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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技术

水稻是我国种植面积最广泛的作物之一，但各地种植情况

有所差异。贵州地区是水稻种植面积较大的地区，当地气候温

暖，为水稻种植提供了充足的水资源、气候和土壤条件。当地政

策的支持有效促进了贵州地区无公害优质水稻栽培技术的进步

与推广。高度重视无公害优质水稻栽培技术的发展，这样不仅能

提升当地水稻的品质和产量，还能保障基层农户的经济效益，促

进当地农业经济发展，并为贵州地区的粮食安全保障做出贡献。

1 无公害优质水稻栽培技术要点

1.1 选种

对种子的选择是无公害优质水稻栽培首先需要考虑的问

题。选择优良的水稻品种能提高水稻的品质与产量。在水稻种子

选择的过程中，需要对贵州当地的地理环境、土壤条件以及气候

进行深入的分析，尽量选择与当地情况相符的水稻品种。这样才

能使水稻的质量得到有效改善。种子的纯度要高于 98%，种子的

发芽率要高于 85%。在选种过程中，需要将侧重点放在水稻的高

产、优质、抗逆性、病虫害抵抗力等方面。种出的种子要粒大饱

满，符合国家与绿色水稻相关的政策规定。

1.2 种子前处理

种子的前处理工作决定了种子的成活率与发芽率，所以应

当对种子前处理工作予以高度重视。首先应当对种子进行晾晒，

晾晒过程中需要进行不断的翻动，保证其能够均匀地受到光照。

在翻动种子的过程中，要注意力度，不能对于水稻的种壳进行破

坏。对水稻种子进行晾晒能够促进其内部的淀粉转变为可溶糖，

这不仅能够对种子进行杀菌消毒，还能够有效提升水稻种子的

成活率。在对种子进行消毒的过程中，可以应用物理消毒的方

法。可以应用等离子处理法以及温汤浸泡法，也可以应用化学药

剂对种子进行杀菌消毒。可以按照一定的比例将水与化学药剂

进行混合，然后进行浸种，从而对种子进行杀菌。在种植的前期

阶段，需要对种子进行包衣处理，从而有效提高种子抵御病虫害

的侵袭，提高种子的成活率。

1.3 选地

在种植无公害水稻的过程中，需要优选种植地[1]。按照相关

要求分析土壤环境，使其符合无公害优质水稻的标准。所选的种

植区域需要远离有污染的工厂、工业区、垃圾区，并且应当离水

源较近，这样能够为水稻的种植提供充足的水分。不仅需要重视

选地工作，还要加强整地工作的质量。对土壤当中的土块与杂草

进行清除，避免杂草抢夺水稻秧苗的养分，这不利于水稻的良好

生长。接下来需要对土壤进行深翻操作，改善土壤的疏松度以及

透气性，能够为水稻秧苗的生长构建良好的土壤条件。在开展深

耕工作之后，需要对土壤进行平整操作，这有利于水稻田间管理

以及灌溉工作。基层种植人员也可以应用秸秆还田的方法来改

善土壤的养分，使土壤当中蕴含大量的有机物。在对土壤进行翻

耕之后，需要对土壤进行晾晒，提高土壤的温度，并且对土壤结

构进行有效改良，这对于种子的萌发以及水稻植株根系的生长

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4 播种

在播种的过程中需要对气温进行关注，需要保证气温 10℃

以上才能够进行播种。基层种植人员可以应用地膜覆盖技术来

提高种子的发芽率。可以采取早播的方式，在播种之后，需要利

用无纺布来覆盖稻田，保证稻田的湿度与温度，并且抵御病虫害

的侵扰。如果种植区域比较干旱，可以利用小拱棚与地膜双层覆

盖的方式。如果种植区域土壤水分较大，则可以利用小拱棚单层覆

盖，确保水分的平衡。这样能够对土壤当中的温度与水分进行有效

的控制，从而极大地提升水稻种子的发芽率与幼苗的成活率。

1.5 育秧和插秧

1.5.1 育秧

现阶段在水稻种植的过程中，主要应用抛秧盘育秧技术以

及传统育秧技术。在应用传统育秧技术的过程中，往往会存在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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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与种子出现腐烂的情况，因此需要应用抛秧盘育苗技术。这种

