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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广西地区是水稻种植的重要区域，适合水稻种植气

候资源较为丰富，大部分地区适应栽培双季稻，在北部和西部山

区适合种植的是单季稻。此外，广西地区种植水平的品种大致可

分为三大类，即籼、粳、糯。水稻属于一种喜热、喜湿的农作物，而

广西地区平均气温高，并且降水充足，为水稻种植提供了良好的

种植条件。但是广西地区还经常出现高温高湿、台风、干旱等天

气，这种天气更容易导致虫灾泛滥，如果种植户在这样的背景

下，没有及时采取有效的病虫害防治措施，将造成水稻的大幅减

产，从而影响经济收益。对此，需要在优化水稻栽种技术的同时，

重视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应用，助力当地农业经济发展。

1选种

在进行水稻选种工作时，需要注意的点有很多。在选择水稻

品种时，不仅需要参考当地的种植条件因素，同时还要保证种子

标准能够满足国家及地方相关审定标准，因此水稻品种在经过

国家审定制度审定，并对品种进行多年的研究实践，最终将水稻

种子的各种特性全面地展示在种植户面前。种植户根据这些信

息再结合当地的种植特点，选择出最适合在当地种植的水稻品

种[1]。近两年来，广西地区旱改水田面积不断增加，耕地质量也是

参差不齐。种植户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水稻品种，一方面能够保证

当地的种植资源得到充分运用，另一方面能够保证种植户的经

济效益。此外，在选择水稻品种时，还需要考虑水稻种植地的气

候条件特点，最优质的水稻品种从来都不是以价格为导向，而是

以适应性为主要参考标准。选择和当地气候环境相对应的水稻

品种，保证水稻能够在适宜的季节成熟，避免因水稻品种生长特

点，而导致的早熟或者晚熟的情况，造成种植户经济的损失[2]。另

外，还需要注意一点，就是在水稻品种选择完毕之后，需要对种

植技术进行全面分析和掌握，注意不同的水稻品种其生长条件

和栽培技术应用方面的差异性。虽然现在市面上出现的水稻品

种在种植条件方面存在的差异并不明显，但这也仅仅只是从大

体上进行分析，而这些不同的水稻品种，在种植栽培技术应用过

程中，细节方面还是存在着很大差异的，特别是在施肥和灌溉方

面，同时还有病虫害的防治方式上。在实际种植过程中，种种不

良因素都将对最终的产量造成影响，从而直接影响种植户的经

济效益，因此需要种植户在选种的过程中，充分考虑种植环

境、种植技术以及管理方式等方面的选择，保证种植效益的最大

化[3]。水稻苗种的抗病性也是一个需要种植户重点考虑的点，比

如抗纹枯病、条纹叶枯病、稻瘟病等等，这项抗病性强的水稻品

种，能够极大程度地提高水稻的质量和产量。

2育苗

目前，我国在水稻育苗的方法选择上基本可以归纳为三种，

即水育苗、湿润育苗和旱育苗。水育苗：水整地水作床，带水播

种，育苗全过程除防治绵腐病、坏种烂秧及露田扎根外，一直都

建立水层。湿润育苗：水整地水作床湿播种，出苗后根据秧田缺

水程度，间歇灌水，以湿为主。旱育苗：旱整地旱作床旱播种，人

工浇水补水，整个育苗过程不建立水层，秧田后期可以沟灌润水

或视情况灌跑马水。

按育苗方法不同，有裸地育苗和塑料薄膜保温育苗。保温育

苗因栽培方法和地区不同，又有塑料大棚、中棚和隧道式拱棚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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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和病虫害防治两个方面，因此我们除了要加强种植技术，还要重视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的优化和应用。本文重点研究水稻

栽培和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的应用要点，希望能对我国水稻种植产业的发展提供一些有用的建议。

