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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在我国有悠久的种植历史，我国也是世界水稻

种植面积最大的国家，随着我国水田生产方式的合理化

发展，水稻的种植呈现大面积、连片化趋势，配合先进

合理的农艺技术，水稻的产量和品质得到了快速的提

升。一直以来，因水田生产环境复杂，病虫害问题对水

稻的产量和品质和产量都造成较大的影响，严重影响水

稻生产的经济效益。水稻的病虫害防治具有专业性、技

术性和系统性特点，需要水田管理人员具备丰富的病虫

害特征和农药使用知识，并能够对病虫害进行全面、彻

底、合理的处置，有效降低病虫害对睡到健康的威胁。

一、水稻病虫害防治的必要性
（一）病虫害种类增多

随着我国水稻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水稻病虫害种

类逐渐增多，防治难度不断加大。在水稻种植机械化发

展的背景下，单一的水稻病虫害现象增多，病虫害愈发

严重，加之外来病虫害的传入，进一步增加了病虫害的

防治难度，严重影响了水稻的产量和质量，给种植户带

来巨大的经济损失。

（二）病虫害潜在威胁较大

随着我国水稻种植面积的扩大，部分外来为害性病

虫逐步入侵我国水稻。虽然相关部门采取了一系列防治

措施，但仍存在一些潜在问题。

（三）防治难度加大

部分水稻病虫害较为顽固，呈现暴发成灾的特点，

几乎每年都会在局部地区暴发。加之相关部门对病虫害

的监测力度不足，无法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严重影响

了水稻病虫害的防治效果。

二、主要水稻病虫害及暴发原因
（一）主要病虫害种类

我国重要水稻产区的主要虫害有稻飞虱、稻纵卷叶

螟、二化螟、三化螟等，主要病害有稻瘟病、稻曲病、

纹枯病等。种植环境恶劣会增加病虫害的发生概率，加

之外来病虫害的不断入侵，导致病虫害种类逐年增多。

（二）病虫害暴发的主要原因

第一，抗性基因丢失。在水稻种植中，以高产优质

为主要目标能选出优良的水稻品种，但也会导致品种资

源的抗性基因在人为选择过程中逐渐丢失，使得品种的

抗性下降。第二，农药和化肥的使用方法不正确。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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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农药和化肥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水稻产量，但

