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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自然资源日益紧张,提升水稻产量、保障粮食供给已成为农业科学研究的核心任务。近年

来,尽管水稻种植技术取得显著进展,但在气候变化、土地退化和病虫害等多重挑战下,水稻生产仍面临

诸多困境。因此,深入研究水稻种植技术与田间管理方法,对实现水稻生产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基于

此,本文从多维度出发,对水稻种植技术与田间管理展开深入分析与探究,旨在为水稻生产种植工作提供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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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growth of population and the increasing scarcity of natural resources, 

improving rice production and ensuring food supply have become the core tasks of agricultural scientific 

research. In recent years, although significant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rice cultivation technology, rice 

production still faces many challenges under multiple challenges such as climate change, land degradation, and 

pests and diseases. Therefore, in-depth research on rice planting technology and field management method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achiev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ice production.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conducts in-depth analysis and exploration of rice planting technology and field management from multiple 

dimensions, aim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rice production and planting work. 

[Key words] rice planting technology; Field management; Research 

 

引言 

科学合理的种植技术是实现水稻高产、优质的根基,而田间

管理则是水稻生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随着农业科技

的飞速发展,智能化、机械化种植技术在提高水稻种植效率与产

量方面发挥着愈发重要的作用。当下,应大力加强各类栽培技术

的应用,并强化管理,以保障水稻的产量与质量,创造更高的种

植效益。 

1 水稻种植技术的研究分析 

1.1选择良种 

水稻作为我国重要的粮食作物,在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有着

悠久的种植历史。随着科技不断进步,水稻品种日益丰富,为农

民提供了更多选择。然而,这也要求农民更加注重种子的合理选

择,以确保种植质量。在种植水稻前,种植户需综合考量当地的

土壤条件、自然环境以及气候变化规律,挑选最适宜的种植品

种。例如,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海拔大多在1000-3000米,

年平均气温13-17℃,气候相对凉爽,适合种植早熟品种。这些早

熟品种生育期一般在130-140天左右,能够在较短的生长周期内

完成生长发育,有效降低因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 

此外,农民在选择水稻品种时,应优先选用经过国家检测

鉴定的品种。据统计,通过国家审定的水稻品种,在产量方面

相比普通品种平均增产8%-12%,抗病性和抗倒伏能力也明显

增强,这些品种经过严格测试,其产量、抗病性和抗倒伏能力

等指标均达到国家标准,且市场信誉良好,能更好地保障农民

的种植收益。积极引进新品种,并开展田间种植试验与鉴定,考

察其丰产性、适应性和抗逆性等特性,不仅能筛选出适合当地气

候和土壤条件的高产品种,还能为全州水稻品种的更新换代提

供有力的技术支持。种植户应依据当地种植条件,优先选择产量

高、抗倒伏、抗病虫害的种子,如“滇禾优615”在云南部分地

区种植,平均亩产可达700-750公斤,“滇禾优34”“滇杂31”等

品种,并确保种子各项指标符合相关规定标准。这不仅有助于提

高水稻的产量和质量,还能增加农民的种植收益,推动农业经济

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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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种子处理 

