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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植
ZHONGZHI

水稻栽培技术中，包括育苗技术、选种技术、插秧技术以及
后续的田间管理技术，所有的技术在管理过程，都必须要能够按
照专业化的工作流程，以提高效益为准绳，探讨采用何种方法才
可以真正提高实际取得的收益，之后将这类技术在整个水稻的种
植区域内进行推广性作用，从而让农户通过对新型技术的使用，
达到提高作用。

一、水稻栽培技术
（一）选种和育秧技术
在选种的过程中需要学习选种的相关知识，要选择高产且较

高抗病力的品种，另外也需要根据当地在水稻种植过程中的气候
情况进行选择，比如某地区容易遭受台风和大风的侵扰，那么就
应选择矮秆的品种，此时可以充分提高水稻的经济损失总量，而
且在该项技术的宣传工作中，需要对水稻进行盘苗处理。此外需
要确保苗床的设置区域符合要求，通常需要放置在背风向阳的位
置，如果处于北方地区，苗床的环境在专业的配置过程中，可使
用小型塑料棚的方式进行育种操作，而其中腐熟的农家肥和填土
的比例为 1 ∶ 2，使用专用的壮秧剂，让秧苗可以处于茁壮成长
状态。同时栽培的土地整体上保持平整，在出苗之后一直到可以
进行插秧之前的一周左右，需要对整个棚内进行通风处理。

（二）插秧技术
在专业的插秧过程中，首先是针对插秧的时间控制，该

过程要能够避免在高温和高风速的自然环境下落实强制性的插
秧作业，如果由于时间不允许而必须要能够在这类区域内进行
作业时，必须要能够保障水稻田的水资源含量丰富。其次要能
够合理设置秧苗之间的间距，如采用人工插秧的方法，间距为
15～20cm左右为宜，如果是机械插秧，可以直接使用专业设备，
设置好插秧间距即可。最后是每株的秧苗分苗处理，如果直接采
用育苗板进行处理，那么无须进行人工的分苗处理，可以直接采
用机械插秧。如果是采用人工插秧技术，并且未采用插秧版，每
个穴坑的秧苗数量为 3 ～ 4 株为宜。

（三）水浆管理技术
田间的水浆管理过程中，要求所有插秧之后的水层高度要处

于 5cm以上，此外在水稻插秧之后必须要控制稻田的干湿均衡，
新时期要采用新型的灌溉技术，如喷灌、滴灌技术，向水稻供
水。此外对于肥料的投入量，需要在不同的水稻栽培与成长期间
内科学控制，并且加入方法也要符合新型灌溉技术的使用规范。

二、水稻栽培中提高水稻种植效益的对策
（一）病虫害防治技术
病虫害的防治中，主要是依靠生态防治技术，完成整个空间

内的病虫害防治工作，因为在水稻田的管理过程中，要求水田内
的水层厚度较高，并且要保持在 5cm以上，也就意味着该区域成
为一个大型的湿地生态系统，那么在整个系统中存在一些水陆两
栖的动物，如果对该区域的区域的管理中，要进行有效的管理。
该区域可以自发形成一个小型的生态系统，可以最大限度借助这
类生态系统，实现对于整个系统的管理作业。此外不可忽视水稻
品种自身的病虫害抵抗能力，比如某地区通过对常见病虫害类型
的分析，确定稻瘟病的损失指数过去两年间分别为 2.5 与 3.0，损
失率达到 3 级，白叶枯病的损失等级达到 7 级，稻飞虱的损失等
级达到 9 级，从现有的品种中，确定晶两优 534 本身具备对这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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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对水稻栽培技术涵盖内容的分析，如何提高水稻种植收益，让农户通过水稻栽培可以获得更高的收入，让我国的第一产业在今后可以焕发

更高的活力。

关键词：水稻；栽培技术；种植效益

病虫害的抵抗能力，因此最终选择了该品种。当然有条件的地区
还可以在田间设置照明灯具，以扑杀趋光性害虫。

（二）科学技术应用方法
科学技术的使用过程中，一方面要能够实现针对当前整个

水稻田间管理过程中的相关资源和相关技术的使用与分析，另一
方面要全面使用当前已经开发出的各类农业机械设施，实现对于
整个区域的有效管理。对于前项工作，主要是分析水稻田间管理
过程中各类农作物的培养情况，以及相关的药物和肥料的使用情
况，如果发现在当前的工作过程中对资源的使用不合理，需要在
今后的工作中进行调整。对于后项工作，主要是分析所有技术在
使用过程中，操作模式、操作方案以及相关设施的使用方法，之
后对这类处理设施进行科学有效地规划。

（三）水稻施肥管理技术
在水稻施肥技术的管理过程中，一方面要能够在其中最大程

度使用有机物，而针对使用的肥料，如果是农家肥料，就必须要
能够经过充分性的腐熟处理，以防止由于腐熟的程度不足，最终
导致这类肥料在投放过程中，本身就成为病虫害的疾病原。水稻
施肥包括底肥、分蘖肥、穗肥与叶面追肥，其中底肥要控制氮、
磷、钾元素的比例为 2 ∶ 1 ∶ 1.2，当然也要按照当地的土壤肥力
确定，施肥过程中需要控制肥料投放量，通常一亩地中需要键入
8kg的复合肥或者 6kg的尿素，并确保肥料播撒均匀。至于肥料的
投放时间，基肥需要在水稻移栽前施肥；分蘖肥需要在插秧之后
的半个月播撒；穗肥包括保花肥料与促花肥料，前者在花粉细胞
分裂期间施加，后者在穗轴处于分化期到颖花分化期施加；叶面
追肥过程需要在秧苗处于 1.5、2.5 和插秧前追肥。

（四）管理方法全面分析
在管理工作中，需要根据所有的要素详细研究当前的工作方

案与工作方法，才可研究现有的管理方案。其中针对具体的管理
工作，需要使用专业技术，比如大规模的水稻栽培技术、新型的
农田灌溉技术、新时期的管理工作技术等，之后根据这类技术的
使用方法，同时对于土地的翻耕、肥料的加入等，让人员进行管
理。此外水稻田地中的上一茬水稻根系，可以尝试将其清除，并
在土壤中加入杀菌剂，使得水稻田的土壤可以为水稻提供良好的
环境。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水稻栽培技术主要包括选种、育苗、插秧以及

水浆管理等多种作业，在所有的作业落实过程，必须要能够实现
对相关参数和相关资源的合理投入。针对水稻种植效益的提高过
程，需要完成的任务包括政府部门的参与管理、肥料的合理投
入、相关技术的科学使用等，从而使得整个地区可以取得更好的
发展态势和管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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