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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水稻病虫害的防治技术，一般采用化学农药的

防控方式，化学农药具有起效快、药效好等特点，但是

传统化学农药毒性较高，且容易在稻田中残留，对于水

稻生态环境会产生很大负面影响。为了有效保证农业生

态环境质量，推动现代化农业发展，绿色防控技术被推

广和应用，通过实践应用可以看出，绿色防控技术不仅

能够起到良好的病虫害防治效果，同时能够保护水稻稻

田环境，所以需要加强对绿色防控技术的应用推广。

一、绿色防控技术的基本内涵分析

绿色防控技术是指采用农业防治、物理防治、生物

防治以及低毒性的化学农药，对农作物病虫害进行防

控。在水稻种植过程中，如果发生病虫害问题，会导致

水稻大面积减产，对于水稻种植户会造成严重的经济损

失，而在化学农药技术快速发展的情况下，化学农药在

水稻病虫害中防治中具有良好的效果，但是经过长时间

的应用后，许多毒性较高的化学农药会残留在稻田中，

对于水稻种植产生很大负面影响。在此背景下，为了促

进水稻种植产业可持续发展，同时促进我国绿色化、现

代化农业发展，绿色防控技术理念不断发展，且催生出

许多科学的绿色防控技术，使得水稻病虫害防控工作进

入新的发展阶段。根据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绿色防控

技术主要包括农业防治技术、物理防治技术、生物防治

技术以及科学的化学农药应用技术，通过采用绿色防控

技术，全面提高了水稻病虫害防治技术水平，在当前水

稻种植产业中具有重要的价值，能够减少水稻受到的污

染情况。

二、水稻常见病虫害分析

（一）水稻纹枯病

水稻感染纹枯病后，水稻的根茎会出现灰白色和类

似云纹状的病斑，病斑会从水稻植株表面逐渐向根茎内

部进行扩散，当水稻植株内部出现纹枯病病菌时，就会

导致水稻出现白穗的现象，从而导致水稻植株死亡。纹

枯病对水稻的破坏程度较大，主要是由于水稻播种时间

过早、氮肥施加过多、水稻田间土壤湿度较高等原因，

导致水稻出现纹枯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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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稻根腐病

在稻田出现根腐病的问题时，水稻植株会出现较为

容易拔起的现象，即使水稻根部没有全部腐烂，也会引

起水稻出现倒伏和白穗等问题发生。水稻种子感染根腐

病的病毒后，种子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变色问题，随着感

染程度的不断加深，种子表面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变形和

褶皱。水稻播种时间过早或过晚，都会导致水稻容易出

现根腐病。此外，若水稻种植地杂草过多，或者土壤肥

力较为贫瘠，水稻植物根部无法实现良好的发育，也会

导致水稻在播种期出现根腐病，是一种危害较大的水稻

病虫害。

（三）水稻二化螟

根据当前广西地区的水稻种植的实践经验来看，较

为常见的病虫害主要包括水稻二化螟。水稻二化螟是水

稻种植中最常见的虫害之一，对于水稻的生长发育有着

很大的影响，如果发生了水稻二化螟虫害，会降低水稻

的产量，水稻种植户会遭受到严重的经济损失。

三、水稻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的应用分析

结合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水稻种植产业发展现状来

看，当前水稻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在该地区已经取得全

面应用，从而推动当地水稻产业发展。

（一）农业绿色防控技术的应用

农业防治技术是指通过科学选种、田间管理等方

式，降低病虫害发生率，从而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是

一项最为基础的绿色防控技术应用方式。首先，为了降

低水稻病虫害发生率，需要结合当地水稻病虫害的发生

历史情况，选择抵抗当地易发病虫害能力较强的水稻品

种，从而能够取得良好的应用效果。其次，在品种选择

完成后，需要做好种子处理工作，对种子进行充分浸

泡，可以使用一定量的消毒药剂，提高水稻种子质量，

从而能够有效降低水稻病虫害发生率。第三，需要进行

科学的栽培管理，合理使用肥料，确保水稻生长更加健

壮，增强水稻抵御病虫的能力；还可以实行宽窄行栽培

技术，提高水稻稻田的通风和透光水平，对病虫起到抑

制作用；通过合理轮作来改善土壤条件，破坏病虫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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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和繁衍环境，有效减少有害生物的生存与繁衍，从而

