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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虫害防治

在人们日常生活过程中，水稻的质量和产量与生活质量有

着密切的联系，这也是人们一直以来关注的热点问题。水稻在生

长的过程容易出现病虫害的侵袭，这就会影响水稻种植的产量

和质量。因此，在水稻种植过程需要引入先进的抗病技术解决当

前严峻的病虫害问题，使得水稻的生产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粮

食需求，提高粮食的产量。

1 水稻种植中的抗病技术要点分析

1.1 选种抗病处理

1.1.1 选种

对于水稻种植来说，科学合理的选种能够有效提高其抗病

性能，保障其生长质量。因此，在选种工作开展的过程中需要就

地域条件特点选择合理的品种并把控好水稻生长的自然条件和

气候环境，降低环境对水稻生长的影响。只有在生长的过程中保

障环境与水稻品种相适宜才能够更好地促进水稻生长，为其提

供助力。在选种的过程中还需要将抗病技术应用于其中，以此增

强种子的抗病虫害能力。为后续的生长提供帮助[1]。因此，在品种

选择时应当选择抗病性强、稳定性好、适应性广的品种。结合地

域的实际情况合理选择，这样也可以有效保障种子对当地的气

候和土壤有着良好的适应性，控制病害。

1.1.2 种子处理

在实际开展水稻种植过程中，除了需要选择合适的水稻种

子，还应当使用药物对种子进行浸泡处理，这样也能够更好地让

水稻在初期具有较强的抗病害能力。一般来说，在浸泡种子时使

用 20%三环唑将种子浸泡于 1-2 天[2]。在开展育种时也可以使用

现阶段先进的杂交技术，获取新品种不断提升新品种对病虫害

的抗病能力，提高水稻的产量和质量。

1.1.3 种植管理

对于水稻种植来说，开展种植管理能够有效降低水稻在生

长过程中出现的病虫害侵袭。纹枯病是水稻生长过程中常见的

一种病虫害，在种植的过程中就需要科学管理，对水稻田进行排

查，及时掌握茎干、叶片的健康情况。若是发现水稻田中存在杂

物就需要及时清除，这样可以保障水稻在生长过程中水质的良

好，防止病虫害侵袭，控制病菌的生存环境。同时，在种植的过程

中应当合理采用密植的方式高效防治纹枯病，提升水稻的产量，

这对于水稻的种植管理具有十分关键的意义。

1.1.4 水肥管理

对于水稻种植来说，水肥管理对于病虫害的控制具有十分

关键的意义。在水肥管理的过程中主要是根据水稻生长的实际

情况控制肥水内病菌，防止病菌给水稻的生长带来影响。在水肥

管理的过程中，施肥是比较关键的一个部分，需要确保养分的充

足并对其进行严格的控制和管理。与此同时，在管理的过程中还

需要把握科学合理的施肥方式，这样可以更好地保障水稻的生

长发育。一般来说，施肥需要控制水稻的养分。通过合理配置水

肥配方，将氮、钾、磷的比例控制在 2.1∶1.2∶1，这比例对于水稻

的生长来说比较合理[3]。与此同时，在肥料选择的过程中应当尽

量使用复合肥料，这样也可以有效控制肥料的使用，确保施肥的

合理。在缓秧期间不能随意追加氮肥，需要在水稻分蘖中后期才

能够增加氮肥的使用量，这样可以有效提高水稻的结实率。在对

水源进行管理的过程中可以使用干湿结合的方式开展，保障给

水、施肥的合理性，以此防止病菌的入侵。种植人员在水稻种植

开展过程中为了确保其生长发育的合理性，就应当保障肥料的

施入。在施肥过程中应当对施肥时间进行控制，确保基肥数量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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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种植人员可以将 50%氮肥作为基肥，其余 50%作为追肥。在

