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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栽培技术的要点与农业推广研究

田维玉 孙苗苗
宁夏回族自治区原种场 宁夏 贺兰 750200

摘� 要：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农业技术也在不断地更新和改进，本文分析了水稻栽培技术要点，

包括种子选择与质量管理、土壤管理、水肥管理及种植技术。为有效促进农业技术的广泛传播与应用，本文提出了加

强农技人员培训、健全服务体系、加大宣传力度等推动农业技术推广的有效途径，旨在加速农业现代化进程，提升农

业生产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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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水稻作为全球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其栽培技术的

优化与推广对于保障粮食安全和促进农业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随着农业科技的不断进步，精准农业、科学施肥

和优质品种选育等先进技术的应用已成为提升水稻产量

的关键。本文旨在探讨水稻栽培技术的要点，并分析农

业技术推广的途径，以期为农业生产提供有益参考。

1 农业技术推广的重要意义

（1）精准农业技术的引入，如精准播种技术，显著
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通过精确调控种子的播撒密度

与位置，优化了土地资源的利用，减少了种子的无谓损

耗，并提升了播种的精准度与效率，同时现代化农业机

械如高速插秧机、联合收割机的应用，大幅缩短了农作

物的种植与收获周期，确保了农作物的高产与优质，有

效推动了农业生产效益的最大化，实现了生产力的飞

跃。（2）科学施肥技术的运用，使农民能够依据土壤
肥力状况和作物生长需求进行精准施肥，减少了化肥的

过度使用，提升了作物产量与品质，降低了生产成本，

而优质农作物品种的选育与栽培技术的改进，则增强了

农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为农民带来了更高的经济回

报，促进了农民收入的增加与生活水平的改善，也为农

村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注入了新活力。（3）农业
技术的推广为农业生产提供了丰富的种植技术、高产优

质的作物品种及科学的管理方法，有效提升了农作物的

产量与品质，确保了粮食的稳定供应，特别是在水稻种

植领域，高产优质水稻品种的推广与先进病虫害防治技

术的应用，显著减少了病虫害对水稻的危害，保障了水

稻的高产稳产，为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支撑。（4）
农业技术的推广还带来了节水灌溉、生态耕作等先进的

农业技术与管理理念，如滴灌、喷灌等节水灌溉技术显

著提高了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了水资源浪费，而合

理轮作、生物防治病虫害等生态友好的耕作方式则减少

了化肥、农药的使用量，保护了土壤生态环境，实现了

农业生产的绿色转型，不仅提升了农业生产的效益，也

为农业的长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确保了农业的持续

稳定与健康发展[1]。

2 水稻栽培技术要点

2.1  种子选择和质量管理
在进行水稻良种选择时，必须全面考量当地的气候

条件、土壤类型、种植制度以及稻米市场需求趋势，确

保所选品种既能适应当地独特的生长环境，又能满足

市场的多样化需求。在寒冷地区，增强抗寒能力的品种

是首选，以保障水稻在低温下的正常生长，避免产量损

失。而在病虫害高发区，则需挑选抗病虫性能优异的品

种，旨在减少农药依赖，降低成本，确保水稻健康成

长。而且品种的产量潜力和稻米品质同样关键，优质稻

种以其细长米粒、卓越口感和丰富营养，在市场上备受

消费者欢迎，为农民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播种前的种

子处理同样至关重要，它直接影响种子的发芽率和水稻

初期健康。种子需晾晒1～2天以杀灭表面病菌并提升活
力，随后用苯甲·咪鲜胺微乳剂等杀菌剂按一定比例稀

释后浸泡8—10小时，之后清水洗净并采用“三起三落”
法直至破胸吐芽，这一过程有效预防病虫害，为水稻生

长打下良好基础。对于常规育秧，可采用多效唑可湿性

粉剂拌种提升秧苗抗倒伏和分蘖能力，但需遵循“四个

一”标准操作，并特别注意软盘育秧稻种不宜使用，以

免妨碍秧苗生长。

2.2  土壤管理
在选择水稻种植地块时，土壤质量被视为首要考量

因素，它直接关系到水稻的生长状况和最终产量。理想

的水稻土壤应肥沃、疏松且透气性好，同时要求地势平

坦、水源充沛且排水性能优异。土壤的肥力水平、酸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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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以及排水能力均对水稻生长产生深远影响。土壤pH
值维持在6至7.5范围内最适宜水稻生长。若土壤酸性过
强，会削弱水稻根系的养分吸收能力，此时可通过适量

