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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稻是我国广西壮族自治区重要农作物,增强水稻种植对于带动当地农业经济发展有着举足

轻重的意义。近些年来,大力推动绿色水稻种植行业发展,特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病虫害绿色防治已经

成为首要任务,更加需要保障水稻产品质量安全。 

[关键词] 水稻；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 

 

水稻病虫害绿色防控是指延续控制

水稻病虫害、保证水稻生产安全的重要

措施,是促进水稻标准化生产、提高水稻

质量安全水平的必要条件,也是降低农

药使用风险、保护生态环境的有效路线,

水稻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举措是依据经

济性准则,确立水稻病虫害防控指标,调

解保护运用天敌和应用灯光除虫等非化

学防治技术,运用高效保护农植物机械,

提高农药合理使用率以及防治效果,依

据无公害农药使用标准,进行科学、合理

以及安全的农药除虫。 

1 农业防治 

1.1调整种类布局 

选用抗性和耐心种类,抵御抗病

虫害侵害,在同一个地区,每年轮流种

植不同抗性基因的水稻种类,缓解病

虫种群对水稻品种抗性的适应性。保

证种类多样性,实时轮流种植年限较

长的品种,在大面积种植抗病虫害种

类农作物时,应该种植一些高产突出

的感虫水稻品种,预备一些其他种类,

为当地水稻虫种群特性的变动准备新

抗病虫害种类。 

1.2深根细作,灌水灭蛹 

在螟虫冬化高峰期翻耕稻田,可以

罐深水消灭蛹,降低螟虫数量,减少第二

年发生概率。在春季螟虫化蛹的时候大

约在每年的三月中旬开始,翻耕冬闲田

绿肥田,并罐深水淹没倒桩7天至10天。

冬春季节稻连作田早稻收割以后实时翻

耕灌水淹没稻桩,能够有效降低低虫源

数量,消灭螟虫效果更好。 

1.3科学合理管理肥水 

有机肥和无机肥相结合,落实“前

浅、中晒、后湿润”的用水准则,减轻无

效分蘖,有助于稻桩成长。依据“底肥足,

追肥速,N、P、K肥按照需求使用”标准,

切勿偏施或是过量施氮肥。底肥施用配

方肥750kg/或者45%复合肥375kg/；水稻

移植3天至7天后施反青肥,施肥尿素

75～150kg/；追加施加分蘖肥,施加氯化

钾45～75kg/。 

2 物理防治 

2.1灯光诱杀 

绝大多数病虫害都具备趋光性特征,

所以可以在田里面放置诱光灯,不只能

够杀死虫害,还能减少虫卵数量。为了可

以提升誘光灯使用成效,尽量采取成片

安装的方式,来确保稻田一定区域内具

有诱光灯,通常2.5放置一盏最佳。使用

期间,在水稻成虫发生时,傍晚打开诱光

灯,第二天天亮关掉,每4天到等下清理

虫害垃圾等。 

2.2草把诱杀黏虫 

配合吸引害虫药剂,可以将酒精、

水、醋、糖依据1:2:3:4比例制作成糖醋

溶液,并在其中加入粘合剂,在稻田里面

插上带有糖醋溶液,并且在当中加入少

量粘合剂,在稻田插上带有糖醋水的草

把上,草把间距把握在20米左右范围,并

每100米设置一个竹竿用于吸引较高的

病虫害,让虫害吸引粘稠在草把吧,这样

也能有一定消灭的效果。 

2.3性引诱剂诱杀 

性引诱剂是一种性信息素,主要

用于调节昆虫行为,指向性诱杀害虫,

具备防治对象专一,保护天敌,而且对

人类是没有危害性,能够有效降低虫

口密度,降低农药使用剂量,节省防治

成本。譬如使用性引诱防治螟虫雄娥,

可以让雌蛾不能够正常交配从而达到

不能繁殖的效果,降低下一代基数,减

轻发生危害。 

3 化学防治 

3.1种子化学消毒处理 

种子消毒可以有效降低生长过程中

病害侵蚀。一可以高温消毒,把种子浸泡

在水中,温度把控在50度至50度即可,同

时需要搅拌,直到水温降低到正常温度；

二可以采用药水消毒,用强氯精或者用

40%的福尔马林、添加适量多菌灵拌种,

有效防御恶苗病、稻瘟病。 

3.2运用生物农药 

秧苗移栽前2天至3天,需要喷洒

