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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水稻消费量与产量世界第一，占总产量 40%，

特别是人口增长下，对于粮食需求也随之增加，必须优

化水稻种植，保证水稻高产、稳产。广西来宾市武宣县

隶属广西壮族自治区，地处东经 109°27'～109°46'，

北纬 23°19'～23°56'，地形开阔，为亚热带气候区，

雨量充沛，气候温暖，是种植水稻适宜地区，应以增加

产量、节约用水、绿色种植为目标，推动我国农业实现

可持续发展。

一、水稻种植重要性

水稻为禾本科水生草本，高 0.5 ～ 1.5m，叶鞘松弛

无毛，叶舌披针形，稻米含 75% ～ 79%碳水化合物，

0.2% ～ 2%脂肪，6.5% ～ 9%蛋白质及 0.4% ～ 1.5%的

灰分，粗纤维含量少，粉质细腻，生物价高，堪比大

豆，易于被人体吸收。水稻是主要粮食作物，地位仅次

于小麦，能够适应多种生态环境，为高产作物，具有较

高营养价值，加工副产品也用途广泛，是家畜精饲料，

也能提取脑磷素、康油等。我国种植水稻历史悠久，产

量及播种面积为粮食作物第一，全国人口 2/3 以稻米为

主要食物，以 7%耕地养活 22%世界人口。半个多世纪

下，我国大力改善水稻生产条件，普及科技知识，促进

科技进步，相比 50年前水稻播种面积仅增加 21.8%，单

产却提高 2.23 倍，增加总产量 2.93 倍。未来的水稻生

产中，稳定基础面积同时，主攻高产优质，要求加快水

稻现代化发展，生产更多优质稻米，保证稻米生产与经

济建设、人口增长、市场需求适应。因此，水稻种植必

须转变依赖经验的生产方式，结合市场、技术、气候、

资源等因素，推行强根壮秆栽培，抓好水肥管理，以免

出现秧龄过长、死苗、出苗不齐等情况，从而提高水稻

种植产量与质量。

二、水稻栽培的要点

（一）优良品种

水稻种植中易受到生态环境、地理位置等因素影

响，必须选择抗性强、高产、优质品种，野香优莉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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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香优 9号、金灿 99、三澳占等，外观上乘，产品口感

好。选择品种后，水稻种子要籽粒饱满、颜色亮爽、谷

籽均匀、干净纯度≥ 99%，芽率≥ 90%，水分 13%，且种

子拥有质量合格证、经营许可证、营业执照及种子生产

许可证，包装袋需标明生产商名称、品种名称、生产日

期、质量指标等，保证种子规范性。

（二）种子处理

在水稻播种前，需做好以下工作：一是晾晒种

子，播种前 7 ～ 10d，将种子拿出摊放于地面上晾晒

1～ 2d，保持种子活性，自然回潮，注意不能暴晒，或

是放到水泥地面晒，应薄摊勤翻，以免谷壳破裂。二是

浸泡种子，水稻发芽应提供一定水分，种子吸水达到自

身 25%重量后，会慢慢萌发，达到种子 40%重量后，

即可发芽，种子应浸种 3d，方能达到发芽需水量。而浸

种 3d各阶段有所不同，第一天内清水浸种，第二天上

午选择 2500 倍液咪鲜胺 25%，或是 500 倍液强氯精浸

种，冲洗残留药液后，第二天下午至第三天继续清水浸

种。每次浸种时间约为 5 ～ 6h，将其捞出露芽 2h，重

新换水，或是白天浸种，夜晚露芽，6h换一次水，方能

保证种子拥有充足氧气呼吸。三是种子催芽，防止因田

间发芽时不良气候及水分不足造成烂种、烂芽情况，可

提高成苗率。2～ 3d浸种有助于种子吸收水分，呈透明

状表明达到催芽标准，可选用催芽机催芽，精准控制温

度，两天内完成催芽，发芽率＞ 85%，苗芽整齐一致，

颜色为鲜白色，芽长与根长比例适。种子自然破发芽，

根长 1粒谷，芽长半粒谷即可播种。

（三）稻田准备

稻田选用需考虑水源充足性、土壤肥力、水资源污

染度、重金属含量、农药残留等，结合气候与降水量选

择最佳稻田，控制昼夜温差不超过 12℃。种植水稻前，

清理土壤残留物，对土壤、水质、空气检测，保证养分

充足，拥有良好吸水能力，实时监控种植区环境。苗床

处理中，为保证土壤肥沃，可每年秋末冬初时间，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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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1500kg/hm2 标准，施入腐熟农家肥，做好苗床消毒

