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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水稻种植过程中,病害会影响水稻种植业的经济效益,传统的抗病技术难以满足现代化水稻种植业的发展要求,无

法提升水稻的抗病能力,难以优化其发展体系,甚至会出现一些无法解决的问题。因此,在水稻种植业实际发展中,相关技术人员

必须要科学应用各类抗病技术,逐渐提升水稻的抗病能力,达到预期的管理目的。本文对抗病技术在水稻种植中的渗透的意义

及应用进行了简要的研究,望以此促进水稻种植中的抗病技术的发展,提高水稻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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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作为我国主要的粮食作物之一,对保证人们的日常

生活所需及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有着极大的影响。抗病技术

在水稻种植中的应用,能够促进水稻产量的增加,从而更好

地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假如抗病技术在水稻种植中没有得

到合理的应用,则会导致水稻产量的减少,这会给国民经济

的发展造成极大的影响。这也充分体现了在水稻种植中合理

应用抗病技术的重要性。 

1 水稻抗病的重要意义 

水稻种植的产量及质量受到了病虫害的深刻影响,为了

促进水稻的健康、良好的生长,农民会选择对其采取一定的

预防、保护、治理措施。根据长期的水稻种植实践经验证明,

在水稻种植过程中应用抗病技术可以提高水稻自身的抗病

虫害能力,使水稻谷粒饱满,质量上佳。另外,抗病虫技术不

仅用于水稻的种植生长过程中,还用于水稻种子的选择与培

育之中。通常情况下,相关技术研究人员在进行水稻新品种

培育工作时必须对水稻的抗病能力进行深入的研究,从而剔

除抗病能力较弱的品种,培育繁殖能力及抗病能力兼顾的优

良品种,以促进我国农业的发展,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 

再者,不可否认的是,在水稻种植过程中常常会发生病

虫害问题,若农民未能及时采取相应的抗病虫措施进行补救

治理,则容易造成农民不可挽回的经济损失,导致农民的种

植利润下降。因此,在水稻种植过程中应用抗病技术可以帮

助农民及时有效的阻止病害的扩散,减少病害危害所导致的

经济损失。 

总而言之,在水稻种植中应用抗病技术是农业发展健

康、持续、良好发展的必然要求,通过抗病技术的应用,水稻

种植的产量及质量可以得到有效的保障,其具有不可或缺的

重要作用。 

2 水稻种植的主要病虫害及抗病技术要点 

2.1 稻瘟病 

稻瘟病是水稻种植病虫害中的一种,其危害性比较大,

患稻瘟病的水稻会大量减少产量,严重情况下会导致一半的

水稻无法正常生长,使水稻产量大幅度降低,可见,稻瘟病在

很大的程度上影响了水稻质量和产量。由于稻瘟病在水稻中

作用的部位和时间都有所不同,因此,可以将稻瘟病详细的

划分为节瘟、叶瘟和苗瘟等,其中具有巨大危害性的是节瘟。 

为了能够防治稻瘟病,在水稻种植抗病技术上应该采取

药物浸泡种子的方式,药液应采用 20%浓度的三环唑一千倍

液,将种子浸泡在其中一至二天即可,进而使水稻种子在种

植初期就具备一定的抗病能力。在此基础上,还要在水稻种

植的过程中使用药剂防治水稻病虫害,当发现水稻有可能感

染病症时,及时进行防治工作,喷洒药物,这样能使水稻具备

很强的抗病性,同时起到预防稻瘟病的作用。 

2.2 水稻纹枯病 

水稻纹枯病是水稻种植病虫害中常见的疾病。水稻一旦

患有水稻纹枯病,就会影响水稻的产量,在很大程度上降低

水稻的秕谷率。当水稻患水稻纹枯病时,水稻根部叶片和茎

干上会有类似水渍的物体出现,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成椭

圆形的斑点,不断增多的斑点上会附着很多菌丝,这些菌丝

的颜色呈白色。所以,在防治水稻纹枯病的过程中,一定要对

种植地进行严格的管理,每天都要对稻田进行排查,仔细观

察水稻叶片和茎干的健康程度,并要及时、彻底的清除稻田

中的杂物,保证稻田中水质良好,不给菌类创造生存环境,使

稻田中的菌群数量减少。在此基础上,在种植水稻时 好进

行适当的密植,使水稻产量大幅度提升,有效防治水稻纹枯

病。 

3 水稻种植中的抗病技术应用 

3.1 在水稻种植期间合理地应用抗病技术 

3.1.1 要根据种植区域的环境地质等特点,合理地种植

水稻。一些水稻病害的产生和危害是根据地域环境条件的不

同而有所差异的,同时有些水稻的自身抗病性也会因为环境

的影响而存在不同。所以,水稻的种植要注意因地制宜,选择

合适的种植方案。例如稻瘟病的产生多是因为水稻抽穗期

的光照时间严重不足,再加上空气湿度过大,导致水稻产生

病害,造成产量大幅度下降。因此,对于稻瘟病,需要做好水

稻育苗时期的抗病工作,采用有效药剂浸泡水稻育苗,并选

取壮苗进行旱地育秧的栽培方式,来提升育苗的抗病能力,

从而有效地预防稻瘟病。而对于已经发病的水稻,则一定要



农业科学 
第 2 卷◆第 2 期◆版本 1.0◆2019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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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Agricultural science 

