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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稻是我国主要的粮食产物,合理应用高产技术,可有效提升水稻产量,保证粮食安全。基于此,本文结合理论实践,在简要阐述影响水稻

产量因素的基础上,研究了水稻高产技术的具体应用。研究结果表明,合理应用培育壮秧技术、移栽技术、田间管理技术、病虫害防治技术等,

可大幅度提升水稻产量,值得大力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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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保证粮食安全,提升粮食产量是农民种植农作物关注的重点话题。近

年来,我国社会经济飞速发展,致使农作物种植耕地的刚性大幅度降低,

对提升单产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水稻是我国主要的粮食作物,实现高

产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此,开展水稻的高产技术研究显得尤

为必要。 

1 影响隧道产量的主要因素 

1.1穗数 

单位面积中隧道穗数,由落田苗数、单株分蘖数、成穗率共同决定。

穗数会因为水稻品种、种植季节、肥力、自然条件的不同,有所差异。分

蘖始期至有效分蘖终止期是决定水稻穗数的关键节段,提升水稻成穗率,

有利于实现土壤养分的充分利用,也可以有效改善通分透光条件,降低病

虫害对水稻产量造成的影响。提升水稻成穗率的关键是合理应用培养壮苗

技术,构建适合水稻生长的群体结构,合理控制水稻落田苗数。 

1.2每穗实粒数量 

每穗实粒数量由每穗颖花数量和结实率共同决定,水稻幼穗分化之前,

水资源、养分的供应情况,对每穗颖花数量的影响非常大。颖花分化整个

过程中,二次枝粳分化期 为旺盛,一旦雌雄蕊形形成,颖花分就开始衰减

退化
[1]
。颖化退化量通常在30%~40%之间,所以,在隧道栽培过程中,采取有

效的措施降低颖花的退化率,可有效提升每穗实粒数量。而结实率指的是

水稻每穗颖花数与饱满谷粒数的比例,通过合理的栽培技术,也可以提升

水稻的结实率。 

1.3粒重 

隧道粒重有两个方面共同决定,其一是水稻谷壳体积,其二胚乳发育

质量。其中谷壳体积在颖花形成内颖和外颖时就会受到影响,通过合理技

术改善减数分裂期的营养条件,可有效降低颖花退化,同时扩大谷壳体积,

保证胚乳充实饱满。 

2 水稻的高产技术应用 

2.1培养壮秧技术的应用 

合理应用培养壮秧技术,是提升水稻产量的关键技术。此项高产技术

可在旱地育秧中得到有效推广,具体而言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同时入手： 

第一,确定壮秧标准。水稻根系标准为：根系发达,形状短粗,颜色为

白色,无黑根。水稻秧苗标准为：基部粗扁,叶片呈现上冲但不披散状态,

涨势旺盛,群体整齐一致,苗体富有弹性,叶鞘短,假茎粗扁。30天时至少有

3个分蘖,秧苗高度适中,没有病虫害。 

第二,播种。播种是培养壮秧的关键步骤,对提升隧道秧苗质量及成活

率有重要影响。选择经过审核,适合当地种植,抗病虫害、抗倒伏、分蘖强、

穗大的优质高产水稻种子。选择地势平坦,土壤肥沃的熟旱地作为培养壮

秧的苗床地。并提前精细化整地,清除大块石头、树根等杂物,按照

1.5~1.6m的标准理解墒,沟深控制在30cm左右。 