施用石灰来调节土壤酸碱度，提升pH值；相反，若土
壤碱性过高，可能导致养分被锁定，影响水稻生长，这

时则需采取灌排洗盐等措施来调整土壤酸碱度，恢复其

适宜的生长条件。施肥作为土壤管理的关键环节，对水

稻养分供应至关重要。在施肥前，需对土壤进行全面养

分检测，依据检测结果及水稻的需肥特性和目标产量，

制定科学合理的施肥计划。水稻种植前，施足基肥是基

础，主要以腐熟的农家肥、绿肥等有机肥为主，这些肥

料能改善土壤结构，增强土壤肥力和透气性，同时提高

土壤保水保肥能力，为水稻生长营造良好环境。孕穗期

则追施氮、磷、钾复合肥，以促进穗分化和籽粒发育，

保障水稻的产量和品质。土壤翻耕是水稻种植前的必要

准备，通过翻耕可疏松土壤，打破板结，增加通气性和

透水性，为水稻根系生长创造有利条件。翻耕深度需适

中，一般控制在20至30厘米左右，过浅不利于土壤熟化
和根系下扎，过深则可能破坏土壤结构，导致养分流

失。翻耕后还需进行耙地、平整土地等作业，确保土壤

表面平整细碎，这不仅便于后续播种作业，还能提高灌

溉效率，减少水资源浪费。

2.3  水肥管理
从水稻播种至出苗的萌发阶段，土壤需保持适度湿

润，既不过湿以免造成种子呼吸受阻、降低发芽率，也

不过干影响种子吸水，延缓出苗。这一适度湿润的环

境有助于种子顺利破壳出土，为后续健壮生长奠定坚实

基础。进入分蘖期，水稻对水分需求增加，需维持浅水

层管理，水深控制在3至5厘米，以促进分蘖并通过水温
调节加速养分释放，利于根系扩展。当分蘖达到一定数

量，需进行晒田处理，通过排干田间水分改善土壤通气

性，促进根系深扎，抑制无效分蘖，为穗部发育打下良

好基础。孕穗期是水稻生长的关键，需保持田间充足水

分，水深5至8厘米，以满足穗部细胞分裂和膨大的需
求，促进颖花分化和籽粒形成，为高产优质创造条件。

灌浆期后，水稻进入成熟阶段，应采取干湿交替的灌溉

方式，每次灌溉后待水自然落干再灌，以促进根系活

力，利于养分转运和积累，提高稻米品质和口感，收获

前7至10天，逐渐减少灌溉量直至断水，利于土壤板结，
减少机械收割时的泥土黏附，提高收割效率和稻米清洁

度。施肥管理需根据土壤检测结果和水稻生育期养分需

求制定科学施肥计划，基肥均匀撒施后翻耕入土，追肥

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条施、穴施或撒施，注意控制施肥量

和浓度，避免过量导致烧苗或不足影响生长，通过精细

水肥管理，最大限度发挥水稻生产潜力，实现高产优质

目标[2]。

2.4  种植技术
一是育秧，育秧是水稻种植的重要环节，育出壮秧

是水稻高产的基础，湿润育秧是传统的育秧方式，其操

作简单，但需水量大，秧苗素质相对较弱；旱育秧能培

育出根系发达、抗逆性强的壮秧，且节约用水，但对苗

床准备和管理要求较高；软盘育秧则便于机械化插秧，

提高插秧效率。在育秧过程中，要注意控制苗床温度、

湿度和养分供应，做好病虫害防治工作，培育出适龄、

健壮的秧苗。二是插秧，插秧时间和密度对水稻生长和

产量有重要影响。一般来说，旱育期的秧苗，在秧苗年

龄3.1-3.5叶时进行移栽较为适宜，大苗则在4.1-4.5叶时
移栽。插秧密度要根据品种特性、土壤肥力、种植方式

等因素确定。肥力较高的田块，可适当稀植，以充分发

挥水稻个体的生长优势；肥力较低的田块，可适当密

植，依靠群体优势提高产量。在插秧前，需合理控制秧

田水深度，秧田水深度最好在1cm左右，避免水面过浅导
致插秧机无法使用，移栽深度在2cm左右，过深不利于秧
苗返青和分蘖，过浅则易造成秧苗倒伏。三是中耕，中

耕能疏松土壤，提高土壤通气性，促进水稻根系生长，

同时还能清除田间杂草，在水稻生长过程中，一般进行

2—3次中耕，中耕时间和深度要根据水稻生长情况确
定，在水稻分蘖前期，中耕深度宜浅，一般为3—5cm，
避免损伤根系；在分蘖后期，中耕深度可适当加深至5—
7cm。四是灌溉，水稻不同生育期对水分需求不同，要
根据水稻生长情况进行科学灌溉，除了传统的漫灌方式

