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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江苏省水韵苏米“三品一标”示范基地标准

前言

为进一步贯彻江苏省委省政府“持续推进水韵苏米品牌建设”战

略部署，落实“水韵苏米”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年），

推动江苏稻米产业高质量发展，提升“水韵苏米”产品品质和品牌价值，

打造“水韵苏米”标准化示范“基地样板”，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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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由江苏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江苏省粮食行业协会组织制

定。

本标准起草单位：江苏省水韵苏米产业研究院有限公司、江苏省

粮食行业协会、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江苏粮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南

京财经大学、江苏省粮油质量监测中心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才林、施启平、严建民、程松、张亚东、

魏晓东、向新跃、费玉琪、刘星鹏、袁建、戴波、王林松。

1 适用范围

水韵苏米标准化示范基地是指产地环境符合“水韵苏米”品牌大

米质量标准要求，生产过程按照“苏米”稻谷生产技术规程 T/JSLX

001.1和本标准实施，产品品质稳定可控的“水韵苏米”优质稻米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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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生产基地。本标准规定了水韵苏米“三品一标”示范种植基地的术语

和定义、种植基地条件、品种选择、种植技术、收获、烘干与储藏、

基地管理等方面的要求，适用于“水韵苏米”核心企业及符合“水韵苏

米”核心企业要求的江苏省粮食行业协会会员企业实施。

水韵苏米标准化示范基地原则上是通过落实“水韵苏米”品牌产

品全产业链质量控制的各项标准与制度，以标准化为大框架，对具体

生产过程进行布局规划，把水稻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纳入

标准化生产管理的轨道，强化品牌意识，提升产品品质，全面推行水

韵苏米“三品一标”基地绿色生产和品牌市场化规模运营相结合的优

质稻米产业高质量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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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 4404.1 粮食作物种子 第 1部分：禾谷类

GB 5084-2021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T 8321.10-2018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十） GB 15618 土壤环

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T 21015 稻谷干燥技术规范

GB/T 29890 粮油储藏技术规范

GB/T 30600-2022 高标准农田建设通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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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32/T 4055-2021 优良食味半糯粳稻生产技术规程

DB32/T 4056-2021 优良食味半糯粳稻品种品质

T/JSLX 001.1 江苏大米 第一部分：稻谷生产技术规程

T/JSLX 001.3 江苏大米 第三部分：稻谷

T/JSLX 001.4 江苏大米 第四部分：大米

T/JSLX 001.5 江苏大米 第五部分：质量追溯基础信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3.1 水韵苏米

“水韵苏米”是江苏省打造的优质稻米省域公用品牌。“水韵苏米”

集体商标 2019年注册。截止到 2023年 12月，已授权 50家江苏省稻

米生产企业共同使用，生产基地面积达到 220万亩。

3.2 “三品一标”

农业生产“三品一标”，是指“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

标准化生产”。品种培优是从农业生产前端给予优质品种的支撑；品

质提升是从整个农业生产的过程通过实施标准化生产技术，提升产品

品质；品牌打造是指生产末端的品牌塑造；而标准化生产，贯穿整个

农业生产全过程的标准化、规范化运作，保证了农产品的高质量产出。

3.3 优良食味半糯粳稻

含有低直链淀粉含量的 Wx 等位基因（如 Wxmp、Wxmq 等），稻米

直链淀粉含量在 8%～13%之间，品质达到 DB32/T 4056-2021规定的

质量要求，食味值≥80分的粳稻。

4 种植基地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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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基地遴选的基本原则以水韵苏米品质规范、品牌提升为引领，

