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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稻作为人类食用的主要作物,从它的栽培历史看可追溯到公元前12000-16000年前的湖南,它

在人类粮食中一直占有很高的地位。水稻的生长需要田间有适量的水,对生长环境有着特殊的要求,利用

普通的栽培技术始终无法提高水稻的产量,直到袁隆平院士研究的“杂交水稻”问世后,它的产量得到提

高。从此水稻的杂交技术备受人们关注,随着人们对杂交水稻栽培技术的不断实践中我国的水稻种植技

术不断得到提升,但仍有许多地区的水稻生产技术难以得到利用,水稻产量还是面临着地产的状况。因此

本文着重介绍了杂交水稻高产的栽培技术以及分析了其高产栽培技术该如何推广,让更多种植水稻地

区的人员熟知高产栽培技术,以达到实现水稻高产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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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国作为人口大国,对粮食的需求

也是很大的,随着人口基数的不断增长,

粮食短缺必然会成为我国日益突出的重

要问题而水稻的种植是重要的粮食农作

物,在我国大多数地区都以稻米为主食,

除了可以直接食用之外,还可以用作酿

酒,稻壳和稻杆又可以用作牲畜饲料。因

此提高水稻栽培高产技术不仅可以预防

粮食短缺问题,还可以作为某些工厂生

产的原料。近些年来虽然得益于杂交水

稻技术的发展使得水稻产量比普通栽培

下的产量有所提高,但市场需求仍然是

很大的,因此如何更好提高杂交水稻高

产技术和推广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1 杂交水稻的概念与特点 

杂交水稻是让两个遗传性不同的水

稻品种经过杂交后得到的杂交一代。根

据杂交方法的不同可以分为三系杂交水

稻、两系杂交水稻和一系杂交水稻三种,

现在普遍所用的是三系杂交水稻例如汕

优63、汕优多系1号、岗优22等。杂交水

稻在杂交后拥有了两种水稻的特性,在

与常规水稻良种比较下就有了更多的优

势之处即生理效能更高,它的根系成活

力强可以有效吸入足够的水分,肥力高；

分蘖能力强,分蘖早速度也更快,光合作

用轻度高,物质积累能力更强；形态特征

生长好,表现在根系发达,茎秆粗壮、结

的穗粒多,株型较好；抗病虫的能力相对

高,更重要的一点是产量高,比常规的水

稻增产20%。 

2 杂交水稻高产栽培技术的研

究进程 

杂交水稻的栽培技术是在常规栽培

技术的基础上不断实践发展出来的,针

对杂交后的水稻生长态势优越的表现和

基本的生长习性来进一步的科学化栽

培。在经过杂交水稻种植的不断实践,

发现比常规水稻更具有发达的根系,分

蘖能力强,产量高而得到大面积的种植,

带动了我国水稻种植的面积,开创了水

稻种植的大好局面。之后在杂交水稻技

术的不断发展进步后,杂交水稻更是大

面积的种植,同时产量也在不断增加。杂

交水稻栽培技术不断得到人们的重视,

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也在不断进行中。现

阶段运用的育壮苗、超稀播、适当稀植

等一系列栽培技术作为它的高产栽培新

发展,并不断以加强省工、较少成本、改

善品种的目标看齐。 

3 杂交水稻高产栽培技术 

3.1整地技术分析 

在开始种植水稻之前,整地是必不

可少的步骤,要先将稻田的土壤翻松一

遍,这个过程又分为粗耕、细耕以及盖

平三个阶段。另外需要排干田间的积水,

防止杂草的生长。 后保证田间无杂草,

田地平整,排水通畅,这样才是整好了

田地。 

3.2科学选种 

想要水稻种植达到高产目的,在品

种选择上也是不可忽视的一点。高品质

的水稻种子能适应不同的生长环境,降

低对生长环境的依赖性,因此科学的选

种有着积极的意义。选择水稻依据当地

栽植水稻的气候环境和土壤特性,选择

适宜当地种植的品种、抗病性能较好的

品种以及品质优良的品种,其次选择的

种子饱满无杂物,能达到国家批准标准

的良种,发芽率高的种子。选好种子在经

过消毒、浸种、催芽等三个工序的处理

后就可以进行下一步的播种了。 

3.3育苗技术要点 

育苗的苗床选择向阳且水源充足,

重要的是田地要肥沃。在稻田里充分施

肥后然后挖好沟行,平整地厢,在灌溉充

足的水分,将选好的良种均 撒在育苗

的苗床上,覆盖均 的细土,再覆盖一层

薄膜更利于它的出芽,及时揭开薄膜补

充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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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移栽技术分析 

