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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农业种植技术随之进步。机

插秧作为目前水稻种植过程中相对较为完善的体系之

一，将其与传统方式进行比较后，发现其在操作中会更

加简单、方便，并且能够让人力使用成本减少、工作效

率提升，正是因为该方面优势的影响，使其在农业种植

中被大面积推广使用。不仅如此，在种植过程中，还要

对病虫害进行科学预防、治理，确保作物能够高产、

稳产。

一、水稻机插秧栽培技术要点
（一）科学播种

安徽地区大多每年在 4月左右进行播种工作。在该

环节进行之前，要先对选择好的种子进行晾晒、药剂浸

泡、拌种，之后开展机械化的播种工作。正常情况下，

播种的时间都是在插秧日期向前推 20d左右。在该过程

中要让每盘中的营养土在 1.6kg、经过催芽的种子 160g。

之后使用 2/3的营养土用于地面的平铺，再将种子均匀地

播撒在上面，让种子与土壤均匀搅拌之后，再装入到育

苗盘内，之后使用工具将土壤刮平，然后让装整完成的

重叠放在一起，将其放置在苗床内部，并轻轻地压入泥

土内部，确保各个育苗盘之间能够合理衔接。完成后，

还要将剩余的营养土撒在苗盘上，厚度控制在 0.4cm。

（二）秧苗管理

在覆土工作结束之后，还要在秧苗床上进行充足的

浇灌，之后再补充上适量的营养土，等待苗床中水完全

下渗之后，再使用 3g/m2 的敌克松，防止在幼苗期间出

现立枯病。在幼苗培育的整个环节中，都要保障苗床位

置的土壤处于湿润状态，正常情况下，每间隔 3d喷一次

水，在该过程中要注重浇灌的总量，防止发生大水漫灌

的情况。幼苗期间还要在“两叶一心”、“三叶一心”的

时期，分别进行一次追肥工作，该阶段中每平方米要使

用 25g的硫酸铵肥料。同时，还要依据水稻秧苗不同时

期的发育需求，来对通风量进行合理调节。

（三）土地翻耕

在进行大田整地环节中，需要保证完成之后的土地

处于浅、平、净状态。第一，在种植人员进行土地翻整

时，不仅要避免其中水分流失，还要在进行机插秧时，

让幼苗能够进入到泥土中。第二，土地需要处于平整的

状态，在同一地面中，高低差不能大于 4cm，田间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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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存在空洞、脚印的痕迹；只有田地的平整程度达到要

