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业科学 
第 2 卷◆第 5 期◆版本 1.0◆2019 年 10 月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78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51 

Agricultural science 

水稻高产栽培技术要点与常见病虫害防治探究 
 
赵忠权 
贵州省思南县塘头镇农业服务中心 
DOI:10.32629/as.v2i5.1661 
 
[摘  要] 我国是当之无愧的农业大国,水稻作为其中一类重要的经济农作物,其长势与产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粮食安全与经济水平。因

此,国家投入了较大的精力和财力,支持水稻高产技术研发与应用,以及着力实施防治病虫害措施。基于此,本文研究水稻高产栽培技术要点与常

见病虫害防治措施,希望能为提高我国水稻的产量与质量,乃至促进农业的发展提供一定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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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掌握水稻高产栽培技术与防治病虫害的意义 

水稻是我国的一类主要粮食作物,将近一半以上的人口都以水稻为主食,

因此确保水稻的产量与质量十分关键。近年来,随着人们对于水稻饮食需求量

的不断增加,水稻的种植规模不断扩大,如何提高水稻的产量和质量成为当前

水稻种植人群考虑的重点问题。分析影响水稻产量与质量的关键因素,主要是

高产栽培技术与病虫害防治工作,由此可见,有效掌握水稻高产栽培技术要点,

并且形成有效防治病虫害的策略,成为突破水稻产量与质量关的关键。 

2 水稻高产栽培技术要点分析 

2.1优良品种选取处理 

水稻品种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后期水稻的成长情况,对于周围环境的适

应能力,以及病虫害的抵御能力。因此,在水稻的栽培过程中,要根据种植区

域的气候环境、土地质量,以及种植经验,进行深入的了解和分析,以充分确

保其品质。对于我国中东部地区的湿润气候和肥沃土壤特征,要考虑在收获

水稻之时,容易与雨水季节相撞的问题,一旦水稻收割不及时则易造成粮食

受潮,进而影响质量。因此,水稻良种的选择上,要注意尽量选取早熟的水稻

品种,为广大农民留足收割时间,确保水稻的质量。通常情况下,都要选择抗

性好、早熟、适应性广、优质高产的品种,且需进行提前的反复实验,综合

所有因素来获取最佳品种。此外,对于既定的水稻种子,要进行科学的处理,

一般晒种2-3天,打破休眠期；之后浸泡水稻增重25%,满足种子萌动与幼芽

生长需求；再将浸好的良种捞出控干,置于50°C的温水中均匀受热,堆放于

稻草上催芽；经过晾芽后,达到种皮不粘手的状态,即可准备播种使用。 

2.2水稻直播技术要点 

当前,水稻直播技术在水稻栽培领域得到大力推广,其涵盖了旱地直播、

水地直播与水稻早育三种类型,直接将处理好的水稻良种播种于田地之中,

省去了秧苗移栽与育秧的环节。不仅能够通过机械高效的运作有效缓解季节

性压力,而且可以协调水稻生长,提前水稻成熟期。但是,水稻直播技术对于

气候有着一定的要求,可能会出现播种时间延缓的问题,后期如若遇到降温

情况,也会一定程度上影响水稻的产量,所以要做好特殊注意和防控措施。 

2.3育秧移栽技术要点 

在水稻高产栽培过程中,育秧移栽技术也是较为常见的方式,将培育

好的水稻秧苗移栽到稻田中生长。要注意科学合理的育秧,要尽可能地避

开高温天气,根据特定水稻品种的生产周期,科学预测育秧最佳时间,一般

