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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阐述了高邮市近几年来水稻条纹叶枯病发生概况、流行特点及灰飞虱虫量与条纹叶枯病发病率之间的关系 , 分析了发病加重原
因 , 提出了在选用抗( 耐) 病品种基础上 , 全面实施“治虫控病 , 切断传毒链 ,争得防治主动”的防治对策。
关键词 水稻条纹叶枯病 ; 暴发原因 ; 防治技术
中图分类号  S435 .111 .4 +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 - 6611(2007)06 - 01714 -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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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his paper the general situation and epidemiology of rice stripe virus disease ,expounded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ice planthopper and
incidence of rice stripe virus disease i nrecent years at Gaoyou City , Jiangsu Provi nce was analyzed .Then a suggestionthat we should kill pests and control
disease , cut the chai n of spread , and strive for initiative based on using antivirus pesticides was put forwar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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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水稻条纹叶枯病发生规律

1 .1 近年来高邮市水稻条纹叶枯病发生概况  由表1 可

见,1998 、1999 年水稻条纹叶枯病在高邮市零星发生 , 占粳稻

面积的2 % ～5 % ,2001 、2002 年扩大到2 万hm2 左右,2004 年

猛增到3 .68 万hm2 ,2005、2006 年分别为0 .53 万、0 .73 万hm2 。

发生最重的是2004 年: 发病面积占水稻种植面积的72 .1 % ,

显症峰多达3 ～4 个, 发生程度重, 一峰病穴率28 .4 % , 病枝

率5 .7 % , 三峰病穴率42 % , 病枝率17 .3 % 。2005、2006 年发

病面积、流行程度相近,2005 年仅出现1 个显症峰,2006 年2

个显症峰。发病的主要品种是盐粳2 号、武育粳3 号等。

1 .2 灰飞虱与条纹叶枯病发病的关系

1 .2 .1 灰飞虱带毒率、发生量与条纹叶枯病的关系。由表1

可见, 近几年灰飞虱虫量逐年增加, 带毒率不断提高 , 条纹叶

枯病加重发生趋势明显 , 在大面积种植感病品种的条件下 ,

三者间呈高度相关。

  表1 近几年灰飞虱带毒率、虫量与条纹叶枯病发病情况

年份
灰飞虱虫量∥头/ m2

麦田越冬代 秧田高峰期

感病品种

面积∥万hm2

一代灰飞虱

带毒率∥%

发病面积

万hm2 占∥%

一峰自然发病率∥%

病穴率 病枝率
防治

2004    8 .09 269 .86   3 .73 24 .0 3 .68 98 .7 45 .5 14 .8 差

2005 13 .04 380 .81 0 .60 43 .0 0 .53 88 .0 55 .0 20 .1 好

2006 11 .69 427 .29 0 .80 17 .5 0 .73 91 .3 55 .8 19 .4 好

 注 : 第1 显症峰自然发病率主要指粳稻盐粳2 号。

1 .2 .2 秧田期灰飞虱虫量与条纹叶枯病发病率的关系。秧

田笼罩按1 m2 0 、5 、10 、20 、40 和80 头不同灰飞虱虫量接种试

验, 秧苗期1 m2 接虫80、40 头处理, 于水稻移栽后21 d( 7 月2

日) 发病 , 其他接虫处理移栽后28 d( 7 月9 日) 发病, 移栽后

42 d( 7 月23 日) 进入发病高峰。接虫后28 ～42 d , 随着时间

推迟病害发生程度加重 ; 随着虫量的增加, 病害的普遍率明

显提高。秧苗期传毒害虫数量和病害发生显著相关( 表2) 。

1 .2 .3 一代灰飞虱高峰期与条纹叶枯病的第1 显症峰的关

系。在周巷镇湖荡村调查, 一代灰飞虱于5 月下旬开始迁入

秧田( 水秧) 危害 ,6 月1 ～3 日进入迁入盛期,6 月6 ～9 日进

入高峰。大田移栽( 6 月16 ～17 日) 时已见零星病株,6 月24

～27 日进入显症盛期,6 月30 日进入显症高峰。从1 代灰飞

虱秧田发生高峰期至水稻条纹叶枯病显症高峰期时间20 ～

25 d( 表3) 。

1 .3 不同品种、栽培方式与水稻条纹叶枯病的关系

1 .3 .1 不同品种与水稻条纹叶枯病的关系。2004 ～2006 年 ,

该市水稻主栽品种发病程度依次为武育粳3 号> 香粳49 >

盐粳2 号> 南粳41 > 广陵香粳 , 病穴率均在20 % 以上, 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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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高感( S) 反应 ; 淮稻9 号、扬辐粳8 号病穴率在10 % 左右 ,

