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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年来，在农机购置补贴、粮食补贴等一系列

惠农政策的影响下，赣南水稻种植面积保持平稳增

长。但是通过调查也发现，部分农户还存在传统的种

植和管理理念，例如为了追求亩产量，一味的增加种

植密度，结果不仅导致水稻长势较差，而且稻田容易

发生病害、虫害，收成不理想；还有的农户对病虫草

害缺乏提前预防，后期使用大量剧毒性农药，既造成

了土壤、水污染，又因为农药残留导致稻米品质下

降。对于这些实际存在的问题，作为地方农技人员，

必须要结合本地水稻栽培情况，针对性地做好水稻优

质栽培技术的宣传和推广，为广大农户科学栽培提供

帮助。

1　稻米品种的影响

因地制宜的选择性状优良的水稻品种，是实现

水稻高产和优质栽培的第一步。农户在选择水稻品种

时，应当重点关注抗倒伏、耐旱抗涝能力、生育期长

短等信息。地方农技部门可以每年推荐几款适合本地

土壤地质、气候环境的水稻品种，例如近年来在赣南

地区种植效益较好的有陆两优996（早稻）、T优5128

（中稻）、天丰优19（晚稻）等。农户可以根据农技

部门的推荐缩小选择范围。另外，农户在确定所要种

植的水稻品种后，还要在播前对水稻品种进行恰当的

处理，例如通过晒种可以进行杀菌、通过浸水可以漂

掉秕谷等，这也是提高水稻品质的一种有效措施。

2　播种时机的影响

选择恰当的播种时机，不仅可以促进稻种早

发，使水稻的收获期提前，而且还能够提高稻苗对常

见病害的抵抗能力，对稻米品质也有一定的影响。过

早播种会因为地温达不到要求，导致水稻种子休眠甚

至腐烂，出芽率较低；过晚播种，则会导致水稻成熟

期推迟，影响淀粉的积累，稻米的口感会降低。因

此，科学确定播种时间就显得十分必要。农户在确定

播期时，一方面要结合往年的种植经验，另一方面还

要关注当年的雨水、气候是否正常。如果遇到了气候

异常年份，也要灵活应变，适当提前或推迟播期。

3　栽种密度的影响

通过实地调查发现，很多稻田中都或多或少存

在栽植密度过大的问题，带来的危害影响主要体现在

两方面：其一是田间养分是一定的，如果稻苗密度偏

高，会导致养分供应不足，特别是在灌浆期，谷穗中

会出现大量的瘪粒、小粒；其二是田间虫害、病害发

病率高，这两方面都会严重影响稻米品质。因此，水

稻优质高产栽培中，栽种密度的确定也需要引起农户

重视。通常情况下，对于那些土层深厚、养分较好的

田地，普通水稻抛秧种植控制在1.0-1.2万蔸/亩，杂

交水稻抛秧种植控制在0.8-1.1万蔸/亩。

4　施加肥料的影响

4.1　肥料种类

优质稻米生产应施用优质有机肥料，它含的养

分全面满足水稻生育期间所需要的各种营养。有机肥

料主要来源于动物粪便及植物腐烂物，经分解发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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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一般采用80%用作底肥，20%用于返青肥，以促

进水稻有效分蘖。水稻生育期间主要影响元素是氮、

磷、钾、硅肥四大元素，其中对水稻产量和米质影响

较大的依次是氮肥，次之钾肥，再次之是磷肥和硅

肥。氮肥是影响稻米品质的重要因素，如施用科学得

当，不但产量高还可以改善稻米外观品质、营养品质

以及加工品质。在施用同一种氮肥情况下，一定范围

内施氮肥量越科学合理则整精米率、蛋白质含量越

高，垩白率、垩白面积及直链淀粉含量越低。

4.2　施肥方式

分期施用氮肥，能使抽穗期或齐穗期更符合水

稻高产优质的要求，提高稻米的蛋白质含量及降低直

链淀粉的含量，使稻米优质的效果最佳。增加钾肥，

提高整精米率及蛋白质含量，降低垩白率和垩白度。

如果钾肥和氮肥科学配合施用，则能更好地改善稻米

品质，出现理想效果。硅肥是当前水稻优质米栽培不

可缺少的元素，硅肥能明显降低垩白率、垩白度，既

能提高稻米外观品质，又能改善稻米食味品质。科学

施用有机肥，稻米的有机酸含量增加、食味好、口感

佳。

5　田间灌溉的影响

水稻分蘖后期，稻田要保持中短期湿润状态，

即“满水增氧”形成良好的根际生态环境，促进根系

发育，提高根系活力。进入生殖生节期，减数分裂

拔节孕穗期田间应建立约5-6cm水层，此期间主要是

“深水扩胎”，以防发生低温冷害。此外，对灌溉所

用水质也有严格要求，近年来赣州农村地区、乡镇地

区的水污染问题有上升趋势，许多农户使用被污染的

水源进行稻田灌溉，污水中的重金属等也会被稻苗吸

收并在稻米中积累，对稻米品质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因此在灌溉前，应当先确保水质良好。