叶龄控制在35-45天进行栽秧。多采取旱育秧技术,对操作有着严格的要求,

必须满足育秧的标准指标,本着适时早栽、合理密植的原则。当前,在规模

化的水稻种植中,机械化插秧技术已经基本替代手工插秧方式,通常应用

高效自走式插秧机,不仅体积小、重量轻、适应性强,而且成本低、效率高。

其优势在于能够精准均匀控制秧苗的密度在15cm左右还可以合理调节插

秧深浅,来控制种植的深度,有助于提高水稻的成活率。通常每亩插秧

0.8-1.3万窝,确保栽足2粒谷,有效穗能够达到20-22万水平。 

2.4苗床管理技术要点 

苗床管理技术是水稻栽培中一个较为关键的环节,包括栽植前期的除

草、翻耕、施肥、灌溉等工作,才能为水稻提供良好的生存环境。从土地

翻耕开始,将土壤尽可能地细碎,精细地翻整土地,以达到杀菌的效果；要

对栽植的土壤施以足够的农家肥、绿肥、钾肥等,提升土地的肥沃性,为水

稻的种子与秧苗成长发育提供充足的养分,并要针对水稻秧苗出叶情况,

要合理补充肥料。一般在2叶期需要补充尿素,在4叶期补充钾肥和尿

素,4.5-5叶期需要施以尿素,为移栽作准备,此外,在插秧1周后则可以施

以分桑肥,1个月后施穗粒肥,且要注意追肥时间不得与除草等作业同时进

行,切实做到科学合理施肥；除草环节,对于幼苗阶段的水稻,根系不够发

达,生命力不够顽强,不适合喷洒农药,需要实施人工除草；在水分的控制

上,要保持水稻出苗期土壤湿润,出苗均匀整齐,待到出苗后直至2.5叶期,

保证苗床不干不浇水,2.5叶期之后到插秧期每日浇一次水,以免秧苗失水

萎蔫,造成秧苗发病；对于温度控制也有着一定的要求,在出苗前确保低于

35°C,出苗后低于30°C,在1叶1心后逐渐降温,确保栽插秧前降至20°C

左右；要在确保苗床温度的基础上,科学适度地通风,在出苗前后一旦超过

温度指标则要进行两侧通风,在出现1叶1心之后,在早上5、6点就要进行通

风处理,直至下午4、5点再盖严,确保秧苗晚上生长。 

2.5灌溉管理要点 

要想实现水稻的高产,栽培时必须要做好灌溉管理,根据水稻秧苗的

不同生长状态提供适量的水分,能够为水稻供给充足的养分,同时有助于

预防病虫害,确保良好的生长状况,达到高产、稳产的目的。在移栽初期,

由于秧苗扎根不够牢固,水深不宜过深,以免造成漂秧问题,但也不能过浅,

造成水稻无法定根存活。待到水稻秧苗定根存活后,一般为插秧后的7-10d,

再逐步提高水位。对于孕穗阶段的水稻,要保证水深灌溉到10cm左右,以便

增强幼穗的结实率。对于抽穗成熟阶段的水稻,则要应用干湿交替的灌溉方

式,确保土地处于湿润状态,有助于水稻颗粒的灌浆与饱满,从而有效增产。 

3 水稻常见病虫害防治的有效措施 

水稻常见病虫害有很多类型,比如稻瘟病又称稻热病,在整个水稻发

育期都可能发生,根据病害发生部位及时期的不同,可以分为苗瘟、叶瘟、

穗稻瘟、枝梗瘟、谷粒瘟等几类,还有稻飞虱、叶枯病等,具体病症及防治

措施如下：(均以每亩施药量计算)。 

3.1苗瘟病害及防治措施 

苗瘟一般出现在3叶期之前,典型症状是病苗基部变成黑色病斑,叶片

呈现红褐色,整株秧苗会逐渐枯死。苗瘟的防治方法,用15-20克75%的拿敌

稳或40%的稻瘟灵、富士一号乳油100ml兑水喷雾。还可以在水稻催芽播种

前,将种子用25%浓度的咪鲜胺2000-3000倍液进行浸泡消毒处理,或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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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将对江苏沿海地区结球甘蓝的栽植进行分析探讨,旨在充分利用江苏沿海地区的环境气候特征,采用合理的栽培技术提高江苏沿

海地区结球甘蓝的产量和质量,促进区域内农业的持续发展。 

[关键词] 江苏沿海地区；结球甘蓝；高产栽培技术 

 

