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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种植技术的主要环节与病虫害防治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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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水稻种植技术的主要环节包括选种育苗、整地施肥、插秧、田间管理、收割。在种植过程中，需要注意

土壤肥力和灌溉条件，以及合理使用农药和化肥。同时，对于病虫害的防治，需要提前预防并采取综合治理措施，包

括农业防治、生物防治、化学防治、物理防治和生物农药防治等。通过科学管理和精细操作，可以提高稻米的产量和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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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水稻种植技术是农业生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种

植技术与病虫害防治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至关重要，它

涉及到从播种到收获的各个环节。随着科技的发展，水

稻种植技术也在不断进步，为提高产量和质量提供了有

力保障。然而，病虫害是影响水稻产量和质量的重要因

素之一。因此，在水稻种植过程中，病虫害防治工作显

得尤为重要。

1 水稻种植技术的主要环节

1.1  选种育苗
水稻种植技术的主要环节包括选种育苗、整地施

肥、插秧和田间管理。在选种育苗阶段，选择适宜的品

种是关键。要选择抗病性强、抗逆性好、适应性广、品

质优良的品种，并使用营养丰富的土壤进行育苗。在整

地施肥阶段，要翻耕土地，施足基肥，以改善土壤结

构，提高土壤肥力[1]。根据水稻的生长需求和土壤养分

状况进行合理施肥。在插秧阶段，要选择适宜的插秧时

机，保持行距和株距的合适，并注意秧苗的深度适宜，

以利于根系生长。在田间管理阶段，要加强肥水管理、

除草、病虫害防治等工作。要定期巡查田块，观察水稻

的生长状况，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措施解决。同时，要

合理使用农药，遵守农药使用规定，避免产生抗药性和

环境污染。通过以上环节的综合管理，可以提高水稻的

品质和产量。

1.2  整地施肥
水稻种植技术的主要环节之一是整地施肥。在种植

前，应对土地进行整地，包括翻耕、耙平等工作，以改

善土壤结构，提高土壤肥力。要施足基肥，以有机肥为

主，化肥为辅，根据土壤养分状况和水稻品种特性合理

配施氮、磷、钾等大量元素及中微量元素肥料。整地施

肥是水稻种植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之一，对于提高水稻的

产量和品质具有重要的作用。通过翻耕土地，可以增加

土壤的通气性和透水性，有利于水稻根系的生长和养分

吸收。同时，施足基肥可以提供水稻生长所需的养分，

促进水稻的生长发育。在整地施肥时，应根据土壤养分

状况和水稻品种特性进行合理配施。对于缺乏养分的土

壤，应适当增加施肥量，并注意氮、磷、钾等元素的平

衡配比。应根据水稻的不同生长阶段和气候条件进行合

理的追肥和调整施肥量。在实际操作中，应根据具体情

况进行合理的施肥和调整，以保证水稻的健康生长和优

质生产。

1.3  插秧
插秧是水稻种植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插秧是

将培育好的秧苗按照一定的株距和行距插入稻田中，使

其在田间生长并发育成稻株的过程。插秧的密度和方式

会根据不同的水稻品种和生长环境而有所不同。一般来

说，插秧的密度越高，每亩稻谷的产量也越高，但过高

的密度也会影响稻谷的质量和口感。在插秧前，需要对

稻田进行整地，包括犁地、耙地、平地等，使稻田土壤

松软、平整，有利于秧苗的生长。同时，在插秧前还需

要对秧苗进行管理，包括保温保湿、通风透气、防治病

虫害等，以保证秧苗的健康生长。合理的插秧密度和方

式能够提高稻谷的产量和质量，同时也有利于保护稻田

生态环境。因此，在插秧过程中需要注意细节和技术要

领，确保秧苗的健康生长和高产优质的水稻生产。

1.4  田间管理
田间管理是水稻种植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环，对于

提高稻谷产量和质量具有重要的作用。田间管理包括多

个方面，如水分管理、养分管理、除草管理、病虫害管

理等。水分管理主要是根据水稻生长的不同阶段和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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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合理控制稻田的水位，保持土壤湿润，有利于水