6　病虫草害的影响

6.1　草害的防治

田间杂草防治不及时，会因为杂草疯长而与稻

苗抢夺水分、养分，并且一些杂草也容易传播病害、

虫害，对稻米品质的影响巨大，做好草害的提前预防

就显得十分必要。播前要进行精细整地，旋耕时要注

意将土壤中的杂草拔出，并喷洒一遍除草剂，将稻田

晾晒3-5天，可以降低田间杂草及草种数量。对于已

经出现的杂草，则需要用药处理。例如使用丁草胺乳

油，每hm2使用药剂800ml兑水500kg，通过喷雾方式

进行均匀施药，可以有效杀灭稗草、牛毛毡、节节菜

等杂草。

6.2　虫害的防治

虫害防控不及时，会造成害虫大量繁殖和蔓

延，对水稻产量及品质都有严重危害。对于虫害应当

做到提前预防、尽早治理，才能将损失降到最低。赣

南水稻栽培中常见的虫害以稻纵卷叶螟、稻飞虱为

主。预防措施主要是及时清理田间杂草，使用抗病

虫能力较强的水稻品种等。如果田间已经发现了虫

害，则需要尽快用药治理。例如常用乙酰甲胺磷乳剂

100ml兑水120kg，进行田间喷雾，每天进行一次，连

续喷3天左右可以控制虫害。虫害防治应当尽量减少

剧毒性农药使用，避免农药残留影响稻米品质。此

外，利用物理灯光法和生物天敌法，也是一种不影响

稻米品质的理想除虫方法。

6.3　病害的防治

近年来赣州水稻栽培常见病害类型主要有三

种，分别是稻瘟病、稻曲病和纹枯病。以稻瘟病为

例，该病可对水稻的叶片、茎秆、稻穗等多处部位均

产生危害，个别地区病害严重的年份，减产量甚至达

到了50%。预防方面，需要农户加强对田间水肥管理

的重视，施足底肥，氮肥、磷肥、钾肥的用量要均

衡，做到浅水勤灌。对于已经发生的病害，及时用药

治理，可以使用50%的多菌灵可湿性粉剂300倍液进

行喷雾，或是使用40ml稻瘟灵兑水30kg进行喷雾，视

田间病害情况，病害较轻每天喷雾一次，病害较重早

晚各喷雾一次。

7　收获时间及仓储环境的影响

7.1　适时收获

适期收获稻米，一方面可以实现种植收益最大

化，另一方面也可以保证稻米品质优良。例如，整精

米率、蛋白质于蜡熟期开始随着收获期间的延长而增

加，并且在黄熟期达到顶峰，随后含量又开始降低。

因此，水稻收获期应当在黄熟期进行。当然，具体时

间也要根据田间情况来确定，提高操作灵活性。

7.2　优化仓储环境

水稻收获完毕后，需要选择晴朗天气，进行摊

铺、晾晒。如果稻米未完全晾干就放入仓库中存储起

来，在高温、高湿环境下导致稻米发霉，稻米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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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会严重下降。另外，仓储环境也要进行优化，例如

仓库内要安装排风扇，保持定期通风。安装温湿度传

感器，可以随时监测仓库内温度、湿度变化情况，如

果温度、湿度超过一定值，管理人员就要及时进行通

风降温。仓库还应当做好防鼠防虫工作，避免鼠害和

虫害影响稻米品质。

8　结语

稻米品质不仅影响市场售价，而且还决定了市

场销路，农户在水稻栽培中必须要兼顾产量和质量，

才能切实提高种植效益。在水稻栽培的各个技术环

节，均会在不同程度上对稻米品质产生影响。这就要

求农户在地方农技部门的帮助和指导下，熟练掌握水

稻优质栽培技术，并且能够在品种选择、水肥管理、

病虫害防治等环节上，采取有效的技术控制措施，加

强田间管理的科学性，切实提高稻米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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