结球甘蓝也就是我国俗称的大头菜、花菜,其口感清脆,营养价值高,

而且具有较高的药用价值。结球甘蓝作为我国重要的蔬菜品种,在沿海城

市得到了广泛种植,尤其是在我们连云港市,成为冬春季节的主打蔬菜。 

1 结球甘蓝概述 

结球甘蓝也称洋白菜、圆白菜、高丽菜和包心菜,属十字花科,是甘蓝

的变种。结球甘蓝为二年生草本植物,被粉霜,高度较矮,粗壮,为一年生茎

肉质,生长中不分枝,呈绿色或灰绿色。其根系通常分布于深度不足30cm

土壤中。短缩茎,可细分为内、外短缩茎,内短缩茎是绿叶生长的主要区域。

甘蓝的叶片主要分为子叶、幼苗叶、莲痤叶和球叶几个部分,叶子的厚度

较大,叶面上附着大量的粉状蜡质,该物质可控制水分蒸腾作用对植物生

长的影响,所以甘蓝的抗旱能力要明显优于大白菜。 

再者,甘蓝的基生叶量多,叶子较厚,且其为多层包裹状,最终形成球

状体,呈扁球型,其直径一般在10-30cm,呈乳白色或淡绿色。花主要为总状

花序,授粉主要采用异花授粉方式。甘蓝是杂交后的产物,果实呈长角状,

种子呈圆球状,种子的颜色多为红褐色或黑褐色,千粒种子的重量大致为

4g。在栽培结球甘蓝的过程中,应充分掌握结球甘蓝的基本特征和生长规

律,从而提高结球甘蓝的质量和产量,充分发挥栽培技术自身的优势。 

2 江苏沿海地区结球甘蓝优质高产栽培技术分析 

2.1品种选择 

甘蓝的品种较多,按照成熟度可分为早熟、中熟、中晚熟这三种,早熟的品

种如报春、元春、甘11等,多种植在早春、春及夏季。中熟的品种如东农、西园

2号、杂交种庆丰等,一般在春、夏两季种植。中晚熟的品种以秋丰等为主,在秋

季生产。在品种选择上,种植人员需结合区域气候环境进行综合分析和选用。 

2.2种子消毒与催芽 

10%浓度的浸种灵500倍浸泡处理。但是要注意控制浸种的时间,则可以有

效预防苗瘟的出现。 

3.2叶瘟病害及防治措施 

自秧田期到抽穗期,容易发生叶稻瘟,主要是在叶片上出现病斑,也有

发生在叶鞘上的。病斑主要呈慢性与急性两类,而慢性病斑最为常见,最外

侧为深褐色,内侧为灰白色,形状两头尖中间大,类似织布的梭子型。而急性

病斑则呈现灰绿色或是暗绿色水浸状,形状呈不规则形、椭圆形或是圆形。 

针对叶瘟应该配置浓度为30%洁苗的乳油15ml,再加入45kg水进行稀

释处理,然后用喷雾器喷洒在叶面上,实现疾病防治工作。为了进一步提升

防治的效果,可以适当提升药物的浓度,但是要谨慎对待用量,以免药物过

量导致秧苗死亡。 

3.3穗稻瘟病害及防治措施 

穗稻瘟又称穗颈瘟,多发在稻穗颈部,病变后穗颈呈现黑褐色,直至干枯

腐烂,发病较早的水稻会先变成白色穗,而发病较晚的会影响谷粒饱满度。 

针对这一病情,管理人员要注意把握好防治的时机,在其破口期时,应

用30g75%浓度的可湿性三环唑粉末药物,配合同等克数的40%浓度乳油同

时使用,然后加入45kg水进行稀释,借助喷雾设备进行喷洒,一周内实施一

次喷洒,持续坚持三周效果更为明显。 

3.4稻飞虱虫害及防治措施 

稻飞虱病虫通过不断吸取水稻植株内部的汁液,导致植株逐渐变黄,

进而影响水稻的产量。 

针对该稻飞虱虫害,在防治时最好选用30g25%浓度的可湿性优乐粉末

药剂,之后用45kg的水进行稀释,同样以喷雾的形式去喷洒至水稻秧苗上,

发挥防治病虫害的效果。 

3.5白叶枯病害及防治措施 

白叶枯病也是水稻栽培过程中常见的病害之一,需要进行甄别和防

治。白叶枯病主要分为叶枯型与凋枯型两类,叶枯型占比较大,凋枯型略少

一些。前者病害由叶子尖部或是叶子边缘开始出现黄绿色的斑点,然后迅

速蔓延成条块病斑,严重病症的会直至叶片基部与叶片两侧；而后者则多

发在移栽秧苗后的半个月到一个月之间,并呈现发病高峰期,一般心叶会

先发病,然后出现失水青枯的症状,之后其他叶片也会相继青萎,最后造成

死苗与缺丛的情况。另外,折断出现病症的植株,会有黄色的菌脓流出。 

具体防治的措施,要在发病早期,连续猫施几次1:3比例的草木灰与石

灰粉,还可以用0.3-0.5kg10%浓度的杀枯净,兑水50-60kg进行广泛喷洒。 

综上所述,除了用药剂处理病虫害之外,要选用抗病性的优良水稻品种,

培育不带病的壮秧,做好病虫害植株的清查处理,及时消灭菌源,做好种子

消毒,加强肥水管理等措施,才能有效确保培育高品质、高产量的水稻。 

4 结语 

总之,要想培育出高产、优质的水稻,种植管理人员必须掌握水稻高产

栽培技术要点与常见病虫害防治技术,才能全方位的确保水稻的产量和质

量,从而提升农作物的经济效益,同时为大众提供健康安全的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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