能够在保护水稻稻田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对病虫害起到

良好的保护效果。最后，农业防治过程中需要采用科学

完善的水稻病虫害防控监测体系，结合当地水稻易发病

虫害的特点，在易发季节来临前，做好科学的监测工

作，通过监测工作及时发现水稻病虫害问题，从而做到

“早发现、早治疗”，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水稻病虫害

的影响。

（二）物理绿色防控技术的应用

物理防治措施是在选择水稻品种时，要选择抗病虫

优质丰产的优质水稻品种。抗病虫优质的水稻品种在发

病率上平均减少 70%以上，农药的使用量减少平均 50%

以上。当前我国农业部门正在不断地研究抗病虫优质的

水稻品种，并且研制出了许多抗病虫能力优秀的水稻品

种，对水稻病虫害防治工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此外，

可利用水稻害虫趋光性，通过采用太阳能诱虫灯等措

施，能够有效杀死水稻害虫，降低水稻种植区域内害虫

总量，还可以采用黄板诱蚜等方式，对虫源进行科学控

制，物理防治技术手段，能够减少农药使用，具有良好

的保护作用。

（三）生物绿色防控技术的应用

生物防控技术是当前水稻病虫害防治中应用较为广

泛的一项技术，主要是利用生物制剂和生物之间的蚕食

关系，消灭病菌以及害虫。除了传统的生物之间的捕食

关系之外，还可以采用生物农药进行防治，生物农药是

指利用生物活体，比如真菌、细菌、昆虫病毒、天敌以

及转基因生物等，针对农业有害生物进行杀灭和抑制的

药剂，也被称作为天然农药，主要是指非化学合成的农

药类型。相比于传统的化学农药而言，生物农药具有选

择性较强、对生态环境影响较小以及诱发害虫患病等多

项特点，因其独特的技术优势，在水稻病虫害防治中取

得较为广泛的应用，通过采用生物农药，不仅可以有效

消灭水稻病虫害，同时能够对稻田起到良好的保护作

用。一般情况下，结合水稻病虫害，生物药剂可以采用

苏云金杆菌、阿维菌素等，能够有效抑制和消灭水稻病

虫害问题，且这些生物药剂不具有毒性，不会对水稻稻

田造成污染和伤害，具有良好的绿色防控效果。

（四）精准把控化学农药使用

当前化学农药依然是水稻病虫害最为有效的防控方

法，绿色防控技术并不是指完全不采用化学农药，而是

通过精准控制药量和使用方式的方法，减少化学农药使

用总量，从而降低化学农药的危害。例如，使用时必

须要根据病虫害的预测和预报，准确掌握防治标准和防

治适期，选择一些药性高效、毒性较低、残留较低的农

药，有效控制病虫危害的同时最大限度减少因农药产生

的污染，保护水稻农业生态系统和生态环境。在农药使

用过程中，需要采用靶向用药的方式，将化学农药精准

地使用在发生病虫害的区域，从而能够起到良好的应用

效果。

（五）具体水稻病虫害的绿色防控技术应用

1.水稻纹枯病防治措施。水稻纹枯病的防控措施首

先要选择对纹枯病抵抗能力较高的水稻品种，结合当

地水稻种植的实际情况，保证水稻能够正常生长。为了

降低水稻纹枯病的发生率，不能过早进行种植，并需要

适当减低播种量，防止播种过于密集，从而能够提高水

稻对纹枯病的抵抗能力。在水稻播种前可用咯菌腈悬浮

剂、戊唑醇悬浮拌种剂、粉锈宁可湿性粉剂等药剂进行

拌种，这些化学农药具有低残留、低毒性等多项特点，

符合绿色防控技术要求，在生长过程合理施用氮肥、磷

肥、钾肥，提高水稻抗病能力，进入拔节期后可适量使

用苯甲·丙环唑乳油，都能够对水稻纹枯病做出很好的

应对。

2.水稻根腐病绿色防控技术。针对水稻根腐病，为

了实现绿色防控效果，首先要加强水稻种植地田间管

理，结合当地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情况，选择最适合的播

种时机进行播种，并加强基肥施撒，保证水稻根系发育

能够吸收到充足的养分，从而促进水稻根部的生长好发

育。在水稻拌种期间，可以加入一些能够预防根腐病的

药剂，一般在发病初期或者水稻返青至拔节期，每亩内

采用苯醚甲环唑、烯唑醇等高效杀菌剂 50mL，加入清水

40kg左右，将水稻种子进行浸泡，还可以采用喷洒的方

式，每隔 7天使用一次药剂，确保水稻能够充分吸收药

剂，从而提高水稻种子抵抗根腐病的能力，在精准应用

控制模式下，能够取得良好的防控效果。

3.水稻二化螟绿色防控技术。水稻二化螟的防治难

度较大，在防治过程中可以采用绿色防控技术，具体

可以采用如下几种方式：首先，种植户要根据当地的地

理环境、气候因素等，尽量选择抗虫害能力强的水稻品

种，并合理安排冬季作物，例如大麦、油菜等都要留种

留肥，并把它们安排在水稻二化螟虫源较少的田地之

中，可以减少越冬基数。加强田间管理，及时清除含有

水稻二化螟的杂草等；还可以在稻田灌水以达到杀蛹的

效果，就是在水稻二化螟的初蛹期间，利用烤填、灌水

等方式，降低化蛹的部位，当进入水稻二化螟化蛹的高

峰期后，要加深灌水到一定深度，连续灌水一周，能够

有效杀死大部分的二化螟幼虫和蛹，能够取得良好的防

治效果。在农药使用方面，可以采用杀虫双以及杀虫单

等低毒性、无残留化学农药，通过低毒性的农药结合精

准用药控制模式，针对发生较为严重的水稻病虫害具有

良好防治效果。其次，生物防治。根据当前的应用情况

来看，在水稻二化螟的绿色防控中，可以采用释放赤眼

蜂的方式，赤眼蜂针对水稻二化螟等害虫具有良好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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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效果，将一定数量的赤眼蜂释放在水稻田间，赤眼蜂

