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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粳稻实施有机栽培的优势及措施

蔡光泽
(西昌学 院 四川西 昌 6 10 5 1 3)

摘 要
: 凉 山是四 川粳稻种植集中区

,

常年种植面积 约 50 余 万亩
,

主要分布 于海拨 1
,

50 0一 2
,

加 o m之间
。

海拨 1
,

70 0一

1
,

g oo m 的 山林地带粳稻区 具有实施有机栽培良好的 自然及社会环境条件
。

发展凉山 有机粳稻栽培
,

扩大凉 山有机粳

稻 出 口
,

对 当地农民增收
,

维护农田 生态平衡
,

提高凉 山知名 度具有重要 的意义
。

而 开展有机栽培优质粗稻新品种 的

引进
,

筛选及配套栽培技术的研究
、

推广又是 凉 山发展粳稻有机栽培 的 关健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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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对健康和环境问题 的关注
,

近年来
,

有机农业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发展
,

有机农业的主产

品有机食品在发达国家市场上销售旺盛
,

美国
、

德

国
、

日本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有机食品市场
。

由于

这些国家对有机食品的大量需求
,

许多国家发展了

有机农业
。

目前
,

在世界上实行有机管理的农业用

地面积即有机农地约有 1 58 亿亩
,

大洋洲拥有世界

上约 5 0%的有机农地
,

其次是欧洲
、

北美洲
。

分别 占

世界有机农地面积的犯
.

8% 和 10
.

6%
。

亚洲有机农地

面积仅占 .0 %4
。

大多数亚洲国家的有机农地面积很

少
。

在亚洲总计约为60 万亩的有机农地中
,

土耳其达

27万亩
,

中国约 6万亩
,

仅占 1%
。

根据国际贸易中心

( IT c )的研究报告估计
,

在今后几年里
,

有机食品销

售额 占食品零售总额的比率将从 1%猛增到 1 0%
,

充

分显示了有机农业良好的发展前景 川
。

同时有机农

业除为人类提供有机食品外
,

还具有重要的生态意

义
,

对于减轻环境压力
、

维护农 田生态平衡
,

保持生

物多样性也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

在我国
,

稻作耕

地十分有限
,

且稻 田生态环境趋差
,

随着 国内人 口

的持续增长
,

粮食安全问题 的 日益突出以及加人

w T O后市场竟争的加剧
,

加快推进稻米清洁生产
,

实行水稻生产全程质量控制
,

保证稻米品质的提

高
,

已成为我国稻作技术及其标准化发展过程中急

需解决的重大问题
。

差悬殊达 5
,

633 m
,

气候及土壤呈现显著的垂直分

布
。

为凉山州立体农业分布
,

提供了良好的气候及土

壤资源 `2〕。 水稻是本州重要的粮食作物
,

为川西南高

原稻作 区
。

常年种植面积 100 多万亩
,

其中粳稻 50
.

3

万亩
,

主要分布在冕宁
、

会理
、

西昌
、

会东等县
,

其中

冕宁种植面积最大
,

达 1.4 9万亩
,

其次是会理
、

盐源

和西昌
。

推广品种主要有合系系列品种
,

楚粳系列品

种
,

滇粳优系列品种等 (表 )]
。

本区粳稻分布于海拨 1
,

3 0 0一 2
,

7 0 0 m之间
,

其中

大部分分布于海拨 1
,

5 00 一 2
,

20 0 n l
范围内

。

分布在海

拔 2
,

oo o m 以上粳稻约 19 .5 万亩
,

约 占粳稻面积的

38
.

8%
,

而 61
.

2%的粳稻分布于 2
,

oo o l n 地段及以下
。

分布最高海拨高度可达 2
,

70 OT l l 。

由于分布海拨高度

差异大
,

加之品种多样
,

特别是在高寒 山区
,

主要栽

培传统品种
,

其管理水平差
,

产量低
。

不同种植区产

量水平差异较大
,

其 产量变化幅度在巧 o k岁亩 -

7 0 0 k扩亩之间
。

1 凉山粳稻的分布及生产概况

凉山州位于我国西南横断山 区东北部
,

青藏高

原东南边缘 山区
,

界于四川盆地与云南省中部高原

之间
。

幅员面积6万k l l l 2 ,

耕地面积约占5
.

