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气候友好水稻 2024 年度总结 

 

一、项目概况 

气候友好型水稻种植技术是一项创新技术，由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土壤研究所

的吕世华教授及其团队研发。通过覆盖与其他耕作方式相结合，气候友好型水稻

种植技术可以有效减少约 80%的甲烷排放和约 70%的用水量。同时，还能减少约

三分之一的化肥使用量，在干旱天气下保持或提高水稻产量。气候友好型水稻种

植应用了覆盖技术，更少的肥料、种子、用水量，并且缩短了秧苗间距。这种全

面的水稻种植方法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温室气体排放、水的使用和污染，同时即使

在气候不利的年份也能增加或稳定产量。 

项目通过建立气候友好型水稻种植技术的推广模式，包括行为科学项目和推

广案例，有效减少中国水稻种植的温室气体排放，从而有效回应国家乡村振兴战

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肩负落实“双碳”目标的使命和担当，让乡村生

态振兴成为落实“双碳”目标的新阵地。 

 

二、项目开展情况 

项目第三期备案于本年度 4月完成，实际开展地域主要为云南、四川、黑龙

江、江西、湖南、广东六省。本项目与实施地的社区社会组织合作，帮助农民改

善水稻种植方式。 

1、云南 

合作机构:云南思力生态替代技术中心 

（1）项目综述 

•种植情况：项目组分别在大理洱源县、普洱墨江哈尼族自治县、红河州石

屏县、昆明石林彝族自治县、澄江市抚仙谷选定试验田，面积共 167.5 亩。 

•培训情况：①思力中心联合普洱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及通关镇农业综合服务



 

 

中心，共同开展了气候友好稻作技术培训。该培训结合普洱市墨江哈尼族自治县

的实际案例，分享了水稻种植、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等多个环节的气候友好稻

作技术的实践经验，还深入探讨了如何在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通过技术优化和

合理推广，实现水稻的高产、优质和生态安全。②项目团队共组织了 4次实地交

流活动，邀请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昆明市农业科学研究院、中国

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在地自然教育中心以及昆明益行等科研院所和社会组织

的 85 名专家、技术人员与合作伙伴共同参与。这些交流活动不仅为各方提供了

展示各自实践经验的平台，还促进了不同领域、不同机构之间的深度合作与资源

共享。 

•宣传情况：项目组采取了多渠道宣传策略，在快手和抖音平台发布了 10

条关于水稻长势、测产及技术交流的短视频，总浏览量达 32610次，直观展示了

技术的实际应用效果。 

•产量情况：墨江哈尼族自治县通关镇大寨村（-8.17%）、墨江哈尼族自治

县克曼村（7.45%）、洱源县凤翔村家庭农场（9.75%）、石林彝族自治县小屯村

（8.75%）、澄江市海边村（-8.81%）、石屏县高家湾村（38.98%）。 

•农户反馈：墨江哈尼族自治县在紫米种植中应用气候友好稻作技术，显著

提升了紫米的抗倒伏能力。石林彝族自治县采用气候友好稻作技术中的免耕覆

盖，有效降低了劳动力投入，预估每亩节省 2-3个工。 

•科研反馈：西南林业大学对石屏县的蛙类多样性评估显示，气候友好稻作

技术在维护农田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方面具有潜在优势，能够在保障农业生产效

率的同时，不破坏生态平衡。 

（2）项目挑战与应对方法 

•主要挑战：因技术推广存在地域差异、农户对技术的接受程度有参差等问

题，项目组面临了一些挑战。 

•应对方法：基于农户的具体问题，结合地域特点，设计更贴切实际的培训

内容和技术方案。同时，尊重当地的栽种习惯，因地制宜开展技术推广共作，注

重解决农户在技术应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提供及时有效的技术支持。 



 

 