育苗技术相较于以往的技术成本低，实施方便，能够节省人力、

物力，并且对于提升水稻的品质与产量也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

因此，这种育苗技术在贵州地区得到了广泛的普及与推广。

另外，在进行水稻插秧的过程中，比较常用的是抛秧技术。

通过抛秧盘育秧技术的应用，能够有效转变以往人工插秧的栽

培模式，减少了人力和物力的投入，并且有利于水稻的良好生

长。当地的基层种植人员需要结合天气情况，有效地开展排水和

炼苗工作。在进行抛秧之前，首先需要做好施肥工作，可以利用

相关的设备对水稻叶面进行肥料的喷洒。在抛秧过程中需要对

密度进行把控，对土地进行平整，这样才能符合抛秧的需求，确

保秧苗能够立苗。

1.5.2 插秧

在开展抛秧工作的过程中，需要选择比较晴朗的天气，并且

通过科学的计算来确定种植密度。此外，还可以将养殖工作与栽

培工作进行融合，将鱼类养殖在稻田之中。这样不仅能够提高基

层农户的经济效益，还能够对传统水稻栽培模式进行优化，有效

提升土地资源利用率。在稻田中饲养鱼类也能够帮助清理稻田

中的杂草、虫害，鱼类的排泄物能提高土壤的肥力，为水稻的生

长带来充足的养分。

因此，这种将养殖与栽培相融合的方式具有绿色环保的特

征，能够有效改善水稻的品质和土壤的肥力，而且不会对当地的

环境造成污染。这种种植方法能够改善基层农户的经济效益，适

合在在当地推广与普及，对于促进当地农业经济的发展有着至

关重要的意义。

1.6 灌溉

灌溉工作在无公害优质水稻栽培工作中也十分重要。在水

稻抛秧后，需要保证大田中的水层不能高于 1cm，在抛秧后的两

天内不得进行灌溉。在接下来的三天中，需要确保水层能够渗入

土中并扎根，以确保水稻秧苗的生长。在水稻秧苗成熟后，可以

采用潜水层灌溉的方式，在水稻反季节生长期间，也需要进行有

效的灌溉，为水稻的生长提供充足的水分。否则，会导致水稻死

苗、缺苗，不利于提高水稻的品质与产量。在水稻反季节生长期

间，需要控制稻田中的水量和水深，采用浅水灌溉的方式，避免

过多的水分。

水稻分蘖期的灌溉工作也非常重要，可以采取浅水灌溉的

方法，提高稻田中水分的温度，并保持水层在 1～3cm，这对水稻

的生长有极大的帮助。如果气温较低，则需要对幼苗进行有效的

保护，利用浅水层提高土壤温度，确保根系能够充足地吸收水分

和养分，并保持充足的光照，这对水稻的生长有极大的帮助，为

水稻的高产优质创造有利条件。

在水稻抽穗期后的 15～20 天内，需要进行潜水灌溉，并保

持 2～3cm 的浅水层。在抽穗之后的 20～35 天中，可以采用间断

灌溉模式。在确定灌溉时间和灌溉量的过程中，需要深入分析水