苏芸金杆菌、枯草芽孢杆菌等秧苗“送

嫁药”,能够抵御和减轻田病虫的发生

危害稻田生长过程时,可以采用井冈

霉素防御纹枯病、稻曲病,采用枯草芽

孢杆菌防御稻瘟病,用苏芸金杆菌防

御螟虫。 

3.3安全使用农药 

采用高效低毒害少残留的农药,做

到对症下药。用专业化统防治服务组织,

运用新型植保机械喷洒农药,提升喷洒

农药安全性、精准度、作业效率、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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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我国社会经济正处于飞速发展阶段,使得园林景观工程也随之发展,园林景观不仅可

以改善城市环境,满足人们对于生活环境的要求,还可以提高城市绿化水平。园林景观在近几年的应

用中越来越广泛,但是在进行园林绿化养护精细化管理时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也使得园林景观

工程的建设质量和建设水平和预期效果相差较多,对于园林景观工程的发展也具有阻碍作用。本文

主要研究和探讨的是园林绿化养护精细化管理对园林景观的影响,希望对于园林工程未来的发展具

有促进作用。 

[关键词] 园林绿化养护；精细化管理；园林景观 

 

现阶段随着园林景观工程应用的越

来越广泛,植物品种的选择也越来越多

样化,这给园林绿化养护精细化管理也

带来了更多的挑战,保证园林绿化养护

工作的质量就需要结合植物种类特点来

进行养护。本文主要分析了绿化养护工

作对园林景观工程的具体影响因素,提

高园林绿化养护工作的效率和质量,充

分发挥园林景观工程的作用,为人们提

供更加优质的生活环境。 

1 园林绿化养护精细化管理

概述 

园林绿化养护精细化管理就是对园

林景观工程中的植物进行养护和管理、

美化的工作,提高园林景观的观赏性和

艺术性,提高城市绿化水平。园林绿化养

护精细化管理工作是相对繁琐、细化的

工作,管理人员需要根据植物的生长特

性和季节变化来进行除草、施肥等工作,

保证园林景观的美观性,这也就要求管

理人员对植物生长特性和养护流程有充

分的了解并且熟练掌握[1]。 

在园林绿化养护精细化管理中,需

要对养护流程进行划分,细化各个环节,

将责任落实到个人,保证园林绿化养护

精细化管理工作的质量和效率。同时,

园林养护管理人员也需要掌握较高的专

业技术,了解养护管理方案的划分标准,

提高园林景观中植物的存活率,保持园

林生态平衡,充分发挥美化作用。 

2 绿化养护精细化管理对园林

景观工程的影响 

2.1植物修剪的影响 

植物修剪作为园林绿化养护精细

化管理的重要内容,不仅可以提高美

观性,对于植物存活率也有很大影响,

包括：对植物的密集枝叶和残枯枝叶

进行修剪,改善透光和通风条件,使植

物获得更多阳光和养分,使其健康生

长；对植物进行合理修剪,提高园林景

观的观赏性,充分发挥园林景观在塑

造城市形象中的作用。 

2.2土壤管理的影响 

园林景观中的植物需要良好的土壤

环境,所以土壤管理对于园林绿化养护 

效果等。高效农药对鳞翅目害虫的诱虫

活性高,杀虫范围广泛。持续效果长,能

够很好防治水稻螟虫和其它病虫害的侵

蚀,产生抵御抗性。 

4 结语 

水稻种植关联着民生国计,为了确

保水稻生产安全性,满足新时代人们对

生态环境和农作物品质的需要,加强绿

色防治技术的应用,应该加大力度推广

水稻病虫害绿色防治技术,在农技中心

和植保部门推广下更加让绿色防治技

术普及化 ,并且确定相应的成效 ,对于

提高水稻种植安全水平有很大帮助,值

得更进一步的发展,我们能够食用更加

安全放心的粮食和减少自然灾害的发

生 ,农作物的产量也会逐年递增 ,我们

对于病虫害应该秉承坚持使用绿色生

产理念为主要农业防治技术、物理防

治技术以及生物防治技术,提供水稻产

量、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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