2、云南-西双版纳 

（1）项目综述 

•种植情况：本年度西双版纳有 6 个合作社参与气候友好水稻种植，试验田

面积 23.3 亩。合作农户分别在 5-6 月完成插秧，最晚的于 7 月完成开沟。今年

雨水较多，7 月时勐海地区遭遇了水灾，合作社受灾面积在 10%-40%不等，但试

验田并未受到影响。 

•培训情况：①项目组于 5 月组织了 1 次项目启动会，邀请勐混镇乡村振兴

服务中心主任、勐混村委书记、合作社代表等 30 余人参与，介绍了稻作技术的

操作体系，并现场观摩开沟机的操作。②7-8月，项目组组织了线上会议讨论水

灾受损情况以及应对措施。 

•产量情况：西双版纳项目试验田相较于对照田均实现了不同程度的增产，

分别为勐海依布合作社（36.17%）、勐海岩岩合作社（3.57%），勐海福缘合作

社（27.10%），勐海庄勐合作社（15.99%）、勐海振升合作社（6.43%）。 

•农户反馈：①试验田排水较快，可以节省一半的时间；②试验田和对照田

的生长偏差较大，试验田通风更好，分蘖较开，出穗相对更粗；③同样的管理，

试验田的虫害和病害较少；④打药时，试验田的药效发挥更好，对照田较密使得

植株下部的虫害没法杀灭。 

（2）项目挑战与应对方法 

•主要挑战：协助管理数据的人员更换，基础知识体系不足，直接影响了试

验观察以及数据收集的准确性。 

•应对方法：通过经验带动农户学习相关知识背景，理解知识与技术，并通

过定期会议讨论和记录实验进度，以解决上述问题。 

3、四川 

合作机构：成都家园行动公益服务中心 

（1）项目综述 



 

 

•种植情况：气候友好水稻种植面积共计 1418.7亩，其中水田 414.7 亩，旱

地 1004 亩。简阳市寨子村对比 2023年增加了水田和旱地面积 124.7 亩。乐至甘

家店村对比 2023 年减少了 6 亩。此外，本年度参与气候友好水稻种植的主体以

寨子村村集体经济为主，农户深度参与数量为 6户。 

•培训情况：社区内透过公共活动、社区外透过接待参访、农广校培训、对

外主题分享等方式宣传推广气候友好水稻种植，本年度累计举办活动 11 场，参

与培训及交流学习累计 527人次。 

•产量情况：尝试引入了云南、贵州、四川宜宾地区的 10种水稻常规种及 3

种玉米常规种以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提升农业生产的韧性。寨子村的小春

油菜产量均不低于当地平均水平。乐至甘家店村引入本地常规品种水稻，并尝试

通过留茬收获了当年总产量约 13.3%的再生稻。 

（2）项目挑战与应对方法 

•主要挑战：①寨子村两户试验农户及村集体的重点试验田水稻种植情况较

好，农户田间管理经验更丰富，水稻产量也较为稳定。但因种植前期的干旱严重，

寨子村集体经济组织种植的部分直播水稻田遭遇干旱，水稻未能长成。②集体经

济的经营模式让生产和市场建立了更紧密的关系，但一定程度上会限制技术选择

和推广。本年度计划的寨子村气候友好农业推广学校就因为集体经济经营状况较

差，使学校的改造进度受阻，没能按计划完成。 

•应对方法：①在水稻遭受干旱缺水后，寨子村通过及时补种大豆，减少了

水稻绝收造成的损失。②气候友好农业推广学校推进受阻后，项目组从策略上侧

重在关键农户培养和试验地的经验总结上，确保村里有可看可学的实践地，也有

可说可分享的关键人。此外，项目组寻找多样的平台分享和推广气候友好耕种技

术，通过这些方式实现气候友好水稻种植的推广意图。 

4、黑龙江 

合作机构：五常市川北道水稻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1）项目综述 



 

 

