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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调查研究 , 综合分析了苏北沿海地区影响水稻条纹叶枯病发病的因素 , 提出治虫防病的技术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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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阳县地处苏北沿海, 随着种植业结构的调整, 各种茬

口布局紧密相邻, 为灰飞虱提供了较为适宜的寄主及越冬场

所, 加之适宜的暖冬气候条件, 使得灰飞虱的发生数量逐年

增加, 带毒、传毒的机率大幅度提高, 水稻条纹叶枯病的发生

危害呈逐年加重的趋势。为制定有效的防治措施提供科学

依据, 笔者对影响该病发生的因素进行了分析。

1  灰飞虱的越冬基数及带毒率

调查表明 , 近几年射阳县属典型的暖冬年, 比前10 年同

期平均气温高1～2 .5 ℃, 灰飞虱主要在田边杂草、稻桩等处

越冬, 田边向阳杂草上尤其多 , 平均可捕到91 头/ m2 左右, 越

冬虫龄多为3 龄以上, 也有极少数低龄。翌年3 月上旬灰飞

虱开始逐渐向麦田迁移 , 随着气温的上升, 灰飞虱繁殖系数

迅速增加 ,3 月份平均虫量100 头/ m2 ,5 月下旬出现一代高

峰, 平均虫量一直维持在较高的水平。导致秧田灰飞虱虫量

高, 带毒、传毒的概率大。由于灰飞虱一旦获毒便终身传毒

和经卵传毒, 越冬代灰飞虱带毒率的高低是水稻条纹叶枯病

是否发生的前提, 水稻条纹叶枯病发生的轻重与灰飞虱的带

毒率呈正相关。

2  不同品种与病害的发生关系

水稻品种间发病差异明显。一是杂交粳稻、籼稻发病明

显轻于常规粳稻。据田间调查发现 , 杂交籼稻平均病穴率

0 .2 % , 病叶只出现黄绿相间条斑, 无卷曲枯死现象, 而同等

管理条件下, 武育粳系列常规粳稻平均病穴率达8 .5 % , 病叶

卷曲枯死: 二是粳稻品种间也存在很大差异,2006 年对条纹

叶枯病的抗( 耐) 性调查表示 , 盐粳系列品种抗( 耐) 性较好 ,

本地当家品种武育粳3 号发病率较高。

3  3 叶以上的秧苗与一代灰飞虱的羽化高峰吻合度

灰飞虱属当地越冬虫型害虫。射阳县常规育秧一般在5

月5～15 日落谷, 麦子收割时秧苗3 叶, 此时与灰飞虱成虫羽

化高峰期基本吻合, 利于灰飞虱迁入秧田传毒为害; 而塑盘

育秧落谷较晚, 一般在5 月15 ～25 日, 避开了灰飞虱的迁入

高峰, 虫口密度大大低于水育秧田内的虫量; 旱育秧田虽落

谷较早, 但其秧田以菜地和庭院附近为主, 远离麦田、杂草等

虫源田, 加之旱育秧苗在无水条件下生长老健 , 不利于灰飞

虱的迁入传毒。不同移栽方式对病害也有影响。采用塑盘

旱育、抛秧田最轻 , 其次是肥床旱育移栽田, 再次是常规育秧

田和小麦茬移栽田 , 最重的是大麦茬、绿肥茬等早播早栽田。

4  环境( 食料、温度) 与病害发生的关系

4 .1  丰富的食料利于灰飞虱的越冬和毒源累积 近几年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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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县粳稻的种植面积逐年扩大, 已占水稻种植面积的90 % 以