3%
。

境内高

2 凉山发展有机栽培粳稻的可行性及

优势
有机栽培是按照规定的生产管理过程进行的农

产品生产
,

有全球协调的有机农业标准和有机食品

标准
,

许多国家都依法对有机食品及其生产进行保

护
、

监督和管理
。

在国际市场上销售的有机食品要经

过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合会 (一F O A人1 I n t e r n a t i o n al

F e d e ar it o n o f O r
ga

n l c A幼
e u l山 r e M o v e m e n t )授权

的有机食品认证机构的认证
,

并加贴有机食品标志
。

目前 实 施 的 认 证 标 准 是 IF O Z协八的 基 本 标 准

( IF 0 A M 19 99 )
,

有机食品的认证机构要通过国际有

收稿 日期
:
2 0 04一04 一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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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认定服务公司的认定
。

我国绿色食品稻米发展较

快
,

而有机稻米与无公害稻米生产起步迟 川
。

有机稻

米 的管理与认证的职能部门是 中国有机食品发展

中心 ( O F D C )
,

执行标准是HJ T/ 8 0一 2 0 0 1《有机食品

技术规范》
,

并有相应的有机 (天然 )食品标志
。

表 1 凉山州主要粳稻分布区海拔高度及主要推广品种

县 (市 ) 面积 (万亩 ) 海拔高度 ( m ) 主要推广品种

16 0 0、 2 20 0

15 5 Q
、

1 80 0

23 0 0
、

2 52 0

1 50 (}
叼

1 70()

15 0 (卜 175 0

160 于 2 400

17 0〔卜 2〔灿O

1 60 于 19() 0

2 X() 《卜 2 70 0

合系系列
、

楚梗系列品种
,

冕梗 147

合系系列品种
,

滇梗优 1
、

2号
,

楚香 1号

高原梗 1
、

2号
,

粳9
,

大麻谷
,

牛尾红

合系 22
,

合系 2 2一2
,

合系39

合系 2 2一2
,

合系 39
,

滇梗优 1号

特北 8号
,

昭觉白谷
,

合系 22
,

合系24

合系 3 9
,

合系 2 2一 2
,

楚香 1号
,

越光

合系 2 2一 2
,

合系 3 2 10
,

合系 3 223

四开红谷
,

竹核大白谷

976202
,1
09.

-

……
14

刁1
9
1匕42
, 1右1.

0
IL闷 rl

理宁源东昌格德南冕 觉会盐西会普喜宁昭

全州合计

2
.

