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2 农家科技

种 植天地
ZHONGZHITIANDI

论水稻种植中的抗病技术要点

辽宁省铁岭市西丰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董立春

摘  要：水稻是我国用于保障民生食品安全的粮食作物，其每年的产出量对我国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水平和社会稳定程度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在水稻成

长的过程中，会遇到许多不良因素的干扰，特别是病虫害对水稻的收获量影响极大。为了保证民生安全，水稻技术专家通过采用多种抗虫抗病技术，有效降

低了水稻病虫害的发生率。本文将对水稻种植过程中的抗病技术进行阐述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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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展水稻抗病技术的重要性

优良的水稻抗病技术能够保证水稻不断增强对各种

病害的抵抗力，有效控制病害对水稻发育和生长过程的

不利影响，保证收获的水稻颗粒饱满，在提高水稻种植

整体质量的同时，也能帮助种植人员获取巨大的经济收

益，进一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水稻抗病技术能够通过

对各种新式水稻品种的选培和优育，实现水稻抗病能力

的提高，让其在生长过程中获得强大的病害抵抗力，从

而达到优质高产的目的。总之，加强对水稻抗病技术的

研发与推广，不仅能够提高水稻产量、优化水稻品质，

而且还能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这对促进

水稻种植业的健康发展是极为有利。

二、水稻种植中的抗病技术要点分析

（一）稻种优选优育

保证水稻产出量和收获质量的重要前提条件之一就

是要科学合理地培育和选择具有高度潜能的优质稻种，

这就要求培育人员要对水稻稻种进行筛选和甄别，具体

实施流程包括以下几点：第一，精选稻种。在进行播种

之前，种植者要使用对应的工具对稻种进行筛扬，借助

这种方式将存在问题的稻种去除，保证稻种的整体质量

能够满足播种的标准，此后对筛选出的稻种选择合适的

气候，花费 1～ 2d的时间对其进行晾晒，增强其抗病力

和发芽率。第二，催芽。在完成对稻种的初步筛选和晾

晒准备之后，种植者还要选择新鲜的绿肥和青草等覆盖

物对水稻稻种进行催芽，随后使用各种相应的药剂对稻

种进行适当的处理。一是要按照每 5kg25mL的剂量对稻

种施加浓度为 2.5%的咯菌腈悬浮种衣剂，按比例兑制

100mL的清水以形成药液，适当搅拌以后对稻种进行浸

泡，保证每一个种子都能被药液所覆盖。二是在完成上

述工作还要再次对稻种进行晾晒，待稻种干燥后再按照

8 ∶ 5的比例使用清水对稻种进行浸泡，在此过程中要

不断对稻种进行翻动和搅拌，确保浸泡效果。此外，还

要根据当地的天气状况和气温明确浸泡的时间，一般而

言，在气温为 12～ 15℃左右时，浸泡时间约为 3～4d ；

而如果气温达到了 18 ～ 20℃时，则浸泡时间只要在 60

个小时以上即可；假设气温为 23 ～ 25℃时，则浸泡时

间为 2d以上。种植者需要严格按照要求执行相关工作流

程，并在浸泡完成以后对稻种进行堆闷催芽，从而保证

后续水稻的生长和发育能够达到理想的效果。

（二）使用科学的水稻种植手段

随着科学的进步和研究者们的努力，目前新式水稻

种植技术层出不穷，种植者们可以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

和自身对水稻收获的需求合理选择相应的水稻种植技

术，从而有效降低病害对水稻生长的影响，显著提升水

稻产出。

1.直播种植。水稻直播指的是将稻种在田地中进行直

接播种，过程中不需要采取育苗和移栽等行动。一般而

言，水稻直播包括旱地直播和水田直播两种方式，旱地

直播是直接在干燥的田地上进行播种，而水田直播则需

要在对田地进行灌水整地，保证田地里出现水层或者是

泥浆后再进行播种。直播方式的优势是比较节省人力和

时间，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确保水稻的产量和质量；但其

同时也容易受到气候条件的干扰，如果天气状况不佳，

会出现倒伏、草害等情况，进而对水稻最终的产量造成

严重的影响。

2.抛秧种植。抛秧种植方式首先要由种植者使用普

通的选种育种方式选择出符合种植要求的稻种，然后采

用人工手段对稻种进行分秧，随后使用各种工具和设备

将稻苗抛洒到空中，确保根部能够落入到田地之中。这

种播种方式能够促进水稻的集约化种植，提升水稻的产

量和质量，但也存在单位面积的田地内容易出现穗数过

多，成苗率过低等问题，进而影响到了水稻的最终收

获量。

3.移栽种植。移栽种植方式可以通过人工和机械手

段实现。其中人工移栽要求种植者按照水稻种植的相关

规范要求，将秧苗通过人工转移到对应的稻田中，其优

点是完全按照种植者的想法确定每一块稻田的种植密度

和规模，并在一定程度减少秧苗的损坏率，缺点则是其

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和时间，工作效率相对较低。而机

械移栽的方式则是借助各种机械种植设备对秧苗进行转

移，能够节约很多时间精力，提升播种效率，但容易对

秧苗造成损害，影响到最终的水稻产量。

（三）加强施肥技术

为了进一步提升水稻的产量和生长质量，仅仅只依

靠田地中的养分是远远不够的。种植者需要通过施加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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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肥料，增强水稻的抗病虫害能力，保证其能够健康茁