及时采取有效适当的药物进行病害控制,以减少病害造成的

损失。 

3.1.2 要合理地安排水稻的种植密度,准确把握和控制

水稻的施肥时机和施肥总量。水稻的种植密度和施肥的多少

都会影响到水稻生长土壤成分的变化。水稻种植密度得当,

可以保证水稻对养分的吸收不会影响到周围水稻的吸收,而

肥料可以通过改善土壤营养成分来促进水稻的生长。因此,

水稻种植密度和施肥的科学合理,对提升水稻的抗病能力和

水稻产量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种植过疏或过密,施肥过多

或过少,都会对水稻的正常生长造成影响。例如水稻纹枯病,

就可能因为种植密度过大,或者种植期施肥过多而产生。因

此,对于水稻纹枯病,需要合理科学的规划和管理稻田,及时

打捞稻田中的漂浮物,科学地安排好水稻的种植密度。 

3.1.3还要根据水稻的不同生长时期选择不同的抗病技

术来增强水稻在不同生长周期的抗病能力,以确保整个水稻

生长过程免受病害的影响,确保水稻的产量。此外,在现阶段,

能够有效降低水稻病害发生几率,增加产量的水稻育种方式

是杂交方式,因此,现今很多水稻育种种植都借助杂交来提

升水稻抗病能力。 

3.2 注重水稻品种的选择 

在水稻种植前,要先了解水稻种植地区的具体情况,获

取相应的水土信息。根据这些信息,选择合适的水稻品种,

从而在根源上防治稻瘟病的产生。稻瘟病抗病品种可选择：

博优湛 19 号、皖稻 61 及培杂山青等。 

3.2.1 处理带病稻草 

当水稻成熟收割后,为了防止带病稻草将病害传染到后

期种植的水稻上,需要将收割后的稻草进行焚烧处理。如果

没有将收割后的稻草焚烧处理,也可通过将稻草腐熟,以达

到消灭病菌的效果。腐熟后的稻草,可用来垫圈,实现稻草的

充分利用。在水稻种植过程中,应尽量避免使用带病的稻草

捆扎秧肥,杜绝稻瘟病通过稻草传播。 

3.2.2 重视肥水管理 

在水稻种植中,要重视对肥水的管理。在肥水管理中,

要重点控制肥水中的病菌,防止感染水稻幼苗,影响水稻的

正常发育。在肥水管理中,施肥是重点和难点。在施肥作业

中,要保证废料养分的适当性,严格控制施肥时间,且掌握好

施肥方法,保证施肥方法与水稻发育的实际情况相适应。在

施肥养分控制中,可以采用肥水平配方,将氮钾磷的用肥比

例控制在 2.1∶1.2∶1。在水稻肥料选择中,可以选择复合

肥,复合肥在水稻施肥中的应用较为广泛。在管理水的过程

中,要采用干湿结合的方式。同时,还要与施肥相配合,以保

证施肥与给水的 佳效果。为了避免病菌的入侵,要做好农

田水利基本建设,保证水源不会出现病菌问题。同时,满足水

稻发育需要。 

4 药剂防治 

在田间调查完成后,如果发现稻瘟病,可采用喷洒药剂

的形式,实现对稻瘟病的预防。在药物喷洒过程中,注意应将

药物喷洒在易发病的稻田中,从而达到更好的病害防治效

果。在药剂防治过程中,尽量将防治周期控制在 4d 左右。常

用的药剂主要有 4%富士 1 号 100g、25%多菌灵 250g 等。 

5 加快新科技手段在水稻种植中抗病技术的应用 

对于水稻种植抗病技术需要与时代发展保持同步,不断

的把新的技术手段应用到水稻抗病技术中,使其更好的发挥

其作用。必须要加快新科技手段在水稻种植中抗病技术的应

用步伐,这样才能够对于一些突发的病害进行及时的治理,

降低农业经济损失。近几年来,通过一些农业专家的研究努

力,在水稻种植中抗病技术的应用中引入了分子标记技术,

通过分子标记技术来帮助水稻育种过程中的抗病研究,以

DNA分子的标记从而寻找一些具有特殊抵抗病害能力的基因,

在进行一系列的基因重组,从而获得抗病能力较强的水稻种

子,极大的增强了水稻种植中水稻的抗病害能力。 

6 结语 
综上,水稻种植深刻影响着我国的农业发展与粮食安全,

相关的技术研究人员应当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繁育更加优

良的品种。同时,农民应当充分了解、把握水稻种植抗病技

术的具体内容及其技术应用要点,综合考虑当地的影响因素

进行科学正确的抗病技术选择,从而实现水稻种植的优质高

产,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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