1.2.1晒种 

选好种子后,可进行晒种处理。晒种能够借助紫外线照射杀

灭种子表面70%-80%的病原菌,如稻瘟病菌、恶苗病菌等,同时使

种子内部水分分布更均匀,从而提高种子活力和发芽率。据实验

表明,经过晒种处理的种子,发芽率可提高5%-10%。具体操作时,

应选择晴朗天气,将种子均匀铺在阳光直射的水泥地上,铺种厚

度控制在5-8厘米,晒种时间一般持续1-2天,期间需定时翻动种

子,确保每粒种子都能充分接受阳光照射。晒种后,种子表面

温度升高,需在阴凉处放置4-6小时,待种子冷却后再进行下

一步处理。需注意避免在高温时段晒种,以防种子因温度过高

而受损。 

1.2.2包衣处理 

包衣处理具有杀菌、防虫和促进种子萌发的作用。包衣后

的种子能更好地抵御病虫害,同时提高发芽率和幼苗的生长势。

处理时,可将晒种后的种子放入容器中,加入适量包衣剂,充分

搅拌,直至每粒种子表面均匀包裹一层药液薄膜。使用含有吡虫

啉、咯菌腈等成分的包衣剂处理水稻种子,对苗期稻蓟马、恶苗

病的防治效果可达85%以上。包衣完成后,将种子放置在阴凉处,

避免阳光直射。刚完成包衣的种子不可立即浸泡,需在10℃左右

的温度条件下保存至少1天,待药液薄膜完全固化后再进行下一

步处理。 

1.2.3浸泡催芽 

浸泡催芽旨在让种子充分吸收水分,激活种子的生理活性,

使其尽快进入萌芽状态。充足的吸水量是种子顺利发芽的关键。

种子吸水量达到自身重量的30%-40%时,才能顺利发芽。实际操

作时,可将包衣处理后的种子放入清水中浸泡,水面高度需距离

种子15厘米以上。浸种时间一般持续36小时,水温控制在20℃左

右。浸种过程中需定时换水,保持水质清洁,防止种子因缺氧

而腐烂。浸种完成后,将种子捞出,沥干水分,进行催芽或直接

播种。 

1.3土地整理 

播种前,应提前做好土地整理工作,为水稻生长创造良好的

土壤环境。首先,需进行土壤翻耕,改善土壤物理结构,增加土壤

通透性和保水能力,为水稻根系生长提供有利条件。翻耕深度一

般控制在20厘米左右,过浅无法打破犁底层,影响根系下扎,过

深则可能导致土壤肥力下降。据研究,合理翻耕可使土壤容重降

低10%-15%,孔隙度增加15%-20%。过程中可搭配旋转翻土等操作,

确保翻土均匀且深度一致。旋转翻土能更彻底地翻动土壤,使表

层土壤与深层土壤充分混合,增加土壤肥沃度。一般在播种前

1-2周进行翻土,以便土壤有时间进行风化和结构调整。 

基肥的施入是为了给水稻生长提供充足养分,尤其是有机

肥的施入能改善土壤结构,增强土壤肥力和保水能力,为水稻整

个生长周期提供持续的营养支持。基肥应以有机肥为主,如腐熟

的农家肥、堆肥或绿肥等。施肥量应结合土壤肥力状况和水稻

品种特性确定。一般每667平方米施入有机肥2000-3000千克,

确保土壤中有足够养分供应。在土壤肥力较低的地区,增施有机

肥后,土壤有机质含量可提高0.2-0.3个百分点,水稻产量可提

高10%-15%。基肥可与翻土同时进行,将有机肥均匀撒布在田地

表面,然后通过翻土使其与土壤充分混合。 

1.4合理确定栽植密度 

水稻种植时,合理的种植密度能够充分利用土地资源,协调

植株间的竞争关系,提高光能利用率,促进水稻生长发育,进而

实现高产、稳产。确定水稻栽植密度时,需综合考虑多个因素：

首先,土壤肥力是决定种植密度的重要因素。肥沃的土壤能提供

更多养分和水分,可支持更多植株生长。在土壤肥力较高的田块,

每667平方米可栽植2-2.5万穴；而在肥力较低的田块,栽植密度

应控制在1.5-2万穴。不同品种的水稻生长习性和分蘖能力各

异。分蘖能力强的品种,如“Y两优1号”,适合较低的种植密度,

一般每穴栽植1-2株,因为它们能在生长过程中通过分蘖增加有

效穗数；相反,分蘖能力弱的品种,如 “武运粳31号”,需要较

高的种植密度,每穴栽植3-4株来保证足够的有效穗数。另外,

气候条件,尤其是光照、温度和降水,对水稻生长影响重大。在

光照充足、温度适宜的海南地区,水稻生长迅速,可适当增加种

植密度,每 667平方米可栽植2.2-2.8万穴；而在光照不足或温

度较低的黑龙江部分地区,应减少种植密度,每667平方米栽植

1.3-1.8万穴,确保每株水稻都能获得充足的光照和热量。 

2 田间管理的研究分析 

2.1水分管理 

水分管理是水稻田间管理的关键环节,直接关系到水稻的

生长发育和最终产量。合理的水分管理能够促进水稻根系的生

长,提高养分吸收效率,同时还能调控稻田的生态环境,抑制杂

草生长和病虫害的发生。 

在插秧阶段,水分管理的目标主要是确保秧苗能够顺利扎

根并迅速恢复生长。此时,田间水层应保持在植株高度的⅓处,

即大约1-2厘米深,可以为秧苗提供足够的水分,同时防止水层

过深导致秧苗缺氧；秧苗移栽后的一周内是返青期,这个时期水

分管理至关重要。水深应控制在4厘米以下,以促进秧苗根系快