以稻米产业高质量市场化发展为导向，满足“水韵苏米”品种培优、品

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的技术体系实施需求和相对集中、适

度规模、标准化生产、产业化经营的水稻适宜生产区域。

4.1 产地周围 5公里和上风向 10公里范围内无污染源。

4.2土地集中连片，原则上不少于 1000亩。

4.3符合 GB/T 30600-2022规定的高标准农田建设要求，土地平

整，地块大小适中，适应农业机械化生产需求。

4.4土壤耕层深厚，PH中性，具有较好的水稻土壤结构，通透性

良好，保水保肥力较强，土壤有机质含量高、土壤肥力中等以上。土

壤环境质量符合 GB 15618规定的要求。

4.5基地灌溉用水符合 GB 5084—2021规定的农田灌溉水质要求。

4.6通过土地流转、合作经营、统一管理等形式，具备产业化经

营和统一生产管理的条件。

5 品种选择

品种选择的原则是选用通过国家和地方审定、满足 “放心、好

吃、营养”苏米品牌主旨、实现水韵苏米“兼具北方米的韧性嚼劲和南

方米的软糯香甜”特性的高产稳产、抗病、适应性广的粳稻品种。

5.1选用适宜在本区域推广种植的、大米品质达到水韵苏米三级

及以上的优质高产多抗粳稻品种。沿江和苏南地区选择早熟晚粳品种；

苏中地区选择迟熟中粳品种；淮北地区选择中熟中粳品种。

5.2 优先推荐选用食味值≥80分、直链淀粉（干基）含量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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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的优良食味半糯粳稻品种，如南粳系列品种等。

5.3选用的品种种子符合 GB4404.1规定的标准，确保原品种纯度

和优良食味特性。优先推荐使用经提纯复壮后的原种。

6 种植技术

按照“水韵苏米”品牌产品的质量标准，建立“水韵苏米” 种植技术

规范性控制流程，提升江苏稻米产业化发展水平和种植效益。

6.1播种期

江苏省苏南地区 5 月 20日～30日播种，沿江地区 5 月 20日～

25日播种。

6.2育秧

采用硬地硬盘集中育秧技术。

6.2.1 种子处理

播种前选晴天晒种 1 d～2 d，每天翻动 3次～4次，提高发芽率。

用药剂浸种防治恶苗病等种传病害。浸种药剂宜选用当地农业部门推

荐的药剂，先配好浓度再放入稻谷，浸种 48小时~60小时。浸种后

的种子沥水后保温催芽，催芽后将种子放置室内薄摊晾干，待种子相

互不黏连即可播种。

6.2.2 营养土准备

选用疏松肥沃、质地适中的菜园壤土，或腐化程度较好的旱田耕

作层土壤与育秧基质按 1:1配制营养土。在播种前 20 d～30 d选择晴

天取土晾晒、粉碎、过筛，土要细匀。

6.2.3 机械化流水线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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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有摆盘、铺床土、洒水、播种、盖土五道工序。注意做好以