1 具有粳稻有机栽培的良好自然环境

按照有机栽培规定的有关生产管理过程
,

除在

水稻整个生育期间不施用任何化肥和农药外
,

对水

稻生产的外部环境条件也有严格的要求
。

在水稻生

产过程中
,

水稻生长发育所依赖的土壤
、

水
、

大气等

都必须严格没有污染
,

有关指标都要在规定范围

内
。

凉山粳稻主要栽培区海拨高
,

又多分布于山林

地带
,

其远离城市和工厂
。

目前在凉山除西昌之外
,

其他粳稻分布 区所在县几乎没有大 中型的有污染

物质排放的企业
。

即使在西昌这类企业也很少
,

且

排放也在国家规定的标准范围内
。

因此
,

在梗稻生

产区
,

尚没有大气污染
。

调查表明
,

除西 昌
、

会理等

平坝 (盆 )地梗稻生产区外
,

其他大部分粳稻区未施

用除草剂
,

特别是在偏远 的彝族地区
,

甚至农药都

很少施用
。

以喜德县光明镇联合村为例
,

土壤 中农

药残留量及重金属含量都在我国制 定的HJ 汀80 一

20 01 《有机食品技术规范》标准范围之内 (表 2 )
。

山林

地带粳稻区 的灌溉水来源均为山间泉水或高山雪

水
,

水源区域无人居住
,

水源清洁
,

水温较低
,

水质

优良
。

通过对喜德县光明镇联合村水稻种植区灌溉

水进行监测
,

并以我国G B 5 7 49 一 8 5《生活饮用水卫生

标准 》作为评价标准
,

结果表明
,

所测的 28 个项 目都

达到了国家生活饮用水标准
,

没有一项指标超过

BG 57 49 一 85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

用此水作水稻

有机栽培的灌溉水
,

远远优于其他水质
。

调查和检

测表明
,

以喜德县光明镇联合村为代表的粳稻种植

区具有水稻有机栽培的优 良的外界环境条件
。

.2 2 有施用有机肥的良好习惯

施用有机肥料是实施有机栽培
,

获得较高产量

的必要条件
。

凉山梗稻栽培区多为彝族聚居区
,

祖祖

辈辈种植作物均有施用有机肥料良好的习惯
。

由于

居住地的优势
,

捡拾林间大量树木落叶
,

连同作物秸

秆用作牛
、

羊圈内铺垫物
,

经长期收集
,

堆制发酵
,

作

成了优质的圈肥
、

堆厩肥
。

据 日本有关研究报道
,

施

用优质有机肥料
,

由于养分全面
,

且在水稻生长发育

过程中缓慢释放养分
,

其生产的稻米的食味明显优

于施用化学肥料种植的稻米
。

长期施用有机肥对改

良土壤
,

丰富土壤微生物
、

保持稻田生物多样性也有

重要的意义
。

.2 3 有较多可供选择的有机栽培基地及丰富的劳

动力

凉山粳稻种植面积大
,

全州粳稻种植面积50 余

万亩
,

是四川梗稻种植的最集中区
。

梗稻分布于海拨

1
,

3 0 0一 2
,

7 O0m之间
。

区内立体气候明显
,

地形地貌

复杂
,

山间林地是耕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

喜德县光明

镇联合村是 目前省内第一个有机栽培粳稻基地
,

初

步调查表明
,

在海拨 1
,

700 一 1
,

9 0() m梗稻种植区内具

有该基地同样外界环境可作为有机栽培的粳稻区还

有很多
。

因此
,

综合选择的余地很大
,

具有进一步扩

大粳稻有机栽培的潜力
。

有机栽培由于不施用任何

农药
,

田间人工除草等管理措施需要人工较一般栽

培要多
,

农户有较多的劳动力也是重要的前提
。

本区

较多的劳动力也为发展有机栽培创造 了良好 的条

件
。

.2 4 喜德有机栽培粳稻通 过 日本有机食品J A S认

证
,

市场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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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喜德县光明镇联合村水稻土壤及灌溉用水有关物质检测结果

检测物质 水稻土壤

(土壤 m g
产

长 g )

水稻灌溉用水

(水 川 g
j

L )

砷

铅

/、 /、 /、

滴滴涕

汞

银

硝酸银

锡

铬

铁

锰

铜

锌

硒

氛化物

氟化物

佩化物

硫酸盐

肠道致病菌

< O刀 1

< O
一

0 1

未检出

< 0
.

04

< 0
.

(洲 ) 2

< 0
.

0 1

< 0
.

00 4

< 0
.

0 5

< 0
.

0 6

< 0
.

02

< 0
.

0 5

< 0
.

05

< 1
.

0

< O
一

O月

< 0
.

(洲〕2

未检出

未检出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注
:

