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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了防治粳稻武育粳3 号发生的条纹叶枯病的综合防治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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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粳稻武育粳3 号系武进隔湖良种繁育场育成。该品种

的米饭成品外观晶莹、食口绵软、口感较佳, 米饭隔日食用可

做泡饭、炒饭、可蒸或微波炉加热等食用, 较新鲜米饭差异不

大, 因而更适于现代都市人的快节奏生活。加上该品种的熟

期略早( 150 d) , 提前栽插可赶上中秋节新大米上市, 稻谷及

稻米市场价格较其他品种高15 % 左右, 因而广大农户的种植

热情较高。随着近几年条纹叶枯病的爆发与大流行, 造成武

育粳3 号的减产, 个别农户绝收 , 笔者在2004、2005 年采取综

合防治措施取得了9t/ hm2 的高产量。因此防治好条纹叶枯

病是目前种植武育粳3 号乃至粮食生产取得稳产、高产的

关键。

1  武育粳3 号的基本特征

该品种全生育期150 d 左右 , 株高95 c m 左右, 株型生长

稳健, 茎叶角度小, 透光性能好, 茎杆粗韧有弹性, 分蘖中等

偏强, 成穗率72 % , 每穗实粒100 粒以上 , 结实率 95 % 以上 ,

千粒重27 ～29 g , 出糙率81 % 以上 , 米质优。该品种耐肥抗

倒, 高抗白叶枯病, 轻感纹枯病及尖枯病。一般5 月上旬播

种, 秧龄36 d 左右, 最好移栽于油菜、大麦、早小麦茬口。该

品种高产必须争足穗, 必须在壮秧基础上促大田早发, 基肥

要足, 蘖肥要早 , 前期用肥量占70 % ～75 % , 后期施好穗肥 ,

增加粒重是提高产量的有效措施。播种前用恶线清做好种

子处理防治恶苗病 , 破口期用药防治稻瘟病。

图1 灰飞虱

2  条纹叶枯病发生的基本规律

2 .1  灰飞虱是传毒媒介  条纹叶枯病病毒是由灰飞虱传给

稻苗而导致发病的, 灰飞虱一年繁殖5 代 , 以若虫在麦类作

物及看麦娘等禾本科杂草上越冬。越冬若虫, 一般在3 月中

旬至4 月上中旬羽化为成虫 , 产卵于麦类作物或看麦娘等禾

本科植物上,4 月下旬孵化。第1 代若虫在越冬寄主上生活 ,

5 月下旬至6 月上旬羽化为一代成虫, 此时正值小麦成熟收

获期和武育粳3 号秧苗3 叶期前后, 大量成虫集中迁入秧田

传毒危害。灰飞虱获毒和传毒能力强, 它在病苗上吸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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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min 左右就成为带毒者, 带毒的灰飞虱不仅终生能传毒, 而

