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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栽培技术及病虫害防治措施
朱淑华 1　杨　鑫 2　吕玲红 3

都昌县农业农村局 1　2　；都昌县周溪镇便民服务中心 3　江西　九江　332600　

摘　要：近年来，极端天气事件的频发导致水稻生长周期中的关键时期（如播种、分蘖、抽穗、灌浆等）更易受到干旱、洪

涝、高温或低温的影响，严重影响了水稻的产量与质量。同时，病虫害问题日益严峻，如稻瘟病、白叶枯病、稻飞虱、二化

螟等，这些病虫害不仅造成直接的经济损失，还加速了水稻品种的抗性丧失，加剧了生产风险。面对这些风险，本文通过深

入分析病虫害的发生规律与防控策略，结合水稻栽培技术的科学实践，旨在为水稻种植者、农业科研人员及政策制定者提供

一套全面、实用的技术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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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作为全球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不仅支撑着数

十亿人口的粮食安全，也是许多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石。

其种植面积广泛，从亚洲的温带与热带地区到美洲、非洲的

多种生态区域，水稻的种植与收获直接关系到无数家庭的生

计与社会的稳定。然而，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的加剧、农业生

产方式的转变以及病虫害种类的不断演化，水稻生产正面临

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对此，水稻栽培技术的应用需要因地制

宜，选择与种植地区条件相适应的水稻品种，做好田间管理，

同时还要注重病虫害的防治，以此提高产量与品质。

一、水稻栽培技术

（一）生长环境调控

1. 温度调控

在秧苗生长阶段，温度是影响其生长发育的关键因

素之一。通常情况下，水稻秧苗生长的适宜温度范围在

25 ～ 30℃，这一温度区间能够确保秧苗正常的生理代谢活

动，促进根系的生长和叶片的扩展。为实现这一目标，可能

需要采用温室育秧或覆盖薄膜等技术手段，为秧苗提供一个

相对稳定且适宜的生长环境。当秧苗移栽至大田后，温度调

控需根据水稻的品种特性和生长阶段进行动态调整。例如，

在水稻的分蘖期，这是决定最终有效穗数的重要时期，此时

应保持适宜的温度（通常在 25 ～ 30℃之间），以促进分蘖芽

的萌发和生长，增加有效分蘖数量。而在灌浆结实期，高温

或低温均会对水稻的灌浆过程产生不利影响，导致粒重下降，

影响最终产量。因此，需要通过灌溉、遮阳网覆盖或延迟移

栽等措施，来减轻极端温度对灌浆结实期的负面影响。

2. 光照调控

光照是水稻进行光合作用、制造有机物的重要条件。在

水稻栽培过程中，光照调控同样至关重要。在秧苗生长阶段，

需要保持适宜的光照强度和时间，以确保秧苗能够充分进行

光合作用，积累足够的养分，促进健壮生长。这通常要求在

选择育秧地点时，避免选择阴蔽处，并适当揭膜通风，增加

光照。移栽至大田后，光照调控主要体现在合理密植上。通

过合理控制株行距，确保每株水稻都能获得充足的阳光照射，

从而提高群体的光合效率，增加有机物的积累。此外，还可

以通过间作套种、修剪周围高大作物等方式，改善稻田的光

照条件，为水稻生长创造更有利的光环境。

3. 湿度调控

湿度是影响水稻生长发育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在水稻的

生长过程中，不同生长阶段对湿度的需求存在差异。例如，

在水稻的分蘖期和灌浆结实期，保持适宜的土壤湿度对水稻

的生长至关重要。分蘖期需要充足的土壤水分来促进根系发

育和分蘖生长；而灌浆结实期则要求土壤保持一定的湿润状

态，以保证籽粒灌浆所需的水分供应。在旱育秧或旱直播的

栽培方式下，湿度调控尤为重要。由于这些栽培方式减少了

水稻生长初期的水分供应，因此需要特别注意土壤的湿度管

理，避免过度干旱对秧苗造成的伤害。通常，可以通过灌溉、

覆盖保湿材料、调整播种深度等措施，来保持适宜的土壤湿

度，为水稻的生长提供良好的水分条件。同时，在雨季或降

雨量较大的地区，还需注意排水防涝，避免积水对水稻生长

的不利影响。

（二）施肥管理

在栽培过程中，要根据水稻的品种、土壤肥力和生长阶

段进行合理的肥料管理。例如，在底肥的施用上，应以有机

肥为主，适量添加氮、磷、钾等化学肥料。底肥的施用量应

占总施肥量的 60% ～ 80%。在返青肥施用上，应以速效氮

肥为主，适量添加磷、钾等肥料。施用返青肥的目的是促进

秧苗根系的生长和发育，加速秧苗返青，其施用量应占总施

肥量的 10% ～ 20%。在分蘖肥施用上，应以速效氮肥为主，

适量添加磷、钾等肥料。施用分蘖肥的目的是促进分蘖的发

生和生长，增加有效穗数和产量，其施用量应占总施肥量的

20% ～ 30%。

（三）田间管理

1. 灌溉

灌溉是保证水稻生长过程中水分供应不可或缺的一环。

水稻作为水生作物，其生长周期内对水分的需求极大，合理

安排灌溉时间和水量至关重要。在水稻生长初期，如秧苗期

和分蘖期，土壤应保持湿润但不过湿，以促进根系发展，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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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烂根现象。随着水稻进入生长旺盛期，如拔节期和抽穗期，

