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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至县处于四川盆地中部，境内拥有充沛雨量，年均
降水量为 900 ～ 1100mm，夏季集中了大量降雨；气候温
和，年均气温在 16.7℃左右，全年日照时数为 1330h，适
宜水稻等农作物的生长。近些年来，乐至县大力推广水稻
新品种与新技术，水稻生产朝着机械化、轻简化的方向发
展，优质水稻种植面积持续扩大，不仅满足消费者对高品
质大米的需求，农户的种植效益也得到了提升。目前，水
稻旱育秧、机插秧等技术得到广泛的应用，种植人员需切
实掌握育苗、栽培管理、病虫害防治等环节的技术要点，
以便进一步扩大水稻的产量。

一、水稻育秧技术
（一）苗床准备
第一，选择苗床。育秧效果受苗床土壤的直接影响，

因此，选择的苗床需具备深厚土层、肥沃土壤以及平坦地
势等特征。结合育秧品种、秧龄等因素确定苗床面积，若
栽中秧苗，每亩大田需 15 平方米净苗床，若栽大秧苗，
每亩需 30 平方米净苗床。第二，苗床深耕。提前深耕处
理育秧苗床，且将充分腐熟的有机肥施入进去，禁止对草
木灰、碳铵等肥料进行施用。完成施肥之后，需将翻耕、
炕晒等工作实施下去，以便均匀混合肥土。第三，苗床整
地。播前 5 天左右，实施整地开厢工作，按照 1.5m与 0.5m
标准分别控制厢宽与厢沟走道宽，厢面高保持在 15cm左
右，依据地面长短确定厢长，但要控制在 15m以内。将
排水沟开挖于苗床的四周，依据 50cm标准确定沟深。对
厢面进行精细化平整，取出且过筛处理走道中的床土，用
以后续盖种使用。第四，播前施肥。整理过秒传过后，均
匀混合育秧肥、15%毒死蜱颗粒剂与细土，向厢面上均匀
撒施。借助于锄头等工具，向 3 ～ 5cm深的土层内均匀翻
入，充分混合肥料、表层土后，利用木板对厢面进行刮平
与镇压，促使床土的紧实度得到提升。之后，开展浇水工
作，保证 10cm深土层具有充足的水分。厢面的积水自然干
后，播种工序即可开展。

（二）精细播种
第一，选择品种。结合地区气候条件、土壤类型等因

素，科学选择水稻品种，尽量将新的优质水稻品种应用过
来，如宜香优 2115、秋乡 851、野香优 2998、宜优 1611
等。第二，适期播种。综合考虑前茬作物收获时间、温度
条件等灵活确定播种期。通常情况下，冬闲田集中在 3 月
下旬至 4 月上旬开展播种工作。为促使水稻产量得到提
升，需对移栽基本苗数进行控制。一般来讲，依据每亩
1.0kg的标准确定用种量。若播种量过大的话，将会对单
株多蘖壮秧的培育造成不利影响。第三，种子处理。实施
播种工序之前，需将种子摊晒在簸箕或垫席上，持续 2 天
左右，这样种子表面的病菌可被太阳光谱的短波光有效杀
灭，种子内酶活性得到增强，有助于提高种子发芽率，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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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种子出芽速度。同时，为应对地下虫害问题，可向清水
中加入禾佑，开展拌种工作，这样种子带菌传播可以得到
规避。需特别注意的是，拌种过后不能够遭受太阳暴晒，
也不需要实施闷种工作。第四，播种方法。依据规定用量
在苗床上均匀撒播处理过的稻种，借助于提前准备好的细
土做好盖种工作，避免有稻粒露出。撒播时要足够均匀，
且轻轻进行镇压，细土覆盖厚度保持在 1cm左右，在避免
露出种子的基础上，严格控制覆土厚度，否则将会对秧
苗发育造成不利影响。完成盖土后，向苗床喷施专用除草
剂。在盖膜方面，目前低拱盖膜方式应用较多，拱架高度
保持在 40cm左右，之后覆盖薄膜，且压紧膜的四周。

