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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农业技术推广及水稻栽培技术要点

夏 乐
辽宁省农业发展服务中心 辽宁 沈阳 110032

摘� 要：农业技术推广是现代农业发展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它是指将新的农业技术和管理方法，通过各种途径和手

段，向广大农民进行普及和推广的一种社会服务体系。在农业技术推广的过程中，需要考虑到不同地区、不同品种的生

长特性和生长环境，提供个性化的技术指导和咨询服务，帮助农民提高生产效率和农产品质量。而水稻作为我国重要的

粮食作物之一，其种植技术和管理方法就成为农业技术推广的重要内容之一。下文将针对农业技术推广及水稻栽培技术

要点进行浅析，以期为农民提供更多的技术支持和管理经验，进一步促进农业生产现代化，保障我国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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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我国农业技术投入的不断增加，农业种植业进

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将农业种植技术与科学技术进行高

度结合，加大农业技术推广力度，可以进一步提高农作

物产量与质量。开展好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可将科技成

果转变成农业生产力，对提高农村经济收入具有重要作

用。因而需要切实做好农业技术推广工作，进优化农业

技术推广方法，从而促进我国农业真正实现机械化、现

代化。

1 农业技术推广的意义

农业技术推广是指将新的农业技术和管理方法，通

过各种途径和手段，向广大农民进行普及和推广的一种

社会服务体系[1]。作为现代农业发展的必要环节和基础，

农业技术推广是促进农业现代化和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

利器。下文将从多个角度阐述农业技术推广的意义。

1.1  提高农业生产效益
农业技术推广可以将新的农业技术、新品种及时传

递到广大农民手中，帮助农民解决诸如播种、育种、植

保、收获等许多具体问题，从而提高农业生产效益。通

过推广新技术和科学管理方法，可以极大地提高农作物

的产量和品质，并且缩短生产周期，减少因生产环节不

当而产生的浪费，同时还能减少劳动力和资源的投入，

从而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益，为农村经济增长注入了

强有力的动力。

1.2  推动农业智能化和现代化
随着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农业的现代化和智能化

已经成为全球农业的发展趋势和目标。而农业技术推广

正是推动农业智能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工具。技术推广的

实施，促进了农业生产方式、生产工具和经营模式等方

面的创新，提高了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和智能化处理的

水平，使农业从单纯的产品生产升级到了科技含量较高

的农业生产方式，有助于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

进程。

1.3  保护生态环境
由于部分农民缺乏科学知识，耕作过程常常带有较大

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导致了土地劣化、灌溉不当、施肥不

当、农药残留等众多问题[2]。而农业技术推广正是为了解

决这些问题而出现的。通过推广科学种植、科学管理、科

学施肥、科学灌溉等一系列科学方法，可以预防土地劣化

和水土流失等生态环境问题，切实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

态平衡，为今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铺平道路。

1.4  提高农民素质
随着农业技术不断突破和发展，新方法、新技术和

新型农业管理手段层出不穷，这需要广大农民掌握和应

用一定的科技和管理知识。而农业技术推广则是帮助农

民掌握科技和管理知识的重要途径和手段。通过技术推

广，农民能够更好地了解和利用新型耕作方式、施肥技

术、病虫害防治方法和农机装备，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

和生产技能，提升农民的自我生产能力和创造力，从而

增强农民自信心和创业意识。

2 农业技术推广方法

农业技术推广的目标，是帮助农民更好地掌握和应

用新技术和新方法，提高农作物产量和品质，减轻生产

成本，保护环境，提高农民收入和生活质量。因此，在

推广农业技术方案时，选择合适的推广方法非常重要。

以下内容将详细阐述农业技术推广的具体方法。

2.1  发行农业技术宣传材料
农业技术宣传材料包括宣传册、海报、手册、手绘

图、动画片、录像片、音频磁带等，可以向广大农民进

行宣传[3]。这些材料可以描述新技术和方法的操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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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取得的成果以及具体的效益，使农民了解新技术的基