需水量显著增加，此时应加大灌溉量，确保水稻能够充分吸

收水分，满足其快速生长的需要。而在灌浆期和成熟期，虽

然水稻对水分的需求有所减少，但仍需保持土壤适度湿润，

以促进籽粒灌浆和成熟。灌溉时应遵循“节水、高效、适时”

的原则，采用滴灌、喷灌等节水灌溉技术，减少水资源浪费。

同时，根据天气、土壤湿度和水稻生长状况灵活调整灌溉计

划，避免过度灌溉导致的土壤盐碱化和养分流失，以及干旱

对水稻生长的不利影响。

2. 排水

合理排水是水稻田间管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水稻生

长中后期，特别是分蘖期和颖花分化期，适当提高稻田水位

有助于促进水稻的生长和发育。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

视排水的重要性。随着水稻的生长，田间积水过深会抑制水

稻根系的呼吸作用，导致生长不良甚至死亡。因此，在雨季

或降雨量较大的时期，应及时排出田间积水，保持稻田水位

的适宜性。排水时，应确保排水系统畅通无阻，避免因排水

不畅导致的稻田长时间积水。同时，应根据水稻生长阶段和

天气变化灵活调整排水策略，确保水稻在生长过程中始终处

于适宜的湿度环境中。

3. 除草

杂草是水稻田间管理的另一大挑战。杂草会与水稻抢夺

水分、养分和光照等资源，严重影响水稻的生长和产量。因

此，定期除草是确保水稻健康生长的重要措施。除草过程中，

应注重采用物理除草和化学除草相结合的方法。物理除草方

法包括翻耕土壤、拔除杂草等，这些方法虽然耗时费力，但

能够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化学除草剂则具有高效、快速的优

点，但在使用时需严格遵循使用说明书，选择适宜的除草剂

和剂量，避免对水稻和土壤造成损害。同时，应注意轮换使

用不同类型的除草剂，以减少杂草的抗药性。此外，还可以

采用生物除草和覆盖除草等方法，通过引入天敌、种植绿肥

作物或覆盖地膜等方式，减少杂草的生长空间，降低除草成

本，提高除草效果。

二、水稻病虫害防治措施

（一）化学防控技术

第一，在水稻病虫害防治中，化学农药有很好效果，

但是容易出现污染和农药残留的情况。为实现良好用药效

果，种植户应明确病虫害种类，选择相应高敏感药物。如使

用 50% 甲基硫菌灵可湿性粉剂 1000 倍液、40% 稻瘟灵乳油

1000 倍防治稻瘟病；使用 90% 晶体敌百虫 800 倍液喷雾防治

稻纵卷叶螟。

第二，利用化学农药防治时，要对药物浓度进行控制。

如果浓度太高可能会产生危害，而浓度太低则无法实现预期

效果。因此应依据说明书对化学农药浓度进行控制。

第三，水稻病虫害防治时，应保证施药方法科学合理。

当前主要通过喷雾法、灌根法、拌种法、毒饵法等进行施药。

水稻种植户应依据病虫害具体种类、出现规律、药剂类型等

确定最佳施药方式从而实现良好效果。

第四，喷药时应确定合适时间。不在雨天、大风天气喷

药，因为药物容易飘散到空中，会对喷药效果产生影响，还

可能出现人员中毒的情况。高温天气下喷药，药物蒸发速度

快，喷药效果也会降低。因此应选择在晴朗天气下的 7-10 时

以及 15-18 时进行喷药。

第五，为有效防治水稻病虫害，不能长时间使用同一种

农药，这会使病虫害产生耐药性，导致防治效果受到限制。

为此，水稻种植户应具有交替、轮换用药的意识，如果有必

要应联合用药，从而实现良好防治效果。

第六，在用化学方式防治病虫害时，为减少农药残留，

应依据说明书对药剂用量进行控制，不能擅自增加药物使用

剂量。而且不能随便推迟用药时间，应依据相关标准落实休

药期制度，根据农药类型、水稻成熟度对农药使用间隔期进

行确定，减少药物残留，提升水稻整体品质。

第七，所有喷施药物的器械在使用后要认真清洗，之后

再进行其他药物喷洒，避免农药残留。尤其是喷施除草剂的

机械，应用肥皂水清洗 2 ～ 3 次后再装其他农药。

（二）物理防控技术

物理防治主要通过改变、干扰病原体或害虫的生存环境、

生理过程或生命周期，从而实现防治的目的。

1. 温度调控

温度是影响水稻病虫害发生与发展的重要环境因素之一。

通过合理调控水稻生长环境的温度，可以有效减缓病虫害的

繁殖速度，降低其对水稻的危害程度。物理防治在这一方面

展现出了独特的优势。

对于某些特定的病原体和害虫，它们有着特定的生存温

度范围。超出或低于这个范围，它们的生长繁殖就会受到抑

