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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稻粒黑粉病已经成为杂交稻制种田的重要病害。目前国际上关于稻粒黑粉病的研究总体看来还较少，也存在较多

的争议。主要回顾和总结了国内外对水稻粒黑粉病的研究情况，对发病症状、病原物及其分类地位、生物学特

性、病害循环与侵染机制、发病因素与病害流行、分级标准和综合防治进行了综述，同时探讨了目前关于该病害

研究所存在的争议及以后值得研究的方向。 

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 综述   

Advance in Rice Kernel Sm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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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ice kernel smut has become one of the major rice diseases. So far, there were not so many 
researches on this disease with several arguments. This paper reviews and presents the general 
research progress of this disease. The symptoms, the pathogen with its taxonomy, the biological 
characters, the disease cycle, the infection mechanisms, disease epidemics, disease index and 
integrated control of the this disease are described. And also, the arguments and the perspectives on 
rice kernel smut ar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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