$。!氮肥施用宜采取 “前氮后移”的策略，单季稻基肥 （氮肥）的比例降至'$达左右，基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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蘖肥、拔节肥比例为'$达宜''达、+$达宜+'达、&'达宜*$达；双季早晚稻基肥 （氮肥）的比例降至

#$达左右，基肥、分蘖肥、幼穗分化肥比例为#$达宜#'达、&'达宜+'达、*$达宜#'达。

D$。$与!磷肥作为基肥施用，施磷总量控制宜以周年为时限。应根据土壤含磷情况，适当减少稻季磷
肥施用，降低周年磷肥总量及稻季磷污染排放风险。

D$。$B!南方平原河网区种植单季直播水稻、移栽单季稻和双季稻的施肥时间见附录"，具体施肥时
间各地区可根据水稻的具体种植时间因地制宜进行调整。

D$。$C!肥料分次施用后，宜在&周内尽量减少排水，减少水肥流失。

D$与!缓控释肥施用技术

D$与$!!缓控肥料的推荐施肥量氮占比为2$达宜&$$达。当缓控肥料施肥量氮占比不足&$$达时，可参
照光谱诊断进行氮肥微调，如有必要可在穗肥期施用尿素或复合肥进行补足。

D$与$。!基肥期宜将所有缓控肥料一次性施入。如使用水稻机插秧侧深施肥，缓控肥料宜放入土层

'6于深度，移栽插秧与肥料行数比为&为&。

D$B!有机物料配施技术

D$B$!!宜采用施用商品有机肥或其他有机物料替代部分化肥，减少化肥施用量，降低氮磷污染风险。

D$B$。!稻田环境有机肥替代比例在高产田中不宜超过'$达，中低产田不宜超过+$达。

D$C!秸秆还田技术

D$C$!!水稻收获后，宜通过水稻秸秆粉碎还田、覆盖还田或留高茬还田等将水稻秸秆直接还田，可
参见 水标／)+$*$。

D$C$。!当稻田土壤温度与土壤微生物条件无法使秸秆快速腐熟时，应施用秸秆腐熟剂。

D$C$与!稻田土壤黏重或有严重病虫害的秸秆不适合秸秆覆盖还田。

D$C$B!水稻秸秆留高茬还田时，宜采用旋耕机旋耕，将稻茬和秸秆腐熟剂一并翻埋入土。

D$D!绿肥轮作技术

D$D$!!单季水稻收获后，种植菜豆、紫云英等豆科固氮绿肥植物进行绿肥轮作，可参见水标／)+(#$。

D$D$。!水稻 菜豆轮作时，宜在当年收获后或者次年播种前实施穴播，收获豆荚后整株翻耕还田。水
稻 紫云英／其他豆科绿肥轮作时，宜在水稻收获套撒种子／$宜2':;／<=，次年盛花期翻耕还田。

D$D$与!绿肥翻耕后稻田整平，后季水稻施氮量可根据在当地习惯施肥量的基础上适量减施化肥。

A!稻田控制排水技术

A$!!一般规定

A$!$!!应根据稻田周围水系分布、降雨条件、减污要求等因素，因地制宜，稻田控制排水与稻田节
水灌溉技术、肥料减量、排水管理等非工程措施相结合。

A$!$。!稻田控制排水设施应及时维修和养护，保证正常工作。

A$。!地表控制排水技术

A$。$!!地表控制排水宜通过田块地表排水闸门、沟道控制闸门、沟道控制堰等工程措施进行控制。

A$。$。!田块地表排水口设置在稻田田埂处，闸门高度及控制方式宜根据不同节水灌溉技术控制水层
以及耐淹水深进行确定，耐淹水深技术要求见工程／)#。为减少地表氮磷流失，宜采用溢流型排水口。

A$。$与!沟道控制闸门及控制堰可设置在不同级别沟道中，宜根据降雨变化特征、不同尺度排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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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道水位控制、减排以及防灾减灾等要求确定闸门和堰的控制高度。

A$与!地下控制排水技术

A$与$!!暗管地下控制排水宜通过暗管排水出口设置阀门进行控制，稻田暗管埋深宜小于等于$%(于
且大于耕作层深度，除明确需要排水的生育期以及为满足除涝降渍要求的必要排水时期，其他时间宜
关闭排水出口。

