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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大部分地区都以水稻为主食，所以水稻的产量和
质量和我国的粮食产量和质量息息相关。为提升我国的粮
食安全水平，推广有机水稻、减少化学农药和肥料的使用
是十分重要的。本文就如何在避免使用了化肥农药的情况
下对水稻的常见病虫害进行防治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希
望能够推广健康、生态的水稻病虫害防治方法，促进有机
水稻稳产高产。

一、有机水稻病虫害防控现状
（一）防治经验不足
由于有机水稻对生态健康的要求较高，在整体的种植

工作中，应该避免对水稻使用化学药剂和高毒性的药品。
种植人员以往的种植经验中往往通过喷洒农药的方式来灭
除田间的害虫或者使用化学药剂来对水稻的常见病虫害进
行预防和治疗，缺乏对于其他防治手段的经验。并且，水
稻的病虫害类型繁多，在水稻的不同生长阶段容易受到不
同的病虫害的影响，一些种植户的素质较低，种植的经验
不够丰富，缺乏对水稻病虫害的判断力。在水稻出现病虫
害的临床表现时盲目治疗，可能会导致错过最容易治愈的
疾病初期，导致水稻出现大面积的减产现象。部分病虫害
的初期发展症状不明显，而发展较快，一旦在初期没有得
到彻底的防治，可能会导致病虫害的大面积爆发情况，对
有机水稻的整体产量和质量造成较大的打击，也给种植户
带来较大的经济损失。

（二）防治手段单一
目前，在进行水稻初期的病虫害防治中，种植户还是

存在一些仅仅依靠农药对水稻常见病虫害进行防治的情
况。具体做法为在水稻播种之前对水稻田进行农药的喷
洒，以杀死害虫。同时在水稻的整体种植期间也会更换不
同的农药种类，随着水稻的生长进度对水稻田进行农药喷
洒，从而起到水稻病虫害的防治效果。这种办法虽然具有
一定的效果，但是由于水稻的病虫害爆发时间较长，需要
种植户对其进行长时间的防治。在种植户对农田长时间持
续性的农药喷洒下，可能会导致病虫害产生耐药性，不仅
无法起到对病虫害的防治作用，反而会加剧田间病虫害的
处理难度，不利于有机水稻的整体种植。同时，在农药喷
洒的整体作业中，一些农户的喷洒手法并不达标，会出现
药物浓度过高，烧伤作物根部的情况，或者喷洒姿势不标
准，无法确保农药均匀散布。

（三）种植结构变化
我国比较传统的水稻种植业是“小农小户”的形式，

一般以家庭单位为主来对水稻进行种植。随着我国经济状
况的发展，对水稻的需求不断扩大，水稻的种植方式也在
不断发生变革。目前我国的水稻种植方式正在往规模化、
机械化的方向不断发展，水稻的种植面积不断扩大，而且
种植过程中的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并且水稻种植作业中
的科学程度也在不断地提高。而且稻田管理提倡轮耕，合
理休田，以提高土壤肥力，起到提升水稻整体产量的作
用。同时一些种植区域内的水稻品种正趋于多元化。多
元化的水稻品种之间对于病虫害的抵抗能力不同，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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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的水稻病虫害防治工作时会对当地的种植户的工作造
成一定的困难，同时，抗病能力较差的水稻很容易反复患
病，甚至引发后续病虫害变异的情况，对当地的水稻种植
造成较大的影响。

（四）防治手段受限
由于我国经济水平不断发展，人们对绿色健康环保的

生态食品的需求量日益增加，比较传统的依赖于剧毒化学
农药的水稻病虫害防治方法已经不适用时代发展，需要水
稻的种植户革新病虫害的防控手段。传统的“控害保产”
概念已经不适用于现代的水稻种植技术，需要种植户把水
稻的农药使用和生物、物理等多种防控措施积极结合起
来，并结合当地的病虫害情况和自然地理情况，针对性地
对水稻病虫害问题进行防治，起到较为有效的综合性病虫
害防治效果。

