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业科学 
第 3 卷◆第 2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78 /（中图刊号）：650GL004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66 

Agricultural Science 

简议水稻种植过程中加强病虫害防治的策略 
 

钱程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八五四分公司 

DOI:10.32629/as.v3i2.1791 

 

[摘  要]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农业作为经济体系中的重要支柱,也迎来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

间。其中,水稻由于具有较高的产量,并且种植范围广泛,已经是人们日常粮食的主要來源。但在水稻的

种植过程中,很容易受到病虫害的迫害,进而出现水稻减产的问题,严重的影响了种植户的经济效益,并且

阻碍了我国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因此,要采取有效的措施来防治水稻病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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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古至今一直都是农业大国,

农业作为我国的第一产业,有效的推动

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水稻作为主要的农

作物之一,关乎着我国的国民生计,保障

着我国的粮食储备。近年来,我国的水稻

种植技术得到了有效的提升,种植面积

的不断扩大增加了水稻的产量。 

1 当前水稻病虫害防治中存在

的问题 

1.1缺乏足够的重视 

当前大多数种植户都缺乏危机意识,

对病虫害的认知不足,只是单一的认为

当发生病虫害时进行治理就可以,从而

缺乏前期的防治工作,同时加上自身专

业能力的欠缺,使得防治工作没有得到

足够的重视,导致发生病虫害时迅速蔓

延,从而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尤其在雨

季,地表湿气的提高使得各种病虫害得

到了良好的繁殖环境,此时如果不及时

的采取有效的措施,那么后果不堪设想。 

1.2药物选择和运用不当 

由于缺乏前期的重视,使得大部分

的种植户都选择在发现病虫害时进行治

理,结果只注重了治理的时间,却忽视了

对药物的选择,并且没有按照规定进行

准确的用药,使得药物运用不当,不是过

多就是过少,从而影响了水稻的产量和

质量。 

2 防治技术和解决措施 

2.1种植方法要得当 

科学的种植方法是有效防治水稻病

虫害的关键。种植水稻的间距要合理,

不应贪图增加水稻的总产量而过分缩小

水稻之间的间距。而且在种植水稻过程

中不应大量使用药物,以免药力过猛危

害人体健康。针对不同的病害、虫害,

要有相对应的药剂,只有对症下药,才能

更好地防治病虫害,否则不但病虫害没

有消除,反而影响水稻的产量。 

2.2技术支持力度要加大 

将先进的技术带到更广阔的农村去,

让技术助农的活动一直持续下去。给农

民技术上的培训和支持,解决农民遇到

的各种问题,告诉农民水稻病虫害前中

后期应该注意哪些问题、采取哪些措施,

如何及时有效防治病虫害,保证水稻的

质量和产量。同时,开展讲座,普及相关知

识,提高水稻种植者的安全意识。 

2.3政府政策的支持 

农业是我国的第一产业,是人们生

存发展的基础。要想农业发展的好,首先

离不开政府政策的支持。政府通过制定

一些惠民政策,给予资金上的支持,尤其

是在病虫害防治的药剂方面给予相应的

补助,让农户们在病虫害上有能力去防

治,提高他们防治病虫害的意识。 

3 水稻病虫害防治发展策略 

3.1加强预测预报 

在水稻病虫害防治工作中,其重要

的前提与基础是准确的病虫害监测预

警。在水稻病虫害防治工作开展中,需

要对病虫害的动态进行监测,不断提升

病虫预警的准确性。借助媒体、网络

及电视等技术实现全面的病虫害监测

工作。 

3.2应用生态调控 

近年来,我国在水稻病虫害技术推

广及研发方面往往将作物类作为研究对

象。由于在某个生态区域中,不可能仅有

一种作物生长,在部分情况下,不同种类

作物的病都认为,以农作物为基础的研

究方式已经不能适应现阶段生态农业背

景下的农业发展标准,需要向病虫害区

域化治理转变。即做好系统工程方法以

及原理的借鉴,不仅仅将生态区根据作

物进行划分,而是将其按照整体进行考