壮地成长。对此，水稻种植者们要对种植区域内的土壤

营养度予以高度的重视，在水稻基肥、分蘖肥和穗肥等

阶段进行细致工作，做好对肥料用量的把握和管控，增

强施肥效果。

1.基肥阶段。基肥需要在水稻进行种植之前就开始施

加，施肥量级为施加化肥总量的 40%以上。在实际进行

操作的时候，基肥可以在耙地之后一次性施加。

2.分蘖肥阶段。作为水稻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分蘖

期的养分充足与否直接影响到了水稻植株的数量。种植

者需要计算好时间，在移栽或者是插秧之后大约半个月

左右的时间施加分蘖化肥，对水稻补充各种有利于生长

的微量元素。

3.穗肥阶段。穗肥的作用是促进水稻开花和授粉之后

的结籽，通常会在水稻的穗轴分化期、颖花分化期或者

是授粉结束以后对其进行施加。

（四）做好水稻灌溉工作

1.插秧至返青、分蘖期的水层管理。水稻的插秧期

一般在晚熟区或者平原区为 5月 15 日至 20 日，而早熟

区或者是山区地带则要在 5月 25 日至 30 日左右的时间

阶段进行插秧。在插秧耕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同时进行

灌水，尽可能减少水资源的浪费。为了做好灌溉工作，

首先在要对田地进行平整，保证水层管理能够得到有效

执行，进而提升插秧工作的成效。对于返青期的水稻来

说，其灌溉水层要根据秧苗的生长状况进行确定，一般

要保持 2 ～ 3cm的浅水层以保证秧苗的健康成长。如果

出现秧苗比较脆弱或者是低温及日照较少的天气，则要

将水层增加到 4 ～ 5cm的深度，以便做好相应的护苗

和保温工作。如果发现秧苗恢复到健康状况，及时进行

排水，降低水位并提高水温，促进秧苗的下一步生长。

在水稻秧苗出现分蘖（稞叉）返青时，要时刻观察秧苗

生长进度和天气状况，及时调整浅水灌溉的深度，以

2～ 4cm的深度为宜。

2.稻穗发育期的水层管理。稻穗发育期是水稻生长的

一个比较重要的时期，在此阶段水稻的稻株和叶面都会

快速生长，同时受益于外部较高的温度和强烈的日照，

光合作用效果不断加强，在促进水稻生长的同时也会让

其水分大量蒸发，需要及时进行补水以维持水稻的正常

生长。在此阶段，田地的水层灌溉应达到 6～ 7cm左右，

为加速生长的秧苗提供充分的水源供应和适宜的根部温

度，进而增强其生长效率、枝梗分化的数量和最终结籽

颗数。如果出现低温寒潮等天气状况，则要及时将水层

深度增加至 10 ～ 15cm，通过较深的水层降低低温对秧

苗的影响，做好秧苗的保护工作。在水温较低的洼地区

域，通常会保持 6cm左右的灌溉深度，并通过频繁换水

等方式控制好水温，避免水温过低对秧苗造成伤害。进

入到稻株拔节孕穗期后，白天水温可能高达 35℃左右，

此时就要再次灌溉以加深水层，对高温形成缓冲，确保

秧苗能够健康生长。

3.水稻抽穗至成熟期的水层管理。在水稻开始抽穗以

后，需要在 20天内进行间断灌水，在保证浅水灌溉的同