外，还可推广节水灌溉技术，滴灌和喷灌能精确控制灌

水量，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水分浪费，同时还能

降低田间湿度，减少病虫害发生。

3 推动农业技术推广的途径

3.1  加强农技人员培训
加强农技人员的培训，提升其综合能力，是推动农

业现代化进程的重要一环，为实现这一目标，需定期组

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专业知识培训课程，邀请农业

领域专家学者授课，课程应紧跟农业科技发展前沿，涵

盖水稻栽培技术、高效病虫害防治策略、现代农业机械

操作与维护等多个方面，帮助农技人员不断更新知识结

构，掌握最新科技成果，提升专业技术水平。同时鼓励

农技人员积极参与学术交流活动，如研讨会、技术交流

会，以拓宽视野，了解国内外农业技术最新动态，促进

同行交流与合作，共同解决农业生产实际问题。在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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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还需注重培养农技人员的服务意识，通过互动教学方

式如案例分析、角色扮演等，强化他们的宗旨观念，激发

工作热情和责任心。建立健全农技人员考核激励机制，对

工作表现优秀、技术推广成效显著的农技人员给予表彰和

奖励，激发其工作积极性和创造力，营造比学赶超的良好

氛围，为农业现代化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3.2  健全服务体系
构建一个健全且高效的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是

加速农业现代化进程、提升农业生产效能的关键所在。

这一服务体系旨在通过一系列综合措施，确保农业科

技成果能够迅速转化为农民手中的实用技术，推动农业

生产方式转型升级，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和市场竞争力。

为实现这一目标，首要任务是建立遍布农村基层的农业

技术推广服务站，使之成为连接科研与生产的桥梁。这

些服务站需配备具有深厚农业理论知识和丰富实践经验

的专业农技人员，以及必要的检测、试验设备，以便为

农民提供精准有效的解决方案，并通过现场示范和技术

验证增强农民对新技术的信心。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的

便捷性，搭建集技术咨询、资料查询、视频培训、在线

交流等功能于一体的农业技术服务平台，实现线上线下

服务的无缝对接，打破地域限制，提高服务效率和覆盖

面，使农业技术推广更加贴近农民需求。积极引导农民

成立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为

新技术应用的示范者和推广者，通过组织培训、现场观

摩、经验分享等方式，带动周边农户采用先进的水稻栽

培技术和其他现代农业技术，有效提升农民对新技术的

认知水平和应用能力，共同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3]。

3.3  加大宣传力度
为了有效提升农业技术的普及率与应用水平，我们

必须采取多元化、全方位的传播策略，充分利用各种宣

传渠道，确保农业技术的价值被广泛认知并深入人心。

电视、广播、报纸等传统大众媒体因其广泛的受众基

础，成为宣传农业技术不可或缺的平台，我们通过制

作专题节目、开设专栏、发布新闻等形式，生动形象地

介绍先进的水稻栽培技术，阐述农业技术推广的重要意

义，并展示成功案例，以此提升农民对农业技术的兴趣

与信任度，激发他们学习应用的热情。随着互联网的普

及，网络平台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建立专门的农业

技术网站、微信公众号、短视频账号等，定期发布农业

技术资讯、技术指南、专家解读等内容，为农民提供便

捷互动的学习平台，特别是利用短视频和直播的直观性

和趣味性，吸引农民关注和参与。制作并发放设计简洁

明了、内容实用易懂的农业技术宣传手册、海报等纸质

资料，以及组织农业技术讲座、现场观摩会等活动，邀

请农业专家面对面讲解水稻栽培技术，让农民在实地观

看、亲身体验中感受新技术的魅力，直接解答疑问，增

强农民对新技术的信心和接受度，共同推动农业技术的

广泛普及和深入应用。

结语

综上所述，水稻栽培技术的优化与推广是实现农业

现代化的重要途径。通过加强农技人员培训、健全服务

体系和加大宣传力度等措施，可以有效提升农业技术的

普及率与应用水平，我们应继续探索更加高效、环保的

水稻栽培技术，并加大推广力度，为农业生产注入新的

活力，共同推动农业的持续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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