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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水稻种植活动中，应用合适的种植技术不仅可以提

升水稻种植效益，还能为粮食安全提供保障。因此，研究此项课

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优化水稻种植技术

水稻作为重要的谷类作物，在种植过程中对土壤的要求不

高，在我国南北方作物种植区得到了广泛的种植。在水稻种植过

程中，为了尽可能提升水稻的生长效果，增加水稻的最终产量，

需要种植人员依据水稻的具体生长习性与发育需要，合理优化

传统的种植技术方式，为其创造一个合适的自然环境。并通过在

水稻生长过程中加强种植管理的方式，确保水稻种植活动能够

取得预期的效果。

1.1 优化种子的管理

水稻种子不仅决定着水稻生长后的性状，还会对水稻的抗

病性、抗倒伏能力产生一定的影响，现阶段，为了尽可能提升水

稻的产量，选择合适的水稻品种，加强对水稻种子的管理，可以

为后续水稻健康生长打下坚实的基础。

1.1.1 选种

在当前的水稻种植活动过程中，水稻种子的质量与水稻的

最终产量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联系，现阶段为了尽可能提高水稻

的总产量，提高水稻的品质，在选种过程中，种植户不仅需要明

确当地的气候条件以及各品种水稻的具体生长需求，选择合适

的水稻品种，还需要在采购相应品种的水稻时，通过选择籽粒饱

满、抓取种子是否存在大量灰尘、观察种子表面是否存在霉菌等

方式，确保水稻种子能够在本地健康生长，提升种子的出芽率与

抗逆性。

1.1.2 种子处理

为了尽可能避免水稻种子表面沾染细菌，对水稻后续生长

造成不利影响，在种子采购工作完成后，需要通过晒种、消毒、浸

种、催芽等环节对水稻种子进行进一步的处理。具体来说，首先，

晒种指的是将种子摊平放置在阳光充足的环境下，利用太阳光

完成种子表面细菌的消灭工作，激发种子的活力，提高种子的发

芽率，一般情况下晒种工作会持续三天左右。其次，浸种指的是

将水稻种子浸泡在按照一定比例调配好的药水中，在补充种子

水分、激发种子活性的同时，使水中的药剂渗入到种子皮壳当

中，避免地底害虫啃食种子。最后，催芽指的是应用合适的方法

调控种子所在区域的环境温度，促使种子发芽。一般情况下，水

稻种子的催芽温度应控制在 25～30℃之间，在这一环境温度下

对种子进行 12 小时左右的催芽处理，在 80%以上的种子露白后

即可对其进行育苗播种处理[1]。

1.1.3 苗床

苗床作为育苗的重要场所，其朝向、面积、温度等因素都会

对种子的萌发状况产生直接的影响。现阶段，为了尽可能加快种

子的萌发速率，首先，可以控制苗床为东西朝向，确保种子在萌

发过程中能够获得足量的阳光，提高种子的出芽率。其次，在设

计苗床间距的过程中，需要依据水稻的种植密度以及苗床放置

区域土地面积，确定苗床规格，在保证苗床能够为稻种萌发提供

足量生长空间的基础上，提高土地的利用率。最后，在秧苗培育

过程中，需要尽可能保证苗床的温度能够满足稻种的萌发生长

需要，现阶段为了提高苗床的温度在种植过程中可以采用地膜

覆盖的方式，尽可能降低外界的恶劣环境对种子萌发生长造成

的不利影响[2]。

1.1.4 播种

水稻播种过程中，种植户需要提高对当地气候变化情况的

关注度，通过在气温水温合适的条件下开展播种插秧活动的方

式，保证水稻能够顺利度过缓苗期，尽可能提升水稻移栽后的存

活率。一般情况下，8℃左右的地温为水稻的适合种植温度。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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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插秧过程中，为了尽可能保证水稻在后续生长过程中能够有