（三）秧苗期管理
第一，温度管理。播种过后，需按照 30 ～ 35℃的标

准控制膜内温度。中午时段由于环境温度较高，膜内温度
达到 35℃以上，需将膜两头揭开，及时降低膜内温度。若
有连续低温阴雨天气出现，将会提升膜内空气的浑浊度，
每隔天左右需进行 1 次必要的换气。进入齐苗期后，需按
照 20 ～ 25℃标准控制膜内温度。进入一叶一心期后，需
继续降低棚内温度，每天 10 ～ 17 点保持通风。如果有雨
水天气出现，要避免苗床遭到水淋。若环境温度在 13℃以
下，需提前做好保暖措施，如覆盖薄膜等。通常情况下，5
叶期前禁止对竹拱架进行拆除。第二，水分管理。此种育
秧模式下，一般不需要开展浇水工作。如果有秧叶卷筒现
象发生，种植人员要及时进行浇水。移栽前 1 天，需对秧
苗进行充足浇灌，以便促进起苗工作的顺利开展。第三，
施肥管理。若苗床肥力难以满足秧苗生长需求，容易有脱
肥症状出现于苗株中后期生长过程中。因此，种植人员要
做好施肥提苗工作。通常情况下，进入三叶一心期及移栽
前一周左右，可向苗床浇灌清粪水和育秧肥。完成施肥工
序后，及时开展洗苗工作，避免有烧苗现象发生。此外，
进入三叶一心期后，也可向苗株叶面喷施尿素与台沃葆康
叶面肥兑水溶液。第四，带药移栽。秧苗进入四叶期后，
且气温保持在 15℃左右，即可开展移栽工作。

二、大田栽培技术
（一）整理田块
稻田整地情况会对栽秧作业质量、秧苗成活分蘖等产

生直接影响，与水稻产量目标的实现也有着密切关系。因
此，实施栽秧前 5 天左右，需依据 20 ～ 25cm的标准对稻
田进行翻耕，保证田面平整度符合要求，达到上软下实的
状态，且具备适中水层。若稻田前茬为油麦作物，需均匀
分散秸秆资源。

（二）适时早栽
适时早栽能够将生产季节充分利用起来，田块营养生

长期可得到延长，促使水稻早熟高产目的得到实现。针对
冬闲田来讲，当温度保持在 15℃左右，且秧苗符合相关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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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即可开展栽秧工作。在移栽过程中，需对带土、带药
移栽模式进行利用，禁止对隔夜秧进行插栽，否则容易有
根系、叶片失水问题出现。在移栽过程中，按照 3cm标准
控制田面水层深度，浅插秧苗，深度控制在 2cm以内。若
插秧深度过大的话，将会减少低节位分蘖，继而减少稻株
有效穗数，降低其成熟度。田内通风透光条件可以得到改
善，尽量将宽窄行插植方式应用过来，这样不仅稻株长势
可以得到增强，病虫害发生率也可得到降低。在确定移栽
密度时，需考虑田块的肥力水平。如部分田块具有中上等
肥力水平，宽行与窄行分别控制在 40cm与 23cm，穴距保
持在 17cm左右，每亩基本苗数在 9 万～ 11 万之间。

（三）肥水管理
第一，施肥。要将前重后轻原则贯彻于田间施肥过程

中，对基肥进行充足施用，适当减少氮肥的施用量。通常
情况下，大田整地之前，每亩可施入 1000 ～ 1500kg有机
肥、30kg水稻专用复合肥、1.5kg硫酸锌肥，在整地时充分
混合肥土，促使肥料利用率得到提高。于返青后与分蘖盛
期分别进行追肥，每亩返青后追施 12kg尿素，分蘖盛期每
亩追施 5kg尿素。若地块肥力条件优良，稻株长势健壮，
可不需要施用穗肥。如果后期施用过多的氮肥，容易有贪
青晚熟现象发生，导致稻米产量、品质等降低。第二，浇
灌。苗株移栽时，禁止稻田内有过深积水，否则稻株走
根、分蘖将会受到影响。进入分蘖末期，需及时开展晒田
工作，以便促使稻株无效分蘖得到控制。抽穗期内，田间
水层深度保持在 3cm左右。进入开花期后，需将干湿交替
的浇灌方法应用过来。实施收获前 1 天左右，进行断水处
理。

三、水稻病虫害防治技术
在水稻植株发育过程中，难免会有不同类型的病虫害

发生，对水稻产量、品质等造成严重威胁。过去水稻病虫
害防控模式较为落后，容易造成农业生态污染现象。因
此，种植人员要结合农业高质量发展要求，将水稻病虫害
绿色防控体系构建起来，对有害农药的用量进行逐步减
小，促使水稻的品质水平得到提高。

（一）加强测报
要将公共植保、绿色植保的理念树立起来，借助于一

系列高科技设备测报稻田病虫害问题，实时、动态掌握各
类病虫害的发生与蔓延情况，对水稻病虫害的发生时间、
地点、范围等情况进行精准预测。依托微信群、官方网站
等各类平台向广大种植户传送植保情报，将高效、准确的
病虫害预防服务提供给农户，且引导种植户精准施用各类
防治药物。部分病虫害的危害性较强，需借助于植保无人
机等设备将专业化统防统治工作开展起来，促使水稻病虫
害防治效果得到改善。

