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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是中国主要粮食作物，中国南方地区水稻种植

分为早稻、中稻和晚稻。水稻种植产业的健康发展对中

国农业经济的稳定具有重要作用。

一、凤山县水稻的生产现状
近年来，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凤山县重点依托自

身的主导产业发展优质水稻，通过以主导产业为引领促

进现代化水稻种植区的建设，全面加快凤山县的农业发

展与建设。当前，在凤山县地区总共涉及龙头企业 30家

（其中国家级 2家，省级 6家），凤山县总共获得无公害

农产品 7项。整个县农产品生产总值达到 35亿元。

（一）水稻种植面积

主要以水稻种植为发展优势，每年水稻种植面积大

约在 700 平方公里左右，占整体农作物种植面积的 3/5。

当前，凤山县水稻的整体种植面积出现了大幅度降低的

情况，其中主要指的是早晚两稻的种植面积出现了减少

情况。

（二）水稻产量

由于整体水稻种植面积出现大量减少，凤山县水稻

生产水平呈现略微提升。从水稻总体产量来看，2021 年

稻谷生产总量约 43万t，比上年增长了 0.7%。其中早稻

整体生产产量达到 20万t。

（三）水稻品种结构

水稻种植生产品种主要包括优质、杂交以及常规等

品种，其中优质品种包括黄华占、软占，杂交品种占到

了整体水稻播种面积的 1/5，常规品种占到了整体水稻播

种面积的 1/5。

（四）水稻分布格局

对于凤山县水稻种植来说，主要与地形和水源等外

部因素关系密切，整体的水源质量好、灌溉比较方便。

在该县中北与东南部，主要以水稻种植的早晚两季为

主，整体的水稻种植分布格局相对比较均衡。

二、凤山县水稻生产存在的问题
（一）总体生产投入不足

结合当前的实际发展情况，从整体播种面来看，农

业机械化水平与化肥使用情况与凤山县的水稻生产资本

投入与其他地区相比存在较大差异。凤山县水稻农业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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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化发展水平不够高，同时单位面积的整体播种面积与

国内水平相比存在差距，整体水稻生产投入成本不够高。

（二）生产效率相对比较低

水稻生产效率是衡量农民人均收入与水稻种植面积

的重要标志。当前，凤山县水稻的单位种植面积产量与

全国的差距大约在 10%左右，农民人均收入水平远低于

全国平均水平，差距大约在 95%，对于凤山县农民种植

水稻的积极性有一定影响。

（三）市场化水平比较低

水稻市场化生产程度是水稻商品化发展的重要衡量

标准，当前凤山县水稻商品化率要高于全国的平均发

展水平，其中 2020 与 2021 年该县水稻商品化发展大约

68%左右，虽然当前整体的水稻商品化程度有所提升，

但是要将该县水稻进行产业化与市场化发展还是难以满

足日常的发展需求。

（四）科技投入水平偏少

在水稻生产过程中还存在科技投入不足等问题，科

技转化能力相对比较低。此外，农民对于科技的接受能

力相对比较差，在水稻的日常种植过程中日常的管理相

对比较粗放，导致水分与土壤的肥力管理方面比较差，

整体的水稻单产还是比较低，加上投入成本的不断增

加，导致水稻的日常种植经济工作效率比较低，病虫害

问题严重。

三、种植技术要点
（一）选种

选种时，要考虑到种植土壤和气候条件的双重影

响。根据产量要求和水稻质量标准，选取合适的水稻品

种。尽量选择存活率高、抗病虫能力强、高产的水稻种

子，运用科学技术手段再对所选种子开展二次筛选，最

终，得到优质种子。为提高种植产量，将种子提前在 1%

生石灰里浸透，晒干后播种。

（二）选地

种植前，为提升土壤质量，使土壤平整、透气性

好、松软适中、无硬土块等，可以使用大型机械代替人

工进行整地，步骤为粗耕、细耕和盖平。要加强田间管

理，保证达到最佳种植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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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播种