时也要避免水稻出现缺水等情况。此时的水层深度一般

为 4 ～ 6cm，30 天以后逐步回落到 3cm左右的深度，以

便于借助地表温度促进水稻灌浆。在水稻生长的最后阶

段，灌溉管理的重心是要保证田地泥土的通气性，种植

者要根据成熟情况适当调整灌溉的时间和量级，如果存

在排水不佳等现象，则要提前进行排水，保证田地的干

燥程度，从而增加水稻早熟的概率，减少霜害等天气对

水稻造成影响。

（五）及时拔除和清理杂草

各种杂草是水稻生长过程中经常遇到的问题之一，

其会与水稻抢夺土壤中的养分和水源，挤占水稻的日照

空间，导致水稻发育不良。为此，种植者们要时刻注意

田地周边是否出现杂草，并及时采取措施进行拔除和

清理。在进行清理的时候，要充分考虑和研究杂草的种

类和数量，使用对应的除草剂或者其他手段对其进行防

治，确保水稻能够健康生长。

三、水稻种植中涉及的病虫害防治手段

（一）农业防治措施

做好稻种的选育培种工作，增强水稻抗病能力，是

有效降低病虫害发生的手段。通过使用强氯精等药剂对

稻种进行浸泡和消毒，能够明显减少各种水稻病害出现

的可能性。同时也要在种植时保证土地通风性和透气

性，根据实际情况适当施加如磷肥、钾肥等化肥，增强

水稻根茎的强韧度，降低其倒伏的可能性。在进行灌溉

的时候，要始终坚持前浅中晒等管理原则，在促进水稻

生长的同时也能够防治稻瘟病等病害。最后还要定时对

土地进行翻耕和处理，消灭杂草病菌和螟虫等潜在隐患。

（二）生物防治措施

生物防治技术是近年来出现的一种新式防治手段，

其具有绿色环保，不会残留污染物质等特点。其主要实

施方式是引入各种益虫或者益菌消灭可能对水稻造成不

利影响的虫害和病菌。比如可以使用阿伟菌素等药剂喷

雾，消杀二化螟等害虫；还可以在田地中放入青蛙和赤

眼蜂等生物用于消灭卷叶螟，借助链霉素防治条斑病。

通过上述手段，能够预防和处理各种水稻病虫害，使得

水稻可以健康生长。

（三）物理防治措施

所谓的物理防治手段是指使用人工或者机械设备对

病虫害进行防治。通过物理防治能够识别和发现各种病

虫害并及时进行清理。其虽然没有较大的副作用，但需

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工作效率相对较低。

同时如果物理处置不当，还会造成虫害扩散等情况的发

生，因此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做好对应的流程管理，严

格要求工作人员按照规范进行执行和实施。

（四）化学防治措施

化学防治是一种比较常用的水稻病虫害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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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来说，对于稻瘟病这种易发病症，种植者可以使用