上, 品种以迟熟粳稻为主, 使水稻收割期推迟10 ～20 d , 为带

毒灰飞虱提供了较为适宜的寄主。随着种植业结构不断深

化, 品种、茬口、播期多样化为灰飞虱提供了较多的桥梁寄

主, 保护地栽培面积增加 , 为灰飞虱提供了安全越冬场所, 越

冬基数逐年加大, 毒源不断传播和积累 , 导致条纹叶枯病发

生相对加重。

4 .2  冬春季适宜的气候利于灰飞虱的越冬和发育  灰飞虱

能够在该地越冬, 是秧田和本田前期传播的主要虫源, 根据

近10 年来对射阳县冬春季气象资料统计分析:2004 年3 月

下旬至5 月中旬的逐旬平均气温为12 .16、12 .02、14 .58、17 .56

和18 .52 ℃ , 比10 年来的同期旬平均气温分别高3 .16 、1 .20 、

1 .76 、2 .26、2 .10 和0 .91 ℃ , 且这段时间内的降雨量仅为59 .9

mm, 雨日为12 d , 常年同期平均降雨量为132 .7 mm, 平均雨日

18 .5 d。持续的暖冬, 为灰飞虱的越冬提供了适宜的条件, 导

致灰飞虱的发育进程加快, 进入秧田危害时间前移, 传毒时

间拉长。

5  药剂防治和发病的发关

5 .1 药剂浸种对发病的影响  实践表明, 药剂浸种与未浸

种对水稻条纹叶枯病的控病效果差异显著。2006 年的药剂

浸种试验表明, 用药剂浸种可较好预防秧田期和大田前期条

纹叶枯病 , 其控制时间30 ～40 d , 防治效果前期达70 % ～

80 % , 后期逐渐下降乃至不明显, 与药的残效期及二代灰飞

虱不断侵染有关。

5 .2  麦田灰飞虱防治与发病的关系  由于灰飞虱有短距离

迁飞的特点, 因而麦田灰飞虱的防治仅靠一家一户对控制该

病无明显效果, 在麦田灰飞虱发生量大的情况下, 应以村为

单位统一用药防治, 在麦子收获前一代灰飞虱若虫高峰期( 5

月10～20 日) 用10 % 吡虫啉450 g/ hm2 , 对灰飞虱防治效果达

85 % 左右, 同时可兼治蚜虫 , 有效压制了麦田灰飞虱的数量 ,

控制了初侵染源, 间接起到防治水稻条纹叶枯病的作用。

5 .3 全程用药和发病的关系  实践表明, 秧田和大田前期

用药防治灰飞虱是控制条纹叶枯病的关键, 据2 年的系统调

查, 水稻大田7 月中旬的发病高峰所形成的病株, 主要来源

于秧田期染毒。8 月上中旬的发病高峰所形成的病株, 主要

由大田前期灰飞虱传毒所致。秧田期和大田前期防治较好

的田块, 田间发病轻或不发病, 若重秧池田用药轻大田用药 ,

或重大田用药轻秧池田用药, 田间病害发生程度均显著高于

正常防治田块。

综合分析影响水稻条纹叶枯病发病的因素, 在水稻条纹

叶枯病防治上, 坚持治虫防病的策略为立足点, 培育壮秧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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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适宜性联系最紧密, 空间尺度既要符合人的活动需要, 又