水稻生长至返青期后，就需要开展施肥工作，这样可以更好地保

障水稻的生长。同时，水稻在拔节、分蘖、抽穗、扬花期，种植人员

也需要注重对其进行追肥工作。在不同的生长时期，水稻需要的

肥料是不相同的，相关种植人员应当开展合理的追肥工作。例

如，在水稻生长至拔节期时，可以利用钾肥追肥，分蘖期利用分

蘖肥追肥，这样可以更好地提高其分蘖数，增加其产量。由于在

水稻生长的过程中，不同的肥料所产生的效果是不同的，因此在

实际施肥过程中就需要结合水稻生长的实际情况，开展高效的

施肥管理工作，这样在施肥的过程中可以达到更好的效果，提高

水稻的产量。

1.2 科学除草，合理灌溉

在水稻生长的过程中，由于其周期比较长，因此相关种植人

员就需要在其生长过程中做好除草工作。除草工作对于种植人

员来说对他们工作量的影响比较大，因此为了能够更好地完善

除草工作并降低自身的工作量，就需要利用除草剂。在水稻种植

的过程中，很多农户会选择抛栽的种植方式。在选择这一种植技

术时需要关注好水稻的叶龄，确保其在 3-5 叶时进行合理处理。

在抛秧过程中，农民首先应当抛出 70%，之后再补剩下的秧苗[4]。

在种植时，应当确保一个工作道距离的留出，控制其宽度。与此

同时，在抛栽处理时还需要注意行走顺序，选择垂直高抛的方式

进行抛栽，确保秧苗能够顺利插入泥浆之中完成种植。在进行抛

秧处理之后，相关人员还应当注重浅水管理，这样可以更好地保

障促根立苗环节的开展。此外，待后续进行晒田控苗时还需要合

理把控水稻植株的数量，确保整个田块的植株在 10 万株左右再

进行晒田。在孕穗期，种植人员需要认识到当地气温对于水稻生

长的影响。若是气温过高，那么稻田中的水分会蒸发，因此就需

要做好保水工作，防止植株缺水导致减产、发育不良问题的出

现。与此同时，在抽穗期也需要合理的控制水量，保障抽穗整齐

完好，提高水稻的结实率。对于灌浆期的水稻，还应当使用交替

管水等方式进行种植。在收割水稻的前一周进行断水，这样可以

更好地保障水稻在生长过程中的根系活力，提高其质量和产量。

2 提高水稻抗病能力的方法

2.1 物理方法

当前，在水稻种植开展的过程中会选择物理抗病技术，这一

技术能够大大节省费用且适用的范围较广。物理抗病技术源自

于果农的大棚技术，将农作物放置在大棚中生长能够有效提高

其生长速率，增强其抗虫性和抗病性。一般来说，大棚技术的原

理主要在于使用阳光辐射杀死害虫幼体和有害细菌。在春季时

节作物生长的过程中为其提供恒定的温度，使得植物能够迅速

生长，通过初期的施肥培育开展高效的种植[5]。但是，在使用抗病

技术的过程中还需要将其与苗木栽培技术、水稻栽培技术真正

融合起来。首先，栽培工作人员就需要选择合理的栽培范围，对

土壤进行灭菌和整理工作。在完成这些工作之后再将基肥施入

其中，将生物肥料作为基肥能够有效降低肥料对于幼苗的影响，

防止出现灼烧现象。在准备工作完成之后，相关工作人员就可以

将水稻移栽到大盆内，观察水稻每天的生长情况，等到水稻成熟

之后再将其移入室外栽培，通过这样一种方法实现育苗能够有

效提高水稻的生长效率。与此同时，可以结合联合培育技术在减

少幼苗生长成本的同时，提高培养效率。

2.2 生物方法

在水稻抗病技术应用的过程中，生物方法也是一个比较常

用的技术手段，这一方法的优点在于在生长管理的过程中可以

结合以生物基因学程序让水稻更具耐病性。结合区域的不同特

点以及水稻的生产水平选择科学合理的杂交育种技术。在这一

技术研发的过程中，我国投入了较多的人才和资源。但是在传统

技术应用的过程中通常是结合以水稻的生物学特点，让两个不

同品种的水稻植株进行自然授粉，改善自身发展劣势得到新的

植物种类，使得新的水稻品种更具优势。但是，这样一种培育方

式存在较大的弊端和不确定性，无法保障新培育出来品种的抗

寒性和抗病性。而将生物基因组工程技术应用于水稻种植过程

中可以有效改善杂交实验技术的劣势。基因工程是对在基因水

平上对水稻进行优化，将基因组缺陷的品种重新编程，使得水稻

的品种基因组变得更为完整，确保耐寒抗病性能水稻品种的出

现，降低基肥使用的同时更好地提高水稻的生产效率[6]。

3 水稻种植中抗病技术的具体应用

3.1 纹枯病

在水稻生长的过程中，纹枯病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病害。水稻

若是感染这一病害就会出现无法正常抽穗的问题，导致产量下

降。由于其属于真菌性病害，在水稻生长的过程中会随着时间的

推移而导致病害加重。一般来说，都是在越冬之后大规模传播，

传染的部位主要是水稻的叶片和茎秆。水稻在感染这一病害之

后，在发病早期就会出现暗绿色的病斑。随着时间的延长，病斑

扩大，呈现出灰绿色云纹斑状，导致腐烂枯黄问题的出现。对此，

在实际种植开展的过程中，要想做好对这一病害的防治工作，相

关管理人员就需要加大对于田间的管理力度，进行科学的灌溉

和施肥，在发现病害时及时处理能够有效防止这一病害[7]。与此

同时，在春季也需要做好病原的减少，从根本上杜绝该病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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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传播。此外，相关种植人员相关种植人员在实际种植开展的过