制。因此，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特性，通过选择合适的种植季

节和调整种植密度等手段，来调控水稻田的温度环境，从而

间接控制病虫害的发生。例如，在病虫害高发季节，选择

种植耐高温或耐低温的水稻品种，或者通过合理的密植和间

作套种来改善稻田的微气候，使温度不利于病虫害的生存和

繁殖。

此外，利用温室、遮阳网等物理设施，也可以对水稻生

长环境进行更精细的温度调控。这些设施能够创造出一个相

对稳定且适宜水稻生长的温度环境，同时抑制病虫害的繁殖，

为水稻的健康生长提供有力保障。

2. 水分管理

水分管理不仅是水稻生长的关键因素，也是物理防治病

虫害的重要手段。通过合理的排水、灌溉和田间水分管理，

我们可以破坏病虫害的生存环境，减少它们的滋生和扩散。

某些病原体和害虫对湿度有着较高的要求，湿润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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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它们的生长和繁殖。因此，在物理防治中，我们可以

通过科学的水分管理来降低稻田的湿度，从而抑制病虫害的

发展。例如，在雨季或降雨量较大的时期，及时排水以降低

稻田水位，减少病虫害的滋生地；在干旱季节，则通过合理

的灌溉来保持稻田的适度湿润，既满足水稻生长的水分需求，

又避免过度湿润导致的病虫害问题。

同时，适当的水分管理还有利于提高水稻自身的抗病能

力。通过优化灌溉制度，如采用滴灌、喷灌等节水灌溉技术，

可以减少水分蒸发和土壤盐碱化，保持土壤的良好结构和肥

力，从而增强水稻的抗逆性和抗病性。

3. 机械隔离

机械隔离是物理防治病虫害的另一种重要手段。通过设

置隔离带、屏障等物理设施，我们可以有效地阻止病原体和

害虫的传播，减少它们对水稻的侵害。

在病害爆发季节，采取机械手段进行及时隔离是防止病

害扩散的有效措施。这需要我们科学合理地设计田间结构，

考虑风向、水流等因素，选择最佳的隔离位置和方式。例如，

在稻田周围设置防风林或遮阳网，可以阻挡病虫害的随风传

播；在稻田内部设置隔离沟或隔离带，可以阻断病虫害的地

面传播。

此外，还可以利用机械工具进行病虫害的物理防治。如

使用高压水枪冲洗稻田表面的害虫和病原体，使用捕虫网、

诱虫灯等物理工具捕捉害虫等。这些方法虽然相对传统，但

在某些情况下仍具有显著的防治效果。

（三）生物防治技术

生物防治利用生态系统中的天敌、寄生虫、病原体拮抗

等自然调控因素以降低农田内害虫和病原体的发生，提高水

稻产量。

1. 天敌引入

通过引入天敌如瓢虫、蜻蜓等捕食性昆虫有效减少水稻

害虫的数量，这些天敌能够在农田中形成天敌—害虫平衡，

通过捕食害虫的方式控制其数量，减轻害虫对水稻的危害，

生态平衡的建立有利于维护农田内的生态系统，减少对农药

的依赖，降低环境风险。

2. 寄生虫拮抗

利用寄生虫对病原体的拮抗作用是一种绿色生物防治的

策略。一些对水稻病原体具有拮抗作用的真菌或细菌可以通

过人工手段引入农田，与病原体竞争生存空间，从而抑制病

原体的繁殖，这样的拮抗机制有利于降低病害发生的程度，

减少农药使用，降低环境风险。

3. 生物杀菌剂

利用生物杀菌剂对水稻病原真菌进行生物防治是一种常

见的策略，这些生物杀菌剂可以是植物提取物、微生物制剂

等，具有较好的选择性和环境友好性，通过喷洒或浸种的方

式应用生物杀菌剂有效地抑制水稻病原真菌的生长，抑制病

害的扩散，从而实现对水稻病害的生物控制。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水稻栽培技术与病虫害防治措施的探讨中，

我们不难发现，综合运用多种策略是实现水稻高产、优质、

环保的关键。未来，水稻栽培技术与病虫害防治措施的发展

将更加注重绿色、环保和可持续性。一方面，我们需要继续

深入研究水稻的生长特性和病虫害的发生规律，不断优化栽

培技术和管理措施；另一方面，我们还需要加强生物防治、

物理防治等绿色防控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减少对化学农药的

依赖，降低农业生产对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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