六六六检出限 < . 0仅减)8 m g
产

头 g ,

滴滴 淤检 出限 0< 00 05 m g
产

飞g 。

表 中水质检测部 门为西 昌市环

境监测站
,

土镶检浏部 门为农业部食品 质量监督检验测试 中心 (成都 )
。

有机稻米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广阔的市场潜力
,

其需求量大
,

价格高
。

2 00 2年
,

喜德县光明镇联合村

有机稻米通过严格的过程监控
,

土壤
、

灌溉水
、

大

气
、

稻米品质检测
,

顺利地获得 了 日本国有机食 品

AJ S认证
,

通过了 日本谷检协会和 日本国内食品检测

部门的 123 项农业残留物指标的检测
,

这是中国首次

获得的唯一符合 日句A S标准的国产大米
。

这也充分

证实了凉山具有生产有机稻米 的优越条件
。

但是
,

目前喜德县有机栽培面积仅有 300 多亩
,

其产量远远

低于市场对有机粳米的需求
,

而且随着我国经济的

发展
,

人 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

国内有机稻米的需求

也将越来越大
。

.2 5 实施有机栽培是少数民族地区农 民增收 的重

要途径

大多数粳稻种植区
,

年平均气温低
,

气候条件

差
,

种植作物单一
,

农民经济来源少
。

近年来
,

农产品

价格低
,

农民普遍经济收入很低
,

如何增收是这些地

方农业面临的最突出的问题
。

目前
,

凉山信赖农园

(公司 ) 是省内唯一获得向日本出 口有机粳米的企

业
,

该公司采用公 司加农户的经营模式
,

在州内发展

有机栽培粳稻
。

在有机栽培基地
,

农户种植有机梗

稻
,

在符合公司要求的前提下
,

一般可以获得较普通

栽培成倍的经济效益
。

有机栽培粳稻与一般栽培相

比
,

虽投人劳动力相对较多
,

但由于有机粳稻谷比一

般稻谷价格高
,

且不投人化肥及农药
,

因此
,

亩收人

一般可达 6 0 0一 7 0 0元 (表 3 )
。

表 3 种植有机粳稻与一般粳稻的经济效益比较

作物 产量 ( k g )

荞麦 7 5一 100

一般梗稻栽培 2 00
一 30 0

有机梗稻栽培 2 5 0一 3加

注 :

表中数据 为喜德县光明镇联合村 2 0 02 年调查数据

产值 (元 )

12 0一 160

2 40 一 36 0

6 00 一 72 0

3 发展凉山有机栽培粳稻的不利 因

素
、

措施及建议
3

.

1 不利因素

影响凉山粳稻有机栽培的主要 不利 因素是气

候因素
。

凉山粳稻种植区干湿季节分明
,

光照充足 ;

春季回温早
,

但积温有效性差 ; 雨热同季但积温不

局殊高
,

秋季降温早且阴雨寡 日照 `引 。

区 内地势高差悬
,

立体气候明显
。

梗稻分布于海拔 1
,

3 00 一 2
,

7 00 m



西 昌 农 业 高 等 专 科 学 校 学 报 2 0 0 4 年

之间
。

海拔 1
,

3 00 一 1
,

SOOm 区域粳稻与釉稻交替种植

为釉粳交替区
。

包括安宁河流域稻作区和会理会东

盆地稻作区
。

海拔 1
,

s oo m 以上的区域为单纯的粳稻

种植 区
,

包括冕宁
、

喜德
、

盐源
、

昭觉
、

会理
、

会东海

拔 1
,

s oo m 以上的稻作区
,

其中昭觉
、

盐源等海拔 2
,

oo o m 以上的粳稻区为高寒粳稻区
。

昭觉
、

盐源等高

寒粳稻区其积温强度低于 日本北海道稻作区
。

根据

粳稻有机栽培所要求的综合外界环境条件 和凉山

粳稻区的地形地貌
,

以海拔高度 1
,

7 00 一 1
,

g oo m范围

内的山林地带粳稻种植区为实施有机栽培 的适宜

种植区
。

但该区域内粳稻生育期间
,

夏温不高
,

积温

强度低
,

低温冷害是主要的不利气象因素
。

加之秋

凉早
,

9月中旬气温下降幅度为全年各旬降温幅度最

大 的一旬
,

该期间低温 阴雨
,

寡 日照天气是造成粳

稻批谷粒率高
,

品质下降的重要原因囚
。

同时山地稻

作 区低温高湿
,

稻瘟病发生严重
,

这也是影响本区

粳稻生产的又一不利气象因素
。

另外
,

适宜于有机栽培的稻作区
,

普遍生产条

件差
,

交通不便
,

文化科技水平落后
,

加之水源单

一
,

热量低
,

其他危害频率高等
,

对水稻有机栽培的

发展也带来了诸多不利的影响
。

.3 2 发展凉山粳稻有机栽培的措施及建议

.3 2
.