会破坏稻田的生态平衡，导致天敌的种群和数量不断减

少，使得有害生物的数量不断增加。第三，恶劣的气候

环境会加快有害生物的繁殖速度，增加病虫害的发生

概率。

三、主要病虫害的发生特点和防治措施
（一）稻飞虱

1.发生特点。稻飞虱是一种迁飞性害虫，有很强的趋

光性，该类害虫的出现和外来虫源迁入本地的时间及虫

源数量有较大关系。部分水稻种植地区在每年的 5月中

旬开始迁入稻飞虱，5月底虫源的数量达到最大值，7月

初会出现第四代害虫的高发期。通常情况下，晚稻在每

年的 8月底开始回迁，9月中下旬是第六代害虫盛发为害

期。稻飞虱主要为害水稻的植株部位，从叶片上取食汁

液，如果防治不及时，会严重影响水稻的产量。

2.防治措施。结合当地水稻稻飞虱的为害特点和自

然条件，选择适合本地区种植的、抗病能力强的水稻

品种，坚持因地制宜的种植原则，尽可能连片种植，防

止稻飞虱来回迁徙和反复为害。此外，科学规划种植面

积，加强田间管理，适时施肥和灌溉，适当烤田，创造

不利于稻飞虱生长的田间环境。可以采取生态养殖和种

植模式，利用水稻田养鸭，减少稻飞虱的数量。做好药

剂防治工作，观察水稻田内的稻飞虱数量，在田间幼虫

数量增多时使用药物防治，如吡蚜酮等。在实际种植过

程中，需结合其他病虫害灵活防治。

（二）稻纵卷叶螟 

1.发生特点。稻纵卷叶螟也被称为卷叶虫，是一种

迁飞性害虫。纵卷叶螟一年内可以发生多代，幼虫主要

取食水稻。为害初期阶段，叶片会出现针头状白点，随

着虫龄的增加，为害程度逐渐加大，稻纵卷叶螟会隐藏

在卷叶内取食叶片，使叶片呈现白色条斑状。水稻生长

的各个时期都会出现稻纵卷叶螟，分蘖期和穗期容易发

生，如果不及时防治，会影响水稻正常生长，导致水稻

产量下降。

2.防治措施。结合当地气候条件和稻纵卷叶螟为害

特征，选择抗病能力强的水稻品种。加强水稻的田间管

理，合理施肥，科学灌溉，创造不利于稻纵卷叶螟孵化

的环境。采取深翻土壤等措施，减少本地的越冬虫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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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化学药剂的使用量，做好天敌的保护工作，提高水