移栽质量的好坏直接关乎到秧苗返

青速度的快慢以及分蘖的早晚,因此必

须保证移栽的质量。对水稻移栽的方法

有小苗移栽、中苗带土移栽以及大苗的

移栽、小苗、中苗的插秧、抛秧等方法。

农户可以依据实际的土壤条件、灌水条

件以及气候状况来选择适宜的移栽方

式。移栽的间距密度也是有规定的,符合

科学移栽,通常移栽的行距在26-32之间

范围内,每个穴距在10-16厘米间,穴苗

在3-7颗。另外注意插秧时不要插斜秧,

不插隔夜的秧苗。 

3.5田间日常管理 

3.5.1除草要点 

稻田中生长的杂草种类很多会和水

稻争夺营养,严重影响了水稻的正常生

长,因而要频繁去田间查看水稻生长状

况,在看见有杂草时要积极除去杂草,通

常情况下杂草在水稻播种的10-30天里

以及在播种后的30-60天里会疯狂生长

出现杂草的高峰期,这个期间一定要严

格采取措施管理。去除杂草 好的方法

就是人工去除,避免了配置除草药剂等

化学物质对环境的污染以及对水稻的影

响,又可以松动土壤。当然人工除草不足

的就是耗费人力,这时也可以选择伤害

污染性小的药剂来快速除草。 

3.5.2水肥管理要点 

根据水稻的生长习性,对湿度要求

高,因此在水稻生长过程中一定要保证

充足的水分,水稻每形成1千克的稻谷就

需要水分500-900千克。从水稻移栽以后

就要灌水进行大水护苗,往往水深是稻

苗高的二分之一,等到返青后,水位至4

厘米左右。其次根据生长的不同阶段采

取浅、湿、干三种模式交替的灌水方法。

在水稻快要收获的7天左右停止灌水,以

便后面的收割。除了灌水外保证水稻肥料

充足也是重要的一环,合理的施肥有助于

水稻高产,选用的有机肥在16-30t/hm2,氮

肥在190-230kg/hm2,磷肥在50-90kg/hm2,

钾肥在80-120kg/hm2。 

3.5.3病虫害防治技术 

水稻通常发生的病害有稻瘟病、白

叶枯病、纹枯病三大类,出现这些病害流

行的主要原因在于耕作栽培制度的变化

以及优质病感品种比重的增加。对防病

害的原则是防治对象要明确,对田间不

同病虫害的不同种类采取相应农药防

治；不能盲目加大农药的用量,农药配置

遵循现配现用,防止农药发生化学反映

而降低药效。 

4 杂交水稻高产栽培技术的推广 

4.1通过多种路径加强杂交水稻高

产栽培技术的推广 

虽然杂交水稻广受人们的关注,但

是仍有一些地区的水稻种植农户没有充

分掌握到杂交水稻的高产栽培技术,依

然沿用传统的栽培技术,往往达不到高

产的效益。因此在当前互联网发达的时

代,可以充分利用互联网在一些自媒体

平台的农业类型来分享杂交水稻高产栽

培技术,让广大水稻种植农户在浏览信

息时看见高产栽培技术以便具体实践,

让一些农户了解到现代化的种植和高产

带来的经济效益。另外通过电视、广播、

标语等形式来宣传,给更多农户了解现

代农业科技知识。其次根据当地水稻栽

培技术的现状设计针对宣传推广方案,

扩大农业生产新栽培技术的覆盖面。 

4.2完善福利政策提升杂交水稻高

产栽培技术的推广 

在杂交水稻的栽培技术上,政府给

以充分的支持,重视农业的发展,优化水

稻栽培技术的推广效果。需要重视农业

的收益水平,促进农业的健康发展,政府

鼓励农户采用杂交水稻栽培高产技术,

以保证水稻高产,以便为更多人提供丰

裕的粮食来源。政府建立专项资金扶植

杂交水稻高产技术的发展,为创新农业

新技术注入发展动力,可以设立专项基

金投入水稻新栽培技术的开发推广,吸

引更多专业化人才投身到杂交水稻高产

新技术的开发实践。 

5 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全方位介绍了什么

是杂交水稻,以及杂交水稻高产栽培技

术的研究进展,再从栽培高产杂交水稻

的技术要点逐一分析, 后对技术推广

加以说明,希望能让更多水稻种植农户

了解到杂交水稻高产栽培技术的要点,

并认真实践种植, 终实现水稻的高产,

达到经济收益,也使生产高产的稻米供

人们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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