1 开展适 宜于有机栽培的优质粳稻新品种 引

进
、

筛选及示 范

有机栽培对环境条件要求高
,

对 品种要求也

高
,

栽培品种必须是优质
、

高产
、

抗病
、

耐冷
、

抗逆强

的水稻品种
。

目前在凉山推广使用的优质粳稻品种

主要有合系2 2一 2
、

合 系 3 9
、

滇粳优 2号
、

冕粳 1 47 等
,

这些品种生育期偏长
、

耐冷性较差
,

在海拔 1
,

s oo m

左右地带栽培风险性较大
,

同时这些品种普遍不抗

稻瘟病
。

因此
,

选择适宜的品种是保证有机栽培成

功的前提
。

目前喜德县光明镇联合村使用的品种是

日本优质品种
“

越光
” ,

该品种适应性广
、

米质优
,

是

出口 日本的主要粳稻品种
。

由于品种单一
,

整体调

节不利自然因素差
,

必须开展从 国内外引进新的品

种进行筛选
、

示范
,

以为有机栽培提供和储备新 品

种
,

同时也可为一般粳稻栽培提供新品种
。

.3 .2 2 加 强有机栽培粳稻的配套技术研究

选择优质品种是有机栽培的前提
,

而品种的保

优高产栽培是有机栽培能否成功的关键
。

凉山有机

栽培适宜地一般在海拔 1
,

7 00 一 1
,

g oo m左右的山林

地带
,

该区域早春温度 回升较慢
,

育秧阶段寒潮低

温频繁发生
,

且强度大
,

因此育成优质壮秧难度大
。

粳稻 中后期生育阶段低温冷害发生频率高
,

是造成

粳稻结实率低
、

品质差甚至无收的重要原因
。

因此
,

研究相应的配套栽培技术
,

减轻或避开不利因素的

影响
,

是稳定粳稻产量且关系到能否进一步扩大有

机栽培面积的关键性措施
。

喜德县光明镇联合村有

机栽培实践表明
,

在一定区域内采取适宜的配套栽

培措施
,

粳稻产量可以达到或超过一般栽培产量水

平
,

为农户带来较好的经济效益
。

.3 .2 3 广辟有机肥源
,

增加有机肥施用量
,

提 高稻 田

土壤肥力

施用有机肥料是有机栽培获得较高产量的基

础
,

同时又是改良土壤
,

维护农 田生态平衡
,

促进当

地农业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
。

目前在彝族同胞地区
,

稻田总体肥力偏差
,

农户有机肥源单一
,

主要是圈

肥
、

堆厩肥
,

且一般农户所备有机肥不能满足栽培需

要
。

因此
,

广辟有机肥源
,

利用冬半年提前进行有机

肥料的堆制
、

熟化是生产上需要解决的又一重要问

题
。

.3 2
.

4 建立相应的有机栽培技术推广体系

有机栽培适宜地
,

农户文化素质差
,

科学种田水

平低
,

而有机栽培是对技术要求很高的作物生产
,

因

此
,

开展技术培训
,

增强农民科技及有机栽培生产过

程管理意识
,

是推广有机栽培的技术保证
。

.3 .2 5 生产
、

加工
、

销售一条龙
,

内外销 同步进行

目前
,

凉山有机栽培粳稻的生产
、

加工 (制成糙

米 )及销售 (出 口 日本 )由凉山信赖农园 (公司 )组织

进行
。

在2 0 02 年取得了 日本国有机食品JA S认证后
,

靠现有的种植面积已不能满足出 口的需要
。

同时凉

山信赖农 园 (公司 )规模小
,

如何扩大凉山信赖农 园

(公司 )的生产
、

加工及销售规模
,

提高其生产
、

组织
、

管理水平是当前急需研究的问题
。

随着国内人们生

活水平及食品安全意识的提高
,

国民对有机大米的

需求量也将不断提高
。

因此
,

在组织外销的同时
,

研

究如何开辟国内市场
,

抢占国内有机大米的先头阵

地
,

对扩大凉山优质大米销售具有重要的作用
。

综上所述
,

凉山有机粳米已走 出国门
,

但如何进

一步使其扩大
,

形成规模
,

还需要州政府组织有关部

门积极支持
。

凉山州政府应拨出专款组织州内大专

院校及有关专家就优质粳稻品种的引进
、

筛选及配

套技术研究进行攻关
,

为凉山信赖农园 (公 司 )提供

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 组织有关农业部门及当地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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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凉山粳稻 实施有机栽培 的优势及措施

把凉山有机水稻栽培作为农业
、

农村工作 的重点来

抓等
。

通过这些措施的落实
,

促进和扩大凉山信赖

农园 (公司 )的生产及销售规模
,

使凉山州成为四川

乃至西南最大的有机大米生产出口 基地
,

形成凉 山

独特的拳头产品及知名品牌
,

这对扩大凉山影响
,

提高凉山知名度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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