且代代相传, 繁殖6 年后的第45 代仍带毒、传毒。带毒灰飞

虱在健苗上取食6 h , 就能把病毒传给秧苗而发病。

2 .2 潜育期较长 病毒被灰飞虱传给稻苗后, 要间隔较长

的时间才发病, 即表现病症。一般秧苗期染毒10 ～15 d 后发

病, 分蘖盛期染毒 ,15 ～20 d 后发病, 分蘖未期拔节初期染毒 ,

30 d 后发病, 甚至更长时间才发病。

2 .3 水秧苗越小越易染毒发病 武育粳3 号秧苗至分蘖期极

易染毒发病, 水稻拨节后耐毒能力逐渐增强, 不易发病显症。

图2 水稻条纹叶枯病

2 .4 系统性病害 武育粳3 号秧苗一旦染毒发病, 同株的

所有分蘖都发病 , 而且不可康复转好, 全部死亡 , 穗部畸形、

很少结实。

2 .5 寄主多 条纹叶枯病在流行区感染发病的植物有 : 稻、

麦、玉米、谷子、狗尾草、马唐、看麦娘、画眉草等。

3  综合防治技术

3 .1  农业防治 因地制宜地充分发挥农业栽培措施的基础

作用, 创造不利于灰飞虱生存的农田环境, 控制灰飞虱的种

群增长, 最大限度地减少灰飞虱的发生量和迁入稻田数量 ,

这样传毒虫源少了, 条纹叶枯病发生就会减轻。根据灰飞虱

发生传毒规律和武育粳3 号生产现状, 可采用以下 5 项

措施。

  ( 1) 选择成熟较早的春性、偏春性麦子品种。冬性和半

冬性小麦成熟迟, 灰飞虱一代若虫大多数能转化为成虫, 这

是形成灰飞虱一代成虫盛发期长、虫量持续偏高的主要原

因。而大麦和春性小麦成熟早, 在灰飞虱一代成虫大量羽化

前即成熟收获, 尾峰若虫被大量淘汰, 一代成虫盛发期就相

应缩短, 成虫量也相应减少。大麦和春性小麦播种迟( 可在

立冬前后) 、出苗迟, 缩短了灰飞虱冬前对麦苗的传毒期 , 麦

苗染毒率低, 春季毒源少, 抵制了一代灰飞虱带毒率的提高。

( 2) 防除禾木科杂草。看麦娘等禾本科杂草也是灰飞

虱越冬寄主和条纹叶枯病毒的寄主 , 冬前和冬后全面防除

田间地头、渠道沟边和堆坡荒地的禾本科杂草 , 清除寄主植

物, 有利于减少灰飞虱的发生量和毒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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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李石岗村和南石岗村。其主导功能及发展方向: 生态恢复

