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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当前的社会发展中,我国作为粮食主要生产大国,在粮食作物的管理方面具有一定的先进技

术。水稻是我国重要的粮食来源之一,但是在实际生产中,在田间的种植与养护中存在一定的技术漏洞,

以此导致水稻的实际产量受到影响,因此,针对田间管理技术加以提高是十分必要,就当前的水稻生产而

言,管理技术的提高应该与实际生产情况相结合。基于此,本文就寒地水稻田间管理技术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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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是我国的主要农作物,如何做

好田间管理,是保证水稻生产高产高效

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我国东北地区

特别是黑龙江地区是水稻种植的主要区

域,其气温相对其他地区较低,降水量较

少,这种不利的环境下进行水稻种植,对

水稻的产量带来了严重地制约性；并且

在水稻田间的管理技术上也有很多缺陷,

这就需要人们在管理技术上进行完善和

改进,以促进寒地水稻的生长情况,为人

们提供更多粮食上的保障。 

1 寒地水稻田间管理存在的

问题 

1.1田间施肥存在误区 

现在的水稻种植,有各种各样的农

药和化肥出现,还有相关的营养液、补充

药物等。这些化肥的出现弥补了以往水

稻化肥产品单一,效果不明显的情况,但

是众多的化肥产品一起出现,这也严重

搅乱了种植者的视线。多数的种植者对

这些东西并不了解,或者只了解一些表

面的知识,而导致对化肥产品进行盲目

地选择,肆意地添加营养液,这不但不会

提高水稻的产值,反而起了相反的作用,

田间的土质也发生了改变,对水稻的生

产带来严重的不利影响。除此之外,对水

稻田间的管理也不到位,经常出现乱投

医的现象,完全根据自己的种植经验去

随意投放化肥,有很多化肥的物质其实

是和科学的田间管理相反的,也就导致

了水稻产量下降,并且对田间的管理技

术带来影响。 

1.2病虫害的防治误区 

在寒地地区种植水稻的管理中,除

了存在投放化肥的误区之外,还存在防

治病虫害的误区,很多种植者对于病虫

害的防治没有足够的了解,出现了防治

的错误做法。在寒地地区,特别是在冬天,

气温都会达到零下四十度以下,农民总

会错误地认为病虫害并没有地域极低气

温的生存能力,因此,在春天种植水稻的

时候,也就疏忽了对病虫害进行处理的

环节。还有就是很多农民都没有接受过

系统的学习,只是靠传统的经验,对很多

新出现的病虫害并不了解,这也延误了

对病虫害的防御和处理,不能正确处理

病虫害,影响了水稻的生长。 

2 寒地水稻田间管理技术分析 

2.1整地 

在水稻插秧前,应检查一下灌排水

渠,进行必要的清理和维修,保证排水渠

完好畅通。采取单排单灌的方法进行翻

地,翻地深度15厘米以上。翻地时提倡使

用农业机械,将旋耕、深松及耙耕等程序

一次性完成。在5月上旬的时候,进行放

水泡田,将旱整地与水整地结合起来进

行,经过旋耕的本田无需进行水整地。旱

整地时要本田耙细、耙平,在进行泡田的

同时建好池埂。插秧前3-5天进行水整地,

将本田耙平、耙细。 

2.2插秧 

(1)适期：在日平均气温稳定通过

13℃的时候,就具备了插秧条件,可开

展插秧作业。黑龙江地区因积温带不同,

插秧的时间也略有不同。通常适宜插秧

的时间在5月下旬,可采取机械插秧的方

式,提高插秧效率和质量,使插秧作业在

适期内提早结束。 

(2)密度：插秧的密度一般为9寸×4

寸,肥沃土壤可以适当插稀些,瘠薄的土

壤可插密些。每穴插3-5株,每平方米插

秧25-30穴、100-120株。 

(3)标准：插秧时要严格按照标准化

程序作业,保证插秧质量,插秧深度不要

超过2厘米,行要直、穴要均匀,插后进行

检查,对不符合质量标准的进行补插。 

2.3施肥 

有机农家肥每公顷需施用40吨左

右,每3年进行一次。对于旱改水、生荒

地等不超过3年的本田,可每公顷施用

尿素、磷酸二铵、氯化钾和生物硅肥

200-300公斤。开荒地达到4-10年,施肥

量应为每公顷350公斤。为满足老水田

实现高产的需要,肥料的用量可增加为

每公顷600公斤。 

施肥的方式主要是基肥和蘖肥,施

肥时要注意控制氮肥的用量,以避产生

水稻贪青徒长问题。施肥要根据秧苗的

长势确定肥料的种类和用量,如果水稻

的长势较差,要增加钾肥的施用,为水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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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殖生长提供充足的养分。为了促进