•种植情况：2024 年，项目在黑龙江五常的试验田规模从 2023年的 10亩扩

展到了 1000亩。当地合作社通过与 17户农户签订订单和生产操作规程，每亩补

贴 120元（每斤稻谷约补贴 0.1元），及提供小型开沟机器的方式，落地气候友

好水稻实验示范田 1000 亩；另有非合作社订单的种植户自行开沟约 500 亩（无

补贴，免费提供开沟机和培训），因此 2024 年五常实际采用气候友好水稻种植

技术开沟种植的面积约 1500亩。 

•培训情况：项目通过 1 次集中式课程培训和 3 次田间培训的方式，对当地

200＋人次农户进行了气候友好水稻种植技术培训，并邀请五常市农业局和东北

农业大学以不同方式参与和见证项目进程、分享经验和成果。培训主要内容包含

了水稻与气候变化的关系，水稻如何适应气候变化，气候友好水稻种植技术等方

面。 

•产量情况：两块有对照组的试验田增产幅度分别是 2.6%和 14.7%；后期，

据合作社工作人员反馈的数据，1000 亩试验田的产量均比同一区域未开沟的常

规稻田增产 3%-4%。 

•农户反馈：农户对开沟的接受程度较高，能与自身经验和需求（如抗低温、

抗倒伏）建立明确的联系。该技术易懂、易操作、人工投入少，保产增产效果看

得见。 

（2）项目挑战与应对方法 

•主要挑战：开沟后的水分管理受开沟质量、当年实时天气情况、田块和土

壤特征、农户对水分管理的固有认知等多重因素影响，减排量存在浮动空间/不

确定性，如何看待减排问题以及如何进一步优化技术路线和推广方式，有待进一

步探索。 

•应对方法：项目组将尝试进一步与五常市农业局和东北农业大学王红艳教

授合作，探索基于五常种植情境下的应用方法。 

5、江西 

合作机构：南昌青赣环境交流中心 



 

 

（1）项目综述 

•种植情况：在南昌市高新区五星农场、宜春市奉新县赤岸镇、吉安市永丰

县三坊乡下坊村、抚州市乐安县招携镇港田村、赣州市会昌县小密乡，以自愿报

名参与为原则，选取了 20 亩水田作为气候友好水稻试验田，每户 2 亩水田参与

免耕覆盖试验，同时在试验田附近选取 2亩以上对照田，按照原有方式耕种。在

水稻生长过程中，青赣环境团队定期前往各项目地，实地查看水稻生长情况，并

记录稻田水位，水稻苗高等数据。为了更加精准地掌握水稻生长情况，青赣环境

团队通过无人机多光谱遥感技术分析水稻病虫害和生长指数，及时调整水肥管理

和灾害的应对，指导农民化肥减量工作。 

•培训情况：项目组在育秧、移栽、中间管理三个阶段开展培训，并相应在

5 个项目地开展了开沟育秧培训；项目组与基层政府和农户保持日常联系与沟

通，及时完善技术管理细节，增强农户和社区的信心。 

•产量情况：吉安市永丰县三坊乡下坊村试验田增产 16.24%；宜春市奉新县

赤岸镇涌村试验田增产 3.29%；抚州市乐安县招携镇港田村试验田增产 5.48%；

南昌市高新区五星农场试验田减产 2.15%；赣州市会昌县小密乡无人化农场试验

田增产 6.71%。 

•农户反馈：该技术显著减少了水稻种植过程中的用水量，并使稻田具备快

速排水和灌溉能力，增强稻田对干旱和水资源短缺等极端气候的适应能力。湿润

灌溉使得水稻根系更加发达，植株在暴雨和大风天气中抗倒伏能力更强，有效减

少了倒伏造成的减产。农户还发现，通过合理的株间间距规划和优化灌溉，改善

了稻田内的空气流通，虫害繁殖被显著抑制，减少了农药的使用频率。 

（2）项目挑战与应对方法 

•主要挑战：由于项目启动时间临近一二季稻种植双抢时期，田块土壤水分

过大，土壤松软导致机械开沟困难，存在厢面坍塌的风险。同时，在本地农机市

场购买的开沟机存在马力不足等问题，导致机械开沟后仍需要通过人工二次修

整。受极端干旱影响，吉安市永丰县三坊村试验田缺乏灌溉用水，种植中主要依

赖自然降雨。本地种粮利润主要来源于政府的各项补贴，所以种植大户的种植方



 

 