稻的生长和发育。养分管理是根据水稻生长的需要，合

理施用肥料，提供足够的营养元素，促进水稻的生长和

发育。除草管理主要是及时清除稻田中的杂草，防止杂

草与水稻争夺养分和水分，保证水稻的健康生长。病虫

害管理是及时发现和治疗水稻病虫害，防止病虫害对水

稻生长造成影响。在田间管理过程中，需要注意细节和

技术要领，如合理控制水位、合理施肥、科学除草、及

时防治病虫害等。同时，还需要注意天气变化和气候条

件对水稻生长的影响，及时采取措施进行应对。通过科

学的田间管理，可以提高稻谷的产量和质量，同时也有

利于保护稻田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水稻生产。

1.5  收割
水稻种植技术的主要环节包括整地、播种、管理、

收割等。其中，收割是水稻种植过程中最后一个环节，

也是决定产量和质量的关键环节之一。一般来说，水稻

的成熟期是在播种后约100-120天左右，此时稻谷籽粒
饱满，含水量适中，适合收割。如果过早收割，稻谷籽

粒未充分发育，产量和品质都会受到影响；如果过晚收

割，稻谷籽粒容易脱落，造成损失。传统的手工收割

方式费时费力，效率低下，而且容易造成浪费。现代化

的机械化收割方式可以大大提高收割效率，减少人力成

本，同时也能够保证收割的质量。目前常用的机械化收

割方式有割台式收割机、联合收割机等。收割后的稻谷

需要进行脱粒、晾晒、筛选等一系列处理工序，以保证

稻谷的品质和储存效果。在脱粒过程中，需要控制好脱

粒速度和力度，避免对稻谷造成损伤；在晾晒过程中，

需要选择适当的场地和天气条件，避免稻谷受潮发霉；

在筛选过程中，需要将杂质和瘪粒去除干净，以保证稻

谷的品质。稻谷需要在干燥通风的环境中储存，避免受

潮发霉。同时，还需要定期检查储存情况，及时清理杂

质和霉变稻谷，以保证储存效果和品质。水稻种植技术

的收割环节是一个复杂而重要的过程。只有选择合适的

收割时间、采用科学的收割方法和处理方式、以及妥善

的储存措施，才能够保证水稻的产量和品质，为农民带

来更好的经济效益。

2 水稻病虫害防治要点

2.1  农业防治
水稻病虫害防治是农业生产中的重要环节，对于保

障粮食安全和提高农民收入具有重要意义。农业防治作

为病虫害防治的一种重要手段，具有环保、经济、可

持续等优点。选用抗病虫品种是农业防治的基础，可以

有效降低病虫害的发生程度。我国水稻品种资源丰富，

各地应根据本地病虫害发生情况，选择适合的抗病虫品

种进行种植。合理布局是指在种植过程中，根据病虫害

的发生规律和传播途径，合理安排水稻的种植时间和地

点，以减少病虫害的发生。例如，将不同品种、不同生

育期的水稻错开种植，可以减少病虫害的传播和蔓延。

科学施肥可以提高水稻的抗病虫害能力，减少病虫害的

发生[2]。在施肥过程中，应根据土壤肥力状况和水稻生长

需求，合理施用有机肥、化肥和微量元素肥，避免过量

施肥导致病虫害的发生。水肥管理是保证水稻正常生长

的重要措施，也是防治病虫害的关键。在水肥管理过程

中，要根据水稻的生长需求，合理安排灌溉和排水，保

持水田的适宜水位。通过综合运用这些防治措施，可以

有效降低水稻病虫害的发生程度，保障粮食安全和提高

农民收入。

2.2  生物防治
水稻病虫害防治是水稻生产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其

中生物防治是近年来备受推崇的一种新型防治方法。自

然界中存在许多对水稻病虫害有很好控制作用的天敌，

如瓢虫、蜈蚣、蜘蛛等。通过保护和利用这些天敌，可

以有效降低病虫害的发生程度。例如，在稻田中放养捕

食性昆虫，可以减少害虫的数量，从而减轻病虫害的危

害。微生物在生态系统中具有重要作用，其中一些微生

物可以对水稻病虫害产生抑制作用。例如，利用拮抗细

菌、真菌等微生物制剂进行防治，可以减少病虫害的发

生。此外，还可以利用微生物发酵产生的生物农药，如

Bt菌剂等，对病虫害进行防治。植物提取物具有天然、
无毒、无残留等优点，是生物防治的重要资源。例如，

利用辣椒素、大蒜素等植物提取物进行防治，可以有效

杀死或驱赶害虫。生物多样性是生物防治的基础，保护

生物多样性有利于维持生态平衡，减少病虫害的发生。

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应尽量减少对生物多样性的破坏，

保护农田周边的生态环境，为生物防治提供良好的条

件。生物防治技术的发展离不开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的

支持。通过加强生物防治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可以提高

生物防治的效果，降低病虫害的发生程度。同时，还可

以通过技术创新，开发新型生物防治产品，满足农业生

产的需求。

2.3  物理防治
水稻病虫害防治是水稻生产中的重要环节，物理防

治是一种有效的防治方法。灯光诱杀是一种利用害虫的

趋光性来诱杀害虫的方法。在稻田周边设置一些灯光装

置，如黑光灯、频振式杀虫灯等，可以诱杀水稻螟虫、

稻飞虱等害虫。在稻田中，可以人工捕捉稻飞虱、稻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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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虫等害虫。虽然人工捕捉的效率相对较低，但对于一