则会蚕食水稻二化螟，且赤眼蜂不会啃食水稻植株，能

够在短时间内消灭大量的水稻二化螟等害虫。此外，广

西部分地区开始采用稻田养鸭的生物防治措施，鸭能够

有效消灭多种水稻害虫，且基本不会对水稻造成伤害，

也是一种科学有效的生物防治方法。还可以采用生物药

剂等方式对水稻病虫害进行控制，相比于传统的化学药

剂，生物制剂不具有毒性，具有良好的防治效果。

四、水稻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推广有效措施

绿色防控技术具有重要价值，但是当前绿色防控技

术在水稻病虫害防治方面的应用尚未建设完善体系，所

以为了提高使用效果，需要加强绿色防控技术的推广工

作。首先，农业部门需要通过多项线上、线下活动，为

农户讲解绿色防控技术的优势，并使其能够掌握正确的

使用方法，确保农户能够正确认识到绿色防控技术的价

值，结合新媒体、网络渠道等提高绿色防控技术推广范

围，从而能够有效提升绿色防控技术推广工作质量。农

业技术推广部门可以举办水稻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推广

活动，在活动中为广大农户深入讲解水稻病虫害绿色防

控技术的优势和具体方法，同时通过下乡、互联网渠道

以及农业种植指导等多种不同的推广方式，提高水稻病

虫害绿色防控技术推广范围，覆盖更多的农业种植区

域，并在农户应用水稻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中提供技术

指导，使其技术应用更加规范，在农户能够完全掌握种

植技术的基础上，能够全面促进现代化农业发展。其

次，相关部门需要加强对农户的绿色防控技术应用指

导，一些农户缺乏绿色防控技术应用经验，会出现错误

应用的问题，从而导致绿色防控技术的作用无法有效发

挥，为此需要相关部门深入当地水稻种植区域，加强对

农户技术应用的指导。第三，在绿色防控技术推广过程

中，需要积极创新推广渠道，灵活利用新媒体推广方

式，通过录制教学视频等方式，提高绿色防控技术推广

灵活性，从而能够使得绿色防控技术推广工作实效性提

高，促进绿色防控技术全面应用。现当前我国水稻病虫

害绿色防控技术科研工作正处于关键阶段，多项技术还

没有走出实验室投入生产，所以需要继续加强水稻病虫

害绿色防控技术研究，创新水稻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

使其能够具有更加显著的效果，当农户应用水稻病虫害

绿色防控技术后，能够实现增产增收目标，从而能够提

高农户应用水稻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积极性，使其能够

更加主动地学习水稻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是当前水稻

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推广需要完成的主要工作。最后，

为了提高绿色病虫害防控技术效果，需要完善现代化推

广体系，农业绿色化是我国未来农业发展的主要方向，

科学技术对农业生产力的推动作用越来越突出，水稻病

虫害绿色防控技术推广与应用是我国农业发展过程中的

重点工作。因此，需要加强水稻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推

广立项工作，各地的农业部门需要成立相应的水稻病虫

害绿色防控技术推广部门，设置专职部门和专职人员负

责推广工作，提高水稻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推广工作的

规范性和系统性，建立水稻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推广长

效机制，根据国家以及各地当地的实际政策，完善水稻

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推广体系。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本文全面阐述绿色防控技术的基本内

涵，并对多项水稻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的具体应用方式

进行分析，提出有效促进水稻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推广

效果的策略，希望能够对我国水稻种植产业发展起到一

定的借鉴和帮助作用，不断提升水稻病虫害绿色防控技

术水平。

参考文献：

[1]余川龙.水稻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的应用推广研究[J].农家科技：中

旬刊，2020，55（003）:1-1.

[2]王新，张建林，廖学群，等.适宜广东潮汕地区推广应用的水稻病

虫害绿色防控技术[J].农业科技通讯，2021，12（009）:4-4.

[3]王凤祥，何贵宾.水稻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及推广措施探讨[J].南方

农业，2021，15（17）: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