第三,浸种催芽。在水稻种子浸种之前,要进行摊铺晾晒1~2天,然后用

清水淘洗。然后浸泡3天,3天之后捞出清洗。再用50℃~60℃的水对浸泡后

的水稻种子预热处理,用潮湿的麻袋包装种子,覆盖一层稻草保温,控制温

度在30℃~35℃之间,经过24小时以后完成催芽,露出稻芽之后,逐步将温

度降低到20℃,在自然条件下炼芽1天后就可以播种
[2]
。 

第四,苗床管理。水稻种植完成之后,发现杂草要及时处理,通过人工

缓慢拔出杂草,避免损伤稻苗。当水稻种子生长到2叶期时,要定期浇水,

保证苗床湿润。2叶期之后,则要严格控水,避免发生病害。如果苗床发生

土干发白或者秧苗卷叶,要在早晚揭膜灌水。在2叶期时每亩施加5kg尿素,

促进秧苗健康生长。在4叶时每亩施加8kg尿素,3kg钾肥,促进分蘖。在苗

期要按照病虫害发生情况,选择合适的农药喷射,降低病虫害对秧苗侵害。 

2.2移栽技术 

第一,精细化整体,并施足底肥。当水稻收割完成以后,要及时耕地,

覆盖残茬。水稻移栽之前,提前进行犁筢,保证田地的平整性。底肥以有机

肥为主,氮肥、磷肥为辅。 

第二,适时炼苗,适当早载。旱育秧要适当早载,秧龄达到30天后,就可

以进行栽植,水稻秧苗长到5~6叶时为 佳的移栽时期。因为旱育秧苗的根

系比较发达,在起苗操作时难免会损坏根系,早期移栽,有利于根系生长,

提升成活率
[3]
。 

第三,合理密植。按照水稻种植田地土壤肥力情况,确定移栽密度。每

窝移栽带蘖苗1-2苗。如果双行移栽,则大行密度控制在0.9~1.0尺之间,

小行密度控制在0.4~0.5尺之间,窝距控制在0.4~0.5尺之间。如果采用抛

秧种植,则每亩可抛秧苗1.5~1.7万苗,保证抛秧稀密一致性。 

2.3田间管理技术 

第一,合理追肥。每亩水稻秧苗在生长中,施加尿素10~15kg,磷肥

15~20kg,钾肥4~5kg,硫酸锌肥1.5kg左右。秧苗移栽完成10天后,再施加提

苗肥力,为分蘖提供充裕的养分。提苗肥控制在总追肥量的30%~35%之间,

以提升水稻结实率,保证籽粒饱充实。 

第二,合理灌溉。水稻对水资源有非常严格的要求,因此,必须切实合

理灌溉,增氧通气,养根活根,促进水稻根系健康生长。在隧道返青期,要进

行深度灌溉。而在孕穗期、始穗期则要浅水灌溉
[4]
。分蘖期要求浅水促蘖,

分蘖完成之后可降低灌溉次数,并适当晒天控蘖,避免发生无效分蘖,提升

水稻种群的通透性,为水稻健康生长提供良好的环境。水稻的特性,决定了

晒天控蘖不能重晒。如果遇到干旱季节,则要进行抗旱灌溉,避免影响水稻

外观品质。 

2.4病虫害防治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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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核桃树对于我国多种土壤都广泛适应,并且该树种的寿命相对较长。核桃树属于胡桃科植物,在一些相对比较温暖和干燥的地区,核桃

树得到了大量种植。核桃中含有较高含量的亚油酸,可以有效降低人体内的胆固醇,同时核桃中含有的磷脂和蛋白质含量较高,可以对人类大脑

发育起到促进作用,其属于一种公认的补脑食物[1]。在我国的几千年历史中,核桃都是餐点食品中比较重要的一种原料,由于核桃的营养价值较高,

深受人们喜爱,所以核桃的经济价值也随之增高,因此我国各大地区都开始了核桃种植,而要想进一步促进核桃产业的稳定发展,就需要加强对病

虫害的防治,应用科学合理的病虫害防治策略,为核桃种植产量提供进一步保障。 

[关键词] 核桃；病虫害；防治策略 

 

