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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 , 水稻条纹叶枯病在江苏大面积发生 ,其病毒主要是靠灰飞虱刺吸稻株传入。目前 ,水稻条纹叶枯病的发生轻重与水稻品
种的抗病性、耕作制度、栽培方式、灰飞虱的带毒量及气候等条件密切相关。防治条纹叶枯病应采取以农业防治为基础、治虫防病为中
心的综合防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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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稻条纹叶枯 病( Rice stripe virus , RSV) 是由 灰飞虱

[ Laodelphax stri atell us ( Fallen) ] 传播的一种重要水稻病毒病

害, 主要分布在东南亚的日本、朝鲜、韩国及中国。我国江

苏、浙江、上海、云南、北京、辽宁、山东、台湾、安徽、江西、福

建、湖北、广西、河南、河北等15 个省( 市、自治区) 均有发生 ,

但在南方除个别田块外 , 多属零星分布( 发生) 。在江苏省 ,

1963 年于苏南始发,20 世纪60 年代中后期和70 年代初在苏

南、苏中地区曾一度流行, 后由于耕作制度变化等多种原因

的综合影响, 该病一直未在江苏造成明显危害 , 仅在苏州、常

州等地区低水平发生。2000 年以来, 条纹叶枯病在江苏全省

范围内迅速暴发成灾, 并首次在苏北地区大流行, 目前已成

为江苏水稻生产的最主要病害。

灰飞虱作为水稻条纹叶枯病病毒的介体, 在苏北地区1

年可发生5～6 代, 一般以4 龄若虫在杂草、麦田内越冬, 翌年

羽化为成虫, 在杂草或麦株上产卵繁殖。一般第1 代成虫和

第2 代若虫为主要传毒世代。病毒一旦侵入稻株, 便迅速在

稻株体内蔓延, 常导致稻株死亡。目前尚无有效的植物病毒

治疗剂, 加上传毒媒介灰飞虱的传毒时间很短, 一般为10 ～

30 min , 因而该病的防治技术要求高, 防治难度大。目前单一

的防治措施常达不到预期效果, 特别是小面积防治效果更

差。为此, 提出了“以农业防治为基础、治虫防病为中心”的

综合防治方法。

1  病害发生的症状及危害程度

植株感染病毒后, 病株心叶沿叶脉呈现断续的黄绿色或

黄白色短条斑, 以后常合并成大片, 病叶一半或大半变成黄

白色, 但在其边缘部分仍呈现上述褪绿短条斑。病株矮化不

明显, 但分蘖一般减少, 植株发病后心叶细长柔软并卷曲成

纸捻状, 弯曲下垂而形成“假枯心”。发病早的植株枯死, 迟

的只在剑叶或叶鞘上有褪色斑, 但抽穗不良或畸形不实, 形

成“假白穗”。近年来 , 条纹叶枯病在苏北地区发生相当严

重, 特别是2004 年, 苏北地区及黄淮流域的发生程度、危害面

积以及造成的损失均创历史新高 , 给江苏及至全国的水稻生

产造成了极大危害。

2  田间发病的一般规律

近年来的发病情况调查分析表明 , 水稻条纹叶枯病的发

生轻重与水稻品种的抗病性、耕作制度、栽培方式、灰飞虱的

带毒量及气候等条件密切相关, 具体表现为: 抗病品种明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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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于感病品种, 籼稻感病轻于中粳, 中粳感病轻于晚粳, 糯稻