二、有机水稻病虫害防治研究
（一）应用生态调控技术
在进行水稻的整体病虫害防控工作前，需要结合当地

的气候地理条件和人文条件，对水稻的常见病虫害种类进
行综合性的判断，再针对水稻病虫害的常见特点对其进行
综合性的防治工作，以确保水稻能够稳产高产。由于现代
的农业种植基地不单独种植水稻一种作物，不同作物之间
会发生相互影响，所以在进行水稻的病虫害防控时，可以
利用自然环境本身的生态自然平衡特征，对当地的水稻生
长进行综合性的调节。例如鸭稻共育体系便是利用生态技
术对水稻的病虫害进行综合防控的有效措施，做法是将水
稻病虫害的天敌引入水稻田中，和水稻一同养殖，在水稻
的收获期也可以完成鸭的收获。此外，在水稻田同时播种
多种作物的时候，也可以利用不同作物的病虫害有相互制
约作用的原理，可以利用作物的自然抗性，加以水肥管理
和田间管理工作，从生态的角度对有机水稻的病虫害情况
以生态调控技术进行干预，提升水稻种植区域内的病虫害
防治效果，从而降低水稻病虫害防治对化学农药的需求，
确保水稻种植的绿色环保。

（二）培训种植户
我国目前有机水稻的病虫害防治工作的主要不利因素

是种植户的专业素质不高，容易按照自身经验对水稻的常
见病虫害进行自行处理，导致拖延水稻的病虫害治愈进
度，不利于有机水稻病虫害防控的整体工作。为防止这一
情况发生，需要当地政府部门出资聘请较为专业的有机水
稻专家，对当地的种植户进行系统化的专业技术培训。
在进行培训的过程中，专业的培训人员需要帮助水稻的
种植户建立生态科学的病虫害防控意识，需要让当地种植
户意识到有机水稻的绿色健康的特点，加强对物理防治技
术、生物防治技术的学习。同时，需要加强对综合防治观
念以及相关技术的普及和宣传，传统的水稻种植户有着单
一防治理念的错误认知，认为水稻只有在病发了才能进行
防治，防治的时候也只针对一种病虫害。需要培训人员改
变种植人员的疾病防控意识，鼓励农户丰富有机水稻常见
病虫害的防治技术体系，并且帮助种植户建立防治技术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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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起到水稻病虫害的综合性防治效果。
（三）生物防治
除了一些常见的采用天敌来进行的水稻病虫害防治体

系，稻鸭共育是一种较为先进的水稻控害机制。稻鸭共育
的原理是利用稻区充沛的水资源，把苗鸭幼鸭放入田间与
水稻一起养殖。鸭在自然生长的过程中会在水稻田间不断
觅食，频繁活动，不断地疏松水稻田的土壤表层，促进水
肥交流，使水稻根系能够健康成长。同时，水稻的常见虫
害也是鸭的常见食物，相当于使用了杀虫剂，会对水稻田
内的虫害情况有所控制，加上鸭子不断地在水稻田中游
走，能够加强水稻田中的通风以及透光的条件，从而有
效的抑制水稻的纹枯病等疾病，对水稻的生长生长发育有
着促进的作用。而且鸭子在水稻田不断游走的过程中，脚
掌会不断的拨划水稻稻根和杂草根部，能够促进水稻根系
的生长发育，抑制杂草的生长，从而有效提升水稻对水和
肥的吸收能力，使水稻能够颗粒饱满、粒重增加，对水稻
的综合品质有着良好的改善作用。除此之外，鸭子的粪尿
也可以作为一种有机肥料播撒在土壤中，可以提升土壤肥
力，同时降低种植户对化肥的依赖性，使水稻种植的过程
能够绿色环保。

（四）选种插秧
正确选择有机水稻的种类，并且在进行种植之前对水

稻种子进行综合性的处理工作，是保证水稻种植全过程能
够顺利生长的基础和前提。在选择有机水稻种子的时候，
种植户需要结合当地的自然地理条件和水文条件，还要常
见病虫害的品种，选择具有针对性抗病能力的优秀水稻来
进行种植。在现代的农业作业中，选种一般先通过机器进
行筛选，再把选择好的种子在晴朗的天气下进行晾晒，利
用太阳中的紫外线对水稻种子进行杀菌。在种植户购买水
稻的有机种子时，需要选择有资格证明的专业的种子商户
进行种子的选购工作，避免买到质量不合格的种子，对后
续正常的种植工作产生影响。由于有机水稻的发育期正好
处于病虫害的高发时期，为了避免水稻在正常生长的时期
受到病虫害的影响，种植户可以适当调整水稻的播种期，
提前或者延后都可以避免水稻病虫害的高发期，从而起到
保护水稻不受侵害的效果，提高水稻秧苗的成活率。在进
行插秧时，为确保水稻能够充分吸收到土壤里的水分和养
分，为水稻的正常生长打下基础，需要种植户对水稻秧苗
的密度进行控制，为水稻安排合理的生长空间，提高稻米
的产品品质，对我国的粮食产量和粮食健康做出贡献。