本原理，从而掌握运用新技术的方法。

2.2  举办技术培训班
举办技术培训班是一种有组织的和系统性的培训方

法，旨在帮助农民学习新技术和新方法。这种培训班通常

由专家进行讲座、实际操作、现场观察和交流等环节的组

合。通过这些活动，农民可以全面了解新技术的原理、应

用范围和操作步骤。1）在技术培训班中，专家可以向农
民传授相关知识，并提供实际操作的机会，让农民亲自尝

试和体验新技术。这种亲身参与能够帮助农民更好地掌握

技术，增强他们的实践能力。2）技术培训班结束后，专
家还可以考虑开展实地指导和跟踪，以确保农民正确应用

所学技术，并依据实际情况提供个性化建议。

2.3  建立示范基地
示范基地是为了促进农业现代化和提升农民技术水

平而设立的重要场所。以下是建立示范基地的主要作

用：1）农民学习机会。示范基地为农民提供了模仿学习
的机会。农民可以亲身参与到现代化农业生产中，观摩

学习新型农业技术和管理方法。通过实际操作和示范讲

解，农民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先进的农业技术，提高

自身的专业知识和技能。2）农产品订购。示范基地也为
农民提供了农产品订购的渠道。在基地内展示的农产品

都经过严格管理和质量控制，可以让农民有机会直接购

买种植、养殖的优质农产品，既保证了消费者的安全和

健康，同时也为农民创造了更多的收益。3）农业实践运
用。在示范基地中，农民可以进行农业实践的运用。他

们可以学习如何正确使用肥料、种子，以及病虫害的防

治方法等。通过实际操作和指导，农民能够提高自己的

农业生产水平，并在实际生产中更好地应用所学知识和

技术。

2.4  组织农业技术交流会
农业技术交流会是广大农民了解新技术和好产品的

重要途径之一。这种形式的交流会旨在为农民提供实用

经验和信息，帮助他们提高生产效益和农业可持续发

展。农业技术交流会促进了农民之间的经验分享 [4]。农

民来自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农业经营，他们在实践中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技术。在交流会上，农民可以分享

自己的成功经验和教训，互相借鉴学习，取长补短。这

种经验分享有助于农民更好地应对农业生产中遇到的问

题，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水平。最后，农业技术交流会引

入了新型农业技术和方法。随着科技的发展，农业领域

也不断涌现出新的技术和方法。通过这些交流会，农民

可以了解到最新的农业技术趋势，如精准农业、智慧农

业等。他们可以学习如何利用新技术提高农作物的产量

和质量，降低生产成本，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同时，了

解新的农业方法也有助于农民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主

动调整自己的农业生产方式。

2.5  利用农村广播和电视等广播媒体
广播和电视是目前农村最具影响力的媒体，广播和

电视节目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提供农业技术宣传，引导广

大农民庆祝美好生活。可以组织多种形式的节目，如专

题专注于饲草生产、果树养护等领域的专题节目，或是

专注于农产品质量和市场销售的节目，同时也可以通过

农业电视台、互联网等充分发挥电子媒体的作用，向农

民传播农业技术信息。

3 水稻栽培技术的要点

水稻作为我国的传统经济作物和主要粮食作物之

一，一直以来受到广泛关注和重视。水稻具有产量高、

适应性广、效益高和稳产性好等特点，是我国极其重要

的农作物之一。栽培水稻的技术对于保证水稻的产量、

质量和可持续生产至关重要。下文将介绍水稻栽培技术

的要点，包括生态种植、栽培技术、病虫防治、水管理

等方面。

3.1  生态种植法
1）选好品种。选择适合生态条件的水稻品种，如矮

秆、中熟、高粱熟、抗病虫害和耐旱、耐涝等特性的品

种，以提高其对生态环境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同时能够

保证稻谷产量和稻米质量。2）选择适宜的土地。选取低
污染、高产、肥沃的土壤。种植前尽量避免化肥、农药

和生物质的清理，利用有机肥料来增加土壤那么生物活

性和生物肥料含量。3）合理轮作。根据地理位置、气候
特点、生产当地的土地环境等，合理安排生态农业生产

轮作的组合方式，总体上实施混种、综合种植等技术模

式，达到减少连种和连作、促进土壤生态系统健康发展

的目的，从而提高水稻的产量和稻米质量。

3.2  栽培技术
1）育苗。合理控制水稻育苗时间，选择育壮秧种，

控制育苗密度（200-250株/m2)，加强日常管理，以保障
育苗质量。2）施肥。根据农作物生长和发育需要，及
时、适量、科学地施用化肥和有机肥料，调整土壤肥料

水平；并通过科学地施用微生物菌剂和生物肥料，调节

土壤环境，促进良好生态环境。3）密植低灌高抽。密植
低灌高抽是现代水稻栽培技术的重要特征，它主要是通

过调整田间作物的植内环境，使其更适宜水稻吸水、吸

肥和出苗。同时，可以基于相应的栽培技术算法为农民

提供栽培策略建议，通过近红外光谱技术实现作物的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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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检测和及时确定栽培模式。4）间套作物。间套作物利
用增加土壤肥力、调节作物生长发育、调节土壤水分、