求之后，才会有利于稻苗根系的快速发展。第三，在整

地工作结束之后，还要将田间的杂草清理干净，并去除

其中的绿肥、秸秆等物质，防止对机插秧操作、幼苗直

立成长产生影响。

（四）机械插秧

在插秧工作进行之前，农户要根据种植的具体面积

情况，来将使用的机械设备进行调试，正常情况下，每

台插秧机能够工作的面积是 10005m2，使其在工作中保持

良好操作水平，在该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栽植臂

位置的拆卸、检查工作，防止对正常的插秧工作产生影

响。在机械插秧之前，还要对设备进行全方位的调整，

保障重要机械部件的灵活运转，不会出现碰撞、卡顿的

情况。在秧苗装入之前，要将苗箱转移到机械的另一侧

位置，防止发生漏秧的问题，让苗块与其底部能达到充

分结合的效果。与此同时，还要根据田间的生产能力、

农艺需求、品种特点，来对植株的行距、数量进行确

定，在机械调整之后，不仅要让设备正常平稳的运行，

维持住田间的基本苗，还要保证在栽植工作完成后，能

达到不飘、深浅程度适合的效果；在秧苗起盘之后，要

小心地将秧块卷起，之后将其放置在工具中，其中仅可

以堆放 3层以内，将其运送到田间之后，便让其保持铺

平的状态，在该环节中要达到随起、随栽的效果。不仅

如此，在进行机械插秧的过程中，还要达到薄水、秧苗

立起的效果，并让植株的行距、株距都保持相同，不能

出现压苗、漏苗的情况。一般情况下，标准的秧苗行距

要在 30cm ；杂交水稻行距要控制在 14cm，并让每丛存

在 3株以内的幼苗；常规水稻植株行距控制在 12cm，每

丛 5株以内，栽种深度保证在 1.4cm。在栽种工作结束之

后，漏苗的概率要控制在 5%，均匀程度在 86%。

（五）田间管理

在机插秧工作结束出现了幼苗倾倒的情况时，如果

对其进行强行的扶正处理，便会对其根系的正常发育产

生影响。特别是在抛秧工作结束之后的两三天时间内，

如果使用人工的手段来对其干预，不仅会让秧苗承受

的损伤加重，还会造成新生根系的折断，这对水稻的高

产量、高品质产生了恶劣影响。在机插秧的工作结束之

后，需要时刻让田间的水分处于适宜状态，以此来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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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棵的速度。抛秧的 10d后，是幼苗根系发育的关键时