核桃树作为一种胡桃科植物,比较喜爱温暖的气候,其寿命可以达到

上百年,对于生活地区的土壤要求相对较低,具有非常高的经济价值,并且

营养丰富,所以在我国被大范围的栽种
[2]
。但是随着核桃种植面积的逐渐

扩大,核桃的病虫害种类也越来越多,因此为了有效提高核桃的种植成功

率,使核桃成果质量显著提升,就需要加强对核桃病虫害的深入了解与分

析,选择更恰当的核桃栽种时间,对核桃病虫害防治技术进行合理掌握,对

物理、化学和生物等多种防治技术进行综合运用,有效改善核桃树体的生

长环境,使核桃病虫害防治效果得到进一步强化, 终生产出更加优质的

核桃。 

1 核桃的病虫害种类 

1.1核桃瘤蛾 

核桃瘤蛾幼虫属于一种暴食性害虫,会对核桃嫩叶进行食用,导致核

桃嫩叶被快速吃光,而在核桃树再次长出嫩芽时,其长势就会相对减弱很

多,甚至会有大部分核桃树,在被核桃瘤蛾啃食嫩叶后第二年就会枯死
[3]
。

核桃瘤蛾的主要防治方法就是对物理方法进行应用,将石块堆积在核桃树

周围,在核桃瘤蛾熟幼虫化蛹时,就可以对其进行诱杀,在利用化学方法进

行防治时,就可以对50%杀螟松乳油1000倍液进行喷洒,或者喷洒90%晶体

敌百虫800倍液,还可以对2.5%溴氰菊酯乳油6000倍液进行应用。 

1.2核桃举肢蛾 

举肢蛾虫主要是对核桃的果实进行啃食,严重危害到核桃果实的生长,

在核桃青果实内进入了举肢蛾虫幼虫后,就会对核桃果实肆意食用,并且

会在核桃果实内留下粪便,导致核桃青果实在生长过程中越来越黑,其在

还没有成熟时就会逐渐脱落,即使其果实不会脱落,也不存在相应价值
[4]
。

因此就需要积极防治举肢蛾虫,可以摘下核桃病果,对其病果深埋,同时要

集中焚烧核桃的枯枝落叶,对即将越冬的幼虫及时杀死。还要在春季科学

修剪相应病枝,保证核桃树的水分充足,对果园内的杂草进行清理,尽可能

的减少病虫。还可以在4月份对辛硫磷微胶囊3000倍液进行喷洒,将其在树

盘周围进行喷洒,将刚刚越冬后的幼虫及时杀死,还要在夏天对杀虫剂进

行喷洒,有效防治虫害。 

1.3刺蛾类虫害 

刺蛾又名羊拉子,在全国各地都存在,对核桃树叶片比较喜爱,在一定

程度上威胁了核桃树成长,导致核桃树产量有所下降
[5]
。刺蛾主要会影响

核桃树叶部位,刺蛾在幼虫时期会对核桃树叶的表皮和叶肉部分进行食用,

导致核桃叶片上存在较多的洞,严重影响到核桃树长势。刺蛾上存在相应

毒毛,会对人类皮肤造成刺激,导致人们感觉到疼痛。对刺蛾的物理防治方

法是对虫茧进行修剪,然后将其进行深埋,或者摘除存在大片刺蛾的核桃

叶片,将其处死,或者利用黑光灯,对刺蛾成虫进行诱杀。如果刺蛾的幼虫

危害比较严重,可以在幼虫发生期间,对25%亚胺硫磷乳油600倍液进行喷

洒,或者应用48%乐斯本乳油2000倍液。 

1.4腐烂病 

核桃出现腐烂病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感染了真菌,枝干属于腐烂病的主

要危害部位,腐烂病的发病高峰期为春季和秋季,在核桃枝条染上了腐烂 

为降低疾病对水稻产量和品质造成的影响,需要选择抗病虫害比较强

的水稻种子,结合水稻种子特点,对纹枯病合理防治,在水稻孕穗期间,适

量喷洒三唑酮药物,剂量控制在2000g/公顷。严格防治稻瘟病,对选择的稻

种进行消毒处理,结合当地稻瘟病实际情况,开展有针对性的防治管控。同

时也要做好肥料及灌溉水的管理工作,保证水稻生长对养分、水资源的需

求。三环唑喷洒剂量为200g/公顷。 

通过适量喷洒防蛀虫药,防治蛀虫侵害隧道,合理防治三种化学蛀虫

和两种化学蛀虫。切实做好蛀虫产卵防治工作,从蛀虫源头上控制和消除

害虫对水稻造成的影响
[5]
。在水稻分蘖期,要进行科学合理的病虫害防治,

合理选择药剂及剂量,尽量选择无公害,少残留药剂,保证水稻安全,提升

食用价值。在病虫害防治时,要严格遵循科学、合理、现代化原理,结合多

种先进的防治技术共同使用,实现对病虫害的科学化防治。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本文结合理论实践,研究了水稻的高产技术,研究结果表明,

科学合理的应用水稻高产技术,既能提升水稻产量和品质,还能提升了农

民经济水平,促使我国农业经济持续发展。水稻高产技术要从多方面同时

入手,包括培育壮秧技术、移栽技术、田间管理技术、病虫害防治技术等,

从根本上提升水稻产量,促使我国水稻种植事业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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