稻的成熟情况，对于排水条件较好的田地，在抽穗之后的 3～5

天中需要进行晒田，停止灌水，这样才能有效地提高水稻的产量

和品质。

1.7 施肥

在开展水稻田间管理工作的过程中，施肥工作是不可忽视

的一个重要环节。通过有效的施肥能够提升土壤的肥力，让水稻

获得充足的营养成分，有利于水稻的生长。水稻在生长的过程

中，每个阶段都需要不同的养分。因此，在进行施肥管理工作的

过程中，需要对水稻的生长情况进行仔细的观察和深入的分析，

为水稻提供充足的营养元素。

即便是当地的土壤肥力较高、较肥沃，也需要科学开展施肥

工作。不同时期需要使用不同的肥料。首先，应当进行基肥的充

足试用，基肥应当以有机肥为主要原料，并且对钾、磷、氮比例进

行合理的把控。如果土壤中的营养物质含量较低，那么可以提高

施肥用量。假如土壤营养物质含量比较高，那么可以适当减少肥

料用量。黏性土壤土层比较深厚，具有很强的保肥能力，所以需

要增加施肥量。砂壤土比较浅层，保温能力不高，所以需要降低

施肥量。

通过对水稻品种的生长季节与周期进行评估，科学开展肥

料的试用。基肥需要占总施肥量的 40%～60%。其次，需要做好追

肥工作，在水稻反青期间需要进行肥料的追加，主要应用有机

肥。在灌溉与排水前不能施肥，在首次追肥之后的 7～10 天需要

施加分蘖肥，并且结合一定的复合肥。在水稻的抽穗期也需要进

行肥料的使用，通过对水稻秧苗颜色的判断来科学选用肥料以

及用量。在水稻拔节期间需要施用钾肥，这也是最后一次施肥。

在对水稻进行施肥的过程中，需要根据科学的标准与原则来开

展，这样才能提高肥料的效果与利用率，降低施肥成本，并且促

进水稻的良好生长。

1.8 除草

水稻的生长会受到杂草影响，杂草会抢夺水稻的水分和养

分，不利于水稻的良好生长。因此，清理杂草工作尤为重要。此

外，杂草会成为病虫害的生存条件，不利于提高土壤质量，容易

对水稻生长造成危害。为此，可以选择使用绿色无害的药剂来清

理杂草，也可以进行人工清理。这样可以避免对水稻造成不良影

响，破坏病虫害的生长条件，为水稻创造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

1.9 光照管理

在水稻生长的过程中，种植户需要做好光照管理工作。良好

的光照有助于促进水稻的光合作用，提高水稻的养分吸收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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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饱满度。因此，种植户需要进行光照管理，防止水稻茎叶早