（五）增加品种多样性
由于水稻水田的特殊性，在进行水稻种植的时候无法

做到和旱田一样的轮耕和套作，为增加水稻田的整体抗病
虫害能力，减少病虫害对水稻田的综合威胁性，建议在进
行水稻种植时，保证水稻田这一小环境的生态多样性。如
前文中提到，在进行水稻种植时，可以同时在水稻田中饲
养鸭子，利用鸭子的生态活动对水稻中的常见病虫害进行
防治，还可以起到松土和增加田间光照的作用。在种植户
进行水稻的播种工作时，可以结合当地的水文和地理环
境，选择多种水稻种子进行播种。来提高当地的物种多样
性。同时，为了进一步提高当地的物种多样性，从而加强
水稻田对常见病虫害的抵抗能力，种植者可以适当在田埂
上播种一些黄豆、芝麻。秋葵等显花植物，以吸引水稻常
见病虫害的天敌，从生态健康的角度对水稻田的常见病虫
害进行防治。同时，为了确保水稻在生长的高峰期不受病
虫害的影响，水稻的种植者可以适当对水稻的播种时间进
行调整，根据往年的时间推测当地病虫害的繁殖高发期，
并且将水稻的播种时间和病虫害高发期错开，以此起到保
护水稻幼苗能够快速生长的作用。

（六）物理防治
水稻病虫害的常见物理防治技术一般分为灯管诱杀、

投加性引诱剂和防虫网三种防治方法，分别有不同的优劣
之处，本文将依次进行介绍。第一种方法，投加性引诱
剂，此技术为国家当前最为提倡的生态病虫害防治技术。
主要运作原理是人工合成常见虫害的雌性成熟之后释放的
性激素来吸引雄虫，起到有效地减少雄虫数量的效果。同
时，由于雄虫数量减少，雌虫无法受精产卵，减少繁衍数
量，从而达到有效地对虫类进行控制的作用。同时该灭虫
方法由于引诱剂具有专一性，在进行引诱的时候仅仅会引
诱特点的虫害，对其他生物没有伤害性。第二种方法是灯
管诱杀，该技术是使用时间比较长，效果比较好的灭虫方
法，运作原理是利用水稻病虫害的趋光性特征，在病虫害
的高发期在水稻田间安装频振式杀虫灯，每晚定时开启。
以每年夏天的 6 月中旬开始开灯为宜，开灯时间要从晚上
6 点 30 分开始。第三种方法是在田间设置防虫网，这种方
法是一种新兴的防虫方法，使用方法为使用防虫网覆盖整
个种植区，在对水稻的常见虫害进行预防的同时还可以避
免使用农药所导致的水污染情况，从而起到生态防治的作
用。

（七）田间管理
在使用多种方法对有机水稻的稻田进行病虫害的预防

作业时，也需要水稻的种植者对田间的水稻进行精心的养
护，水稻种植者在进行水稻种植的时候可以采用多种方
法，对水稻进行综合性的田间管理。在种植有机水稻时，
要做好水稻的水肥管理工作，由于有机水稻在生长发育的
过程中对水分和肥料的要求较多，需要种植者在进行种植
的时候结合水稻的生长状况，对水稻进行合理的施肥工
作。由于化学肥料可能会导致一些化学成分被水稻吸收，
导致对人体造成一些伤害，同时，土壤中残留的化学元素
还有造成土壤板结化的风险。建议种植人员在进行施肥的
时候以天然肥料为主，在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最后以生
态肥料和化学肥料相结合的方式对水稻进行施肥。在水稻
的播种时期，为了保证水稻能够获得充足的生长空间，需
要种植人员把控好水稻的栽种密度，控制水稻与水稻之间
的间隔，确保每株水稻在生长时都能获得充分的光照和营
养，健康地生长。

三、结束语
为确保我国的粮食安全和粮食产量，在进行水稻种植

的时候，需要相关人员减少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量，促进我
国的水稻种植产业发生变革，大力推广有机水稻种植的方
法和有机水稻病虫害的防治方法，为有机水稻的稳产高产
打下坚实的基础，为提升我国的粮食总产量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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