最重; 耕作制度中以小麦—稻或麦田套稻重, 而大麦—稻或

油菜—稻则对病害有明显的抵制效应; 栽培方式以早播田重

于迟播田, 水秧田重于旱秧田, 常规移栽田重于小苗抛栽田 ,

秧池重于大田, 孤立秧田重于连片秧池 , 稻田周围杂草丛生

田块发病严重; 灰飞虱带毒率高发病则重, 并具有显著相关

性; 早春气温高, 灰飞虱发育进度快, 成虫迁入秧田危害时间

早, 传毒天数延长 , 因而发病重。

3  综合防治方法

防治条纹叶枯病应采取以农业防治为基础、治虫防病为

中心的综合防治方法。

3 .1 冬春防治  水稻条纹叶枯病病毒的寄主范围较广 , 主

要在越冬的灰飞虱体内越冬, 部分在大、小麦及杂草病株内

越冬, 成为翌年发病的初侵染源。可采用合理的农业耕作制

度或利用吡虫啉对麦田及周边禾本科杂草集中进行1 次防

治, 也可结合麦田防治蚜虫, 以降低灰飞虱的数量; 同时及

早耕翻作秧池的田块并及时防除田间和田边杂草。

3 .2 秧田防治  在水稻整个生育期中, 从发芽到分蘖期是

对水稻条纹叶枯病病毒较敏感的时期, 一般秧龄越小越易感

病。因此水稻条纹叶枯病防治的关键时期在秧田期。由于

秧田面积小, 用药量少, 各项措施容易落实, 因而抓好秧田期

的防治工作常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秧田期以选择适当

田块作秧田、精选抗病品种、加强田间管理与药剂防治灰飞

虱为主要措施。

3 .2 .1 选用抗病品种。选用抗病品种是植物病毒病害控制

的重要措施 , 一般情况下籼稻感病轻于中粳, 中粳感病轻于

晚粳, 糯稻最重。目前在江苏, 生产上大面积推广应用的粳

稻品种有: 盐稻8 号、徐稻3 号、徐稻4 号、扬粳9538、镇稻88 、

镇稻99 等, 也可改种抗性强于粳稻的优质籼稻品种如丰优

香占、丰优559、汕优559 等。在选用抗病品种时要注意 , 目

前没有绝对不感病的免疫品种, 品种抗性是相对的, 所以宜

采用选用抗病品种与药剂防治相结合, 这样防治效果更好。

3 .2 .2 改善耕作制度。合理的耕作制度是控制灰飞虱数量

的有效方法。应选择虫量少、周围环境清洁的田块作秧田 ,

有条件的地区可将秧池集中连片, 便于统一管理和治虫, 增

加防治效果。大田采用合理的轮作方式, 以期达到减少虫口

数的目的。

3 .2 .3  药剂浸种处理。据报道, 用吡虫啉等内吸性强、持效

期长的药剂浸种( 每kg 稻种用吡虫啉有效成份0 .4 g) 对条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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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不同时期套袋对果面锈斑发生及相关性状的影响 翠

玉梨属于易生锈斑的品种, 在套袋防锈技术中 , 套袋时期十

分重要, 翠玉梨在当地5 月中旬幼果果面开始产生锈斑, 生

产中主张早套, 随套袋时期的推迟果面锈斑指数呈增加趋势

( 表2) 。

  表1 不同套袋处理对果面锈斑发生的影响

锈斑指数 单果重∥g 果皮叶绿素含量∥mg/ g

3 层内膜袋 62 .5 171 .8 0 .046
3 层纸袋 61 .5 170 .9 0 .070
双层袋+ 塑膜袋 41 .4 169 .5 0 .087
双层袋 51 .8 171 .9 0 .057
塑膜袋 70 .0 198 .2 0 .305
对照CK 89 .2 184 .0 0 .340

  表2 不同时期套袋对果锈发生的影响

处理 锈斑指数 单果重∥g 果皮叶绿素含量∥mg/ g

04-22 41.4 169 .5 0 .087
05-02 40.4 174 .7 0 .123
05-12 37.0 176 .0 0 .154
05-30 59.1 185 .2 0 .209