衰。同时，需要持续观察水稻的生长情况。如果发现水稻出现变

黄或早衰的情况，应及时进行肥料追加，并在合适的天气和气候

条件下进行施肥，避免对水稻生长造成不良影响。

1.10 病虫害防治

1.10.1 农业防治

基层种植人员可以应用农业防治的方法来防治病虫害[2]。可

以选用那些对病虫害具有较强抵抗力的水稻品种，并且做好田

间管理工作，采用科学、合理的灌溉与施肥方式，可以有效提升

水稻植株的抗病、抗虫害能力。合理的轮作也能够破坏病虫害的

生长环境，改善土壤的结构。此外，还应当做好除草工作，尽可能

避免使用化学药剂，为水稻的生长创造有利的条件。

1.10.2 物理防治

很多虫害具有一定的趋向性特征，因此可以对虫害的趋向

性特征进行分析，通过诱杀的方式来捕杀害虫。诱杀防治的方法

能够减少对稻田的污染，改善水稻品质。例如，水稻粘虫成虫喜

欢昼伏夜出，所以可以将水、糖、白酒和醋按一定比例进行混合，

制作成糖醋液。想要提升糖醋液的虫害防治效果，可以将 0.1%的

敌百虫加入其中。基层农户可以将制作好的糖醋液挂在盆中，也

可以将其喷洒在草叶上，能够有效地对水稻粘虫进行防治。此

外，还可以应用虫害的性信息素来诱杀害虫。这种方法操作便

捷，效率高，能够有效防治二化螟。利用性激素对雄虫进行诱杀，

导致虫害无法有效交配，从而减少虫害的数量，避免虫害的大面

积暴发。

比较常用的无公害虫害防治手段还有灯光诱杀法。大多数

虫害都有趋光性的特征，所以利用一定的灯光对虫害进行诱杀

能够起到极大的作用。对灯光比较敏感的虫害有很多，包括稻飞

虱、三化螟、二化螟。通过在稻田中安装杀虫灯的方式进行防治，

需要保证其距离地面 1.5m，并且在每晚的 8 点至凌晨 3 点将杀

虫灯打开。对于开灯时间需要严格把控，不能过长，开灯时间过

长可能会导致一些虫害死亡率降低。在安装杀虫灯的过程中，需

要合理设置安装密度，这样能够有效降低病虫害的暴发。

1.10.3 生物防治

生物防治也是一种极为有效的病虫害防治方法。用生物制

剂来替代化学药剂，这样不仅能够促进水稻的绿色品质，还能够

有效避免对当地环境的污染与破坏。例如，潜叶蝇是较为常见的

水稻虫害，基层农户可以应用短稳杆通过苗床带药的模式来防

治潜叶蝇，这种防治方法成本不高，并且不会破坏生态环境。在

对稻飞虱进行防治的过程中，可以采用金龟子绿僵菌或生物菌

剂苦参碱。这种生物制剂还能够防治稻瘟病，能够有效降低化学

药剂的使用量，从而实现水稻的绿色高产栽培模式，降低对环境

的破坏与污染。

还有一种生物防治方法是引入虫害的天敌。例如，基层农户

可以在水稻田中养殖蟹、鱼、虾，能够有效控制稻飞虱的繁殖，可

以极大降低稻飞虱的数量，并且能够消灭田间的杂草。也可以在

稻田中引入蜘蛛、瓢虫等益虫，利用它们的天敌关系来消灭害

虫。这样能够避免使用化学药剂降低水稻中药剂的残留量，有效

提高水稻的品质，并且对防治病虫害也有着极大的作用，从而实

现绿色无污染的水稻种植方法。

2 无公害绿色优质水稻栽培技术的推广

在对无公害绿色优质水稻栽培技术进行推广的过程中，需

要安排专门的人员来调查贵州当地基层农户在水稻种植过程中

存在的困难。技术人员需要对当地农户进行技术培训，加强宣

传。当地政府可以对农技部门进行一定的支持，为农机部门提供

大力的资金支持。相关技术工作者需要深入到田地当中，指导农

村居民应用无公害绿色优质水稻栽培方法，可以通过示范田的

形式引导广大农户积极参与。

在贵州地区，需要结合当地的气候、地理位置和土壤条件等

特征，制定绿色水稻的标准。同时，要大力推广有机水稻和绿色

无公害水稻的标准化栽培和生产，使当地农户可以直观地看到

无公害优质水稻栽培的经济效益。此外，还需要聘请相关专家为

基层农户开展技术培训和讲座，也可以利用互联网平台，向当地

农户推送相关内容，使基层种植人员普遍接受无公害优质水稻

栽培技术，从而有效提升当地水稻的产量和品质。

当地政府应当出台相应的政策，对基层农户进行一定的补

贴，使当地农户能够积极参与无公害优质水稻栽培技术的推广

和应用。政府部门还应投入专项资金，聘请高素质的人才参与到

水稻和无公害绿色优质水稻推广工作中，提高推广效率，使基层

农民能够具备参与无公害优质水稻种植的热情。

3 结束语

在开展无公害绿色栽培技术过程中，需要对贵州当地的土

壤、环境以及气候条件进行深入的分析，深刻了解无公害优质水

稻栽培技术的应用与推广价值。在选种、种子前处理、选地、播

种、育秧、插秧、灌溉、施肥、除草、光照、管理、病虫防治等各方

面，都需要践行无公害技术，有效促进无公害优质水稻栽培技术

的发展。这对于我国农业的进步有着极大的帮助，并且满足新时

代人们对于绿色优质水稻产品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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