和水土保持。煤矿和铁矿在开采过程中产生的碎石、矿渣任

意堆放, 部分地区出现塌陷, 严重破坏了地貌景观、植被和土

壤; 煤炭生产过程中产生大量的煤矸石 , 矸石大量堆积, 破坏

生态环境, 可以利用矸石作沙河市矸石热电厂的原料, 实现

废物利用, 改善生态环境 ; 对矿区废弃地进行整理复耕, 平整

地形, 减缓坡度, 使坡度≤15 % ; 对于立地条件差的地段, 覆

土种草逐步改善土地性质, 以乔、灌、草构成立体保护生态模

式, 发展刺槐、沙棘和少量常绿作物 , 适当配种牧草, 在边坡

以豆科牧草、禾本科牧草和柠条相配合种植, 以使其与周围

环境形成一体。轻度塌陷区 : 平整复垦还田 ; 下沉较大的塌

陷区: 由于长年积水, 不能进行耕作 , 可用煤矸石、废矿石及

其他废物填充, 或者在水中养鱼 , 将其建设成为垂钓场; 对于

动态塌陷区 : 可采用移动式大棚和小棚蔬菜种植技术, 生产

反季节蔬菜。

4 .3  东部平原城乡生态共建发展区  该区分布在东部冲积

平原上, 海拔47～100 m, 坡度为1/ 400 , 地面平坦, 土层深厚 ,

土壤以砂质石灰性褐土和砂质褐土为主, 地下水资源丰富 ,

为宜农区域。其主导功能: 蔬菜基地和粮食生产基地。

4 .3 .1 京广线以西城郊绿色蔬菜生产亚区。该区分布: 东

部平原区京广线以西的东户村乡、淮庄乡、赞善乡以及褡裢

镇部分地区。其主导功能及发展方向: 以建设绿色无公害蔬

菜基地为主导功能, 推广大棚种植技术, 发展甘蓝、西芹、土

豆、大葱、西红柿、豆角、朝天椒等蔬菜生产, 开展绿色食品立

项、绿色包装等绿色农业生产。

4 .3 .2  沙河以北林果、畜禽发展亚区。该区分布 : 沙河以

北, 京广铁路以东的留村、青介地区。其主导功能及发展方

向: 以林果、畜牧综合发展为主导功能, 种植苹果、葡萄 、柿

子、核桃等果产品, 培育新品种, 结合大棚农产品种植技术 ,

生产反季节产品。提高产品的附加值, 丰富沙河市果产品市

场。开展肉鸡、蛋鸡、奶牛、猪养殖园区建设, 丰富沙河市的

肉、蛋、奶产品市场。

4 .3 .3  沙河以南粮食基地生产亚区。该区分布: 沙河以南、

京广线以东地区。其主导功能及发展方向: 粮食生产基地 ,

积极推广小麦、玉米新品种, 提高农作物的产量、质量。完善

杂粮基地建设, 以豆类、谷子、红薯的生产为主, 带动其它杂

粮的生产。

5  结论

通过生态环境现状分析和评价, 整合区域社会、经济和

生态3 方面的因素, 确定相应尺度生态系统的主导功能 , 既

要充分考虑生态系统的自我组织演化特征, 又要考虑区域社

会、经济的发展需求, 要将生态安全目标、经济发展目标和当

地居民的生活需求相协调。

根据沙河市区域生态环境特征和社会经济的空间分异 ,

该文将沙河市域划分为3 个一级生态功能区和8 个生态亚

区, 针对各功能区特点确定其主导功能和发展方向, 实现经

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的协调统一, 促进区域的可持续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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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扩大旱育秧, 淘汰水育秧。水育秧播种早、秧苗生长

快、苗大而嫩绿、田间湿度大, 既对灰飞虱诱集力强, 也适宜

其生存, 所以灰飞虱一代成虫迁入虫量多, 滞留传毒时间长 ,

条纹叶枯病相对较重。旱育秧播种迟、秧苗生长慢、苗小而

老健、田间湿度低, 对灰飞虱引诱力和生存适宜度比水育秧

差, 所以灰飞虱一代成虫迁入虫量相对少, 滞留传毒时间相

对短, 条纹叶枯病发病率比水育秧相对较轻。

( 4) 秧池基地远离麦田, 集中连片育秧。麦子黄熟后, 田

间灰飞虱若虫会就近向绿色禾本科植物上转移, 取食传毒 ,

因此, 要改田头育秧为远离麦田、集中连片育秧, 避免若虫直

接爬到秧苗上传毒。

(5) 耕翻灭茬, 减少免耕。稻、麦收获后, 及早耕翻灭茬

晒垡, 既可直接杀灭灰飞虱若虫, 还可以大量减少灰飞虱的

食源。尽可能减少稻套麦和麦套稻等免耕套种法, 避免稻麦

共生, 灰飞虱直接从老寄主就近转移到新寄主。

3 .2 化学防治  全面喷施高效化学农药杀灭灰飞虱, 对控

制水稻条纹叶枯病的发生和流行 , 有着重要的基础作用和决

定性作用。根据灰飞虱在武育粳3 号上的消长规律应采取

以下3 项措施。

  ( 1) 治麦田保秧田。防止灰飞虱进入秧田是预防水稻条

纹叶枯病发生的重要措施。针对灰飞虱主要在麦田及田边

禾本科杂草上越冬这一规律, 在冬后灰飞虱开始活动时选用

氰戊菊酯、��酮、吡虫啉、三唑磷等喷施, 控制灰飞虱基数。

小麦穗期午后高温时段, 用80 % 敌敌畏乳油3 L/ hm2 拌干细

土750 kg 撒施。麦田灌水后 , 用吡虫啉类农药全程药控。用

10 % 吡虫啉可湿性粉剂300 ～450 g/ hm2 , 加水600 kg 喷雾, 以

降低麦田灰飞虱基数 , 减轻秧田防治压力。

( 2) 治秧田保大田。水稻发芽至分蘖停止前对水稻条纹

叶枯病敏感 , 一般秧龄越小越易感病, 关键是在秧田期做好

防治工作。药剂浸种 , 播前结合防治恶苗病、干尖线虫病等 ,

用10 % 吡虫啉或5 % 锐劲特1000 倍液浸种处理。起秧前1

周( 小麦开始大面积收获) 灰飞虱向秧田大量迁移时, 用速效

性和持效性好的药剂防治, 可以在较短时间内迅速将灰飞虱

杀死, 减少传毒机会。用锐劲特900 ml/ hm2 喷雾, 兼治一代

二化螟、稻蓟马。

( 3) 治前期保后期。水稻移栽返青后, 结合补治一代二

化螟用吡虫啉喷雾防治二代灰飞虱若虫, 以减轻拔节抽穗期

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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