首先，在播种前 1d浇水，严格按照种植标准进行播

种。做好种植保护措施，及时处理带病秧苗，做好田间

标记。在播种前，需要提前 3d进行晒种，然后在植物生

长调节剂中浸泡 5d，在天气较好时播种，种植时应避免

秧苗过密，保证秧苗之间距离相等，促进水稻生长。

（四）施肥

当秧苗出现稻茎时开始施肥。施肥可以促进水稻高

产，应用“3414”试验方案，最终确定施肥量为N肥 18

千克/亩，P肥 6千克/亩，K肥 6千克/亩，缩短生长周

期，保证水稻质量和产量。根据秧苗生长情况，结合生

长监测数据和检测结果分析所需肥料，综合计算肥料用

量，避免因不足或过量施肥影响秧苗生长。

（五）病虫害防治

在水稻种植过程中，受各种因素影响，需要对其进

行除草除虫。选择药剂时，要充分了解使用药剂的使用

方法、功效，尽量减少对水稻秧苗的不良影响。根据中

国水稻种植药剂使用标准，在喷洒时，均匀对水稻下部

进行喷洒，保证一次性清除病菌。

（六）灌溉

在秧苗培育阶段，要重视水稻灌溉，满足水稻生长

出穗需求，制定合理灌溉方案。准确把握灌溉次数、水

量、时间和灌溉位置等，保证水稻生长稳定。

四、病虫害防治技术要点
水稻在种植过程中，容易发生立枯病、青枯病、稻

飞虱、稻瘟病、水稻纹枯病等，其主要发生的物候期如

下表所示：

  水稻主要病虫害发生物候期示意表

编号 病虫害名称 物候期

1 立枯病 秧苗期

2 青枯病 晚稻灌浆期

3 稻飞虱 秧苗期

4 稻瘟病 整个生长周期

5 水稻纹枯病 抽穗期

（一）立枯病

水稻立枯病又称“死苗”，感病范围广，通常在水

稻生长中后期出现，主要由于生长环境温度低、早晚温

差大、土壤养分不足、阳光不足等问题使秧苗枯萎，快

速扩散后导致水稻成片死亡。若水稻秧苗长期处于低温

环境中，生长速度缓慢、光合作用差、吸取养分不足，

会出现大面积芽腐、针腐、秧苗黄枯和青枯的情况，最

后秧苗死亡。防治水稻立枯病时，首先需选择优质的种

子，在盐水中浸泡，严格控制秧苗种植距离，间距约

为 27cm。然后，做好秧苗的防寒保暖、通风、施肥工

作。最后，严格控制生长环境温度为 22 ～ 25℃之间，

做好及时防护，控制土壤水分。若情况严重，可采用药

物治疗，在秧苗 1期时使用 50mL80%乙蒜素 5g，兑水

15kg，喷雾喷洒，6d喷洒 1次，喷洒 2次后即可达到防

治效果。

（二）青枯病

水稻感染青枯病后，主要表现为叶片萎缩、失水、

灰色。若土壤营养不足，水稻容易感染青枯病。在防治

时，首先，选用抗旱品种，提升水稻的抗逆性。第二，

加强稻田管理。提前计划种植过程，保证水稻安全生

长。第三，针对土壤情况及时施肥，为水稻生长提供营

养。适量灌溉。合理喷洒药剂，主要使用敌克松兑水喷

洒，比例为 1∶ 800，为保证水稻水分充足，下午四点半

开始喷洒最佳。还可以使用 97%恶霉灵药剂或 30%瑞苗

清水剂。

（三）稻飞虱

水稻稻飞虱主要发生在秧苗嫩绿时期，会严重影响

水稻的光合作用，使叶片出现变黑、倒伏、枯萎等现

象，是植物性传播病毒。发生时危害较大，持续影响时

间长，不易治愈。在防治时，首先选择优质水稻品种进

行播种，科学种植，合理施肥，选择生物防治方式治

理。常见药剂为吡虫啉、烯啶虫胺、噻虫嗪和扑虱灵，

可加强内吸和渗透活性，保证药效持久。对土壤营养成

分伤害少，农药残留低。在使用时建议分开喷洒，确保

稻株下部淋到药液，用药时浅水层维持在 6cm左右。还

可以使用叶婵散，防治效果较好。

（四）稻瘟病

水稻稻瘟病是比较严重的水稻疾病。发生时扩散速

度快，经济损失严重，会影响水稻最终产量。病害主要

出现在水稻叶片、根茎、稻穗部位，根据发病部位不同

分为苗瘟、叶瘟和谷粒瘟等。稻瘟病主要通过空气传

播，影响范围极大，染病后秧苗快速死亡。在防治时，

根据生长环境选择优质水稻品种，改变传统施肥技术，

科学合理使用不同肥料，增加土壤肥力。对水稻生长情

况展开监督监测，及时处理病苗，减少病害蔓延。每 4d

喷施 1次药剂，一共喷施 2次，效果最佳。可以使用稻

瘟康 500 倍稀释液喷洒秧苗，兑水 15kg喷洒水稻，1周

1次即可。若病情严重，可使用 21%可湿性粉剂或施宝

灵、灭病剂等有效药剂。

（五）水稻纹枯病

水稻纹枯病是水稻感染纹枯丝核菌后发生的病害。

当高温、低温、湿度高时容易发生病害。主要出现在水

稻叶鞘，表面为椭圆形，叶片会随病情发展逐渐发黄，

最后秧苗死亡。发生时间多在穗期，出现速度快，传播

面积大，容易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在防治时，制定科

学的种植管理方案，不断改进施肥技术，尽量使用优良

品种，增加土壤透气性。严格按照种植标准栽种，控制

秧苗生长环境的湿度，提高秧苗抗病能力，保证水稻产

量。还可以进行药剂治疗，运用强效杀菌农药。使用已