着足够的生长空间，种植户需要合理把控水稻秧苗之间的距离。

现阶段，种植户可以通过适度密植的方式，为水稻高产创造良好

的条件。

1.2 叶龄优化技术

叶龄优化技术是一种在明确水稻不同生长阶段生长特点的

基础上，依据水稻叶片生长特点，确定水稻在该生长阶段具体需

要的栽培管理技术。在当前的水稻种植活动过程中，合理应用叶

龄优化技术可以切实提高水稻的产量，具体来说，在技术的实际

应用过程中，为了切实了解水稻叶片的生长状态，种植人员需要

通过在稻田内设定观测点的方式，对水稻田间状况进行实时监

测。需要注意的是，在监测过程中，为了保证技术的应用能够取

得预期的成效，种植人员需要明确不同水稻品种在不同叶龄情

况下的叶片生长状态，然后为不同的水稻品种设定不同的观察

点，确保水稻叶龄观察结果的准确性。同时，在监控水稻叶龄

变化情况时，种植人员需要先标注监测叶片，并汇总分析检测

叶片的叶龄变化记录，形成完整的叶龄状态分析报告。然后在

后续的水稻生长管理过程中，种植人员可以依据水稻品种以及

水稻的种植环境为基础，结合叶龄状态分析报告，有针对性地

采用合适的栽培技术与管理手段，从而达到提升水稻种植效率

的目的。举例来说，在某水稻田间肥料施用过程中，种植人员

依据叶龄进程、叶色、群体动态变化开展了肥料的统筹施用活

动，不仅满足了水稻生长期间对营养元素的需求，提升了肥料的

利用效率，还在提升水稻最终产量的同时，减少了肥料的浪费，

避免了对于稻田周边环境的破坏，为当地绿色农业的发展提供

了推动力[3]。

1.3 三控优化技术

1.3.1 优化控苗技术

控苗技术优化是一种通过控制秧苗发育能力，为秧苗健康

生长提供支持的技术方式。现阶段较为常用的控苗技术为稻苗

分支处理技术，一般情况下，稻苗分支后必然会消耗大量的水

肥资源，并且分支生长的叶片会对主枝叶片造成遮挡，阻碍主

枝稻苗正常接收光照，这一情况的出现会影响水稻主枝秧苗的

正常发育，延长水稻苗的发育成熟时间。现阶段为了解决这一

问题，在水稻种植过程中，及时应用控苗技术，去除水稻秧苗

的分支，不仅可以满足秧苗在生长过程中对于水、肥以及光照

资源的需要，还能达成缩短水稻成熟时间、增加水稻产量的目

的。

1.3.2 优化控肥技术

为了在增加水稻产量的基础上，提高水稻的品质，在水稻种

植过程中，种植人员必须以水稻的品种、当地土壤条件、水稻具

体生长情况等信息为基础，科学搭配不同种类的肥料，选择合理

的施肥方式，在增加土壤肥力、满足水稻生长需要的基础上，降

低施肥活动对周边环境造成的污染。在过去的水稻种植活动中，

种植人员往往会依据以往的种植经验选择熟悉的肥料、施肥时

间，确定肥料的施加量。尽管这种按部就班的施肥技术的应用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水稻的产量，但是这种施肥技术的应用没

有综合考虑自然环境以及水稻生长发育对营养元素的实际需

要，不仅无法切实满足水稻不同生长阶段对于各类营养元素的

需求，还会降低肥料施加的效果，增大肥料施加的成本。现阶段，

为了切实解决这一问题，确保施肥工作能够发挥出最优的作用，

种植人员在水稻种植过程中可以先应用测土配方技术对土壤的

营养成分进行测定，然后依据不同品种水稻在各生长阶段对营

养元素的需要，分阶段施加足量绿肥、腐熟的农家肥以及适量的

化肥，在提升施肥效果的基础上，尽可能减少肥料中营养元素的

浪费，降低施肥造成的环境污染[4]。

1.3.3 优化病虫害防控技术

我国南北方均有水稻种植活动，但是受各地区种植环境以

及种植技术差异等的影响，水稻成熟期有所不同，一般情况下，

北方水稻多为一年一熟，南方则可以实现一年两熟，种植环境与

条件的差异使得我国整体水稻种植及其病虫害出现了多样化的

特征。在实际种植过程中，病虫害的出现不仅会严重影响稻谷的

品质，还会对水稻的产量造成极为严重的影响，现阶段为了尽可

能提升水稻种植活动的效应，在种植过程中，种植人员需要以当

地及周边地区水稻病虫害的发病情况为基础，对水稻病虫害防

治技术进行优化分析，用合适的病虫害防治手段，降低水稻的发

病率。在当前水稻病虫害防治过程中，种植人员需要遵循防重于

治的原则，通过尽可能应用生物、人工、物理等对周边环境不会

产生明显影响，不会导致水稻出现较多农药残留的技术手段，实

现病虫害的有效防控，在降低病虫害治理成本的同时，满足消费

者对于绿色食品的需要。同时，在病虫害治理过程中，若必须使

用化学药剂，那么种植户在使用过程中需要严格遵循 HY/T393

规定的要求，加强化学药剂用量的管控，并以《水稻病病虫害统

筹防治与绿色防控技术》使用说明为基础，通过制定安全休药期

的方式，尽可能降低化学药剂对周边环境以及消费者身体健康

的影响，提高水稻的品质。

2提升水稻种植效益

2.1 推广优化后的水稻种植技术

在当前的水稻种植过程中，合理应用三控优化技术以及叶

龄优化技术，并选择合适的水稻品种、选择合适的种植区域、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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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种植间距等技术的应用，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水稻的种