抑制病害等作用，增加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作物农艺标

准的质量，同时还能有效提高生产效率，并提供从事农

事生产环节的大量就业机会。在带有病虫害的农田搭套

水稻和豆角就更为有效，大大减少了病虫害发生的比

例。5）定植技术[5]。在栽培生态水稻时，定植技术也非

常重要。需要注意植株间距，株距控制在25cm*25cm左
右，同时根据当地气候、土壤、以及水田的水情，采取

适当的定植深度，保证水稻正常生长。6）防风保水。水
稻生长过程中，经常会遇到大风侵袭，导致植株倾倒。

因此，需要采取防风措施，如选择深根、牢固抗风性强

的基质进行栽培；并及时浇水，保持适宜的土壤湿度，

以增加水分含量和适度运动的大小，以防止水流产生，

在浇水的同时也能增加利用产量。

3.3  病虫害防治
水稻的生长和发育过程中，常常受到病虫害的侵袭，

若不及时进行防治，将导致水稻受灾情况严重，产量大

幅下降。下面介绍几项病虫害防治的措施：1）黄瓜斑点
病防治。黄瓜斑点病是水稻病害中的常见病害之一，常常

出现在越昌米中期粒期，一旦发生，将导致稻谷成熟不及

时，并且病情的扩展会给农民带来收成困难。需要采取合

理的全面防治措施，如选用抗病品种、加强通风、及时修

整纵向通道、无法去除的行间杂草要采取防范措施。2）
稻螟防治。稻螟对于水稻的危害很大，当稻螟大量繁殖并

大规模生长时，将导致成熟期后水稻植株倒伏严重，全田

收成率急速下降。需要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如合理防治

草堆、在生长季节对于田地必要处的空缺要及时修补，以

提高稻株的生长状况，抑制稻螟的传播和繁殖。3）稻飞
虱防治。稻飞虱是致水稻植株枯黄凋落的病虫害之一。在

水稻生育初期和采收期后期易发生，如不及时防治，将导

致稻株损害严重，产量大幅下降。需要采取合理的全面防

治措施，如开展田间清理、进行服务性的防治措施，如开

展田间清理、进行服务性草堆、增强田间灌溉时间、防止

水稻淹水时期过长等措施，破坏稻飞虱居住的环境，减少

病虫害的发生。

3.4  水管理

水稻是一个半水生作物，水管理是保证水稻生产的

重要环节之一。水田要保持适宜的水域，掌握合适的灌

溉时机、幅度和水位。需要根据当地气候、水资源和土

地条件等，采取恰当的稻田水利工艺来控制水位，适量

浇灌和排水、掌握水量和循环等。1）合理用水。在生产
过程中，要适当调整灌溉量和时机，减少水浪费和打十

足水，尽可能减少枯水期和相对湿度低的气候，以保证

水稻生长的良好进程。2）浅灌深排。在灌溉过程中，要
合理设置水源，尽量减少水流的损失和过度排涝，增加

土壤湿度，提高水稻生长和产量，在达到良好栽培效果

的同时保持施肥有效亩数的稳定精度。3）人工辅助排
水。夏季和秋季是水稻生长的关键时期，如果出现排水

不畅将会对水稻的生长造成非常不利的实行。需要安排

专人负责检查水沟的状况、同步清理水沟，保障平稳无

阻的水流，减少水肿和滞留。在排水的过程中可以利用

机械和人工帮助排水，提高效率。

结语

农业技术推广是为促进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发展，

提高农民的生产效益和生活水平而进行的重要工作。水

稻是我国的传统作物之一，为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和发

展农业经济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通过科学合理的栽培

技术和病虫害防治，可以有效提高水稻的产量和质量，

强化生态环境保护，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在实行农

业技术推广过程中，需要充分发挥各方面的力量，提升

农民的技术素养和意识，加强科学方法的引导和应用，

以促进我国农业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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