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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水稻生产大国，在我国，水稻是最主要的粮食作
物。据相关数据表明，我国的水稻面积约占全球的 19.7%，总产
约占 28%。但鉴于我国的人口基数等国情考虑，如何更好地提高
水稻单产，更充分地发挥水稻高产品种或超级稻的增产潜力和优
势，仍是我国农业长时期所面临的主要课题。

一、高产水稻品质的选择
我国的主要稻作区一共有 6 个，其中，南方 3 个稻作区的水

稻播种面积约占全国总播种面积的 94%。以广东为例，由于其较
早应用了高产栽培技术，本地技术人员的综合素质较高，重视程
度也较高，基本可以做到根据本地农业发展特点选择相适应的水
稻高产栽培品种。经过多年实践积累，对高产水稻品种的选择总
结了一些经验：选择具有分蘖能力较强的水稻品种。水稻单株分
蘖力越强的品种，其分蘖数量就越多，越符合水稻推广要求。稻
种具有成穗率高、穗粒结构协调、穗型大等优点。因为水稻属于
禾本科植物，其根系较为发达，所以在水稻栽培期间，选择具有
高分蘖能力的品种则有利于高水稻种植效益，增加水稻亩产量；
选择培育根系较为发达、适应性强的高产栽培品种。水稻根系发
达，则意味着其植株吸收养分能力强，存活能力强，有利于高
产；选择光合率较高的水稻品种，广东地区气候炎热，全年光照
时间长，因此更需要选择抗高温力较强、成穗率高、穗型大的品
种；选择抗病能力较高的品种。在水稻的抗病能力直接影响到其
成活率，选择高抗病强度可以减少种植风险，有效保障其经济利
益。

二、高产水稻植株的培育措施
重视超高产植株的培育在超高产栽培技术实际应用过程中至

关重要，可以保障水稻种植质量与产量，在水稻高产过程中十分
重要。

（一）水稻播种前的准备
在播种前，要根据当地气候、自身土地等特点，在选用优质

稻种的基础上合理安排播期（在此期间要兼顾最佳的灌浆期及安
全齐穗期）。播种前建议将水稻种子晾晒 2 ～ 3 天，其目的为的是
增加种子吸水性和活力。建议采用日浸夜露的方法，为促使种子
吸足水分，对种子进行消毒后再进行秧田播种。

（二）水稻成长期的管理
1．实施有效地壮秧培育工作。在高产水稻的实际栽培中，

一些地区出现了水稻品种和播种时间均选择无误，但并没有培育
出壮秧，其亩产也不尽如人意。可见，壮秧对于水稻是否高产有
着决定性影响。技术人员与管理人员在栽培过程中必须要建立其
一套完善的壮秧培育机制，将相关标准进行量化、精准化，保证
高产栽培技术的应用效果。在壮秧期间，有关负责人员要对其进
行处理，可以选用配置营养土、早育苗等方式，目的是提高育秧
效率，增强秧苗的生长效果。

2．保证合理地水稻种植密度。在水稻超高产栽培过程中，
必须要控制其种植密度，提高单体秧苗分蘖程度，这样才能提升
水稻超高产栽培技术的应用成效，进而优化其发展体系，提高其
种植效果与经济效益。例如，可以利用宽窄行摆技术对种植规格
进行适当的控制，可以控制在（20+40）cm×13cm，提高水稻植
株通风效果，并保障良好的光照。

3．加强对肥水管理措施。肥水管理在水稻超高产实际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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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在施肥方面，做到无机肥和有机肥结
合施并制定量化标准。合理地施肥管理工作会促进水稻尽早发
育，提高水稻种植产量，达到预期种植效果。例如，可以使用有
机肥和磷钾肥相结合的方法，在合理范围内尽早施肥，中后期适
当进行补充。

同时，水资源的科学供应对于高产水稻也是十分重要的，
水稻的合理用水能起到以水调肥的作用。充足的水分可以满足水
稻生长，水稻根系生长环境得到了改善从而增强了稻株生理代谢
机。在此期间往往采取定量灌溉的方式，前期的主要的目是有助
于有效分蘖，中后期则是为了达到全面增强群体质量。根据王思
平的《论水稻超高产栽培的途径与技术》一文中的相关数据表
明，定量灌溉的方式能比以往的灌溉方式节约 28.6%的水量。同
时，在水稻的成长期还要进行泡田洗盐工作，在提供必要水资源
的同时，对于保持土壤的松软和整平田面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提
升水稻产量，达到预期效果。

4．加强病虫害防治措施。由于治疗水稻病虫害难度较大，
因此，必须将预防作为主要管理措施，以防为主，药剂为辅，制
定完善的病虫害防治方案及应急措施。在水稻高产栽培之前，合
理选择水稻品种，确定水稻种植密度与肥水管理具体措施，尽可
能减低水稻的患病风险。在插秧之后的病虫害防治主要是对潜叶
蝇的预防，管理人员要利用农药与化学农药对各类病虫害进行防
治，提倡使用广谱、高效、低毒、低残留，药效期长的新型农药。

此外，根据“以防为主，药剂为辅”的防治原则，在加强水
稻病虫害治理的同时，更要重视找出导致病虫害的具体原因，再
选择相应的具体防治举措。例如，为了有效过滤有害螺类，在稻
田灌溉入水口安置过滤网的基础上派专人进行定期清理，避免福
寿螺等有害螺类在田间繁殖。为了避免飞虱等有害昆虫的干扰，
在田间距离土地高 1.4m左右的位置安装杀虫灯。从预防的角度出
发，“治”和“防”有效结合，降低病虫害对水稻高产的干扰。

三、结束语
水稻超高产栽培技术是品种选择、壮秧培育、合理种植、平

衡施肥等综合配套技术的应用，其实施过程相对复杂，对种植人
员有的素质有较高要求。因此，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必须从完善
制度入手，根据实地特点将种植规范化、标准化、量化，探索出
操作便捷、成本较低的超高产栽培技术，提高水稻高产能力．保
障种植户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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