表现为中抗( R) 反应; 镇稻99、扬粳9538 、徐稻4 号、盐稻8 号

较轻, 表现为高抗( HR) 反应。

  表2 秧田期灰飞虱虫量与水稻条纹叶枯病相关性 2003 年 ,高邮

病害发生期 相关预测式 相关系数

07-09 y =0 .003 6 x +0 .162 3     0 .801 9 *

07-16 y =0 .007 6 x +0 .327 7 0 .943 6 * *

07-23 y =0 .012 5 x +0 .420 3 0 .955 8 * *

  表3 秧田( 盐粳2 号) 灰飞虱消长与大田发病的关系 2005 年

调查时间
秧田平均

虫量∥万头/ hm2
调查时间

大田平均

病指率∥%
05-26    3.30 06-18     2 .3

05-29 18.45 06-21 3 .6

06-01 76.50 06-24 5 .0

06-03 143.25 06-27 11 .7

06-06 230.25 06-30 15 .2

06-09 380.25 07-03 15 .3

06-12 171.00 07-06 13 .5

06-15 91.50 07-09 11 .7

 注 : 表内为2 块田的平均值。

1 .3 .2  不同栽培方式与水稻条纹叶枯病的关系。不同栽培

方式发病程度不同, 在种植同一感病品种条件下, 感病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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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大苗水育秧田> 麦套稻> 旱育秧> 塑盘抛秧田> 小苗机

