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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农业水稻病虫害防治对策

田维玉
宁夏回族自治区原种场 宁夏 贺兰 750200

摘� 要：现代农业中，水稻病虫害是影响产量与质量的关键因素。稻瘟病、纹枯病、白叶枯病等病害，以及二化

螟、稻飞虱、稻纵卷叶螟等虫害频发。为有效应对，需采取综合防治策略，包括农业防治、物理防治、生物防治和化

学防治。通过合理轮作、选用抗病品种、灯光诱杀、天敌引入和化学药剂合理使用等措施，可有效控制病虫害，保障

水稻健康生长，提高产量与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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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水稻作为全球至关重要的粮食作物，其产量与质量

直接关联到粮食安全大局。然而现代农业中水稻病虫害

问题愈发凸显，不仅阻碍水稻正常生长，还严重削减了

产量。因此全面把握水稻病虫害的种类及其现状，积极

探寻高效的防治对策，对于确保水稻生产的稳定与安全

至关重要。本文旨在系统介绍现代农业中水稻面临的常

见病虫害类型，并针对这些病虫害提出切实可行的防治

方案。

1 现代农业水稻病虫害发生现状

水稻作为我国的主要粮食作物，在其生长过程中，

病虫害的威胁始终不容小觑。从现状来看，水稻病虫害

问题呈现出多方面的严峻态势。在病虫害种类上，我国

水稻种植所面临的病虫害种类极其繁杂[1]。在漫长的水

稻生长周期里，从幼苗期到成熟期，各个阶段都可能遭

受不同病虫害的侵袭。据不完全统计，国内已被发现的

水稻病虫害种类多达数百种，其中常见且危害极大的就

有数十种。这些病虫害的类型丰富多样，涵盖了真菌性

病害，像稻瘟病、纹枯病，它们会在适宜环境下迅速滋

生，破坏水稻的组织；细菌性病害如白叶枯病，通过维

管束组织蔓延，影响水稻正常生理功能；还有病毒性病

害，传播后给水稻带来系统性损害。各类害虫，如二化

螟、稻飞虱、稻纵卷叶螟等，也会在不同时期啃食水

稻，影响产量和品质。近年来，水稻病虫害的发生频率

显著上升。全球气候变化导致气温异常、降水不均，为

病虫害的滋生和传播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种植制度的

调整，例如连作、间作模式的改变，以及品种单一化，

使得水稻对病虫害的抵御能力下降，一些原本在局部地

区小范围发生的病虫害，如今逐渐向更大范围扩散，给

防治工作带来极大挑战。长期依赖化学防治，使得抗药

性问题日益突出。化学农药在病虫害防治中虽曾发挥重

要作用，但大量、频繁使用，让许多病虫害逐渐适应并

产生抗药性。为达到防治效果，农药使用量不得不持续

增加，这不仅使防治成本大幅上升，还对土壤、水源、

空气等生态环境造成严重污染，进一步破坏了生态平

衡，使得病虫害防治陷入恶性循环，难度不断加大。

2 常见的现代农业水稻病虫害类型

2.1  病害
2.1.1  稻瘟病
稻瘟病是水稻生产中最具毁灭性的病害之一，俗称

“稻热病”“火烧瘟”。根据发病部位和时期的不同，

可分为苗瘟、叶瘟、节瘟、穗颈瘟和谷粒瘟等。稻瘟

病的病原菌为稻梨孢菌，其在适宜的温度、湿度条件下

极易滋生和传播。稻瘟病的发生会导致水稻叶片出现病

斑，严重时叶片枯死，影响水稻的光合作用和养分吸

收，进而导致水稻减产甚至绝收。

2.1.2  纹枯病
纹枯病也是水稻生产中常见的病害之一，主要危害

水稻的叶鞘和叶片。该病由立枯丝核菌引起，在高温高

湿的环境下发病严重。发病初期，水稻叶鞘上会出现水

渍状椭圆形病斑，随后病斑逐渐扩大并相互融合，形成

云纹状大斑。随着病情的发展，叶片会逐渐枯黄，严重

影响水稻的生长发育和产量。

2.1.3  白叶枯病
白叶枯病是一种细菌性病害，对水稻的危害也较为

严重。病原菌主要通过水稻叶片的水孔、伤口等侵入植

株体内，在维管束组织中繁殖并扩展。发病时，水稻叶

片会出现黄白色病斑，病斑沿叶脉扩展，形成长条状病

斑，严重时叶片枯死，远望稻田一片枯白，故得名白叶

枯病。白叶枯病的发生不仅会导致水稻减产，还会降低

稻米的品质。

2.2  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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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二化螟
二化螟又称钻心虫，是水稻生产中的主要害虫之

