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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粮食安全至关重要,基于我國的人口数量众多、粮食供给量巨大的现状,为满足人们的正常生活

需要,水稻需求量不断的增加,水稻种植呈现逐年递增趋势,为稳定粮食生产作为工作重心与基础,充分开

展农技推广工作。抗病技术已成为水稻种植中不可缺少,应因地制宜,做好再生稻的品种筛选、试验示范

和推广工作,协同科研部门,加强水稻轻简栽培与病虫害防治技术,全面保障水稻种植的质量,提升水稻的

生产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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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水稻种植抗病技术的意义 

良好的抗病技术对水稻病害防治将

发挥重要作用,能确保水稻良好的病害

抵抗力,将病害对水稻生长的影响实现

有效的控制,促进水稻颗粒饱满,提高水

稻产量和质量,实现水稻种植的经济收

益。通过抗病技术来进行水稻新品种的

培育,也能够有效的提高水稻品种的抗

病性,使其在后期的生长中具有对病害

良好的抗病性,减少病害影响,提升水稻

的生产产量。因此,在水稻种植中一定要

重视抗病技术应用,提高水稻产量与质

量,实现对水稻病害的有效控制。 

2 水稻种植中的抗病技术要点

分析 

2.1选种抗病处理 

2.1.1选种 

种子的高质量也能够保证其质量和

产量的提高,这就需要对选种工作进行

重视。在我国,诸多地区都适合水稻种植,

不同地区气候环境以及自然条件都存在

一定的差异性,这对水稻生长也会产生

影响,只有选择与正常环境相适应的品

种才能够充分促进水稻生长,这对水稻

的后期生长具有重要的作用,抗病技术

在选种阶段的应用,能够有效提升种子

的抗病害性,为水稻后期健康生长奠定

良好的基础。因此,要选择稳定性好、耐

寒性强、适应性广、抗病性高的优质水

稻品种。在选种阶段,要和当地地区实际

情况进行结合来选择水稻品种,证种子

对当地土壤以及气候特点等具有良好适

应性,有效控制病害。 

2.1.2种子处理 

水稻种子选择完成后,需要通过药

物对种子进行浸泡,使水稻种子于种植

的初级就能够具有良好抗病性,在对种

子进行药物浸泡中,药液一般使用的是

20%三环唑的800倍液类型,把种子在其

倍液中进行1～2d的浸泡。而在水稻的

育种阶段,可以通过杂交技术来进行水

稻新品种的获取,新品种的抗病能力就

会得到提升,进而提升其水稻的质量与

产量。 

2.2种植管理 

在水稻种植中,科学合理的种植管

理也是降低水稻病害的有效措施,如在

水稻的纹枯病防治中,需要对种植地严

格科学的进行管理,要每天对稻田实施

排查,对水稻的叶片以及茎干健康性进

行仔细的观察和掌握,对稻田内存在的

杂物及时有效的进行清除,这样就能够

保证稻田具有良好的水质,就能够对病

菌生存环境的控制,减少稻田菌群的数

量,同时水稻种植中还可以采取适当

密植方式,不仅能够对纹枯病进行有

效防治,还能够实现对水稻产量的有

效提升。 

2.3水肥管理 

水稻种植的肥水管理也能够有效的

实现对病害的控制。在水稻种植肥水的

管理阶段,主要是通过对肥水内病菌进

行控制,来避免其病菌对水稻的幼苗进

行感染。施肥是肥水管理的重难点部分,

施肥作业要确保废料养分具有适量性,

对施肥的时间进行严格的控制。同时,

还要掌握施肥的方法,确保施肥的方法

同水稻的发育情况具有良好适应性。施

肥的养分控制也很重要,通过肥水配方

来把氮、钾、磷用肥的比例控制于

2.1:1.2:1,以控制氮肥、科学追肥为原

则,进行水稻的肥料选择时,还要尽可能

地选用复合肥类型,严禁在缓秧期间乱

追氮肥,控制分蘖中后期氮肥使用量,防

止后期旺长和抽穗延迟,提高结实率。 

2.4抗病技术 

2.4.1物理防治 

在水稻种植中,物理防治也是抗病

技术的一种类型,目前,有些地区通过太

阳能的照射技术来对水稻种子进行处理,

在经过太阳能的照射处理后的稻种,不

仅能够有效地提高水稻抗寒以抗病害等

能力,同时还能够促进种子发芽率的提

升,提高水稻的产量；同时,通过静电处

理的技术,来对水稻种子进行强烈电击

处理,则会放出氮化物以及高浓度的臭

氧,而臭氧能够对种子具有杀菌消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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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对其黑穗头病的防治具有积极作