式倾向于节省劳动力的无人机操作和机械化操作，对粮食产量并不是特别敏感。 

•应对方法：项目团队认识到，农户对土地的了解和实践经验远高于我们，

需要结合本地资源、种植方式，逐步融合当前的种植技术进行耕种转型。项目团

队将进一步加强与农户、当地政府部们的配合，通过技术和本土经验的集合，寻

找更适应本地情况的气候友好水稻种植解决方案。 

6、湖南 

合作机构：长沙绿色潇湘环保科普中心 

（1）项目综述 

•种植情况：2024 年识别的 14 户种植户中，最终有 8 户完整按照气候友好

水稻种植技术规程进行种植实验，分别位于古港镇梅田湖村 1户、岳阳市湘阴县

1户、衡阳县 1户、娄底双峰县和新化县各 1户、益阳赫山 2户，益阳南县 1户，

其中娄底 2户农户和益阳赫山笔架山乡的农户采用了人工开沟的方式。所有新参

与的农户均提供了 1 亩的水稻田用于试验，2023 年参与项目的益阳赫山和南县

的农户段誉和汪洋，则分别有 53 亩和 650 亩水稻田用于试验种植。在实际种植

过程中，梅田湖村的试验田遭遇了二化螟病害，项目组邀请湖南农业大学的黄文

清老师进行了实地评估，并协助农户进行稻田病害防治。 

•培训情况：项目组邀请湖南农业大学的老师开展农户培训 1 场，参与人数

超 15 人，培训主要内容为气候友好水稻种植技术以及种植过程中的病虫害识别

与防治。 

•产量情况：从测产结果看，益阳赫山笔架山乡农户增产 0%（略有减产）、

娄底双峰县农户增产 8%、益阳南县农户增产 10%、娄底新化县农户减产 47%、衡

阳县农户增产 6%、古港镇梅田湖村农户增产 8%、湘阴县农户增产 18%、益阳赫

山农户增产 2%。 

•农户反馈：益阳南县的种植户汪洋，除了耕种自己的稻田，还为周边农户

提供农机服务，他认为开沟能够帮助他更便捷的观察田间水位，同时因田间水位

维持在一定量，并不会排干，在灌水过程中也能够显著缩短时间。另一方面，农

户发现沿风向开沟能够显著提高稻田的透气性，减少病害，在遭遇风灾时能显著



 

 

抗倒伏。 

7、广东 

合作机构：广州众禾农业有限公司 

（1）项目综述 

•种植情况：项目在雷州合作农户 3户，试验田面积 31亩，试验田分别位于

南兴镇、杨家镇和沈塘镇。由于湛江雷州地区晚稻容易遭遇秋台风，农户较关注

烂场雨造成的水稻倒伏等问题。在实际种植过程中，杨家镇吴划村试验田属于山

区冷水田，在收割阶段遭遇了连续 3天的暴雨，试验田受益于开沟和水位管理等

操作，田块未出现明显倒伏；对照田则遭遇了严重倒伏。此外，由于品种抗病性

相对较差，杨家镇吴划村试验田出现了轻微稻瘟病，但未大面积扩散。另外两个

项目地由于试验田地势更高，暴雨时排水更快，因此未遭遇类似的情况。 

•培训情况：项目组通过 1 对 1 农户讲解说明和田间地头走访沟通，进行技

术讲解和培训。同时，项目组为农户提供了记录手册，帮助农户在实际管理过程

中记录必要操作和农事观察。为了完善农机设备落地的成效，项目组与农户前往

农机服务点，对已购买的农机和拖拉机等挂载系统的适配情况进行沟通改良，协

助农户完善操作流程细节。 

•产量情况：三块试验田均出现了显著增产，南兴镇增产 14.34%，杨家镇增

产 16.5%，沈塘镇增产 3.2%。相较对照田的水稻长势，试验田的根系更粗壮，抗

倒伏性更强。 

•农户反馈：南兴镇和沈塘镇农户则表示，直播田块开沟能够有效减少厢面

积水闷种，提高种子发芽率，但浅沟会随着交替灌溉和时间的推移变得更浅，而

失去其排灌功能，现在通过开更深的沟，在分蘖中后期管理时，能够更精确地管

理田间水分，对于后期防风、防雨和收割都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2）项目挑战与应对方法 

•主要挑战：雷州农户对于开沟的需求和认知仍然停留在减少积水闷种上，

在进一步优化开沟参数以及水分管理上需要大量的培训。 



 

 

•应对方法：利用农闲时间，与农户进一步完善及改造设备，帮助更多农户

仅更换开沟器具即可调整开沟深度，并进一步优化管理进程帮助农户简化工作步

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