一。二化螟以幼虫蛀食水稻茎秆为害，在水稻不同的生

长阶段均可造成危害。在苗期和分蘖期，幼虫蛀食茎秆

会导致枯心苗；在孕穗期和抽穗期，幼虫蛀食茎秆会导

致枯孕穗和白穗。二化螟的发生严重影响水稻的产量和

品质，一般发生年份可造成水稻减产10%-20%，严重发
生年份减产可达50%以上。

2.2.2  稻飞虱
稻飞虱是一类刺吸式害虫，主要包括褐飞虱、白背

飞虱和灰飞虱等。稻飞虱以成虫和若虫群集在水稻基

部，刺吸水稻汁液，导致水稻生长受阻，叶片发黄、枯

死。稻飞虱还能传播水稻病毒病，如条纹叶枯病、黑条

矮缩病等，给水稻生产带来更大的损失。稻飞虱具有迁

飞性强、繁殖速度快等特点，一旦爆发，极难控制。

2.2.3  稻纵卷叶螟
稻纵卷叶螟俗称卷叶虫，也是水稻生产中的常见害

虫。稻纵卷叶螟以幼虫吐丝将水稻叶片纵卷成筒状，并

在其中取食叶肉，仅留下表皮，形成白色条斑。受害严

重的水稻田，一片枯白，严重影响水稻的光合作用和产

量。稻纵卷叶螟具有远距离迁飞习性，其发生程度受气

候、食料等因素的影响较大。

3 现代农业水稻病虫害防治对策

3.1  农业防治
在现代农业水稻病虫害防治体系中，农业防治占据

着基础性的关键地位，其通过一系列科学合理的农事操

作，从源头上降低病虫害的发生几率，保障水稻健康

生长。（1）选用抗病虫品种是经济高效的防治策略。
不同地区的水稻病虫害种类和发生程度各异，因此在选

种时，需紧密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在稻瘟病频发区域，

应挑选对稻瘟病具有高抗性的水稻品种；而在二化螟肆

虐的地方，则要优先考虑抗螟虫能力强的品种。避免单

一品种大规模种植，可将不同抗病虫特性的品种合理搭

配，形成多样化种植格局，如此一来，即使某一品种遭

受病虫害侵袭，也能有效阻止其大规模传播，降低整体

损失 [2]。（2）合理密植对水稻生长环境的优化至关重
要。当水稻种植过密时，田间通风不畅，光照不足，湿

度增大，这些都为病虫害滋生提供了温床。根据水稻品

种和土壤肥力合理确定种植密度，常规稻每亩保持1.8-2.2
万穴，杂交稻每亩种植1.5-1.8万穴，能够使水稻植株间
拥有良好的通风透光条件，降低田间湿度，让病虫害难

以滋生和蔓延，从而有效减少病虫害的发生。（3）科学
施肥是增强水稻抗病虫害能力的重要手段。遵循“基肥

为主，追肥为辅，有机肥与化肥相结合”的原则，能为

水稻生长提供均衡养分。基肥以有机肥为主，像腐熟的

农家肥、绿肥等，不仅能改善土壤结构，还能缓慢释放

养分，为水稻生长奠定良好基础。同时搭配适量的氮、

磷、钾肥，满足水稻不同生长阶段的需求。追肥要精准

把握水稻生长节奏和需肥规律，避免过度偏施氮肥，以

防水稻徒长，茎秆柔弱，降低自身抗病虫害能力。

3.2  物理防治
物理防治作为现代农业水稻病虫害综合防治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凭借其绿色环保、操作简便的特点，在

病虫害防治工作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它主要通过

利用物理手段来诱捕、杀灭害虫或减少病虫害的发生，

有效降低化学农药的使用量，保护生态环境。（1）灯光
诱捕是物理防治中的常用方法。多数害虫具有趋光性，

尤其是在夜间活动频繁。在稻田中合理设置黑光灯、频

振式杀虫灯等，能精准诱捕害虫。一般每30-50亩稻田
配置一盏杀虫灯较为适宜，灯的高度需控制在距离地面

1.5-2米，这样的高度既能保证灯光的有效覆盖范围，
又便于害虫被吸引后落入收集装置。二化螟、稻纵卷叶

螟、稻飞虱等常见害虫，都会被灯光吸引，从而被诱

捕，极大地减少了田间害虫数量，降低了它们对水稻的

危害程度。（2）糖醋液诱杀同样是基于害虫的趋性来实
施的防治手段。糖醋液的配方通常为糖：醋：酒：水 = 
3：4：1：2，在此基础上加入适量敌百虫等杀虫剂，将
其装入开口较大的塑料盆、罐等容器中。每亩稻田放置