下调试。

（1）床土厚度调试：调整排土阀门的大小，使出土正好填满秧

盘，刮平多余床土，晒水后盘面底土 2.0 cm～2.5 cm，占盘高 1/2～

2/3。

（2）洒水量调试：调整水量不能过小或过急，水量过小，土壤

含水不足，水量过急容易冲动床土不平，调整开水阀到最佳状态。

（3）播种量调试：首先确定每亩大田的用种量和一亩大田的用

盘数量，一般每亩用种量 4 kg～5 kg，每亩用 25盘～27盘。做到匀

播，避免谷粒堆积。

（4）盖土量调试：盖土厚度 2 mm～3 mm，盖实种子，做到种

子不外露。

6.2.4 暗化齐苗

播种后采取暗化处理促使齐苗，使发芽达到“齐、快、匀、壮”，

2 d～3 d发芽率 90%。

6.2.5 壮苗标准与运苗

壮苗标准为：秧龄 15 d～20 d，叶龄 4叶～5叶；秧苗根系发达，

单株白根量多；根系盘结牢固，盘根带土厚度 2.0 cm～2.5 cm，厚薄

一致，提起不散，形如毯状；苗高 12 cm～18 cm，叶片挺立有弹性，

叶色翠绿，百株茎叶干重 2 g以上；每平方厘米成苗 3株～4株，均

匀整齐。运苗时将秧苗卷起，放入标准塑料筐，或通过专业履带式运

输车将秧苗运到大田。



— 7—

6.3 机械化移栽技术

6.3.1秧龄控制在 18 d～20 d，薄水栽插。行株距 30 cm×13 cm，

亩栽 1.6万穴～1.8万穴，每穴 4苗～5苗，每亩插足基本茎苗 7万株～

8万株。

6.3.2 栽插后 1 d～2 d田间保持 1 cm～3 cm水层。

6.4 肥料管理与使用技术

根据优质水稻品种特性和土壤肥力，配制科学合理的专用肥料配

方，做到减氮、稳磷、增钾、补硅，合理平衡施肥。

6.4.1 施肥总量

纯氮（15～18）kg/亩，磷（P2O5）（8～10）kg/亩，钾（K2O）（8～

10）kg/亩。

6.4.2 施肥方法

多施有机肥，后期少施氮肥，基肥、分蘖肥和穗肥用量比例为

4:4:2或 4:4:3，磷肥主要用作基肥；钾肥 50%作基肥、50%作穗肥施

用。基肥用有机肥和/或含硅的氮磷钾复合肥，在整地时一次性施入。

分蘖肥用氮肥，在移栽后 5 d～7 d和 12 d～15 d分两次施用；穗肥用

氮钾复合肥或含硅锌的专用穗肥，在倒 4叶至倒 3叶出生时根据苗情

分 1~2次使用。破口前 5 d～7 d至抽穗后 15 d～20 d可喷施硅锌肥或

专用叶面肥 1～2次。

6.5 水浆管理

根据水稻生长的需要和土壤的湿度状况，合理安排灌溉时间和灌

溉量，在水稻不同的生长阶段，采用不同的水浆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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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 移栽后 1 d～2 d田间保持浅水，晚间适当露田，活棵后结

合施肥除草建立浅水层，落干露田 1 d～2 d 再建立浅水层，掌握干

干湿湿直到够苗，为壮苗壮蘖生长创造条件。

6.5.2 够苗后及时开沟搁田，采用“早搁、轻搁、多次搁”的方法，

搁至田中土壤不陷脚，叶色褪淡落黄，有效控制无效分蘖生长和基部

节间伸长，控制中部叶片的面积，为施用穗肥创造条件。

6.5.3 孕穗期至扬花期需水量最大，应建立稳定的水层，以促进

颖花分化发育和抽穗扬花，灌浆结实期以间隙灌溉为主，后期养根保

叶，收获前 7 d～10 d断水，防止早衰和青枯。

6.6 病虫草害科学用药与绿色防控技术

科学合理运用综合防治措施，减少化学药剂使用次数和用量，应

选用高效、低毒、低风险农药，安全、有效地控制病虫草危害。病虫

草害防治用药应符合 GB/T 8321.10规定。按 DB32/ T 4055-2021《优

良食味半糯粳稻生产技术规程》推荐的生物农药和化学农药及用量进

行。

6.6.1 杂草防治

整平田地后插秧前 1 d～2 d 用水稻田专用除草剂（丙草胺等）

封闭。插秧后 12 d～15 d，结合施分蘖肥进行化除，可选用常用禾本

科除草剂(如丁草胺或杀草丹乳油等)拌在细土化肥中均匀撒施，保持

水层 3 d～4 d ，确保防效。7月中旬视田间草害情况，若阔叶杂草较

重，可选用双子叶触杀型除草剂（灭草松等）化除防治。

6.6.2 病虫害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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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期间根据当地植保部门的预测预报及时防治病虫害。抽穗前

