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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植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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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障水稻的产量，需要提高水稻的田间管理水平，这样
既可以使水稻健康生长，又能提高水稻的抗逆性，进而提高水稻
的产量。

一、选择品种
品种是高产的前提，品种的优劣直接影响产量，在选择品种

中要考虑：要结合当地的自然条件，比如无霜期、有效积温等，
即能满足水稻生长发育需要，又不能浪费自然资源；选择种子管
理部门审定的品种；增产潜力大小和产量水平；米质优劣情况；
抗病虫和抗倒伏能力。最后也需要考虑到物种多样性原则，在同
一区域不能大量种植同一水稻品种，需要选择 4 ～ 5 个品种交叉
种植，这样可以降低病虫害暴发造成减产或绝收的风险。

二、培育壮秧
俗话说：“秧好半年粮”，培育壮秧是水稻高产的基础。只有

苗壮才能早生快发，在培育秧苗过程中要做到：进行种子处理，
在浸种前要在阳光下晒种 1 ～ 2 天，以利提高种子的发芽率；使
用药剂对种子进行浸泡，这样既可以消灭种子携带的病菌，又能
够防止外界病菌的侵蚀，使种子具有良好的抗性；选择高照地块
作为苗田地；采用高架小拱棚或大棚工厂化育秧，也可采用无纺
布覆盖节省通风练苗过程；盘育苗要合理配制床土，达到肥沃疏
松，pH值达到 4.5 ～ 5.5 ；机械插秧播种量每盘看千粒重大小播
湿种 80 ～ 100g ；播种时低水要浇足，以利齐苗；秧苗青头时结
合第一次浇水要用药剂预防立枯病；通风练苗，在秧苗一叶一心
时，看棚内温度情况开始通风练苗，一叶一心期以 28 ～ 30℃、
二叶一心期以 20 ～ 28℃和三叶期以 20 ～ 25℃为宜；适时浇水，
不缺不浇，每次浇水要浇透，只浇不灌，以二叶一心为点，前期
禁止水大、后期禁止干旱。培育机插壮秧标准为：秧龄 33 ～ 35
天、叶龄 3 ～ 4 叶、苗高 12 ～ 18cm、单株白根数 10 条以上。

三、配方施肥
配方施肥就是根据作物需肥规律、提出氮、磷、钾及中、微

量元素等肥料的施用数量，作物缺什么元素就补充什么元素，需
要多少补多少，实现各种养分平衡供应，满足作物的需要。

水稻通过施肥可以促进更好的生长，使其具备充足的营养，
满足水稻生长的需要。水稻需要的肥料主要为氮、磷、钾和硅
肥，其中以氮肥的需求量较大。氮肥的主要作用是促进水稻营
养生长，增加叶绿素，使水稻枝叶繁茂、叶色浓绿，缺少氮肥会
影响水稻体内蛋白质和氨基酸的合成，同时也会降低作物的光
合作用，最终导致产量下降，品质降低。磷肥能促进水稻的根
系生长，增加其分蘖量，增强抗逆性，促进早熟。钾肥有助于氮
素代谢和蛋白质的合成，能提高光合作用和增加稻体碳水化合物
含量，并能使细胞壁变厚，从而增强水稻抗病抗倒伏的能力。硅
能使水稻形成硅化细胞提高细胞壁强度，促使植株挺拔、茎叶直
立，受光态势明显改变，有利于通风透光和有机物的积累。提高
水稻叶绿素的含量，促进水稻生长。锌肥能起到协调营养元素在
水稻体内分配的作用，将氮磷钾分配到需要的部位，对水稻正常
生长呼吸起到一定促进作用，增强水稻的抗逆性，特别是抗冻抗
寒。因此，水稻施肥要遵循“前重后轻，前氮后移，多施硅钾，
补锌”的原则，防止水稻由于营养缺失而影响正常生长，在整体
施肥比例方面，氮、磷、钾元素的比例一般按照 2 ∶ 1 ∶ 1 进行
施肥，这样便可以满足水稻的生长所需。在进行基肥施肥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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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采用全层施肥法，将磷、硅作为基肥，钾肥作为基肥或追肥，
这样可以为水稻提供良好的生长环境，促进水稻能够更好地生
长。穗肥和粒肥一般采用叶面喷施的方法，并且需要对田间水稻
的长势进行观察，有针对性地对缺肥区域进行施肥。

四、节水灌溉
水分是水稻生长所需的重要物质，对提高水稻的产量具有极

大的促进作用，可以保障水稻能够更好地生长。但也不要盲目灌
溉，要根据水稻的需水规律，除插秧缓苗期、孕穗前后 15 ～ 20
天及施除草剂，需要建立水层外，其余时间都可以干干湿湿，前
水不见后水的节水灌溉技术。也可以适度晒田，有利于水稻根系
的生长，提高水稻对营养物质的吸收能力。在结实成熟期后，水
稻所需的水分逐渐减少，需要减少水分的供给量，但不能过早断
水，在收获前 10 ～ 15 天断水为宜，不仅能提高产量，而且也能
起到改善品质的作用。

五、病虫害防治
（一）病害防治
水稻在生长过程中会受到病害的威胁，导致水稻因患病而产

量降低，使水稻无法健康生长。水稻病害防治有物理防治和化学
防治，在耕作期，需要及时对地表的杂物进行清理，如枯叶、稻
杆等，可以对其进行焚烧、掩埋处理和清除田间杂草消除菌源，
这是物理防治，很有必要。威胁水稻生长的病害主要有稻瘟病、
纹枯病等。稻瘟病必须预防，在出穗前 7 ～ 10 天用“富士一号”
和“三环唑”等杀菌剂化学预防，纹枯病一般从孕穗始期开始发
病，当病株达到 5% ～ 10%用杀菌剂化学防治。

（二）虫害防治
影响水稻生长的虫害主要为二化螟，寄生在幼苗的鞘中，将

会对水稻的鞘造成破坏，对水稻的生长造成严重的影响，甚至导
致水稻无法正常结穗。防治该虫需要及时对稻田进行清理，清除
杂草、稻杆等杂物，不给二化螟提供越冬的机会，进而有效地对
来年的水稻进行保护。其次，可以利用害虫的趋光特性使用聚光
灯对它进行诱杀。也可采用性诱剂干扰二化螟的正常繁殖，打破
正常的雌雄比例，从而降低幼虫的出生率，在稻田中投放赤眼蜂
破坏二化螟虫卵孵化，都可以起到良好的杀虫效果，并且较为环
保，对环境不会造成污染。最后，可以采用化学方法进行防治，
沈阳地区在 6 月中下旬和 7 月末 8 月初用杀虫双等药剂防治。

六、结束语
综上所述，科学地采用田间管理技术可以有效地提高水稻的

产量，使水稻在各个时期都具有良好的生长状态，可以有效地提
高水稻的产量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