用。通过物理防治技术还能够进行水稻

种植害虫的防治,其害虫防治的效果也

十分有效,适用的范围比较广泛,有能效

控制成本,产生很好的经济效益,如在水

稻虫害侵袭中,在田间可以进行专用杀

虫灯的设置,此类杀虫灯可以散发特殊

性的光波,对害虫进行吸引后实施灭杀,

应用效果十分显著,可以在田间设置相

应的杀菌消毒设施,来对病害细菌进行

有效的消灭。 

2.4.2生物防治 

生物防治技术是一种新型的现代化

抗病技术,也是近年来一直重点研究的

技术类型。其中,植物性杀菌技术就具有

很好的抗病效果,通过光活化素借助植

物的次生物质于光照条件下,对害虫以

及病菌等毒效的作用,来实现对害虫以

及病菌的消灭,将其制作光相应活化农

药类型,在实现对病害消除的基础上,还

不会对环境产生危害。印楝素,是一种高

度氧化柠檬酸,是从印楝的种子内分离

的活性物质类型,有着杀虫的成分,是理

想型杀虫的植物,能够对大量昆虫有着

拒食绝育功效,我国也是研制出了0.3%

浓度印楝素的乳油类型杀虫剂,同时以

菌治菌的技术也具有很好的抗病效果,

其主要是借助微生物代谢过程产生抗生

素进行病菌的消灭,这类抗生素包括赤

霉素、多抗的霉素以及春雷霉素等,也逐

渐在农业种植中得到了应用。 

生物防治的技术还能够大面积的实

现对水稻病害的防治,在现阶段水稻病

害虫防治中,比较常用生物防治的技术

就是引入害虫天敌的方式,在水稻受到

白蛾的虫害时,就可在稻田内引一些周

氏的啮小蜂,在保证生态的平衡基础上,

来对白蛾进行有效杀灭,还不会产生水

稻生长的负面影响。 

2.4.3化学防治 

在进行水稻的病害防治阶段,化学

防治的技术会对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

因此,要尽可能的避免化学药物应用,若

必须借助农药,就要进行用药次数以及

用药量的有效控制,尽可能的选用一些

高效低毒的农药类型。当地病虫害常见

病包括稻瘟病、纹枯病等,虫害有二化

螟、稻纵卷叶螟、稻飞虱等,应选择高效、

低毒、低残留的农药用于药物治疗,以确

保控制和保护环境。例如,在进行稻瘟病

防治中,可使用20%浓度1000倍液三环锉

的可湿类型粉剂实施喷洒；对负泥虫可

使用3%浓度阿维高氯的EC兑水进行喷

洒；对稻纹枯病防治,在孕穗期间的病株

率达到了30%～40%时再进行施药,且药

液要在稻株的中下部进行喷洒,喷洒通

过泼浇法,在田里要保持有3～5cm的浇

水层,在进行井岗霉素使用时,要尽可能

在雨后的晴天开展,每667m2使用5%浓度

井岗霉素的水剂有150ml,或者使用井岗

霉素的高浓度类型粉剂有25g,以上任意

一种都要和100kg水进行兑和喷雾。 

对于水稻的纵卷叶螟病害,要重点

进行主害代的防治。在害虫低龄的幼虫

期,其每百丛的水稻一般存在初卷的小

虫苞有15～20个,穗期的每百丛存在幼

虫有20头时就可以进行施药,每667m2用

使用25%浓度杀虫的双水剂与150～

200mL,或者使用50%浓度杀螟的松乳油

有72mL,以上任何一种都要和60～72kg

水进行兑和喷雾,还可以兑水5～7.5kg

进行低量的喷雾。其施药时间一般在傍

晚。同时还可以于穗期通过粉锈宁的新

技术进行病害防治,水稻的孕穗期在每

667m2通过15%浓度粉锈宁的可湿类型粉

剂有50～100g,并兑水进行喷雾,就能够

有效地避免杂交稻出现早衰情况,同时

还能够实现对稻纹枯病以及稻曲病等病

害的防治。 

3 结束语 

在水稻种植中病害是影响其产量与

质量的主要因素,为了保证其良好生产,

提高产品竞争力,满足市场需求,需要掌

握抗病技术的要点,来做好对其病害的

防治,这也是水稻种植中需要重点关注

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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