3-5个，悬挂在离地面1米左右高度。这样的高度和布置密
度，能让糖醋液的气味充分散发，吸引害虫。二化螟、

稻纵卷叶螟等害虫的成虫，对糖醋液散发的气味十分敏

感，会被吸引前来取食，进而被杀虫剂毒杀，有效控制

了害虫的繁殖数量 [3]。（3）人工摘除则是针对发生量
较小且易于发现的病虫害所采取的直接防治措施。稻纵

卷叶螟将叶片卷成筒状，二化螟造成的枯心苗，这些病

虫害症状较为明显，易于识别。人工摘除这些带有病虫

害的部位，能够及时阻止病虫害的进一步扩散，避免其

对周边健康水稻植株造成危害。虽然人工摘除相对耗费

人力，但在病虫害发生初期，能以最小的成本和环境影

响，有效控制病虫害的发展，保障水稻的健康生长。

3.3  生物防治
生物防治作为一种绿色、可持续的病虫害防治方式，

在现代农业水稻种植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它借助自然界的

生态平衡机制，有效控制病虫害的发生，减少化学农药的

使用，维护生态环境的稳定。（1）利用天敌昆虫是生物
防治的重要一环。在水稻生态系统中，存在着众多害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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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敌，如赤眼蜂、黑卵蜂、草蛉、捕食螨等。这些天敌昆

虫通过捕食或寄生的方式，对水稻害虫进行精准打击。以

赤眼蜂为例，它体型微小却能力非凡，能敏锐地找到二化

螟、稻纵卷叶螟等害虫的卵，并将自己的卵产在其中。随

着赤眼蜂卵的发育，害虫卵被消耗，无法孵化出幼虫，从

而从源头上遏制了害虫的滋生。草蛉则凭借其敏捷的捕食

能力，频繁穿梭于稻株之间，捕食稻飞虱、蚜虫等小型害

虫。在实际生产中，为了充分发挥天敌昆虫的作用，农民

可以通过人工饲养并在合适的时机释放它们，增加田间天

敌昆虫的数量，营造一个不利于害虫生存的生态环境，显

著提高生物防治效果。（2）使用生物农药也是生物防治
的重要手段。生物农药是以生物活体或其代谢产物为原料

制成，具有低毒、低残留、对环境友好的显著优势。常

见的生物农药有苏云金芽孢杆菌、枯草芽孢杆菌、井冈霉

素、春雷霉素等。苏云金芽孢杆菌在防治二化螟、稻纵卷

叶螟等害虫时效果显著，它能在害虫体内产生毒素，干扰

害虫的正常生理功能，导致害虫死亡。井冈霉素则是防治

水稻纹枯病的有力武器，它可以抑制病菌的生长和繁殖，

有效控制病害的蔓延。在使用生物农药时，严格按照使用

说明操作至关重要。精准掌握用药剂量，避免剂量不足无

法达到防治效果或剂量过大造成资源浪费和潜在的环境影

响。把握好用药时间，在病虫害发生初期及时施药，以充

分发挥生物农药的效能，保障水稻的健康生长。

3.4  化学防治
化学防治在水稻病虫害防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合

理运用能有效控制病虫害，保障水稻产量与质量。但为

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需严格遵循科学原则。第一，

选择农药时，要综合病虫害种类、发生程度以及农药特

性等要素。明确病虫害类型是关键，比如防治稻瘟病得

选针对真菌的特效杀菌剂，对付稻飞虱则要匹配相应杀

虫剂。优先选用高效、低毒、低残留且对天敌安全的农

药，坚决不碰国家禁止的高毒、高残留农药，降低对农

产品和环境的污染风险。为防止病虫害产生抗药性，务

必轮换使用农药，不能长期依赖单一品种。第二，精准

施药能提高防治效果，还能减少农药用量。依据病虫害

发生部位、范围和严重程度，准确确定施药剂量与方

法。小范围发生的病虫害，采用局部点喷，避免大面积

用药；病虫害大面积爆发时，合理规划施药范围。选择

适配的施药器械也很重要，小面积稻田用背负式喷雾

器，中等规模稻田可用担架式喷雾器，大面积种植区域

则适合无人机施药，保证农药均匀覆盖水稻植株[4]。施

药时间一般选在病虫害发生初期，晴天无风的上午9点到
11点，或下午4点到6点，此时药剂效果最佳，还能减少
药剂漂移与浪费。第三，安全用药关乎农产品质量和生

态环境安全。严格按农药使用说明操作，牢记安全间隔

期，保证收获时农产品农药残留达标。施药人员做好个

人防护，穿戴防护服、手套和口罩，防止皮肤接触和吸

入农药。施药后及时清洗身体、更换衣物，防止中毒。

施药器械也要及时清洗维护，防止残留农药影响后续施

药效果与环境。

结语

综上，现代农业水稻病虫害的有效控制需依赖综合

防治策略。结合农业、物理、生物和化学等多种手段，

我们能够实现对病虫害的精准打击。展望未来，随着科

技的日新月异和生态农业的蓬勃发展，我们应持续探索

更为环保、高效的防治新技术，以期在保障水稻产量的

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为水稻产业的持

续健康发展注入不竭动力，为粮食安全提供坚实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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