插秧田( 图1) 。

图1 2006 年水稻不同栽插方式条纹叶枯病发生情况

1 .4  水稻条纹叶枯病与产量损失的关系  由表4 可见 , 第1

显症峰后, 只要加强田间管理, 对产量影响较小,2 、3 峰特别

是3 峰发生程度对产量影响最大。

  表4 水稻条纹叶枯病发生程度与产量损失的关系

年份 品种 地点
田块

编号

发病

程度

病穴率∥%

1 峰 2 峰 3 峰

产量

损失率∥%
2006 镇稻 卸甲 1 轻 31 41 16 .1

9424 焦山 2 中 43 52 23 .0

3 重 55 59 31 .6

2005 盐粳 周巷 1 轻 23 0

2 号 湖荡 2 中 45 9.1

3 重 58 17 .8

2004 盐粳 临泽 1 轻 34 44 18 50 .1

2 号 临西 2 中 45 55 26 67 .1

3 重 53 68 33 81 .3

1 .5 水稻条纹叶枯病发病加重的原因

1 .5 .1 传毒昆虫灰飞虱越冬基数高。近年多为暖冬年, 有

利灰飞虱的越冬, 冬后麦田灰飞虱的基数高 , 死亡率低。据

本站4 月初( 越冬代) 调查, 2004 年小麦田虫量平均8 .09

头/ m2 ;2005 年平均13 .04 头/ m2 ,2006 年与 2005 年相近, 是

2000 年同期的9 .5 倍。

1 .5 .2  春季气候适宜, 对麦田灰飞虱的繁殖危害有利( 表

5) 。2006 年一代灰飞虱若虫孵化生长期间, 气温适宜、雨水

适中、田间湿度大 , 对灰飞虱的繁殖危害有利,5 月15 ～20 日

小麦田 虫量 平均 125 .19 头/ m2 , 比 2005 年 同期 高 27 .29

头/ m2 。越冬代至一代灰飞虱的增殖系数10 .7 倍 , 分别比

2004、2005 年高2 .4 和3 .2 倍。

  表5 一代灰飞虱若虫孵化生长期间气候情况   04-11～05-20

年份
气温∥℃

日平均 >25 ℃∥d

雨日

d

雨量

mm

虫量∥头/ m2

越冬代 一代

增殖

系数

2004 18 .60  14 18  99 .2  8 .09  67 .47  8.3

2005 18 .89 16 15 78 .7 13 .04 97 .90 7.5

2006 17 .20 8 15 106 .7 11 .69 125 .19 10.7

1 .5 .3 农田生态环境对灰飞虱发生有利。实行联产承包责

任制后 , 田外无人问津, 造成田边、沟渠边、路边杂草丛生, 为

灰飞虱的越冬、生长繁殖提供了良好的场所, 也为灰飞虱迁

飞提供了安全保护带, 造成水稻条纹叶枯病逐年加重。

1 .5 .4  灰飞虱带毒率高。从1998、1999 年局部地区发生以

来, 流行程度逐年加重, 由于毒源广泛 , 且灰飞虱一旦吸食有

病植株, 即可终身带毒传毒 , 使带毒率逐年提高。2004 、2005

年该市越冬代麦田灰飞虱带毒率分别为24 % 、43 % 。

1 .5 .5  灰飞虱迁飞期与水稻感病期相遇。小麦收获前灰飞

虱一般集中在麦田取食危害, 麦子收获后成虫大量迁入相邻

的秧田。2006 年一代灰飞虱成虫于5 月22 ～24 日开始迁移

秧田,5 月27～31 日进入迁移盛期,6 月2 ～8 日进入迁移高

峰期,5 月底～6 月15 日秧田虫量149 .93 ～299 .85 头/ m2 , 成

虫占98 % 以上, 此时秧苗正处于4 ～6 叶的感病期 , 大量灰飞

虱的存在导致条纹叶枯病的流行。

1 .5 .6  主栽粳稻品种抗病性较弱。目前, 该市种植的粳稻 ,

除镇稻99、扬粳9538 、淮稻9 号等抗病性较强外, 还大量种植

盐粳2 号和武育粳3 号等易感病品种。目前湖西部分杂交

稻的抗病性也有所下降, 应进一步加强监测。

1 .5 .7  控虫防病工作不到位。由于对水稻条纹叶枯病的发

病规律不了解, 错过适期用药, 且药剂选择不对路, 秧田期有

机磷类杀虫剂使用普遍 , 该类药剂对灰飞虱持效期短、控制

效果差 , 是2004 年水稻条纹叶枯病暴发流行的主要因素。

2  防治技术

2 .1 农业防治

2 .1 .1 选用抗( 耐) 病品种。种植抗( 耐) 病品种对控制水稻

条纹叶枯病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近年来, 推广的淮稻 9

号、扬辐粳8 号 , 不但抗病性好, 而且丰产性、米质均优于镇

稻99、扬粳9538 , 具有大面积推广应用价值。

2 .1 .2 净化农田生态环境。对农田草害实施综合治理 , 加

强田头、路边、沟渠边杂草的防除力度, 减少灰飞虱的越冬、

繁殖场所, 降低田外灰飞虱发生量。

2 .1 .3  推广轻型栽培技术。以机插秧、塑盘抛秧、旱直播等

为主的轻型栽培, 由于播期迟、秧龄短 , 避过一代灰飞虱为害

传毒高峰期, 条纹叶枯病发生程度一般较轻。

2 .1 .4  加强田间管理。水稻生长前期, 注意湿润灌溉, 分蘖

末期到拔节前后适时搁田; 始病期及时追施氮肥, 并配合施

用钾肥 , 一般施尿素120 ～150 kg/ hm2 , 氯化钾75～90 kg/ hm2 ,

可促进水稻病株转化 , 增强植株抗病能力。

2 .2 化学防治

2 .2 .1 麦田灰飞虱的防治。时间掌握在5 月上中旬, 一代灰

飞虱低龄若虫高峰期, 可用80 % 敌敌畏乳油4 500 ml/ hm2 拌

细土300 kg/ hm2 撒入麦田进行熏蒸, 也可用15 % 金好年600