水稻早熟,可在水稻的齐穗至灌浆期,每

亩用0.2公斤磷酸二氢钾与0.5公斤尿素,

均匀混合后兑水50公斤制成溶液,进行

叶面喷施。 

2.4灌水 

稻田用水提倡河水或江水,井水必

须经过晾晒提温后才可使用。水稻插秧

结束后,趁着还没有返青,立即灌护苗

水。护苗水的深度在苗高的三分之二处,

也就是秧苗第一叶叶枕部位。在水稻分

蘖期灌分蘖水3-5厘米,孕穗至抽穗前采

取间歇方式灌水4-6厘米,水稻植株拔节

后要灌深水护胎,水深在15-20厘米。在

水稻的抽穗扬花期,应间歇式灌水,有干

有湿,以湿为主,灌水深度为3-5厘米。 

稻田灌水除在抽穗期灌防止冷害的

深水以外,大多为浅水灌溉。井灌区应采

取给水增温的措施,使水温达到与气候

温度基本相当的程度,要避免将井水直

接灌土稻田。井水直接灌田易造成低温

冷害,使水稻发育迟缓。在水稻齐穗以后,

采用浅、湿、干间歇灌溉的方法,要及时

停水,促进水稻成熟。停水可在抽穗一个

月以后进行,低洼地要提早进行排水,含

沙量大的地可适当推迟排水时间。分蘖

后期要进行排水晒田,并在7天后恢复浅

水,晒田有利于增加有效分蘖数量。 

2.5除草 

采取化学除草与人工除草相结合的

方法。第一次的化学除草在插秧前一周

进行,每亩用50%丙草胺60-70毫升,与细

土混合均匀,抛撒在田土表面,也可以兑

适量清水制成药液在地面喷施。第二次

除草在插秧后20天进行,每亩用30%莎稗

磷乳油50-60毫升与草克星10-15克混合

后兑水15公斤,制成药液喷施。在喷施农

药时,要保水5-7天,水层保持在3-5厘米,

水整地后不要马上施药,避免药剂聚集

在局部产生药害。对于大龄杂草和阔叶

杂草来说,在第一、二次施药后没有达到

预期效果时,可每亩用50%二氯喹啉酸35

克兑水15公斤喷施,可达到除灭大龄杂

草的目的。池埂上的杂草会遮挡光照和

通风,影响水稻生长,可人工进行割除。

大龄难治杂草应以人工割除为主,人工

除草可减少农药的用量,降低农药对环

境的污染程度。 

2.6防治病虫害 

主要是防治稻瘟病、褐斑病、胡麻

斑病及潜叶蝇、负泥虫等虫害。稻瘟病

按发病部位分类,包括叶瘟、穗茎瘟、粒

瘟。稻瘟病可在不同时期发病,需注意观

察发病情况,及时采取有效防治措施。主

要采取药剂防治的措施,选用咪鲜胺、春

雷霉素、加收米等配制成浓度适当的药

液进行喷施,喷药时间要选择在阴天或

避开中午的时间段进行,防止阳光迅速

将药液蒸发掉,影响防治效果。防治褐斑

病和胡麻斑病,可在水稻生长出8叶后,

选用多菌灵、咪鲜胺等制成浓度适宜的

药液进行喷施,喷施时间同样要避开炎

热的中午时段。在防治潜叶蝇、负泥虫

等虫害时,应注意在水稻5叶期时,如果

稻田局部的水比较深,稻苗长势明显弱

于其它地块的秧苗,应可判断发生了潜

叶蝇虫害,这时应立即采取防治措施。可

选用吡虫啉、敌杀死、噻虫嗪等化学药

剂,配置成适当浓度的药液进行喷施。防

治负泥虫应在水稻6叶期时进行,可采取

三氟氯氰菊酯、溴氰菊酯等药剂,配置成

适当浓度的药液进行喷施。 

2.7水稻收获 

一般在10月上旬左右水稻即进入成

熟期,其标志是全株90%以上变成金黄色,

籽粒变得饱满坚硬,此时便是水稻的收

获期。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先进的收

获机械已经普遍得到应用。提倡使用收

获机进行收获,可以提高收获质量,减少

损失浪费。收割后要捆成稻捆相互支撑

晾晒,不要堆垛,避免水分散失过慢,水

分减至15%左右时可进行脱粒。 

3 结语 

在寒地水稻栽培过程中,为提高稻

米的产量和质量,田间管理是一项关键

措施。田间管理的主要内容是规范整地、

合理施肥、科学灌水、化学除草、防治

病虫害等,通过田间管理可促进水稻植

株的健康生长,使水稻如期成熟,以增加

水稻的产量和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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