唑醇、丙环唑、烯唑醇、井岗蜡芽菌等药剂，在拔节期

喷洒水稻下部效果最佳。恶霉灵可以在抽穗前期使用，

也可有效抑制水稻纹枯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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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南方水稻发展对策
（一）加强水稻品种的改良

要努力将选育品种与推广工作当作水稻产业发展的

重要对策，结合当地土壤与气候等特点，重点发展适合

当地地理环境因素的水稻种植品种。在水稻的生产过程

中，要加强配套技术的研究与推广工作，努力应用环保

型的栽培技术，科学推动南方水稻的高质量生产与发展。

（二）推动农业机械化发展

结合当前水稻生产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南方要加快

采用机械化的农业工具，不断满足地域生产中机械化的

发展需求。根据南方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机械化程

度，科学制定水稻生产机械化的发展模式，不断引导水

稻生产朝着节约型、绿色型方向全面发展，促进人与自

然的有效协调与合作，促进水稻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

（三）促进水稻产业化经营

南方水稻产业发展要全面依托市场发展需求，组织

开展加工与销售工作，才能促进水稻产业的可持续发

展。要坚持以水稻增产、农民增收、产业化经营为发展

中心，努力培养一批竞争力比较强的水稻龙头企业，注

重从科技层面寻求发展动力，加强对于先进技术的广泛

推广与使用，全面促进水稻生产的市场化与组织化，构

建南方水稻质量检测标准与体系，全面提升水稻产业化

经营水平，努力形成水稻产业一体化发展模式。南方通

过发展龙头企业全面推进水稻产业化经营发展。一是要

坚持以龙头企业为引领，加强优势水稻生产的基地建

设，通过订单的方式加强与南方农户建立良好的联系机

制，不断提升农民种植水稻的积极性，通过龙头企业的

全面带动作用，不断推进水稻的产业化发展，形成良性

的相互协作发展。二是要坚持以中介组织为桥梁纽带，

注重将市场与农民进行全面的联系，坚持以市场发展为

导向，充分发挥市场的引领机制，充分尊重农民的意

愿，引导水稻产业有序发展，促进经营管理模式的有效

变革，使得水稻生产与市场能够紧密联系，不断优化生

产要素，促进产业的经营化发展。

（四）不断加强农业技术的合理使用

一是要注重加强对于生物技术的有效推广，充分挖

掘有机肥资源，不断改善土壤的肥力，全面提升水稻生

产质量。南方要始终坚持以生物技术为中心，充分调动

农民使用有机肥料的工作积极性。要不断扩大绿色水稻

的种植面积，加强稻草的还田技术手段推广，不断增加

土壤有机质的肥料，减少土壤出现板结的情况，有效解

决农村建设发展中出现的环境污染问题。二是要注重优

良品种的推广工作，注重改善稻米生产质量，通过统一

的种植与生产方式，全面提升水稻稻米的生产品质。三

是要加强绿色稻米的栽培技术，不断提升水稻的生产效

益，按照水稻生产的流程，坚持因地制宜，大力推行机

械化耕种模式，不断降低人工的生产成本，全面提升水

稻生产效益。四是要加强节水灌溉技术的全面运用，注

重防渗沟渠的建设，减少日常的灌溉用水，充分利用水

资源，实现节约用水的灌溉成效。五是要加强病虫害防

治工作，确保水稻的日常种植与生产安全有序，注重选

择优质的水稻品种，加强病虫害的防治与预测，开展综

合治理，不断实现水稻病虫害的科学防治。

（五）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力度

在南方水稻种植与生产中，要注重加强农户的科技

能力与素质的培训。要组织培养水稻种植示范户，达到

以点带面的成效，不断提升农户的科技文化水平。同

时，南方要以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为抓手，促进农业

的日常生产与管理工作。相关农业农村部门要通过各项

优惠政策加强技术人员的不断培养，组织开展知识专业

培训，加强严格考核机制，不断推动农业技术人才队伍

的建设。

六、结束语
综上所述，中国南方地区需不断提高水稻种植与病

虫害防治技术，实现水稻安全种植，建立完善的管理种

植体系，利用科学技术手段保护水稻生长环境，提升水

稻产量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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