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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水稻种植正朝着现代化方向发展，高产高效、绿色有

机、环保安全等方面的技术已有所突破。然而，绿色水稻种植过

程中依旧存在较多的问题，导致水稻产量未达到理想预期，亟须

提高种植技术。因此围绕绿色水稻种植出现的问题，结合现代化

技术进行优化，才能够使绿色水稻发挥出最大的价值，从而促进

农业可持续绿色发展。

1水稻绿色种植的现状分析

1.1 栽培技术有待提高

目前，栽培技术适应性较低，由于水稻品种较多，地域情况

也不一样，这导致水稻规模化、标准化生产程度不高。并且，多地

种植户年龄偏大，劳动力也较少，由于不了解新栽培技术，田间

管理又很粗放，造成水稻生产量偏低，难以满足市场对水稻的需

求。另外，水稻种植受外部因素的影响较大，如极端天气、地质灾

害、病虫害等，还缺少优质稻种，水稻育种和栽培皆遇到难题，致

使水稻质量降低，还有可能会出现减产的情况[1]。

1.2 肥料利用率较低

水稻的产量与品质离不开肥料，若不能科学合理地使用肥

料，容易造成土地肥力不足，难以满足水稻的生长所需，不仅会

降低水稻产量，还会破坏生态系统的平衡性。如传统施肥技术，

以人力为主，基础设施落后，肥料播撒效果比较不理想，很容易

出现肥料播撒不均、不及时、不到位的情况，不仅加大了种植户

的劳动量，还会使水稻生长情况变得参差不齐，极大程度地影响

了水稻的质量。此外，部分水稻品种吸收肥料的效果比较差，肥

料的效力发挥不出来，也会使水稻产量降低，进而不利于水稻种

植业的长久发展[2]。

1.3 机械设备应用较少

水稻在插秧、施肥、收获及田间管理时期需要使用较多的机

械设备。但是，许多地方未能充分运用机械设备。其存在的主要

问题包括以下几点：第一，先进的生产机械过少。通过实际调查

发现，我国近 40%地区的水稻种植需引入国外机械，区域内普遍

缺乏配套设施，这极大限制了水稻种植发展水平。第二，水田装

备结构比较少。根据实际调查结果得知，多地插秧设备仍是普通

手扶式、履带式等，极大破坏了土壤。小规模水稻田几乎不用机

械，依旧沿用人工栽种方式，这导致生产效率低，不利于当地水

稻农业的发展[3]。

2 水稻绿色高效高产种植技术的应用策略

2.1 水稻高效高产种植技术

为了大幅提高水稻的产量和品质，实现高效高产，亟需优化

水稻种植技术。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稻种的选择。

市场上的水稻品种繁多，以抗病虫害为主，再结合土壤肥力、气

候条件等情况选择适合的品种，尽量避免同一村或乡镇选择同

一个品种，也要避免大面积种植同一品种，最好选择 3～4 个品

种。此外要依据播种时间进行选择，如贵州省一年种一次水稻，

早春播种，种子基本选择早熟、适应性强、株叶形态紧凑的品种，

而湖南省一年种植两次水稻，早稻一般选择株型适中、叶片较

厚、分蘖力强的品种，晚稻选择茎秆细小、成穗率更高的品种。第

二，种植技术。播撒水稻种子，通常采用先进的农机流水线播种

模式，每盘播种量约为 0.15kg，若按 375 只 /hm2 秧盘的用量计

算，播种量可设为 27kg/hm2，水稻品质不高的话，可调整到 30～

52kg/hm2。栽种稻苗时，需提前整地，田间土壤含水量控制在 60%

左右，秸秆还田要控制好泥浆深度，浅水层沉实要保持 1～2d，并

且采取早栽方式，可提高水稻生长速度，同时要定期翻动耕作层

土壤，加快土壤的熟化程度，促进水稻吸收土壤中的营养。第三，

田间管理。施肥方面，基肥以铵态肥为主，若使用复合肥，应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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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其浓度，并与碳酸氢铵（浓度为 17%）搭配使用。分蘖肥要分

