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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１１—２０２０«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提出.
本文件由农业农村部农业资源环境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水稻研究所、安徽省颍上县农业绿色发展推进中心、浙江省诸暨市农业技术推

广中心、安徽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丹英、徐春梅、陈松、褚光、王冠军、刘元辉、张耿苗、章秀福、周永进、李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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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田甲烷减排灌溉技术规范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稻田甲烷减排灌溉技术的总体要求、田块准备、稻田排灌和稻田水位监测.
本文件适用于水源充足、排灌方便的水稻种植区.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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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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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

GB５０８４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T１１８２８１　水位测量仪器　第１部分:浮子式水位计

GB/T１１８２８２　水位测量仪器　第２部分:压力式水位计

GB/T１１８２８３　水位测量仪器　第３部分:地下水位计

GB/T１１８２８４　水位测量仪器　第４部分:超声波水位计

NY/T４９９　旋耕机　作业质量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稻田甲烷排放　paddyfieldmethaneemission
水稻种植期间,稻田土壤中的产甲烷菌利用有机物料产生甲烷并排放到大气中的过程.

３２
稻田水位　paddyfieldwaterstage
稻田水面相对于土壤表面的高度.

４　总体要求

４１　水稻丰产和稻田甲烷减排协同

根据水稻丰产的水分需求及灌溉对稻田甲烷排放的影响,进行科学灌溉管理,在水稻丰产的前提下减

少稻田甲烷排放.

４２　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兼顾

根据稻田甲烷排放规律,科学调控稻田水位;稻田水位监测、调控和灌溉管理技术简便、可操作.

５　田块准备

稻田平整度应符合 NY/T４９９的要求,田埂高度≥１５cm,灌排沟渠畅通.

６　稻田灌排

６１　灌溉水要求

具有稳定且充足的水源,水质符合 GB５０８４的要求.

６２　稻田水位调控

６２１　稻田耕整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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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水稻种植之前,旱耕稻田,浅水整平,整田水位宜为１cm~３cm.

６２２　水稻秧苗期

直播稻湿润出苗,稻田水位宜为－５cm~０cm;移栽稻浅水插秧,稻田水位宜为１cm~３cm,湿润返

青,稻田水位宜为－５cm~０cm.

６２３　水稻分蘖前中期

稻田保持湿润或薄水层状态,稻田水位宜为－５cm~３cm.

６２４　水稻分蘖后期

排水搁田,稻田水位宜为－２０cm~－１０cm.

６２５　水稻孕穗开花期

稻田保持湿润状态,稻田水位宜为－３cm~３cm;但若出现高温或低温灾害天气,宜灌深水６cm
以上.

６２６　水稻灌浆结实期

稻田干湿交替,稻田水位宜为－１０cm~３cm.

６２７　水稻收获期

土壤偏沙的田块于水稻收获前５d~７d开始排水,排水不良、土壤黏重的地块于水稻收获前７d~
１０d开始排水.

６３　灌溉管理

稻田水位达到下限时进行灌水,达到上限时停止灌水,超过上限及时排水;如此反复进行,减少稻田甲

烷的排放(稻田水位调控和甲烷减排效果表见附录 A).

７　稻田水位监测

７１　水位监测点布设

按照生产规模和灌溉分区情况开展稻田水位监测.应选择代表性田块设置监测点,每个监测点不少

于３个监测位.

７２　水位监测方法

７２１　人工监测

人工监测可采用监测管法,水位监测管制作和安装方法见附录B.目测或用尺子测量水位监测管内

水位距土表的距离,以土表刻度为０,土表以下为负值,土表以上为正值.

７２２　自动监测

自动监测采用水位传感器.所用浮子式水位计应符合 GB/T１１８２８１的要求,压力式水位计应符合

GB/T１１８２８２的要求,地下水位计应符合 GB/T１１８２８３的要求,超声波水位计应符合 GB/T１１８２８４
的要求.

７３　水位监测数据处理

采集水位监测点的监测数据,按照算术平均法计算稻田水位.

７４　水位监测设备回收

水稻收获前结束灌溉管理后,回收稻田中所有的水位监测管、水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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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稻田水位调控和甲烷减排效果表

稻田水位调控和甲烷减排效果表见表 A１,甲烷减排效果相对于农户常规灌溉.

表A１　稻田水位调控和甲烷减排效果表

阶段
稻田水位

cm

稻田甲烷减排效果

％

大田准备 　水稻播种移栽之前
　稻田旱耕水位＜０
　整田水位１~３

≥３０

秧苗期

　直播稻播种至３叶１心 　－５~０ ≥２０

　移栽稻返青期
　插秧水位１~３
　返青水位－５~０

≥２０

分蘖前中期
　全田有１０％的植株发生分蘖至分蘖数达

到目标穗数８０％
　－５~３ ≥３０

分蘖后期
　水稻分蘖数达到目标穗数８０％至植株主

茎进入幼穗分化始期
　－２０~－１０ 无

孕穗开花期 　幼穗分化始期至齐穗期
　正常天气－３~３
　高温或低温灾害天气＞６

≥３０

灌浆结实期 　齐穗后至８５％籽粒变黄 　－１０~３ ０~５
水稻种植全过程 —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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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水位监测管制作与安装方法

B１　水位监测管准备

准备直径１０cm~２０cm、长３５cm~４０cm 的中空塑料管,在塑料管下部２５cm 的管壁上成行成列均

匀打孔,孔径０５cm~１０cm,小孔行列间距４cm~５cm.

B２　水位监测管安装

在选取的监测位点处挖坑,把监测管垂直置于坑中,入土深度２５cm,压实水位监测管周围泥土,并清

除管中泥土,确保管中无泥浆,管中水位与稻田水位持平.

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