（二）农业防治
第一，精选良种。不同水稻品种具有差异化的病虫害

抗性，因此，种植人员需依据专业人士的指导意见，选择
符合地区环境条件且具备良好抗性的水稻品种，如川优
6203、宜香优 2115 等。这些品种具有良好株型与较好的稳
定性，可有效降低各类病虫害的发生概率。第二，精耕细
作。针对冬闲田块，春季需及时开展灌溉工作，保证稻桩
能够被有效浸没，一般要持续 10 天左右。将沟内、田边
杂草彻底清除掉，促使害虫食物链得到切断，这样害虫的
入冬成活率能够有效降低。第三，保护天敌。要对稻田生
态系统中的自然天敌进行保护，如蜘蛛、瓢虫、青蛙等，
禁止人员对青蛙进行捕食。在田间管理过程中，可将一定
的杂草留设于稻田周围与田埂上，这样天敌生物的栖息繁

殖需求可以得到满足。有条件的话，将芝麻、大豆等显花
植物种植于稻田周围，以便将天敌生物有效吸引过来。第
四，健身栽培。通过对田间栽培管理模式进行优化，可促
使水稻植株的长势、抗病能力得到增强。在苗株移栽环节
内，需精选秧苗，保证秧苗具有适当秧龄、较强的光合能
力且没有病虫害问题存在。结合水稻品种生长特性与地块
肥力水平，严格控制移栽密度。在施肥过程中，首选腐熟
有机肥、生物肥料等。做好田间灌水工作，将用水促控的
原则贯彻下去。

（三）物理防治
第一，杀虫灯。二化螟、稻飞虱、稻水象甲等水稻害

虫具有明显的趋光性特征，因此，在防治过程中可将杀
虫灯应用过来。通常情况下，每公顷设置 1 ～ 2 盏杀虫灯
即可，依据 150cm标准控制杀虫灯底部和地面的距离。为
避免杀虫灯伤害到自然天敌，每天于晚上 7 点至凌晨进行
开灯，禁止对开灯时间进行随意延长，或过密安装杀虫
灯。第二，物理阻隔。在育秧过程中，可全程覆盖防虫
网、无纺布等，这样稻飞虱等虫害可以被有效阻隔。第
三，信息素。性诱剂具有较大的挥发性气味，不会伤害到
人类、自然天敌，农药污染问题可以得到规避。通常情况
下，选择的诱芯需具备 2 个月以上的持效期，对害虫交配
进行干扰，促使田间落卵量得到减少，害虫基数得到控
制。一般在二化螟、大螟成虫初见期内安装诱捕器，按照
50 ～ 80cm标准控制诱捕器与地面的距离，诱捕器间隔不
能够小于 50m。

（四）生物防治
第一，稻螟赤眼蜂。针对稻田内容易出现的稻纵卷叶

螟等虫害，可于始盛期对稻螟赤眼蜂进行释放。通常情况
下，要进行 3 次释放，释放间隔控制在 5 天左右。依据害
虫卵量确定各次放蜂量，每公顷一般设置 75 个放蜂点。第
二，生物农药。生物农药不会造成药物残留、环境污染等
问题，能够保证病虫害防治效果。但在防治过程中，需结
合病虫害类型准确选择生物农药。如针对稻纵卷叶螟、二
化螟等虫害，可向田间喷施 5%除虫菊素、8000IU/mg苏云
金杆菌可湿性粉剂等。针对稻瘟病，可向田间喷施 3.5%多
抗霉素水剂、6%春雷霉素可湿性粉剂兑水药液。针对纹枯
病，可向田间喷施 20%井冈霉素WP、24%井冈霉素A水剂
兑水药液等。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为切实保证水稻产量与品质，种植人员要

依据相关技术规程科学开展栽培管理工作，且完善构建病
虫害绿色防控体系。同时，相关部门切实履行技术服务职
能，给予种植人员必要的技术指导和帮助，以便促使水稻
产量进一步提高，推动县域农业经济的整体发展。

参考文献：

[1]张政武.优质水稻栽培技术与病虫害防治分析[J].新农业，2019

（01）:23-24.

[2]高畅.优质水稻栽培技术要点与病虫害防治分析[J].农民致富之友，

2020（08）:26-26.

[3]任冬梅.优质水稻栽培技术与主要病害防治措施[J].农家参谋，2020

（10）:73-73.

[4]杨桂梁.优质水稻栽培技术及病虫害防治措施探析[J].农业科学，

2020（04）:45-46.

[5]刘建萍，张心怡，唐斌.优质高产水稻栽培与病虫害防治技术分析

[J].南方农机，2019（19）:80-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