处理，以免水稻感染纹枯病、稻瘟病等。还要喷施壮秧

剂、移栽灵进行彻底消毒，降低发生病害概率。

（四）种子播种

种子播种时，根据水稻品种、地方环境确定播种日

期，主要受到育秧季节温度影响，温度较低适当多播，

温度较高则少播，常规稻播种量超过杂交稻。广西来宾

武宣县为早稻，为保证水稻健康成长，根据播种品种至

齐穗天数，确定播种时间为 3—4月。地理条件好适合

稀栽植，苗数控制为 26株/㎡，地力不强地块则密栽，

苗数约为 31株/ ㎡，机插深度 5cm，行间距相同，株

型紧凑。播种后苗床覆盖薄膜，密封处理，确保内部湿

度、温度适宜，控制约为 20℃，加快秧苗生长速度。

当秧苗生长为 1心 2叶后，可进行练苗浇水，在多云

晴朗天气 10时与 16时揭开土壤薄膜，为秧苗起床通风

排水。

（五）田间管理

1.施肥。秧田施入优质有机肥，具有养分全、肥效

长、黏结性与吸附性高，能够增加土壤团粒结构，优

化土壤保肥保水作用，为土壤改良剂。基肥每公顷施

入 0.75 万～1.50 万kg/h㎡有机肥，400kg/h㎡复合肥及

110kg/h ㎡硅肥；抽穗至成熟期，为提高水稻结实率，

增加千粒重，作物完全成熟，根据水稻长势确定追肥

量，遵循宜少不宜多原则，施入 850kg/h ㎡磷酸二氢钾

溶液 3.5%。如果出现缺锌症状，喷施 850kg/h ㎡硫酸锌

溶液 2.5%，叶片褪绿发黄则喷施 70kg/h ㎡锌动力高氮

复合肥，能够增强植株抗病性与抗逆性，避免早衰，改

善根部供养条件，促进籽粒饱满。水稻基肥施足，中期

叶片浓绿，生长过旺，则不宜追施粒肥。

2.灌溉。水稻采取人工播种或机械化播种受到雨

水、天气等因素影响，需了解稻田干湿度，加强灌溉管

理，把控稻田灌溉时间与次数，采取间歇式灌溉模式，

实施弹性灌溉，时刻关注土壤及气候情况，确保水层厚

度符合水稻生长要求。并且，水稻幼苗期、结实期、分

叶期水分反应迟钝，拔节孕穗期、返青期、灌浆期、抽

穗开花期对水分较为敏感，需根据水稻情况合理灌溉。

3.防漏。水稻种植对水分需求量较高，漏水将会影

响水稻生长，必须做好保水工作，灌溉水到后检查田

埂，保证田埂稳固，以免被水冲破。漏水还会造成养分

流失，无法为水稻提供更多营养，需不定期、定期检查

田埂，做好维护，杜绝漏水情况。

（六）喷洒富硒剂

水稻生产需采取无公害种植技术，合理使用富硒

剂，添加 1500mg/h ㎡富硒剂，使得水稻转化硒元素，

从无机硒转变为人体可吸收硒，提高硒元素含量，生产

处无公害硒食品。操作如下：水稻抽穗至灌浆阶段，利

用 21kg水将富硒剂稀释，均匀混合喷施，避免选择下

雨天气，规避高温与低温，时间多为 8 ～ 11 时，或是

15 ～ 18 时。当天 3h内如果有雨，则雨停后喷洒，以免

影响水稻生长。

三、水稻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

（一）生物防治

1.植物源农药。绿色防治需遵循生态环保要求，尽

量减少化学药剂的应用，使用植物源农药，灭杀水稻田

内害虫，该药剂具有天然性，不仅能够灭杀害虫，也能

维护生态环境，确保水稻生长健康。例如，在防治水稻

象甲中，可通过添加 1% ～ 2%的苦参碱可溶性药剂方

式，掌握发生害虫规律，明确每年约 5—6月虫害巅峰

期，将药剂喷洒至水稻叶子上，用量为 667g/ ㎡，隔 7d

喷洒 1次，提高药效，病虫害防治效率约为 90%。

2.生物农药。农田环境污染不断严重，发生病虫害

日趋严重，不断淘汰高残留、高毒性农药，可使用安

全、低残留、低毒农药，实现绿色防控、科学用药。而

生物农药相比化学农药源于生物体，能够迅速分解，影

响环境较小，不易产生抗体，应用质量更佳。生物农药

包括阿维菌素、井冈霉素、春雷霉素、多杀霉素、苏云

金杆菌（Bt）、多抗霉素、金龟子绿僵菌CQMa421、枯

草（蜡质）芽孢杆菌、苦参碱、中生菌素、球孢白僵

菌等。例如，水稻种植中易发生条纹枯叶病，为生产优

质、无公害水稻，需控制农药使用，避免污染水稻生长

环境，可选用苏云金杆菌，具有良好防治效果。此过程

中，明确病虫害规律及特点，合理应用苏云金杆菌和枯

草芽孢杆菌防治病虫害，在使用前通过试验了解生物农

药影响性，我国对于应用苏云金杆菌等农药规定了使用

时间、防治方法及对象等，按照要求操作即可获得良好

效果。

3.天敌防治。该防治方法主要是通过食物链、生物

圈中动植物相生相克关系，或是通过水稻病虫天敌将虫

害消灭，不会影响客观生态环境。当前，可在水稻种植

中释放稻鸭、稻螟赤眼蜂等，以此捕捉稻田害虫。其

中，稻鸭主要是在水稻生长 1周后放入稻田，单亩种

植面积放入 128 只左右的稻鸭，直至水稻孕穗成熟，通

常为 50d。通过反复寻觅与捕捉稻鸭，可控制二化螟数

量。并且，稻鸭还能将杂草吃掉，节省人工劳动，游动

中也能够践踏土壤，提高土体通透性；稻螟赤眼蜂通常

用于消灭二化螟与稻纵卷叶螟，合理控制数量，减少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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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破坏，在稻田栽培中，二化螟与稻纵卷叶螟也存在集