期，如果此时遇到了连续性的降雨，会让田间内部的水

层不断加深，这时农户要及时进行排水工作。在水稻的

秧扎根、立苗之后，便要适当的使用农药，在该环节与

常规操作相同。

（六）注意事项

第一，需要保障营养土搅拌的均匀程度，在使用各

种类型的壮苗剂时，要根据“分层实施、上下各半”的

原则来进行操作。第二，为防止水稻幼苗在成长过程中

发生串根的问题，种植人员要将泥盘上的土壤清理干

净，确保灌溉工作进行中不会超过畦面；在避免水稻秧

苗出现徒长情况时，要选择使用烯效唑，来进行浸种，

保障幼苗生长过程中的健康强壮。第三，在进行束带抛

摘的过程中，为防止田间的秧苗在水面上漂浮，便要对

水层的深度进行管控，如果出现了恶劣天气与深层水

时，便适宜进行机插秧操作。第四，在进行水稻的机插

秧操作时，要根据相应的操作步骤进行逐一开展。开展

水稻机插秧操作时，需要定植田间总量的 70%幼苗，完

成后对其进行细致检查，确保没问题之后，再将剩余的

30%进行抛栽。第五，在处理田地中的草害时，要对各

种的化学药剂使用量进行严格管控，并在该环节中要避

免使用具备乙草胺、甲磺隆物质的药剂。

二、水稻病虫害防治
（一）稻瘟病

1.病害症状。在水稻种植的过程中，稻瘟病是产生

破坏最为严重的病症，从幼苗到结穗都能够对其进行感

染。在幼苗生长至三叶前，产生该病害的主要原因是种

子携带病菌。带病幼苗的根基部位会呈现灰黑色，上方

叶片是褐色，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干枯卷曲直至死亡，

在温度相对较高时，还能产生大量的黑灰色霉层；在分

蘖拔节时期，产生的破坏较为严重。这时会出现慢性、

急性、白点型、褐点型的病斑情况。

慢性病斑：最开始是在叶片上出现暗绿色的小型斑

点，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扩大成为梭形，在该过程

中经常会出现褐色的坏死线。同时，病斑的中间位置是

灰白色，外部存在浅淡黄色的晕圈，在种植环境相对较

为潮湿时，会产生灰色的霉层，病斑数量增多时，还会

呈现出连片的不规则形状。急性病斑：不仅会在叶片表

面位置形成暗绿色的椭圆形斑点，还会在叶子的上下两

面都会产生褐色霉层。白点型病斑：在生长时间较短的

嫩叶上出现该病症时，会出现近圆形的白色小斑点，但

是不会产生孢子。褐点型病斑：其大多出现在生长时间

较长叶片上，其表面会呈现出针尖大小的褐色斑点，但

是只出现叶脉上，会产生数量较少的孢子。不仅如此，

在水稻抽穗之后，最初会在稻节上产生褐色的小点，之

后会围绕其进行不断拓展，让发病的位置变黑，容易

折断。

2.发病规律。该病菌主要是由分生孢子、菌丝体在

稻谷，稻草上进行越冬。第二年产生的分生孢子会随

着刮风、下雨等天气传播，之后再重新感染到其他植株

上。同时，播种的过程中，携带病菌的种子便能产生苗

瘟病害。适合菌丝成长发育的温度是 27℃，相对湿度

在 91% ；孢子在萌发的过程中，需要有水存在 7小时以

上，多在高温度、湿度的环境中发病。

3.病害治理。在进行稻瘟病的治理时，要从以下几方

面开展：在保证种子适合安徽种植的情况下，还要保障

其具备的良好抗病性；在没有生病的稻田中进行留种，

之后对生病的稻草进行及科学处理，将病菌的源体进行

消灭，最后使用土壤消毒剂进行灭菌。强化水肥方面的

管理工作。水分的科学使用，不仅能够改善种植过程中

的环境条件，还可以对病菌的扩散、感染产生一定控制

效果，促使水稻能够健康地成长，达到高产量、高质量

的效果。在进行肥料使用时，要在每亩地中使用 75%浓

度的三环唑 28g、2%浓度的春雷霉素水剂 90g、稻瘟灵

乳油 150ml。在水稻破口至始穗期各使用一次，如果遇到

雨水天气还要追加使用一次，通过对其的合理施撒，能

够产生良好的防治效果。

（二）白叶枯病

1.病害症状。在水稻种植过程中出现了白叶枯病时，

作物成株时期的主要症状有以下几点：叶片边缘型：这

种是在种植过程中经常能够见到的病斑种类之一，其

发病过程中都是在叶尖、叶片边缘位置开始，最初只是

暗绿色的水渍状，之后随着时间推移，会逐渐成为暗褐

色，并在浸染线附近形成淡黄偏白的病斑，之后不断向

健康部位进行扩展，沿着叶片边缘的两侧、中间进行延

伸，让叶子逐渐向黄褐色进行改变，最后呈现出干枯的

白色。同时，该病症还经常因为品种的不同而产生差

异。急性型：这种在水稻种植过程中同样属于经常能够

见到的病斑种类之一，其大多发生在栽培过程中肥料过

多、易感染品种、温湿度适宜病害发生的情况中。在发

病之后，叶片会呈现出灰绿色，之后短时间内快速丢失

内部水分，让其叶片呈现出向内卷曲的情况，但是其主

要存在叶片的上方，不会蔓延到整体植株。黄化型：该

情况出现的概率与以上两种相比较来讲较低一些，在最

开始时，心叶并不会枯萎死亡，同样能够进行平展，但

是其内部会存在不规则形状的褪绿斑点，随着时间逐渐

推移，成为枯黄色大块斑点，并且在病叶的基部位还会

出现不连续小条病斑。

2.发病规律。水稻中白叶枯病主要的感染源是带病稻

种、病稻草。病种来源存在两种情况，系统感染，病菌

通过水稻植株的维管束疏导进入种子内部；在水稻抽穗

开花时，病菌通过风、雨水进入到稻穗中。在天气较为

干燥的情况下，能够存活 10个月，直至第二年的播种，

不过在进行种子贮藏时，病菌会逐渐死亡，让其携带病

菌的数量降低。在稻草中的病菌会很难将其分离出来，

其在经受过日晒雨淋后，便会逐渐失去活力，降低传

染性。

3.病害治理。在对白叶枯病进行防治时，主要从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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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化学两方面开展工作。一是农业防治。农民在挑选