虑的基础上在针对某一类作物开展防治

的同时做好四周土壤、技术、作物等因

素的注意,通过不同作物间的抵抗特征,

实现多样性防治技术的开发。 

3.3培养转基因品种 

在今后水稻病虫害防治工作开展中,

实现转基因抗病品种的培养是一项工作

要点。尤其在我国现今病虫害防治技术

迅速发展的情况下,通过转基因品种的

推广,将成为我国水稻种植病虫害防治

中的重点方向。 

3.4应用生物防治 

生物防治也是近年来积极提倡的病

虫害防治措施。该方式的主要内容有加强

利用动植物天敌实现作物间的稳定高产、

研发工程化生产计划、研究无刺激无污染

农药对以往高残留农药进行代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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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甘蔗产业在勐海县经济体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近些年来,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勐海县甘

蔗产业发展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甘蔗产业的可持续性发展。基于此,本文分析了云

南勐海县甘蔗产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然后提出了几点有针对性的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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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蔗产业作为云南勐海县的支柱型

产业,是勐海县重点扶持的农业产业项

目。经过多年来的努力,现如今勐海县的

甘蔗产业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果,不仅带

动了当地政府的财政收入,也提高了当

地老百姓的经济收入。但是随着产业结

构的不断调整,勐海县甘蔗产业发展也

暴露出了一些问题,需要制定科学、有效

的措施进行解决,以促进勐海县甘蔗产

业的稳定、可持续性发展。 

1 勐海县甘蔗产业发展面临的

主要问题 

1.1重视度不足 

勐海县政府部门没有认识到甘蔗产

业在地方经济体系中占据的重要地位,

忽略了甘蔗产业的作用与价值。 

1.2基础条件差 

勐海县甘蔗产业基础设施比较差,

其中甘蔗种植、管理以及收获基本都是

依靠人工操作,不但作业效率低,而且也

不利于甘蔗产业的稳定生产与可持续性

发展[1]。 

1.3品种单一 

勐海县甘蔗产业种植品种较为单

一 ,且种植结构存在着问题。现阶段 ,

勐海县主要种植的甘蔗品种分为云蔗

89—151、粤糖93—159、川糖95—15、

新台糖22号、25号、粤糖60以及云引

58等等[2]。 

1.4管理落后 

勐海县甘蔗产业仍然采用粗放式管

理,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甘蔗生产质

量。站在勐海县视角分析,大多数甘蔗种

植在山区或者是半山区,所以主要依靠

天然降水实现甘蔗灌溉,加之病虫害防

治不合理,从而造成甘蔗生产质量严重

降低。 

2 勐海县甘蔗产业发展问题的

解决措施 

2.1提升认识 

甘蔗产业是云南勐海县的支柱型产

业,其在勐海县经济体系中占据着重要

地位,也是当地政府重点扶持的农业发

展项目。基于此,勐海县地方政府部门必

须提升认识,顺应产业结构调整趋势,树

立全新的思想,重视甘蔗产业的所有环

节,尤其是甘蔗种植、管理以及病虫害防

治,从而为提高勐海县农民经济收入与

生活水平夯实基础[3]。 

2.2优化与改善种植环境 

纵观勐海县甘蔗产业种植实际情况,

其中大部分甘蔗种植地是旱坡地,只有

少数的一分部甘蔗种植地是灌溉田,所

以说大部分甘蔗地并不具备良好的保水 

3.5应用物理防治 

物理防治的主要措施即通过颜色

及灯光等外界力量诱杀害虫,对于某种

顽强病虫,需要以不同波长的激光对其

进行捕杀,通过对空气以及温度的处理

达到目标等。在未来研究中,通过这部

分技术的研发推广也将具有较好的发

展前景。 

4 结语 

总而言之,在我国农业不断发展的

过程中,农作物病虫害的防治是重要工

作之一。为了提高水稻病虫害的防治技

术水平。需要针对不同的病虫害种类采

取相应的防治措施,并为水稻的生长创

造合适的生态环境,降低病虫害对水稻

产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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