防治好稻曲病和穗颈瘟。稻曲病一般防治 2次。第一次在破口前 5 d～

7 d ；第二次在破口期（1%～3%穗苞开口）。穗颈瘟一般防治 2次，

第 1次在破口时，做到随破口随用药；第 2次在齐穗期，第 1次用药

后隔 5 d～7 d 。如果抽穗期遇到低温连阴雨天气，抽穗期延长，抽

穗不整齐，要增加防治次数，抢雨后间隙每隔 5 d～7 d防治一次。

7 收获、烘干与储藏

7.1 当 95%的谷粒黄熟、稻谷水分含量 25%时收获，宜在水稻成

熟后 10天内完成。

7.2 收获后的稻谷应及时采用机械烘干。烘干时，按照 GB/T

21015规定进行。当稻谷的含水量不大于 26%时，进行机械低温烘干

（稻谷温度≤38℃），干燥至水份 14.5%～15.5%。当稻谷的含水量大

于 26% 或同一批稻谷的水分差大于 3%时，应采用二次烘干。

7.3 储藏按 GB/T 29890规定的要求进行，储藏期间稻谷水分应

控制在 15.5%以下，库房仓温宜控制在 20℃以下。

8 基地管理

8.1组建基地标准化实施机构

组建基地建设领导小组，设置示范基地标准化实施管理部门，落

实基地标准化实施各有关生产单元的责任人和具体工作人员，组建标

准化专业技术培训服务队伍，实行统一的生产技术指导。

8.2 制定基地标准化生产管理制度

制定科学合理的基地标准化生产实施方案，制定专门的基地农业



— 10 —

投入品管理办法，按规定要求进行投入品采购、存放、使用、回收等

环节管理，并建立记录台账。建立完善的监督管理制度和奖惩措施。

8.3 建立稻米质量监控技术体系

建立检验检测体系或依托具有一定资质的检测机构按“水韵苏米”

品牌产品有关规范进行稻米产品的检测。稻谷和大米的质量指标应满

足江苏大米团体标准第三部分 稻谷 T/JSLX 001.3和第四部分 大米

T/JSLX 001.4规定的质量指标和食品安全指标的要求。

8.4建立产品溯源系统与生产档案

建立“水韵苏米”产品溯源系统。并按照 T/JSLX 001.5的要求，建

立并保持从稻谷生产到收获、贮存全过程的台账记录，主要包括全程

记录生产过程中气象条件、产地环境、生育期、稻谷生产农事操作、

农药肥料、收获时间、产量、贮存加工销售等事项。

8.5 产业化发展与辐射带动效应

基地通过生产、加工和销售有机融合，形成一定的产业化发展规

模，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获得相关质量认证（绿色、有机、良好农

业、农产品地理标志）有效证书，取得较好的生态效益；基地产品有

一定的知名度，具有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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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江苏省水韵苏米“三品一标”示范基地评分细则

一、计分说明

1．满分 100 分，共分为 5个大项，各大项分值为：种植基地条件

20 分；种植品种选择 20 分；标准化种植技术 30 分；收获与烘干储藏

技术 10分；基地管理体系 20分。

2．各项评定得分不得高于最高分值。

3．通过对水韵苏米示范生产基地各项评定项目评分值加和计算获

得综合得分。依据综合得分对基地进行评价。

4．设立否决项，否决项为必须达到指标，若不符合要求，一票否

决。

否决项的主要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基地规定范围内存在污染源的；

基地范围内使用禁用肥料、禁用农药或用药剂量、方式、安全间隔期

违背标准的；基地范围内发生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的；基地发生违法

违纪经营事件，被立案查实处理的；不按规定使用“水韵苏米”省域

公用品牌标识的等。

二、评分标准

水韵苏米示范生产基地评定评分表见表 1。

表 1 水韵苏米示范生产基地评定评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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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评定项目 评定内容 分值 自 评

得分

评 定

得分
1 种植基地

条件

20

1.1 基地环境 产地周围无污染源；具有保护或改善生

态环境方案措施；基地环境质量符合《绿

色食品产地环境技术条件》要求。

3

1.2 种植基地

规模

基地集中连片，规划合理，种植面积原

则上不少于 1000 亩；基地按水稻品种实

行区域化种植；基地良（原）种普及率 95％
以上。

3

1.3 土 地 平 整

度

基础配套设施齐全，田间路面整洁平

坦；适应农业机械化生产需求。

3

1.4 土 壤 肥 力

水平

土壤耕层深厚，PH 中性，具有较好的

水稻土壤结构，通透性良好，土壤有机质

含量高、土壤肥中等以上；土壤环境质量

符合 GB 15618规定的要求。

4

1.5 灌溉用水

质量

农田灌溉水源清洁、无毒、无害；基地

灌溉用水符合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
5084—2021；以江、湖、水库、地下水为