种植的品种时，要保证与当地种植条件符合的情况下，

再优先考虑抗病效果良好的种子，降低病害产生的破

坏。还要对病菌的来源进行控制，不使用携带病菌的种

子类型，禁止带病的稻草进行还田，将得病的稻谷壳等

残渣组织进行科学清理，减少病源的数量。与此同时，

对田间的病草进行及时清理，避免其堵塞在涵洞上，防

止随着水流进入到田地中。二是化学防治。在水稻进入

三叶时期前、移栽工作开展前的五天内各进行一次药物

喷洒，通过对三氯异氰尿酸的使用，来降低本田发病的

概率。在大田时期中，还要在发病规模、数量相对较少

的情况，来进行处理，避免其大面积扩散。在该环节中

使用到的药物有 35%浓度的克壮•叶唑 1500 倍液、50%

浓度的氯溴异氰尿酸 3000 倍液、20%浓度的噻菌铜 2000

倍液、3%浓度的中生菌素 10000 倍液。

（三）稻恶苗病

1.病害症状。水稻恶苗病害从幼苗时期到抽穗阶段都

可能会发生，受到破坏较为严重的种子多数不能发芽，

或是在出芽之后的短时间内死亡。感染病害情况较轻的

经常会出现徒长的情况，并且比健康体高出 1/3，植株整

体较为细弱，叶片与叶鞘窄而细长，植株整体呈现出黄

绿色，并大多在移栽工作前后死亡，之后在病体上还会

产生红色、白色霉状物质，这便是病原菌的分生孢子。

在水稻成株时期出现该疾病时，会让分蘖数量较少，或

是不分蘖，节间近距离较长，并以弯曲状露出叶鞘之

外，下部位置的几个茎节会出现较多的不定根，茎干剥

开之后其中会呈现褐色，还有白色的蛛丝状菌体，在植

株发病之后，会让该位置逐渐腐烂。

2.发病规律。稻恶苗病的分生孢子会在种子表面，

或是以菌丝体形式在内部进行越冬，携带病菌的种子在

被感染之后，幼苗便会因此受到破坏。恶苗病的病菌在

34℃左右的环境中较为适宜生长，在高出 40℃、低于

2℃时，都不能良好生长。进行水稻催芽时，如果温度

过高，会让病害的出现情况较为严重，在病害检疫过程

中，该疾病并未包括在其中。

3.病害治理。随着机械化种植的水平不断提升，让

药剂浸种的工作并不彻底，会让其极容易引发恶苗病。

为了防止该病害情况的持续加重，便要科学地使用化学

手段，来对进行治理，具体措施如下：由于恶苗病存在

极强的传染性，不论是在秧田，还是大田，都要将病株

及时拔除，并进行科学治理，防止感染范围不断增大，

在该环节中可使用恶霉灵、福美双、多菌灵等相应药物

进行治理。在药物使用的过程中，要将用水量增加，保

障每亩地 50kg左右，让幼苗、苗床都能够充分沾染到药

物。为保障药物使用的效果，还要在施药的 4d后再进行

补喷。

（四）稻飞虱害虫

1.虫害症状。稻飞虱的成虫与若虫，大多数聚集在水

稻中下部位的叶鞘、茎干上进食、产卵，其依据自身携

带的针状口器插入水稻中进行汁液吸取，经过破坏的植

株会出现黑色、褐色的斑点，叶片逐渐从绿色转变成为

黄色，如果水稻存在纹枯病，还会让病害的情况不断加

重。在严重的情况下，还会让作物的根基位置变黑，之

后出现枯萎、倒伏的情况，甚至还会导致大面积的死亡。

2.发生规律。稻飞虱的成虫主要存在有翅、无翅两

种。断翅多为居留型，具备极强的繁殖能力；长翅型稻

飞虱是迁移型，其在 1 ～ 3期之间是分化的重要时期，

其中影响较大的便是营养获取。与此同时，褐飞虱在成

虫阶段具备趋光性，喜爱阴暗潮湿的环境，正常情况

下，雌虫能够产下 600 多枚的卵，在生长季节中，每间

隔 20d便能够繁殖出一代；灰飞虱若虫的迁移型较弱，

在拔秧、收割之后，能够暂时留在田埂上，然后就进入

到附近田地中，在若虫越冬时，会具备极强的耐饥饿

能力。

3.虫害治理。在稻飞虱的害虫数量达到 1500只/百丛

时，便要开始防治工作，这时每亩地使用 48%浓度的毒

死蜱 70ml、25%浓度呲蚜酮 18g、呲虫啉 40g25%浓度甲

维•仲丁威 70ml，将其与水充分混合之后，制成喷雾。

在药物喷洒过程中要具备充足的水量，正常情况下，每

亩地的用水量不能少于 50kg，机动的喷雾设备使用水量

要高于 25kg，该环节中的重点是植株中下部，要将该位

置打透。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水稻机插秧技术是经过长时间实践后形

成的全新技术，能够在作业环节中减少人工使用，提高

工作效率。同时，了解病虫害防治的要点，还可以促进

作物产出的质量、总量。通过对水稻的机插秧栽培技

术、病虫害防治技术的要点进行细致分析，了解到种植

户如果不能够良好的掌握这两项关键技术，不仅会导致

秧苗不能与土壤接触并下沉，还会对种植环境造成破

坏，为此，当地相关研究人员需要对农户进行重点培

训，提高作物产出品质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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