稻的抗病能力。在稻纵卷叶螟的为害期采用天敌防治，

避免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结合稻纵卷叶螟的发生特点，

在关键时期采取药物防治措施，如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

酸盐等。

（三）水稻纹枯病 

1.发生特点。水稻纹枯病又称云纹病，是水稻生长过

程中较为普遍的病害。该病是一种真菌性病害，在气候

条件适宜的环境下很容易发生，具有菌源广和为害重等

特点。纹枯病的病菌能够在土壤中或其他作物的残体上

越冬，使得水稻植株的基部叶鞘产生菌核萌发的菌丝，

形成病斑，直接为害叶鞘部位，随着病菌的扩散和蔓

延，影响整个植株，直至植株死亡。

2.主要症状。水稻纹枯病一般出现在水稻生长的分蘖

期至抽穗期。发病初期叶鞘上出现暗绿色水渍状斑点，

之后逐渐扩散，形成椭圆形或者云纹状病斑，颜色逐渐

变深。随着病情的加重，病斑呈现不规则连片状，之后

逐渐向上蔓延和发展，使染病部位逐渐腐烂，影响养分

和水分输送，导致水稻的抽穗和灌浆受到影响。

3.防治措施。结合该病的为害特点，坚持尽早防治

的原则，从病源入手尽快消灭菌核。每年春耕灌水耙

田时，大面积打捞菌核，并集中带出田外深埋。科学合

理施肥，施足基肥，并控制追肥量，控制氮磷钾肥的比

例，避免氮肥过量，造成水稻徒长，增加倒伏概率。科

学浅水分蘖，中期做好晒田工作，后期保证土壤湿润。

适当疏植，改善田间通风性和透光性，改善田间的湿度

环境，破坏病菌生长环境，降低水稻的发病率和倒伏

率。在水稻防治关键时期选择药剂防治，如乙唑醇和白

菌灵等。在实际种植过程中，结合病害的发生情况合理

用药。

（四）稻瘟病 

1.发生特点。稻瘟病是水稻生长过程中的主要病害之

一，是由稻瘟病原菌引起的一种病害，多雨的环境容易

发病，在条件适合的情况下病原菌的菌丝能够发育并出

现分生孢子。受气候条件影响，有些地区早稻的发病概

率较高，对叶片的为害较大，还会为害穗颈部和穗粒。

2.主要症状。稻瘟病在水稻整个生长发育阶段均会出

现，主要为害秧苗、叶片、穗颈和穗粒部位。通常情况

下，该病高发于水稻的分蘖期，结合当地的气候条件和

水稻抗病品种等差异性可以将其分为不同类型。稻瘟病

主要发生在穗茎和枝梗上，病斑呈黑褐色，为害较大，

会影响水稻的结实率。

3.防治措施。播种前做好浸种和催芽工作，使用强

氯精 400 倍液浸泡种子，完成浸泡后对种子进行催芽处

理，有效预防稻瘟病。选择抗病能力强的品种，科学合

理施肥，确保基肥充足，适当施入氮磷钾肥并控制好比

例，防止氮肥使用过量，导致秧苗的抗病能力下降。结

合水稻的生长情况适当灌溉和排水，降低田间湿度，适

时晒田。在防治的关键时期，采用药剂防治，如稻瘟

灵、三环唑、百菌灵等。在实际种植过程中，要结合其

他病虫害有针对性地防治。

（五）水稻细菌性条斑 

1.发生特点。水稻细菌性条斑病是一种植物检疫性病

害，也是我国水稻重要产区的主要病害之一。该病主要

是由稻生黄单胞杆菌引发的一种细菌性病害，对水稻的

产量和质量影响较大。在温热多雨的气候条件下容易发

病，台风和暴雨过后叶片会出现大量伤口，导致病菌入

侵率上升，引发该病的大面积流行。

2.主要症状。水稻细菌性条斑病在水稻整个生长过程

中均会出现。在水稻幼苗期发病，染病部位会出现暗褐

色水渍状透明小斑，随着病情的扩散和蔓延，病斑部位

逐渐变大。在潮湿的环境下，会出现黄色菌脓，用手触

摸有黏性；在干燥的情况下，病斑部位会出现较多深黄

色菌脓且不易脱落。病斑可能出现在病叶的任何部位，

如果没有及时防治，会导致病斑扩散和蔓延，增加防控

难度。

3.防治措施。现阶段，还没有研制出能够抵抗水稻细

菌性条斑病的品种，加之该类病害是一种细菌性病害，

发病后防治难度较大，因此在水稻生长过程中应坚持预

防为主的原则，防止病害扩散和蔓延。此外，在日常管

理中，应加强对水稻细菌性条斑病的监测，加大优质品

种的研发力度，筛选出抗病能力强的品种。选种后要做

好种子的消毒和催芽处理工作，提高种子的抗病能力，

预防稻瘟病和细菌性条斑病。在重要发病区，应对稻草

和稻田及时杀菌，并将稻草及时带出田外销毁，带菌的

稻田要撒上石灰进行杀菌处理。在病害发生的高发期，

要利用药剂防治，提高防控效果。

四、综合性防治技术
（一）提高水稻病虫害防治意识

在种植水稻过程中，农业工作者应当具有一定的病

虫害防治意识，从而更好地开展后续管理和防治工作，

有效减少水稻病虫害的发生。各地农业部门可以充分利

用好微信公众平台、微博和抖音等，传播病虫害防治的

有关知识，让农业工作者认识到病虫害防治对于提高水

稻产量和品质的重要作用。与此同时，还应当委派工作

人员为水稻病虫害防治工作提供一定帮助和指导，解答

农业工作者提出的问题，组织大家分享在种植过程中遇

到的问题，并共同讨论出有效的解决措施。这样一来，

不仅能够减少种植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提

高水稻的产量，还能够做到种植和病虫害防治信息和经

验共享，使得农业工作者的病虫害防治意识和工作能力

得到有效提升。

（二）严格检疫

针对细菌性病害，应加强检疫。水稻细菌性条斑病

的检疫包括对水稻品种和秧苗的调运检疫等，可有效预

防人为病虫害的传入。

（三）加强对水稻病虫害的预警和预报工作

针对水稻稻飞虱和稻纵卷叶螟，要掌握虫害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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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完善虫害监测网络，定期开展病虫测报。加大对