主要水源。

3

1.6 土地属性 具备产业化经营和统一生产管理的条

件；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经营。

4

2 种 植 品 种

选择

20

2.1 品 质 与 产

量

通过国家和地方审定；高产稳产、抗病、

适应性广；大米品质达到水韵苏米三级及

以上的优质粳稻品种。

5

2.2 食味值 食味值≥80分；出米率高。 10

2.3 种子质量 符合 GB 4404.1要求的二级以上标准；

确保原品种纯度和优良食味特性；使用经

提纯复壮后的原种。

5

3 标 准 化 种

植技术

30

3.1 硬 地 硬 盘

工 厂 化 育

秧技术

采用硬地硬盘集中育秧技术；采用机械

化流水线播种；秧苗达到壮苗标准。

6

3.2 机 械 化 移

栽技术

适龄栽插，叶龄 4~5叶，秧龄控制在 20
天以内；保证合理密度，行株距

30cm×13cm，每亩插足基本苗 7~8万株。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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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肥 料 使 用

技术

多施有机肥；提倡使用有机肥和/或含硅

的氮磷钾复合肥作基肥；后期少施氮肥,
纯氮控制在（15～18）kg/亩；鼓励使用品

种专用肥技术，做到减氮、稳磷、增钾、

补硅，合理平衡施肥。

5

3.4 水 浆 管 理

技术

移栽活棵后结合施肥除草建立浅水层；

够苗后及时开沟搁田，有效控制无效分蘖

生长；孕穗期至扬花期建立稳定的水层，

促进颖花分化和抽穗扬花；灌浆结实期以

间隙灌溉为主，收获前 7~10 天断水。无

倒伏，无早衰和青枯。

4

3.5 病 虫 草 害

防控技术

科学合理运用综合防治措施，减少化学

药剂使用次数和用量；要求使用高效、低

毒、低风险农药；病虫草害防治措施应符

合《农药合理使用准则》要求；田间无杂

草、无纹枯病、稻瘟病、稻曲病、纵卷叶

螟、稻飞虱等病虫危害。

10

4 收 获 与 烘

干 储 藏 技

术

10

4.1 收获 当 95%的谷粒黄熟、稻谷水分含量 25%
时收获；在水稻成熟后 10天内完成收获。

3

4,2 烘干 按照 GB/T 21015 规定，进行机械低温

烘干（稻谷温度≤38℃），干燥至水份

14.5%~15.5%；当稻谷的含水量大于 26%
或同一批稻谷的水分差大于 3%时，采用

二次干燥。

4

4.3 储藏 按 GB/T 29890 规定的要求进行，储藏

期间稻谷水分应控制在 15.5%以下；库房

仓温宜控制在 20℃以下。

3

5 基 地 管 理

体系

20

5.1 组 建 基 地

标 准 化 实

施机构

组建基地建设领导小组，设置示范基地

标准化实施管理部门；落实基地标准化实

施各有关生产单元的责任人和具体工作

人员；组建标准化专业技术培训服务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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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实施统一生产技术指导。

5.2 制 定 基 地

标 准 化 生

产 管 理 制

度

制定科学合理的基地标准化建设实施

方案；制定专门的基地农业投入品管理办

法，按规定要求进行投入品采购、存放、

使用、回收等环节管理，并建立台账记录；

建立完善的监督管理制度和奖惩制度。

3

5.3 建 立 稻 米

质 量 监 控

体系

建立检验检测体系或依托具有一定资

质的检测机构进行产品品质检验；产品质

量和食品安全指标符合江苏大米团体标

准相关要求。

2

5.4 建立 产品

溯 源 系 统

与 生 产 档

案

建立示范基地产品质量追溯系统，展示

基地品牌产品从生产到交付各个环节的

信息；按照 T/JSLX 001.5的要求，建立并

保持从稻谷生产到收获、贮存全过程的台

账记录，包括全程记录生产过程中气象条

件、产地环境、生育期、稻谷生产农事操

作、农药肥料、收获时间、产量、贮存加

工销售等事项。

3

5.5 产 业 化 发

展 成 效 与

辐 射 带 动

效应

种植基地稻谷食味值达到 82 分以上，

稻米品质有较大程度提升；产品品牌有一

定的知名度，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形成

基地标准化绿色生产和品牌市场化运营

相结合的优质稻米产业高质量发展模式；

基地示范作用强，辐射带动周边农户种植

面积 1万亩以上，取得较好的生态、社会

效益；获得相关质量认证（绿色、有机、

良好农业、农产品地理标志）证书。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