速生长和新叶的展开,过深的水层可能会抑制根系的呼吸作用,

影响返青速度；分蘖期是水稻增产的关键时期,水分管理需要创

造有利于分蘖发生的环境。水深应维持在1.8厘米以下,较浅的

水层可以提高土温,促进分蘖的发生和生长。研究表明,分蘖期

浅水灌溉可使分蘖数增加10%-15%。同时,浅水层有助于二氧化

碳的积累,促进水稻的光合作用；进入分穗期,水稻对水分的需

求增加,此阶段应保持较为充足的水分供应。水深以3.5厘米为

宜,保证植株有足够的水分进行营养物质的运输和代谢活动。避

免缺水导致分穗数量减少,影响最终的产量；灌浆期是水稻形成

产量的关键时期,水分管理需精细。此阶段应适当减少灌水量,

防止过多的水分导致水稻根系呼吸作用增强,从而引起植株早

衰。保持土壤湿润即可,一般采用间歇灌溉的方式,即干湿交替,

以提高根系活力和养分吸收效率；在水稻收割前,应逐渐减少田

间的水分,使土壤中的水分最大程度地挥发,这样有利于机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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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作业的进行,减少收获损失。通常,在收割前一周左右停止灌

溉,让水稻自然干燥,这样可以提高收割效率和稻谷的品质。另

外还应注意,在水资源紧张的地区,应采用节水灌溉技术,如

滴灌、喷灌等,滴灌相比传统漫灌可节水30%-40%,减少水分的

浪费。 

2.2施肥管理 

水分管理应与肥料施用相结合,合理调控水分可以提高肥

料的利用率。日常还应加强土壤监测,定期检测土壤的肥力以及

养分状况,及时调整施肥方案,以保证水稻的生长需求。例如,

应做好有机质含量的检测,以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可以改善土

壤结构,保障肥力。做好氮、磷、钾等主要元素的含量检测,以

保障肥料施用的科学性。另外还应检测微量元素如锌、铁、锰

等的含量,补充不足的微量元素。前期施入充足基肥的基础上,

可适时进行追肥。追肥可选择在水稻分蘖期进行追肥,促进分蘖

和根系的生长。施用量为氮肥的30%-40%、钾肥的20%-30%；在

水稻孕穗期应进行适时追肥,促进穗的形成和发育。施用量可控

制在氮肥的20%-30%、钾肥的20%-30%；水稻灌浆期是需肥的关

键期,进行追肥有助于促进籽粒的充实和成熟。施用量可控制在

氮肥的10%-20%、钾肥的10%-20%。据研究,合理追肥可使水稻产

量提高15%-20%。 

2.3病虫害防控 

面对水稻生长过程中可能高发的各种病虫害,还应采取有

效措施,展开科学的防控。可积极的利用计算机技术,对水稻病

虫害的发展情况进行预测预报,便于及时的发现病虫害,并能够

及时采取措施进行防治。在面对病虫害时,还应综合施策,将农

业防治、生物防治、物理防治和化学防治等方法有机结合起来,

形成一个完整的防控体系,以提高水稻病虫害的防治效果。例如,

可加强生物防治,保护和利用农田中的青蛙、蜘蛛等害虫的天敌,

以自然方式控制害虫数量。或是使用微生物治病：应用杀螟杆

菌、杀虫细菌、青虫菌、苏云金杆菌、白僵菌等微生物制剂来

防治水稻病虫害；可以利用物理防控技术,使用粘虫板、捕虫灯

等,进行害虫的诱杀,以替代化学药物,做好水稻病虫害的绿色

防控,有效地控制水稻病虫害的发生和危害,提高水稻的产量和

品质。采用综合防控措施后,水稻病虫害发生率可降低30%-50%,

产量损失可减少20%-30%。 

3 结语 

综上所述,水稻种植技术和田间管理在现代化农业中具有

重要意义。水稻作为全球重要的粮食作物,其稳定的产量和质量

对于保障粮食安全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首先,水稻种植技术的

应用,显著提升了产量与品质。从选种、育苗、播种到收获各个

环节,加强技术的应用,均是提高水稻生产能力的关键。其次,

田间管理在水稻生产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合理的灌溉、科

学的施肥、有效的病虫害防治等措施,不仅能够提高水稻的产量

和品质,还能减少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压力。最后,通过综合管

理技术的应用,水稻生产在保证高产的同时,实现了生态环境的

保护。当前,应持续加强水稻种植技术和田间管理,共同推动水

稻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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