  表2 表明, 套袋的时间越早对降低果面锈斑指数的效果

相对越好 , 套袋的时间越晚则效果越差。由表2 可看出 ,5 月

12 日套袋处理的果面锈斑指数最低 , 对预防果面锈斑发生效

果最好。4 月22 日套袋处理也能有效降低果面锈斑指数, 但

套袋过早, 无法避免生理落果, 造成部分套袋果脱落 , 另外套

袋过早果个明显偏小 , 且果实的整齐度不高。5 月30 日套袋

处理的锈斑指数最高, 可能是由于套袋时间过晚, 套袋时幼

果果面已经产生锈斑, 因此套袋防锈效果不好 , 而且果皮叶

绿素含量高, 影响套袋果实的果皮底色。由此可见, 套袋时

间在5 月上旬完成效果较好。

3  小结与讨论

( 1) 试验表明, 套不同果袋对果面锈斑指数有显著影响 ,

以套塑膜袋+ 双层纸袋效果最好 , 其他套袋处理效果都不太

理想。这可能是由于翠玉梨品种果皮较薄, 幼果期果皮极易

受外界环境的影响 , 不利的环境因子可能引起果实中与锈斑

发育代谢有关酶的活性改变, 从而使果面产生锈斑[ 5] 。不同

果袋给果实创造的微环境条件及对外界不利环境因子的屏

蔽效果不同 , 因此对果面锈斑产生的影响也就不同, 塑膜袋

+ 双层袋给果实创造的微环境条件相对稳定, 使幼果果面受

外界不利环境因子影响较小, 因而果面产生的锈斑就少。

(2) 不同套袋时期对翠玉梨锈斑指数有显著影响, 相对

而言套袋时期早可明显降低果面锈斑指数, 套袋时间越晚套

袋效果越差。但套袋过早不利于果实生长发育, 果实常发生

脱落, 果个小, 整齐度差; 套袋过晚, 由于幼果5 月中旬就开

始产生锈斑, 更不利于锈斑的预防, 因此套袋时期应以5 月

上旬为宜。翠玉梨的果皮敏感期在幼果期, 如何在敏感期给

幼果创造一个相对稳定的微环境 , 使幼果避开外界不利环境

因子的干扰, 对预防果锈至关重要。在适宜时期进行套袋就

可达到预防果面发生锈斑的目的。原因是套袋后果袋给幼

果创造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微环境 , 使幼果果皮免受外界不良

环境因子的影响, 延缓了表皮细胞角质层、胞壁纤维的老化 ,

从而降低了果面锈斑发生率[ 6] 。

由于市场上果袋种类较多, 果袋的制作材料和质量均有

较大差异, 因此套袋的效果差异也很大。通过该试验, 建议

果农在今后翠玉梨的套袋处理上 , 可采用先套塑膜袋,1 周后

再套双层袋的办法, 套袋时间安排在5 月上旬进行。另外还

建议翠玉梨成熟时带袋采摘, 销售时去除外面的双层袋, 保

留内膜袋, 原因是如果完全除袋采摘与销售, 果皮会在几天

内变褐 , 影响果面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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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枯病有一定的防治效果 , 该措施可与防治恶苗病等苗期

病虫害同时进行。

3 .2 .4  适当推迟播种期或移栽期, 改进栽培技术。合理调

节播种期和移栽期 , 使水稻易感病生育期避开传毒昆虫的

迁飞高峰期。2004 年是水稻条纹叶枯病发生最重的年份,

盐城地区部分市县的移栽期推迟到七月上、中旬, 秧龄达60

d 左右, 主要由于在秧池上便于集中防治 , 增强防治效果。

移栽时 , 适当增加栽插密度 , 加强肥水管理 , 促进稻苗初期

早发、中期健长, 增加抗病力, 减轻危害, 把损失降到最低。

3 .2 .5 适时防治灰飞虱。根据传毒介体灰飞虱的发生规

律, 将灰飞虱消灭在传毒( 迁飞) 之前 , 利用化学药剂防治病

害的发生是水稻条纹叶枯病最主要的有效防治措施之一,

其特点是简单实用 , 易于掌握。在秧田期防治灰飞虱是控

制水稻条纹叶枯病的关键 , 根据发生规律找准灰飞虱的迁

移扩散高峰期用药以提高防治效果。药剂选择要考虑触杀

性和持久性兼顾, 可兼治稻田其他害虫。

3 .3  大田防治  秧田期是条纹叶枯病防治的关键时期, 但

对早植移栽田或在灰飞虱大发生的年份 , 本田的防治同样

不容忽视。早植移栽田防治重点要放在本田 , 具体防治措

施与秧田期一致。在防治上同样要集中连片防治, 以增加

防治效果 ; 在苏北地区移栽早的田块必须防治2 代灰飞虱

若虫 , 药剂可用吡虫啉以减少防治成本, 时间在6 月15 ～20

日; 普通栽培田在灰飞虱大发生年份要防治2 代灰飞虱若

虫, 时间与用药同早植移栽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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