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鄱阳县是我国重要的水稻种植之乡，一直以来，鄱阳县致力
于将“鄱阳湖”大米品牌做大做强，通过科学的水稻种植管理技
术，不断提升水稻产业化水平，提高了水稻行业的水准，实现粮
食的高产。由此可见，水稻种植的田间管理技术对于一个地区水
稻的产量与质量提升有着重要的发展作用，该地区要想促进农业
经济的发展，就必须全面推广科学化的水稻种植管理技术，做好
病虫害的防治工作，加强对田间技术的不断研究与完善。

一、水稻种植的田间管理
（一）水稻种植的前期准备
水稻种植的前期准备是保证水稻质量与产量的基础，对于提

高水稻经济效益来说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1．种子的选择。由于各地区的气候条件以及地理位置条件

等因素的不同，不同地区在进行水稻种植时对水稻品种的选择不
同，不同种子的选择要严格根据种子对当地的气候、温度、土壤
条件的适应程度进行选择，提高种子的发芽率。在选定好品种
后，需要针对该品种的种子进行质量验收，在验收的过程中要及
时地将腐烂、干瘪的种子及时地挑出，防止因种子的自身原因影
响整体的出芽率。

2．种子的处理。在选择好饱满度高、体态健康的水稻种子
后，要将水稻种子放置在晴朗的天气下进行晾晒，去除种子中的
水分，这样不仅能够有效提升水稻种子的吸水能力，同时能起到
杀菌消毒的作用，利于促进种子的生长。

3．土壤的选择。在水稻种植前期的管理工作中，要有效实
现对土壤的合理选择，土壤的选择决定着水稻生长的环境，是水
稻良好生长的基础。因此，要对当地的土壤进行松紧度、湿度、
肥力等方面的检测，使得当地的土壤条件能够满足水稻生长的基
本需求。

（二）水稻苗期管理及播种
1．水稻的育苗。为了能够保证水稻的幼苗能够得到充足的

光照，需要选择正确的方向进行水稻苗床的培育，一般来说，以
东西方向进行水稻苗床培育。水稻苗床要预留适当的位置以保证
水稻幼苗在生长的过程中根部能够获得充足的生长空间。同时，
要在水稻未出苗期间内做好水稻出苗前的保温工作，同时做好通
风、遮光、降温等准备，保证苗床的温度，提高幼苗的成活率。

2．水稻的出苗与齐苗。水稻在出苗与齐苗的过程中，要严
格地控制苗床的温度。要在苗床的表面覆盖上一层薄膜，这样能
够有效地提高苗床的整体温度，有利于苗床的保温同时能够保留
苗床中的水分。在温度的控制方面，一般来说，在水稻的幼苗形
成一心一叶之后，苗床的温度要控制在 25℃左右；当水稻的幼苗
出现两叶时，苗床的温度要控制在 20℃左右。在苗床之间，要搭
建排水沟，以控制苗床水量的稳定。

（三）水稻分蘖期管理
在水稻分蘖期间，要用浅水对水稻田进行灌溉，防止因水

分过多，导致该时期的秧苗因缺氧抑制分蘖。田间水量的高度要
控制在 3.3cm左右，这个高度能够有效地提高地表的温度，同时
能够促进土壤中微生物的生长，急速对养分的分解作用。此外，
要做好田间的杂草处理，通过做好防草的工作，将杂草定期地铲
除，防止杂草生长影响水稻的正常生长，减少养分的散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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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水稻结实期管理
水稻结实期控制要求要做好水稻田的灌排水工作，实现稻田

的保湿以及水稻生长的水分要求。在每一次灌溉完成后，要隔一
段时间观察水稻的养根情况，保证稻田的灌排水能够有效促进水
稻根部的生长。同时要注意水稻间的授粉，要改善周围的空气湿
度，提高授粉的效果。

（五）田间的肥料管理
在整个水稻的种植与栽培过程中，加强对田间肥料管理工作

是保证水稻质量与产量的关键。因此，在进行肥料的管理时，要
注重对肥料的选择以及肥料之间的配比。插秧前可以使用有机肥
料以提高稻田的养分，耕田期间可以将有机肥与磷肥合理进行配
比使用。

二、水稻病虫害的防治措施
（一）水稻病害防治
1．纹枯病。纹枯病的防治要求对选择的种子要进行严格地

暴晒，这样能够有效减少纹枯病的发生，同时在水稻的种植过程
中可以适当地追加钾磷肥，并做好稻田的排水工作，必要时可以
在水稻的中西下喷洒纹枯病的专治药剂。

2．白叶枯病。白叶枯病的发生往往是因为在选种的过程
中，对种子的检疫疏忽造成的，一旦在水稻种植期间发现该病
例，要及时地将患病的水稻拔除并烧掉病株，控制白叶枯病的传
播，同时水稻叶子出现发白的现象可以喷洒农药多菌灵或者叶枯
宁进行防治。

3．稻瘟病。在温度较低、空气寒冷干燥的条件下容易发生
稻瘟病，并且该病在北方地区的发生率较高。稻瘟病的传染性极
强，一旦发病就容易导致水稻的大面积传染死亡，因此，这要求
种植者在田间管理过程中能够密切关注水稻叶穗的生长情况，在
气温下降时要严格地进行管控。

（二）水稻虫害防治
1．稻螟虫。稻螟虫的防治主要控制点为螟虫盛孵期和成虫

期的防治，在盛孵期可喷洒巴丹将虫卵杀死，在稻螟虫的成虫期
可以使用敌百虫等农药对稻螟虫进行防治。

2．二化螟。二化螟的防治主要分为农业防治与药剂防治两
种。农业防治要求将稻田中的杂草、秸秆进行焚烧将灰料制作为
肥料在秋季拌入土壤中。药剂防治主要在二化螟的幼虫期选用低
毒、低害的农药进行喷洒，以实现病虫的有效防治，同时减少农
药毒害的残留。

三、结束语
综上，科学有效地水稻田间管理技术以及病虫害防治技术，

能够显著提升粮食的产量与质量，水稻种植者应当接受科学的种
植管理技术，借鉴先进模范经验，更新种植的理念，以提升水稻
田的经济效益，促进本地区水稻种植事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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