次播撒，通常选在插秧后的第 3 天和第 10～15 天，第一次要与

化学除草剂搭配使用，第二次是与 46%尿素联合使用。叶面肥往

往在后期撒施，以追加肥力，避免出现早衰。灌溉方面，需一直保

持浅水，稻苗开始生长时要适当地将水排出，通过轻微的日晒使

水稻根系更加发达，利用干湿相互替换方式，能够让水稻健康茁

壮成长[4]。

2.2 水稻高效高产施肥技术

水稻在不同生长阶段所需肥料不同，因而对肥料的营养元

素、用量多少有较高的要求，为保证肥料能够发挥最大的作用，

采用高效高产施肥技术很有必要。具体操作要点如下：第一，机

械化施肥。由于化肥多具有挥发性，利用侧深机械化施肥可有效

防范肥力挥发，控制好肥料与秧苗的距离，还能够加快根系吸收

营养。施肥前的整地深度要保证在 12cm 以上，施肥深度一般在

5cm 左右，施加在秧苗侧方的 3～5cm 处，并使泥土全部覆盖肥

料，尽量在 1天内完成施肥工作。第二，测土配方施肥。该技术要

提前采取土壤样品，再进行测试分析、田地实践、肥料配方设计

等工作，借助研发的新设备，推进肥料的动态检测，制定科学的

肥料配方，利用机械设备播撒，从而加强肥料的利用效率。第三，

精准变量施肥。基于互联网技术，创建数据实时采集系统，能够

收集各类相关信息和数据，如肥力、pH 值、微量元素等信息和数

据，从而建立土壤养分、作物营养和作物产量的数据库。基于此，

变量施肥决策系统可根据上述数据库，利用计算机专家系统软

件，建立施肥电子地图，借助植保无人机，实现精准施肥。而且还

可依托作物光谱信息，能够清楚了解水稻的营养情况，以便调整

肥料和配方。第四，其他形式施肥技术。固体有机肥往往采用机

械进行施肥，小面积水稻田，人工结合机械装备，极大提高了施

肥效率，液体肥料则可采用喷雾器、施肥开沟器，一定程度上防

止肥力挥发，从而提高液态肥的有效利用率[5]。

2.3 水稻机械化种植技术

水稻机械化种植技术趋于成熟，国外先进技术与实际情况

逐渐融合，极大提高了机械作业效率，实用性也更强，并且一定

程度上降低了设备运行成本，可大面积推广使用。其应用要点如

下：第一，机械抛秧。抛秧前借助旋耕机进行起浆作业，浆液沉淀

时间一般要在 4h 以上，田里水层深度则不能超过 1cm，表面落差

要低于 10cm，若土地比较干旱，抛秧前 3h 要灌 1 次约 30min 的

跑马水，准备工作结束，抛秧时可同时抛掷 13 行，工作宽幅在

2.3～3.9m，随时可调整株距和行距，工作人员也可对秧苗密度进

行控制，提高插秧效率，水稻生长情况会更好。第二，机械直播技

术。机械直播方式应用广泛，无需育种和移植，节省许多人力和

物力，也降低了水稻栽培的成本。南方水稻多采用水上直播，独

轮船式驱动底盘的水稻直播机多见于上海、江苏等地，可同时进

行 6 行直播，通过振动排种，再利用风将其吹进土里。四轮驱动

底盘的直播机兼容性较强，功能较多，可同时进行多种播种工

序，还能够搭配其他插秧设备。北方往往使用旱直播机抛秧，整

地之后，机械可将种子埋在深度为 1～1.5cm 的浅层土中，播种结

束后再灌水，由于对整地的要求不高，所以比南方水稻直播简

单。

2.4 水稻病虫害防治技术

通过实际研究与调查发现，即使引用新的水稻品种，依旧会

发生病虫害问题，为了降低病虫害对水稻的影响，提出绿色防控

措施。具体实施方式如下：第一，生态控制。开展绿色病虫害防治

工作，优先考虑生态控制，春季灌水沤田时，可将水面的渣滓打

捞晒干并集中烧毁，或育秧期间采用新高脂膜覆盖，搭配使用防

虫网，以此减少病虫害。第二，物理控制。一般采用诱捕灯，将其

放置在距离地面 1～2m 的位置，各个诱捕灯的间距为 0.8～

1.0m，时间尽量选择在晚上 8:00 到第二天凌晨 4:00，基本在 5 月

开始布置，9 月左右再回收，此方法适用于气温高于 15℃的地

区。第三，科学用药技术。稻瘟病较为常见，可使用三环唑，用量

为 225～300g/hm2，发病前 5～7d 进行喷洒，重病区要喷 2～3 次，

具体喷药次数视天气情况而定，或使用稻瘟灵、稻瘟净、春雷霉

素，用量分别为 600～800g/hm2、900～1200g/hm2、30～45g/hm2，重

病田喷洒次数同上。针对水稻纹枯病，可用井冈霉素，其用量为

87.5～150g/hm2，发病前喷洒，要避开水稻中下部，在分蘖末期和

蜡熟期间，需每隔 10d 喷洒一次，若使用三唑类杀菌剂，同时与

丙环唑乳油或苯醚甲环唑混合，用量是 300g/L，其混合液的用量

基本上是 67.5～90g/hm2，喷洒部位在水稻的中下部，喷洒前要保

证水田 2～3d 浅水层，田水自然落干 3～4d 再上浅水层，效果相

对较好。除此之外，水稻二化螟引发的虫害问题较为严重，可使

用 5%杀虫单颗粒，用量为 1kg/667m2，或用 20%杀虫双水剂，用

量为 150～200g/667m2，若用 20%三唑磷乳油，用量要控制在

100ml/667m2，而 50%杀螟松乳油的用量为 50mL/667m2，其他药

剂有甲维盐、氯虫苯甲酰胺、毒死蜱等。部分地区则使用生物导

弹技术防治水稻二化螟，生物导弹技术是指将赤眼蜂进行高温

处理，以此制作毒性更强的药剂，结合田间管理，效果极佳，相关

试验调查发现，水稻型“生物导弹”的防治效果能够达到 93%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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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已在多地水稻田中应用，反响较好。