害虫的宣传防控力度，利用电视、手机等宣传方式让更

多种植户认识到防控病虫害的重要性。此外，还要加大

对监测新技术和新设备的研发力度，提高监测效果。

（四）科学发展农业

第一，选择抗病能力强的品种。在稻瘟病和水稻纹

枯病常发的地区，应选择抗病能力强和产量高的水稻品

种。在同一个地区长期种植单一的水稻品种会导致其抗

病虫害能力下降，应选择适应性广和抗病能力强的品

种，并且采取轮换种植的方式。第二，加强水肥管理。

在日常管理过程中，要做好水肥管理工作，施肥过多和

不均匀会加重病虫害，过度使用氮肥会导致植株贪青徒

长，影响田间的通风性与透光性，有利于病菌和虫害繁

殖。应科学合理施肥，并调整好氮磷钾肥的比例，通过

叶面喷施微肥的方式促进植物生长。第三，改进栽培技

术。应采取宽窄行的栽培技术，加强对田间杂草的清理

工作，做好稻秆、稻桩的无害化处理，消灭本地虫源。

第四，清洁田园。在水稻收获后要及时处理稻草，结合

春季整地集中处理，能降低病虫害基数。第五，做好种

子的消毒工作。选好种子后对其进行包衣处理，可选用

浸种灵和强氯精等药剂，严格按照说明操作。第六，培

育无病的壮秧苗。移栽前要选择适宜的药剂预防二化螟

或稻蓟马，针对旱育秧，应选择敌克松处理苗床，提高

预防效果。

（五）物理防治措施

物理防治技术可以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太阳能

杀虫灯能诱杀稻飞虱和稻纵卷叶螟等害虫，有效降低田

间虫口数量。利用防虫网或无纺布全程覆盖秧田能预防

稻飞虱，避免其为害秧苗，防止病毒传播。

（六）生物防治措施

相关调查显示，稻飞虱的天敌较多，利用稻飞虱的

天敌能够控制害虫数量。利用细菌或真菌等生物农药可

以提高病虫害的防治效果，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如

苏云金杆菌和井冈霉素等。利用昆虫的性信息素诱杀害

虫，可以有效减少害虫数量。在有条件的地区，可以采

取稻鸭共育的方式提高经济效益，鸭子在活动过程中可

以除虫，增加田间的通风性与透气性，改善水稻的生态

系统。

（七）化学防治措施

第一，坚持适量、适度用药原则。为了提高病虫害

的防治效果，可以选择化学防治方式，但要控制好防治

时间和用药量，并结合当地水稻病虫害情况有针对性地

用药，尽量选择低毒和低残留的药剂，减少对水稻的影

响，避免破坏生态环境。第二，改进用药技术。用药技

术是化学防治的重要组成部分，用药技术不科学会影响

病虫害的防治效果，导致农药浪费。要大力推广专业化

统防统治技术，应用新型植保机械设备，加强对农民用

药技术的培训，提高病虫害的防治效果。第三，正确配

制药液，注意喷药质量，严格按照说明书使用农药。将

药液加入少量水溶液后混合均匀，确保喷洒的均匀性，

把控好喷药时间，提高防控效果。

（八）建立完善的水稻种植管理制度

为了提高水稻病虫害的防治效果，应建立完善的水

稻种植管理制度，提高防控的科学性和针对性，加强对

水稻种植的监督和管理。第一，提升管理人员的责任意

识，提高专业技术能力，确保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第

二，结合种植经验和病虫害防治技术，给予水稻种植户

更多专业技术指导，帮助其了解水稻种植和病虫害防治

的专业知识，学习正确的农药使用方法。第三，相关部

门应加大对农药的市场监督管理力度和对不合格农药的

打击力度，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提高病虫害的防治

效果。

（九）加大稻田病虫害防治的政策支持

对于不同地区、不同农业工作者的具体情况，有关

部门应当做好帮助扶持工作，承担起相应责任，制定合

理有效的政策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技术和资金支持。一方

面，有关部门应当积极推广稻田病虫害防治的最新技术

手段，积极开展各种宣传教育和培训活动，发放技术手

册，鼓励农业工作者认真学习有关知识，提高他们的病

虫害防治能力。另一方面，就水稻病虫害防治工作而

言，资金支持也尤为关键。对于农业工作者在病虫害防

治过程中用到的药物、设备等，有关部门应当予以适当

补贴，出台一定的惠农政策，从而帮助农户减少资金方

面的顾虑，鼓励他们积极选用质量更好的药剂种类。与

此同时，在面向农业工作者组织学习培训等活动时，也

应当是无偿的，避免由于收费而造成不必要的经济压力。

五、结束语
随着我国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水稻种植面积不断

扩大，市场对水稻的需求量不断增多，加之受外界自然

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水稻病虫害发生频率呈逐年上升的

趋势，严重影响了水稻的产量和质量。为此，应认识

到水稻病虫害的为害，掌握其发生特点，科学防治。此

外，还应倡导农民学习正确的选种和农药使用方法，全

面提升病虫害防治效果，减少病虫害带来的不利影响，

促进我国水稻产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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