关键词：水稻栽培;病虫害防治;技术要点

21



种子世界 2023·2

栽培技术

苗或平铺育苗。按播种下垫不同，有无土育苗和有土育苗，有露

地播种育苗和隔离层育苗（软盘、钵盘、有孔地膜及其他物质）。

有旱田、园田、庭院、大地高台及本田育苗。按保温材料不同，有

塑料薄膜有孔、无孔薄膜覆盖、无纺布覆盖和地膜双层覆盖等育

苗方式。有宽床、窄床育苗及开闭式上通风和下通风等育苗方

式，具体应用哪种方式则应因地制宜，根据实际情况运用。

3水稻插秧播种

插秧对于我们来说其实并不陌生，但是想要真正做好插秧

工作，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水稻插秧的讲究非常多，对于

种植户的相关专业能力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4]。种植户在插秧时

要时刻关注秧苗的生长情况，正确做到早插秧，也就是说当发现

秧苗达到插秧的要求时，要立即安排插秧，同时还要保证缩短插

秧的时间，这样能够促进秧苗的生长，进而提高水稻产量。在对

稻田进行筛查的过程中，需要保证有 1—2 厘米的水层，并且要

均匀地分布在稻田中，这样能够提高秧苗的成活率[5]。在插秧的

时间选择方面，种植户需要注意气候条件变化，原则就是尽量避

免在高温的天气条件下插秧，因为温度过高，会让秧苗的水分快

速流失，从而降低秧苗的质量，甚至出现死苗的现象。所以我们

在插秧时，最好选在室外温度较低的下午时间，或者在阴雨天

气。在播种方式的选择上，可以选择机械化的播种方式，一方面

能够减少人工成本的投入，另一方面也能够有效提高播种速度。

4科学施肥

在对水稻进行施肥的过程中，为了确保水稻的品质，降低肥

料对种植地的污染，在水稻种植施肥时，最好选择使用有机肥，

减少化肥的使用量。想要做到科学施肥，首先需要对水稻品种有

一个全面且详细的了解，同时还要对水稻品种的特性有一个清

楚的认识[6]。我们都知道现在有机肥料的种类非常多，而对于不

同的肥料，其所起到的作用也不相同，因此在选择有机肥料时，

还需要综合考虑水稻的品种和特性。除此之外，施肥还要参考水

稻生长的不同阶段，水稻在生长过程中，需要经历多个阶段，而

这不同的生长阶段中，相同的水稻品种也会表现出不同的特性，

所以对肥料的需求方面也有着差异性变化，这对于种植户来说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专业知识考验[7]。例如，在水稻种植之前，需要