苯菌灵、三环唑以及抗生素等药剂对其进行防治，通过

里面添加的植物活化剂和生物抑制剂等促进水稻生长，

避免水稻的秧苗和叶片坏死，影响到水稻产量。化学手

段虽然可以有效解决各种水稻病虫害问题，显著提升水

稻产量，但也很容易对周边环境和土地造成污染，如果

喷洒量级过大，还会残留在水稻表面和内部，导致水稻

化学浓度过高，影响到其质量，对食用者的人身安全形

成危害。因此，在采用化学防治手段的时候，要按照相

关规范的要求，严格控制使用量级，并引入各种新式喷

洒设备以提升喷洒效率和安全性。

四、专项水稻病害的应对措施

（一）防治纹枯病

水稻一旦患上纹枯病，就会导致其无法抽穗，影响

到最终的水稻产量。相关专家研究发现，纹枯病的出现

是因为水稻的叶片和根茎部分感染了真菌。在发病初期

会出现大量的暗绿色斑点，如果在此阶段不及时进行控

制，则会导致病害进一步恶化，使得斑点数量和范围持

续增加，最终使得水稻的叶片枯萎病死，严重减少其抽

穗的数量。对于发生纹枯病的水稻区域，种植者应当采

取下述几种措施进行应对：一是要严格按照种植标准要

求进行施肥，增强水稻的抗病力；二是要做好灌溉管

理，加强水稻活性，减少真菌存活的可能性；三是要做

好水稻种植的间距规划，保证稻株之间的通风险和透气

性，降低互相感染传播的可能性；四是要适当施加各种

化学药剂消杀真菌，一般使用的防治药剂包括 20%井冈

霉素喷雾或者是 10%苯醚甲环唑喷雾。

（二）防治稻瘟病

稻瘟病是一种容易在优质水稻品种上出现的病害，

其会导致水稻的叶片和根茎等区域受到伤害，轻微地会

减少水稻的产量和口感，而严重的则会使得水稻大面积

死亡，造成大量减产甚至是绝收。对此，种植者要采取

各种措施进行应对和处置，以保护农业生产者的收入和

国家粮食安全。稻瘟病基于发病部位不同，其症状和应

对措施也有着较大的区别，通常来说其处理策略包括以

下几点：一是要筛选具有高度抗病性的稻种；二是要在

播种之前将稻种在抗菌液之中进行浸泡，减少其发病可

能性；三是要在适当的水稻生长阶段对其进行防治，通

过施加 40%稻瘟灵乳油或者是 20%三环唑可湿性粉剂，

亦或是咪鲜胺乳油喷雾等对水稻进行消杀，减少稻瘟病

发作的可能性。在喷洒时要注意均匀，确保每一根植株

都能被药剂所覆盖。

（三）防治二化螟

二化螟是一种比较严重的水稻害虫，其会对水稻的

正常生长和发育造成严重的影响，如果不能及时采取措

施进行处理，很容易导致大规模范围内的水稻出现减产

的现象。同时因为二化螟生长和繁殖速度较快，一般会

采用下述三种措施进行防治：一是要设置对应的害虫诱

捕器，尽可能减少二化螟的数量；二是要针对其具有趋

光性的特点，使用黑光灯等进行防护；三是要在稻田灌

溉期间使用各种药剂对其进行扑杀，采用的药剂类型

为杀虫单粉剂、5%杀虫双水剂或者是 20%三唑磷乳油

喷雾。

（四）防治稻纵卷叶螟

作为食叶性害虫，稻纵卷叶螟一般会在水稻抽穗期

出现，针对这一特点，防治稻纵卷叶螟的最佳时期为 7

月中旬到 8月中旬，约 30d左右的时间段。稻纵卷叶螟

的发病病状主要为叶心出现针头状斑点，随着幼虫不断

长大，其会沿着稻叶边缘啃食叶肉，在叶片表面留下白

色带状条斑。其主要的防治应对措施通常是将农业防

治、药剂防治和生物防治等几种手段进行混合使用，以

最大限度地提升治理效果。其中农业防治手段包括优选

优育抗虫稻种，做好水肥管理等；而药剂防治措施则会

使用 30%茚虫威水分散粒剂、24%甲氧虫酰肼悬浮剂、

40%氰虫•甲虫肼悬浮剂，或者是 20%氰虫•甲虫肼悬

浮剂等兑水后进行喷雾，从而达到对水稻植株的全面覆

盖，保证消杀效果。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作为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关键农作物，

水稻生长过程中的各种病虫害处理措施是相关管理者和

种植人员所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种植者们应当根

据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和过去的实际成功经验，科学合

理地选择各种防治手段，积极引入新式设备和技术，有

效控制病虫害对水稻的影响，确保水稻产量和质量能够

符合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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