A$与$。!水稻泡田和晒田期排水宜通过地下排水，强化土壤的拦截作用，减少氮磷污染物排放。

A$与$与!地下控制排水技术应结合降雨条件、水资源高效利用、水稻不同生育期对于水层的要求以及
面源减排要求等合理控制排水时间和排水量。

F!沟渠退水减污技术

F$!!一般规定

F$!$!!宜按照区域特性、种植结构及规模等条件，因地制宜选择生态拦截沟、生态浮岛、生态调蓄
塘、生态净化带等沟渠退水减污技术措施。

F$!$。!沟渠退水减污宜采用农田—生态拦截沟—生态净化带—受纳水体、农田—生态拦截沟—生态
调蓄塘—生态净化带—受纳水体等模式，经济发达地区可选择性增设沉淀池—过滤坝—曝气池—过滤
坝—净化池构成的三池两坝系统，见附录>。

F$。!生态拦截沟

F$。$!!生态拦截沟宜利用原有农田排水明沟进行改造和升级，生态拦截沟的建设应符合 。"'$*((
的要求。

F$。$。!新建的生态拦截沟可采用梯形、矩形或 ?形断面，断面沟壁材质宜采用连锁式水工砖、生态
袋、六角砖、圆孔砖、鹅卵石等有利于护坡植物定植的材料。

F$。$与!生态拦截沟中植被宜根据退水中污染物组成、沟道特性等因素合理选择和布设，并在运行中
定期收获、处置，避免二次污染。

F$。$B!生态拦截沟植物配置应以本土优势植物为主，兼顾污染净化、植物季相以及景观功能。生态
拦截沟中的植物可由人工种植和自然演替形成。

F$。$C!生态拦截沟中应保证退水有合理的水力停留时间。

F$与!生态浮岛

F$与$!!生态浮岛宜与生态沟渠或生态调蓄塘结合使用，浮体结构应采用不会对水体造成二次污染的
产品，浮岛结构应不受水流运动影响。

F$与$。!生态浮岛宜选择一体式框架结构的浮田型生态浮岛，便于初期植物种植和后期的维护管理。

F$与$与!生态浮岛植物应优先选择本土优势植物，考虑水体污染物成分以及不同植物的去除效率和效
果，生态浮岛植物应满足水体氮磷净化能力，并充分考虑植物物种多样性。

F$与$B!若有景观要求，生态浮岛植物选择以及布置应满足植物景观主次分明、高低错落的美观要求。

F$B!生态调蓄塘和生态净化带

F$B$!!生态调蓄塘宜与生态拦截沟合理衔接，宜合理设置水生植物和生态浮岛。

F$B$。!生态调蓄塘蓄水时需考虑农田防灾减灾的要求，经过生态调蓄塘系统处理的水可用于农田灌溉。

F$B$与!沟渠退水受纳河段宜设置离河岸*于 以上宽度的生态净化带，长度可根据污染程度以及河宽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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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资料性）

南方平原河网区稻田节水减排技术路线

南方平原河网区稻田节水减排技术路线如图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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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南方平原河网区稻田节水减排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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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G
（资料性）

南方平原河网区水稻种植肥料施用时间

南方平原河网区水稻种植肥料施用时间见表"%&。

表G$!!南方平原河网区水稻种植肥料施用时间

种植模式 施!肥!时!间

单季直播稻 !播种前*宜+田进行田地平整，浸种催芽，基肥泡田整地施入。水稻苗期进行疏密补稀，&$宜
&'田后施入分蘖肥，拔节后的+宜'田追施拔节肥，拔节孕穗期的前'田，剑叶露尖时施入穗肥

单季移栽稻 !移栽前施入基肥，水稻返青期施入分蘖肥，拔节肥和穗肥同直播水稻。具体施肥时间各地区
可根据水稻的具体种植时间因地制宜进行调整

双季稻
!播种后秧龄控制在+$宜+'田，旋耕整地和秧苗移栽或抛秧前施入基肥。在分蘖期与幼穗分化期
各追一次氮肥。双季晚稻的施肥量及分次施用比例与早稻一致。具体施肥时间各地区可根据水
稻的具体种植时间因地制宜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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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5
（资料性）

南方平原河网区退水减污技术模式

南方平原河网区退水减污技术模式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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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南方平原河网区退水减污技术模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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