要考虑人在公共交往中的心理要求。对空间尺度的处理限

定到特定的地理、生活、文化特征之中 , 可以有效地避免全球

化所带来的空洞的形式主义和趋同性。现代城市追求适宜

性的环境, 追求界定鲜明、比例合适的积极空间, 它能渲染出

不同的环境气氛和空间特色, 是一种内在的构成要素, 其表

现力和感染力是丰富、深刻的。如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市的尼

克雷特步行街以匠心独具的空间特色使美国第一个步行街

建设获得了成功。设计者在以集中人行活动区为指导思想 ,

把街道做成弯弯曲曲的蛇形道, 并对街道设施统一设计, 创

造了丰富的街道空间, 成了美国步行街中竞相仿效的佳作。

4 .2  多元复合的功能结构 现代商业步行街正朝多元化方

向发展, 步行街内商户多样化, 配以完备的设施和充满活力

的各类活动 , 吸引丰富的使用人群, 使人们达到需求的最大

满足。过度的商业化导致公共空间的单一性, 会减少对人流

的吸引, 因此, 对于步行街的景观, 应具有多元复合的功能结

构, 来吸引大量的人流。

4 .3 人性化的景观  城市商业步行街具有极强的公共性 ,

在进行景观设计时应充分考虑人的因素, 充分尊重和满足人

的各种心理和活动需要。对城市空间而言, 人、自然环境、人

工环境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而人是城市生活的主体[ 6] 。商业

步行街景观设计的根本就是树立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 , 所有

设施和景观设计的尺度都是宜人的 , 铺装、座椅、植物配置、

色彩搭配以及设施等都要考虑人的视觉、触觉和心理的需求

特征, 才能创建安全、舒适、便捷的集购物、休闲、文化于一体

的步行街环境。同时实现无障碍设计 , 对盲道、通道门、楼

锑、洗手间、扶手及标志物等进行全面考虑 , 做到真正的人

性化。

4 .4  传承历史文脉 由于商业步行街多数选在传统商业街

区, 通过研究城市的地域文化、历史沿革, 挖掘其文化内涵 ,

将其溶入步行街景观设计之中, 对继承城市传统的生活方

式、保护古建筑、改善城市环境等都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7] 。

作为重要的城市公共空间, 商业步行街往往是一个城市文化

传统的载体 , 是延续历史文脉, 体现地方特色的一个重要场

所。因此商业步行街景观应体现和挖掘具有历史人文价值

的题材 , 保留和保护有价值的建筑。

4 .5 良好的交通体系  步行街的成功与否, 交通是关键。

设计中应考虑其所在地段、交通情况、停车难易、路面宽窄、

居民意向等因素。在步行街旁增加城市支路, 引导非游览、

非购物人流通过, 作为它的辅助道路进货, 也作为步行街的

疏散道路和消防通道。以汽车道为联系路, 与城市道路网相

联, 以自行车、步行道为内核, 形成网络状 , 加上高质量景观

设计, 可形成集购物、娱乐、文化一体化的城市新型商业步行

街区。

4 .6  完善的环境设施 环境设施的完善体现着城市建设的

成果和社会民主的程度, 景观建筑师哈普林描述到:“在城市

中, 建筑群之间布满了城市生活所需的各种环境陈设, 有了

这些设施 , 城市空间才能使用方便。”电话亭、垃圾箱、座椅、

标志牌、公共厕所等, 这些设施不仅要满足人们的使用需要 ,

同时作为步行街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必须与整条街的风格

相协调。作为步行者对环境的自接感知因素, 完善的环境设

施在提高人们活动的方便性与舒适性, 丰富街道景观, 完善

商业街职能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4 .7 合理的植物配置  由于步行街绿地面积有限, 因此在

植物的合理配置上显得更为重要。在植物选择上 , 应把握适

地适树原则 , 根据气候条件, 历史人文, 突出地方特色, 体现

地方文脉, 选择易栽种, 阔叶、绿量大、树冠大、遮阴效果好的

树种。植物配置应以高大乔木为主, 灌木和草花为辅, 当地

树种为主, 适当配以外来优良树种, 注意不同叶色树种搭配 ,

既能增加绿量, 遮阴降温 , 充分发挥其实用功能, 又能丰富植

物种类和色彩变化 , 满足人们的审美需要。在植物造景上 ,

既要区别于道路行道树的整齐划一, 又应区别于公园的纷繁

复杂, 在设计上突出步行街的特点。

4 .8 美观的道路铺装  在商业步行街中, 人们的交通方式

几乎都是步行, 因此更应注重路面铺装。铺装景观可以采用

不同手法进行设计, 以便有效改善步行街的环境, 使其更具

人情味和魅力特色。总的来说, 商业步行街的铺装要求是安

全、舒适、可识别的, 具有文化感、历史感和特色感。

5  结语

商业步行街环境景观是人们广泛使用和关注的焦点, 同

其他城市空间一起记载着人类文明和发展的历程 , 是不同时

代街道文化的综合产物。人们可以从中感受到城市的自然

环境、人文环境和文化品味。因此, 在全球化来临的今天, 步

行街不应仅限于成为一个商业活动的场所, 而应该成为其整

个相关地区的活力启动点, 并提高整个城市生活环境质量和

为人们创造出一个舒适的城市公共活动空间, 对提高城市的

整体景观质量产生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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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为基础 , 恶化灰飞虱的生存环境 , 采用药剂浸种为前提,

采取治麦田、保秧田 , 治秧田、保大田 , 治大田前期、保大田

后期的策略, 从而有效切断病毒的传播途径 , 控制水稻条纹

叶枯病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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