程中应当结合实际情况，合理把控水稻的种植密度，确保水稻植

株的通透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很好地降低病害的发生概率。

同时，使用药剂来进行进一步的防治，如戊唑醇。

3.2 稻瘟病

水稻生长的过程中，稻瘟病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病害。这一

病害感染水稻的穗、叶、茎部位，若是感染程度较轻那么只是导

致水稻受损。若是感染比较严重，会使得水稻出现死亡问题，影

响其产量。在对这一病害进行防治的过程中需要结合以水稻的

发病部位和实际进行分类处理。通常来说，可以分为谷粒瘟、叶

瘟。稻瘟病的类型不同，其表现出来的症状也各有差异，通常情

况下会表现出稻苗卷缩的问题，同时会蒙盖上一层灰黑色的霉

层。与此同时，谷粒瘟在感染水稻之后还会形成大病斑，使得稻

谷变成黑色。在对这一病害进行防治的过程中，相关种植人员就

需要结合这一病症采取针对性的措施，选择抗病虫害能力较强

的水稻品种来抵御这一病害[8]。同时。也可以使用药剂来进行进

一步的防治。通常会使用抗菌液浸种来降低稻瘟病的发生概率。

若是已经感染，那么也可以使用稻瘟灵乳油进行进一步的控制，

直到彻底消灭。在种植完成之后，还需要对感染这一病害的土壤

进行消毒处理。

3.3 二化螟

二化螟是水稻生长过程中容易出现的一种虫害，水稻若是

感染这一虫害，所涉及到的影响范围是比较广的。二化螟也可以

叫做钻心虫，这一病虫主要有虫卵、幼虫、蛹、成虫四种形态。在

水稻生长的过程中，幼虫会进入水稻茎部，使得水稻分蘖受到影

响，难以正常生长。由于这一虫害的繁殖速度比较快，因此在实

际种植开展的过程中若是患这类虫害对于防治工作来说难度较

大。相关种植人员在防治过程中需要结合病害特点利用及时治

疗、预防、规避，进行综合性的防治来提高防治效果。在田间放置诱

捕器诱杀雄虫来减少交配产卵率，从源头上控制二化螟的数量[9]。

此外，可以使用苏云金杆菌来有效控制二化螟的出现和传播。

3.4 稻飞虱

在水稻种植过程中，要想合理地控制其产量和质量，相关种

植人员还需要做好对稻飞虱这一虫害的防治工作，防止这一虫

害大量传播，导致水稻种植产量的下降。稻飞虱还可以分为褐飞

虱、灰飞虱、白背飞虱，这些虫害会吸食水稻的汁液，使其失去营

养逐渐干枯。因此，相关种植人员应当重视对这一虫害的防治工

作，选择抗病虫害能力比较强的品种进行种植。同时，在种植完

成之后还需要对其做好合理的水肥管理控制，做到浅水勤灌。

3.5 水稻菌核秆腐病

在水稻生长的过程中秆腐病也是常见的一种真菌类病害，

这一病害主要危害植株下部叶鞘和茎杆部分，对植株产生较为

严重的影响。该病害在发病初期会呈现出褐色的斑点，之后扩散

成大斑块，严重时导致水稻的茎干变软变黑，其中存在较多的菌

核和菌丝[10]。一般来说，秆腐病的出现主要是因为菌核残留在土

壤上越冬并侵染叶鞘。若是菌核数量过多，那么容易出现水稻的

大面积感染。与此同时，这一病害容易更容易出现在雨季。在对

该病害防治的过程中我们应当选择科学合理的方式，例如，因地

制宜开展品种的选择，及时关注水稻的生长情况，发现其中存在

的残留菌核。在水稻种植时采用水旱轮作的方式减少病害发生，

同时保障田间的钾肥充足，水肥管理科学。在水稻生长的拔节期

和孕穗期应当选择 50%扑海因坚持喷药三次作用，有效防治该

病害。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水稻种植开展的过程中我们应当合理使用抗

病技术，分析其要点。就现阶段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度的探讨，采

用科学合理的解决方式。将物理和生物方法应用于抗病技术应

用过程中，合理控制纹枯病、稻瘟病、二化螟、稻飞虱和杆腐病，

保障水稻的健康生长，提高其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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