在种植地上施加一定量的基础肥料，这样能够保证水稻种植土

地营养成分的提升，同时也能杀死部分潜藏在土壤中的病虫害，

保证水稻栽种时能够有一个良好的环境。而在水稻生长过程中，

为了满足不同阶段对营养物质的需求，需要针对性地施加一些

肥料，比如氮肥、钾肥以及磷肥。这些肥料对于促进水稻生长来

说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前提是种植户能够科学合理的对

这些肥料进行搭配，比如现在最常见的搭配方式就是氮肥、磷肥

和钾肥比例为 3∶1∶1 的搭配方式，这样的肥料能够满足大部

分水稻生长时期的营养需求，而后再根据不同的生长阶段，适当

调整含量比例即可[8]。

5 科学的灌溉

绝大部分农作物在生长过程中，对水分的需求都是非常大

的，尤其是水稻。水稻本身的种植环境就是水下，因此对水分的

要求非常苛刻。我国传统种植水稻的模式下，最常用的方式就是

为水稻建立水层，这种方法虽然能够保证水稻的生长，但是会浪

费大量的水资源，并且通过研究发现，这样的种植方式对于水稻

根系的成长将造成不利影响，甚至会阻碍水稻对营养成分的吸

收。因此，科学合理的灌溉方式非常重要，是影响水稻健康成长

的关键性因素[9]。具体来说，种植户可以选择在水稻返青或者抽

穗期的时候建立水层，而在水稻的其他生长阶段选择合理的灌

溉。这样不仅能够增加田地的露出时间，能够还能够有效控制水

稻种植环境的温度，最重要的就是采取合理的灌溉方式还能够

为水稻生长提供足量的空气。这样既能够促进水稻根系的生长，

同时还能够保证水稻对养分的吸收效果。

6除草措施分析

杂草是种植地区最常见的植物，杂草在生长过程中，会和水

稻争抢土壤中的营养成分，并且影响水稻进行光合作用，对于水

稻实现健康生长目标起到了负面作用。因此，种植户需要定期地

对稻田进行除草。在每年的二月至三月，种植户可以对田地进行

翻耕和灌溉，这样能够让土壤中的杂草种子提前发芽，然后再进

行水稻种植之前，先对这些杂草进行集中清理，这样能够最大限

度地减少稻田中杂草的基数。众所周知，在清理稻田内杂草的方

式中，使用除草剂占比较大，这种除草的方式虽然能够达到最终

的效果，但同时也会对稻田以及环境造成污染，影响水稻的生长

质量以及最终的产量。而通过以上方法，减少了杂草的基数，进

而减少了在除草时除草剂的使用剂量，最终实现降低环境污染

的目的。

7水稻病虫害绿色防治技术要点分析

7.1 播种前的防治技术

在进行水稻播种之前，需要选择高质量的水稻种子，而选择

的原则是既要保证水稻种子的健康，同时还要选择抗病能力较

强的水稻种子。水稻种子的品相是一方面，还要重视水稻种子引

进渠道的选择。目前，国内很多地区水稻种植户在选种方面将所

有的关注重点都放在了水稻的健康程度和抗病性上，而忽视了

购买渠道这个重要因素。很多商家的水稻种子都来源于去年发

22



2023·2 种子世界

栽培技术

生过强病虫害的地区，这部分地区的水稻种子会受病虫害的影

响，而导致综合质量下降，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些种子还可能自

身附带病虫害病毒，因此需要种植户在选种时格外注意。在确保

水稻种子购买来源以及种子本身符合基本种植要求的基础上，

还要在正式播种之前对水稻种子进行进一步处理。种植户要先

对种子进行药物搅拌，通过拌种处理能够将种子表面的病虫害

病毒清理干净，减少在实际种植过程中，病虫害的发生概率。除

此之外，还需要在播种之前对种植地进行深度清理，比如前面提

到的除草、施加基肥等等，这样能够保证最大限度地将土壤中虫

卵以及病菌消灭干净。

7.2 物理防治技术

物理防治技术是指利用虫害的趋光性和避光性特点，将部

分区域虫害集中在一起，进行统一诱杀，最常见的方式就是在稻

田的周围设置几个杀虫灯。这些灯光对于很多有害病虫都有着

非常强的吸引作用，比如飞虱、二化螟虫以及卷叶螟等等，通过

这种方式一方面能够将田地中的虫害引诱到光源下，减少其对

水稻的破坏;另一方面也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将虫害集中在一

处，方便种植户开展诱杀工作。物理防治技术的应用要点就是控

制好灯光的开启时间段，并且对于杀虫灯的设置数量以及摆放

位置都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杀虫灯过多会导致误杀一些害虫

天敌，而过少还将起不到主要作用，所以需要种植户根据实际种

植面积控制开灯时间、灯的数量以及摆放位置。

7.3 生物防治技术

生物防治技术其应用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并且在实际运用

过程中所呈现出的效果也相对明显，最重要的就是这种方式对

于稻田的负面影响是非常小的。比如，采取天敌杀虫的措施，在

稻田地内养殖一些青蛙，青蛙是害虫的主要天敌之一，能够在稻

田中消灭大部分的害虫。还将可以饲养一些鸭子或者螃蟹，这些

都能够起到良好的杀虫作用，并且这些害虫天敌所排出的粪便

还能够成为稻田的养料，促进其生长。其实除了上述这几种防治

方式，还可以选择通过干扰害虫交配的方式降低害虫的数量。在

害虫交配主要时间段，模仿害虫的交配信息，干扰其正常交配，

从而影响害虫繁殖，减少害虫数量。

7.4 化学防治技术

化学防治技术和上述两种防治技术相比，有着一个最核心

的优势就是操作简单，效果显著。但同时这种防治技术也有一个

关键性的弊端，就是对水稻种植环境、自然环境甚至是水稻自身

都将造成不利影响，抑制水稻生长的同时还会影响水稻质量，因

此这种方式不建议使用。但如果在急需使用化学防治技术进行

病虫害消杀或者防治时，需要种植户严格控制化学农药的使用

剂量以及药剂的品类。比如针对二化螟的防治过程中，可以使用

50%的杀螟松乳液油 +80%的杀虫单粉剂联合防治。这里需要注

意的一点就是在进行水稻病虫害防治的过程中，如果二化螟达

到一定程度之后才能够采取化学防治措施，并且在此过程中，需

要将稻田水层的高度控制在 3—5 厘米，这样能够最大限度地降

低化学农药对水稻本身造成的不利影响。再比如对水稻纹枯病

进行防治的过程中，药量应该控制在每公顷 300 毫升到 375 毫

升。也可以使用 12.5%浓度的稀唑醇可湿性粉剂，每公顷为 600

到 750 克。然后和 750 千克的水混合在一起，对水稻田进行精准

地喷洒，确保喷洒时药物是均匀的。重点说明，不建议采取化学

防治措施对水稻病虫害进行防治。

8结语

综上所述，水稻栽培过程中，不仅要关注选种、育种、播种以

及后续管理等工作，还需要重视对水稻病虫害防治技术的研究

和创新应用。广西作为我国水稻种植的核心区域，其凭借天然的

环境和温度优势，将水稻种植发展成为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核

心种植作物。而为了进一步促进水稻种植发展，需要不断创新种

植技术和病虫害防治技术，推进区域经济进步，为各级农业技术

部门经济发展做基础保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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