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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水稻生长过程中,如果遭到病害的袭击,也会影响水稻的产量和品质。在农业发展过程中,工作人员已经研究出较为有效的防治措施,

但是存在部分问题。基于此,本文提出了加强科学引导、强化农业监管、注重绿色环保、提高防治技术四个方面措施,解决在水稻病害防治中的

常见问题,从而保证水稻的良好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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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在我国是 常见的粮食作物,种植的历史较长。水稻生长过程中

会受到不同程度的病害,农户在防治病害过程中会存在难以实时掌控水稻

病害的防治时间,影响土地肥力和环境。所以需要工组人员加以研究,提高

水稻病害防治的有效性。 

1 现阶段水稻病害防治中的主要问题 

在水稻种植中,病害的治理对于农户是 难解决的问题之一,存在病

害变异、防治不当等现象,主要为以下原因：第一,部分农民在进行病害治

理的过程中,过于依赖化学药品。虽然运用这种方式能够在短期内得到较

为明显的防治效果,但是如果农户经常使用农药进行防治病害,容易将土

壤中的有益物质同时消除,并且在长期使用后,水稻的耐药性会提高,不利

于农业的长远发展。同时,用药过度会破坏环境,影响土地的循环利用。第

二,农户不熟悉病害特点。种植水稻的农户多数知识水平较为有限,没有经

过学习,所以难以判断水稻病害的类型,导致水稻在受到病害的侵袭时,无

法进行及时、有效的治理, 终出现水稻减产的情况。第三,病害治理难度

较大。水稻的生长受种植方式、土壤条件、气候等多方面的影响,在不同

的种植条件下,水稻所产生的病害类型具有较大差别,所以增加了农户防

治病害的难度。 

2 解决水稻病害防治的措施 

2.1加强科学引导 

为解决农户对水稻病害种类不了解的问题,管理人员应开展水稻病害

的治理课程,帮助农户了解针对哪种病害应采取怎样的治理方式,并且为

其提供在水稻生长的不同时期,需要注意的问题,从而保证水稻的健康生

长。同时,政府应邀请专业的研究人员,帮助农民进行防治,为其提供科学

的指导以及意见。在水稻防病害的关键时期,利用电视、广播等媒介进行

宣传防治技术,起到提醒的作用。例如,儋州市农林科学院植物保护检疫站

工作人员深入各田间地头指导稻农扎实做好当前水稻病害防控工作,并提

醒各镇政府、农业中心技术人员加强监测调查,及时组织发动群众进行防

控,避免病害暴发成灾。调查期间,检疫站工作人员还向农户讲解了稻飞

虱、稻纵卷叶螟高等虫害发生时间、危害及诊断方法、化肥施用与病害的

关系、常用防治药物及使用方法等内容。提醒稻农,近段时间要学会观察、

识别水稻田间的病害发生情况,采取“对症下药”的方法,及时做好水稻病

害防治措施。 

2.2强化农业监管 

如果农户过度使用化学药品,会给土地带来不可磨灭的伤害。而且,

目前市场对于农药买卖监控并不严格,农户可以通过各种渠道进行购买,

假冒伪劣的药品在市场中较为泛滥,影响农户的收益。所以有关部门应加

强对药物的监管,并及时向农户宣传科学用药的好处。例如,江苏省沭阳县

梦溪街道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加强水稻中后期病害防治工作,为水稻丰产丰

收打下坚实基础。强化宣传引导,营造浓郁氛围。通过召开广播会、现场会、

出动宣传车、发放《梦溪街道水稻中后期病害综合防治实施意见》、发送手

机短信等多种形式,认真宣传水稻后期病害发生的危害性及防治工作的紧

迫性,积极组织辖区农民群众进行适期防治,杜绝水稻病害大面积蔓延。 

2.3注重绿色环保 

运用绿色的防治水稻病害的方式,既能保证水稻的产量,又能保护生

态环境。主要方法为,在进行防治病害过程中,农民尽量选用对环境影响小

的药物。并且技术人员应着力于研究农用抗生素、植物源农药等生物防治

技术。以合川区双凤镇开展水稻病害绿色防控工作为例。为全面提升水稻

重大病虫应急防控能力和科学防病治虫水平,保障农业安全生产,确保重

大病虫不大面积暴发成灾,实现农作物病虫单位防治面积农药使用量比上

年减少的目标。双凤镇对水稻病害进行绿色防控和穗期专业化统防统治,

以此辐射带动全村水稻病害防治工作,提高防灾减灾能力。 

2.4提高防治技术 

农户需要针对水稻的不同病害做出相应的防治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种

防治技术：第一,非药剂预防技术。主要能够抗稻瘟病、稻曲病、白叶枯

病等病害,需要农户进行翻耕灌水灭蛹,并加强水肥管理,适时晒田。在稻

飞虱终年繁殖区晚稻收割后立即翻耕。第二,生态控制。田埂保留禾本科

杂草,为天敌提供过渡寄主,保护和提高蜘蛛、寄生蜂、黑肩绿盲蝽等天敌

的控害能力。需要农户做到利用不同遗传背景的水稻品种进行合理布局预

防稻瘟病。第三,药剂防治技术。在病害防治关键时期开展药剂防治,在此

过程中需要注意根据试验示范结果和抗药性水平,选择适合本地的高效、

生态友好型药剂,不同作用机理药剂合理轮用与混配,避免长期、单一使用

同一药剂。 

3 结语 

综上所述,防治水稻病害治理对于农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需要农户

以及其他从事农业的工作人员加以重视,从水稻病害的特点进行研究,选

择 优的方式进行治理,从而保证水稻的质量与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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