中爆发期，该阶段分 3次放出稻螟赤眼蜂，每公顷 15

万只即可。

（二）物理防治

1.灭虫灯。水稻害虫包括稻飞虱、稻象甲、稻纵卷

叶螟等，种植关键阶段可使用灭虫灯杀灭害虫，确保水

稻作物健康成长。稻田灭虫灯是物理防治手段，利用频

振杀虫技术与灯光诱虫技术，可实现准确防控，安装便

捷，减少农药用量，促进稻田绿色成长。水稻种植中，

借助灭虫灯吸引害虫后大规模捕杀，其具有简单易行的

特点，未结束插秧前即可设置，应用时间早，防治效果

良好。但是，灭虫灯应保证其使用科学性，将其设置在

集中暴发虫害位置，集中消灭害虫。水稻 5月下旬易发

生二化螟，其作为跨越冬季害虫，对水稻生长造成严重

危害，另外还可使用灭虫灯防治甘蓝夜蛾、小菜蛾及金

龟子等，减少害虫数量。

2.诱杀法。水稻病虫害采取诱杀法不仅可实现病虫

害防治，还能避免污染生态环境。一是按照比例配置诱

导剂，准备塑料盒子，将诱导剂放入其中。例如，在二

化螟诱杀中，利用技术配置害虫信息素，将二化螟性信

息素添加至诱捕器内，可吸引稻田害虫，降低田间虫卵

数量。此过程中，种植人员需定期巡查，做好滤芯更换

工作，保证捕虫力度；二是配置糖醋溶液，按照 4：3：

2：1比例，充分混合醋、糖、水、酒溶液，倒入容器

后，将容器放置于稻田胖，吸引害虫；三是安装三脚架

在水稻田周围，以气味诱杀害虫。具体应用中，需合理

进行诱导盒子设置，可在 6—8月开展，每 133 ㎡设置 1

个，10d为 1周期。在种植水稻种，易出现黏虫类与蝇

类害虫，影响水稻产量质量，以气味吸引害虫诱杀，可

实现大规模诱杀，具有良好防治效果，加强生态保护。

（三）化学防治

水稻栽培中，防治病虫害仍无法完全离开化学防

治，为满足环保要求，需结合新技术，减少化学药剂用

量，降低农药污染，维护生态系统稳定性。例如，可

使用阿尔菌素乳油 4%、稻雨水分散颗粒剂 70%、苯醚

30%等，禁止使用高毒性农药，否则尽管达到病害灭杀

效果，却也污染了水稻，无法售卖食用。

（四）优化保障

1.检疫控制。在检疫中能够检测有害生物，将水稻

水象甲及细菌性条斑病检测出来，需加大检疫力度，对

各田块水稻细致排查，出现病虫害疾病后，及时拔出烧

毁，以免为其他水稻作物造成更大危害。

2.技术推广。水稻栽培及病虫害绿色防治中，人工

作为重要环节，人员技术水平及防治病虫害能力对实际

水稻种植效果影响较大。种植水稻人员如果经验丰富，

掌握病虫害防治方法，可提高水稻产量及质量。在水

稻病虫害防治中，可采取政策宣传方式，对种植者开展

水稻种植技术培训，尽可能将理论知识用于实际，了解

地方农户水稻种植中遭遇的问题，聘请专家为其提供指

导，予以财政支援，构建完善推广体系。农业部门也要

做好考察工作，走进稻田，发现、解决问题，可建立水

稻种植基地，从点到面的示范优质水稻栽培技术，进而

形成工厂化、标准化水稻栽培模式，提高农民受益。

四、水稻收获贮藏

水稻成熟度为 90% ～ 95%时为最佳收获时间，如果

收获时间晚，易流失营养物质，降低稻米质量，相反，

水稻收获过早，将出现青米率高、灌浆不足的问题，减

少水稻出米率、品质及产量。水稻收割结束后，第一时

间晾晒处理，避开化工污染、沥青等场地，均匀摊铺稻

米，提高翻动次数与频率，减少水分至 13.5%时，将其

贮藏。

五、结束语

水稻为常见农作物，栽种过程却对技术要求较高，

易受土壤、气候、降雨因素影响，可采取绿色栽培、防

治病虫害技术，发挥地理环境及光照优势，为水稻生长

提供适宜环境。为此，水稻栽培时，应结合实际情况，

保证种子、整地、管理、病虫害防治、收获等各阶段均

做到绿色无污染，根本上提高水稻产量及品质，促进农

业实现可持续发展，为民众提供绿色、优质稻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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