植效益。现阶段，为了保证上述优化技术方式能够得到广泛的应

用普及，加大优化技术的推广力度成为一项极为必要的工作。

2.1.1 培养技术推广人才

人才作为水稻种植技术的研发者、传承者和实施者，在水稻

种植过程中，开展优秀人才的培育工作不仅可以为水稻新技术

的优化推广提供助力，还能为我国水稻总产量的提高打下坚实

的基础。考虑到当前的水稻种植技术优化推广工作主要是以人

为对象开展的，在种植推广过程中人才匮乏是影响农村农业稳

定可持续发展的致命缺点。

2.1.2 拓宽技术推广渠道

传统的水稻种植技术方式大多采用口手相传的方式完成技

术的传播，这种传播方式效率偏低，并且在传播过程中容易出现

谬误，进而降低水稻种植工作的效果。现阶段为了切实解决上述

问题，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背景下，政府方面可以通过合理利

用现代化信息技术手段的方式，拓展新型水稻技术的种植、推广

的渠道，为优化后的水稻种植技术推广、应用提供助力。举例来

说，某地镇政府为了实现优化后病虫害防治策略的宣传推广工

作，不仅利用当地农垦频道、宣传标语书写等途径完成了这一新

兴技术的内容介绍工作，还利用新媒体开展这一技术的推广工

作，并且在推广过程中充分考虑到了书中所介绍的具体技术方

法，便于当地种植户理解这一技术方式应用方法的同时，为当地

水稻产量的增加提供了有效的支持[5]。

2.1.3 优化推广政策

在农业经济发展背景下，水稻种植户的需求不断增加，推广

主体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现阶段为了保证优化后的水稻种

植技术能够得到有效的推广与落实，当地政府需要在明确当地

水稻种植情况的基础上，将优化后的水稻种植技术与当地实际

情况融会贯通，构建一主多辅的多元化农业推广服务体系，为

当地水稻种植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同时，为了提升农业技术

推广工作的质量水平，当地政府需要先制定合适的技术推广政

策，并且通过保障当地政治环境与经济条件能够为新型种植技

术的推广提供助力的方式，为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创造良好的环

境条件。

2.2 加强稻田管理

在水稻种植过程中，如果种植户的管理方法不够到位，那么

可能会导致水稻出现大面积减产，稻谷品质下降等问题，进而降

低种植户的经济效益。现阶段为了尽可能提高水稻种植效益，增

加水稻种植产量，种植户在水稻种植过程中不仅需要以多年水

稻种植经验以及现代化的水稻种植管理技术为基础，开展水稻

种植全过程的有效规划管理，提高水稻种植过程中水肥管理，病

虫害防治等工作的可靠性，还需要通过合理应用农机设备的方

式，在提升水稻种植、田间管理工作效率的基础上，减少种植管

理消耗的人力、时间资源，为我国水稻种植工作的现代化、机械

化发展提供助力。

2.3 水稻的收获与存储

在水稻进入成熟期后，种植户需要在天气晴朗的状况下开

展收割活动，并通过将收割后的水稻晾晒在合适的地区，在稻谷

水分含量达到合适值时，将其存放在仓库内的方式，提升水稻的

整体价值。具体来说，首先，为了尽可能提升水稻的收割效率，种

植户可以采用联合一体化收割技术，提升水稻的收割速率，尽可

能降低恶劣气候环境对水稻收割产生的不利影响。其次，在水稻

收割完成后，可以将收割后的水稻晾晒到塑料布或竹垫等区域

上方，尽量避免水稻与泥土地或泥沙直接接触，达到提高稻谷品

质的目的。再次，在稻谷晒干后，种植户可以将其转移至编织袋

内，并在编织袋表面用记号笔或者张贴标签的方式，完成稻谷信

息的记录工作，然后，将标记后的稻谷放到仓库内，为后续稻谷

销售提供支持。最后，为了保证稻谷不会在存储过程中出现霉

变、发芽等问题，种植户应保证稻谷存放的仓库有着干燥、避光、

卫生条件良好等特点，并且为了尽可能降低鼠害虫害对稻谷价

值的影响，在稻谷存放仓库内应当放置适量的防鼠害、防虫害的

设备。同时在稻谷存放运输过程中，应尽可能避免出现稻谷与腐

蚀性物质混杂存放的情况，从而达到提高稻谷整体价值、增加稻

谷销售价格的目的。

总而言之，水稻产量不仅与农民经济收益存在着直接联系，

还会对国家粮食安全产生直接的影响。现阶段，为了保障我国国

民经济的稳定发展，在水稻种植过程中优化水稻种植技术，并完

成技术的普及工作，确保种植户在后续种植过程中均能合理应

用这一技术方法，成为提升水稻种植收益的必然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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