些个体较大的害虫，如螟虫，人工捕捉仍然是一种有效

的防治方法。物理阻隔是一种通过设置障碍物来阻止害

虫侵害水稻的方法。例如，在稻田周围设置防虫网或遮

阳网等，可以阻止稻飞虱、稻螟等害虫进入稻田。同

时，还可以防止稻瘟病等病害的传播。温度处理是一种

通过调节水温来控制害虫的方法。在稻田中，可以使用

热水来杀死病原菌和害虫。例如，用55℃的热水浸泡种
子可以杀死种子内部的病菌和害虫。同时，还可以使用

低温来抑制病原菌的生长和繁殖。在冬季将稻草和稻壳

浸泡在冷水中，可以有效地控制病原菌和害虫的数量。

物理防治是一种环保、安全、无残留的防治方法，可以

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量，降低环境污染，同时也可以提

高水稻的品质和产量。在生产中，可以通过灯光诱杀、

人工捕捉、物理阻隔和温度处理等方面入手，加强水稻

病虫害的物理防治工作。

2.4  化学防治
水稻病虫害是影响水稻产量和质量的主要因素之

一，因此，科学合理的防治措施对于保障水稻生产具有

重要意义。化学防治作为病虫害防治的重要手段，具有

快速、有效、持久的特点，但在使用过程中也需要注意

安全和环保。化学防治应遵循“预防为主，综合防治”

的原则。在病虫害发生初期，应及时采取化学防治措

施，防止病虫害的扩散和蔓延。应结合物理防治、生物

防治等多种防治手段，形成综合防治体系，提高防治效

果。不同的病虫害对药剂的敏感性不同，根据病虫害的

种类和发生程度，选择具有高效、低毒、低残留的药

剂。应注意药剂的使用剂量和使用方法，避免药剂过量

使用或不当使用，导致农药残留超标或环境污染。在使

用化学药剂进行防治后，应及时对防治效果进行监测和

评价，以便及时调整防治策略。应对药剂的安全性和环

保性进行评价，确保化学防治的安全和环保。农民是化

学防治的主要执行者，他们的知识和技能直接影响到化

学防治的效果。定期对农民进行病虫害防治知识的培训

和指导，提高他们的防治技能和意识。在化学防治过程

中，应尽量减少对环境的影响，避免农药污染土壤和水

源。同时，应推广绿色防控技术，如生物防治、物理防

治等，减少对化学药剂的依赖，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

展。化学防治是水稻病虫害防治的重要手段，但在使用

过程中，应遵循科学、安全、环保的原则，以保障水稻

生产的稳定和可持续。

2.5  生物农药防治
生物农药作为一种环保、高效的防治手段，在水稻

病虫害防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常见的水稻病

虫害有稻瘟病、稻纵卷叶螟、稻飞虱等。这些病虫害的

发生与气候条件、品种抗性、栽培管理等多种因素密切

相关。因此，在防治过程中，要结合实际情况，制定针

对性的防治策略。生物农药主要包括微生物农药、植物

源农药和动物源农药等。在选择生物农药时，要根据病

虫害的种类和发生程度，选择具有高效、安全、环保特

点的生物农药。在使用过程中，要按照说明书的要求，

正确使用生物农药，避免滥用和误用[3]。定期对田间病虫

害的发生情况和生物农药的防治效果进行监测，可以及

时了解防治效果，为下一步的防治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同时，还要关注生物农药的安全性问题，确保生物农药

的使用不会对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不良影响。通过各种

途径，普及生物农药的知识，提高农民对生物农药的认

识和使用技能。同时，要加强对农业技术人员的培训，

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为水稻病虫害的防治提供技术支

持。要充分认识生物农药的优势，科学合理地选择和使

用生物农药，加强监测和评估工作，提高防治效果。同

时，要加强宣传和培训工作，提高农民和农业技术人员

的防治意识和技能，为保障水稻生产做出贡献。

结语

水稻种植技术是农业生产中的重要环节，每个环节

都对产量和质量产生重大影响。通过科学合理的种植技

术，可以提高水稻的产量和品质，为粮食安全作出贡

献。同时，病虫害防治也是水稻种植中的关键工作，需

要采取综合防治措施，确保水稻的健康生长。通过不断

研究和探索，我们可以进一步提高水稻种植技术和病虫

害防治水平，为全球粮食安全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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