3水稻绿色高效高产种植技术的推广路径

3.1 拓宽绿色水稻宣传途径

为了提高水稻的生产效率及质量，应大力推广绿色水稻种

植技术，具体方式如下：第一，聘请专业人士宣讲。通过派遣、邀

请或聘请专业人士，进入一线讲解绿色水稻种植技术，改变种植

户的种植观念，使种植户对新技术有更深刻的认知，同时也学会

如何运用新技术，进而扩大绿色水稻技术的推广范围。第二，引

入现代化宣传技术。信息化时代，加大媒体融合宣传力度，效果

比较理想，如可利用短视频、直播、公众号等方式，向种植户讲授

新技术理念和知识，并依托互联网技术，种植户可随时咨询专业

技术人员，技术人员也能够随时指导种植户，由此可极大提升宣

传效果。第三，提高农业技术人员宣传水平。当地有关部门要鼓

励技术人员宣传有关技术，对表现好的技术人员予以一定的奖

励。另外，加强对消费者的宣传，激起购买新品种、新设备的欲

望，宣传水稻绿色高效高产技术的优点，全面落实宣传工作，才

能够使绿色水稻在全国推广开来。

3.2 加大绿色水稻研发力度

我国水稻绿色高效高产技术仍有一定的提升空间，为了使

其效果更明显，还应加大水稻研发力度。具体应用策略如下：第

一，加大相关资金投入。农业种植相关部门要重视绿色水稻种植

的研发工作，水稻技术的研究，需要采购先进设备、配套设施及

其他物品，科研人员也要外出调研、学习先进技术等，这都需要

大量的资金支持，因此有关部门要在资金方面予以支持，这样才

能够推动水稻技术的发展。第二，有关部门提供政策支持。通过

出台相关普惠性政策，为科研人员提供技术支持，进而使绿色水

稻技术更加标准、规范，对有突出表现的科研人员进行一定金额

的补贴和奖励。第三，建立专门的研究机构。绿色水稻种植技术

不只促进了农业经济发展，还对绿色食品工程发展起到巨大的

推动作用。然而，绿色水稻种植技术研发工作较为复杂，具有长

期性和系统性，因此有必要建立专门的研究机构，同时还需不断

完善各项机制，科研人员方能大胆、放心地进行研究，从而促进

水稻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3.3 加强推广专业队伍建设

人才是推动水稻产业发展的核心力量。但是，多地相关人员

并非专业出身，加上种植户接受教育水平较低，最终阻碍了绿色

水稻技术的推广与应用，为此，亟需加强建设专业的人才队伍。

具体实施策略包括以下几点：第一，加大培训力度。着重培训技

术推广人员，通过定期开展绿色水稻技术培训、参加技术交流会

和专家讲座的方式，进一步提高专业素质，也可借助智慧农业平

台，线上学习专业知识，或借鉴优秀地区的种植经验。除此之外，

定期培训推广技巧，技术人员要灵活运用多媒体进行宣传，这样

才能够保证宣传效果。第二，引进高水平专业人才。有关部门要

鼓励高学历、高水平、高品质人才来到基层，可适当予以政策优

惠，如完善保险制度、适当增加补贴等，吸引优秀人才指导绿色

水稻种植技术或加入技术研发队伍。

3.4 建立标准的水稻种植基地

水稻高产高效技术的应用受阻，主要是由于种植户对技术

了解不多，并且其认知程度较低。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可从以下

方面入手：第一，建立绿色水稻标准示范基地。技术人员在本地

区创建标准的种植基地，邀请种植户到现场参观，由专业人员普

及绿色水稻种植理念，讲解种植技术、施肥技术、机械使用等要

点，加入互动环节，引导种植户说出问题，并及时解答，同时要确

保种植户真正了解有关知识，以及认可绿色水稻种植技术，这样

才能加快高效高产种植技术的推广速度。第二，借助新媒体展示

种植基地。传统纸媒缺乏个性化，相关信息不易保存，极大影响

了水稻种植技术的宣传。可借助新媒体技术打造一体化网络杂

志，丰富宣传内容，使种植户直观感受到绿色水稻种植的好处，

相关知识还可随时保存，方便种植户查看，从而为种植户提供更

加全面的技术信息。

综上所述，水稻绿色高效高产种植技术极大提高了水稻的

产量和品质，随着农业市场对水稻产业要求的提高，还需进一步

创新与优化，并且要加大推广力度，进而避免种植户在使用时出

现问题。有关部门要引起重视，唯有多方共同努力，才能够促使

绿色水稻种植技术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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