ml/ hm2 对水450 ～600 kg/ hm2 喷细雾。

2 .2 .2  秧田灰飞虱的防治。秧田期是一代灰飞虱防治关

键, 对控制条纹叶枯病的流行起着决定性作用。一般在麦田

灰飞虱迁移秧田2 d 后第1 次用药, 以后隔4～5 d 连续用药,

在灰飞虱迁移高峰期, 提倡隔日1 次药 , 直至水稻移栽。秧

田期灰飞虱以成虫为主, 必须考虑选用对成虫效果好的杀虫

剂, 如锐劲特或吡虫啉加菊酯类农药, 防治时一定要统一时

间、统一配方、集中防治, 确保防效。

2 .2 .3 大田期灰飞虱的防治。秧苗移栽大田后, 是二代灰

飞虱若虫发生盛期, 此时防治质量的好坏, 直接关系到后期

病害的发生程度, 要特别注意灰飞虱的防治。可用24 % 锐杀

( 下转第18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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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直接利益关系不大, 应该由中央政府无偿提供( 如民兵

训练和军烈属的抚恤等) 。地方政府负责本区域内农业基础

性项目的投资和管理, 而某些具有外部性的跨地区的公共产

品( 如义务教育) 则应该由中央和省级政府财政承担, 而不应

该由基层政府和农民个人供给。社区性公共产品( 如乡村道

路建设和村办集体企业等) 可以由农村社区通过筹资等方式

自行解决。

在明确了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后, 作为配套措施必

须加强中央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面的财政职能, 加大针对

农村公共产品的转移支付, 注重对农业、农村基础设施的投

资, 真正实现“一级事权、一级财权”, 为乡镇政府供给农村公

共产品提供稳定的资金保障。要实现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

供给, 不仅要求政府财力的更多投入, 还要求对农村公共产

品供给进行优先次序的选择, 优先解决好与当前农业经济发

展、农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产品的供给, 如医疗卫生、义务

教育、市场信息体系等方面的投资, 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

民生活质量的提高提供保障。

3 .2  以制度创新统筹城乡公共产品供给  我国一直实行非

均衡发展的制度安排, 国家把大量的公共产品提供给城市 ,

而农村公共产品大多却是由农民自己解决, 导致公共产品供

给严重的城市偏向, 长期制约着农业的发展和农村的进步。

对此, 政府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在城乡之间平衡对公共产品的

供给投入, 当务之急是要通过制度创新, 纠正城乡差别的政

策和制度 , 使农村和城市站在公平的起跑线上。统筹城乡农

村公共产品的供给, 并不等于实施城乡无差别供给, 其供给

水平必须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需求等现实条件相匹

配。因此, 在目前我国政府财力有限的情况下, 要想更好地

实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增加, 可根据当前城市经济的总体

发展水平倡导城市部门公共产品市场化供给, 使政府将财力

更多地向农村部门倾斜, 实现城市和农村的共同发展[ 2] 。

3 .3  吸引民间资本构建多元化的供给机制 现实中绝大多

数农村公共产品以准公共产品的形式存在, 如农村自来水供

给、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农村医疗等 , 由于准公共产品具有

非排他性和竞争性, 可以利用技术实现排他, 因而市场主体

完全有可能介入这些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在国家财力尚

不十分雄厚的前提下, 单方面依靠政府的力量是不现实的 ,

必须借助“外力”, 以多种筹资渠道来缓解资金的不足。具体

做法是: 在明确产权的前提下, 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

则, 对于不存在收费困难的公共产品, 可以完全由私人组织

提供, 如农村的私人办学; 对于政府无力包揽而单靠私人提

供代价太大的那部分公共产品, 可以通过政府财政补贴和政

策优惠, 引导企业与非政府组织共同参与提供 , 如农村供电 ,

把它作为一项准公共产品来供给 , 政府可以合同外包给民

间, 同时对农村电网建设和农村电力供给提供补贴。

新的市场主体的进入, 在引进竞争机制的同时, 打破了

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垄断地位, 给予了作为消费者

的农民更多的“用脚投票的机会”, 有利于满足其对农村公共

产品多样化的需求。多元化供给机制的建立, 并没有豁免政

府的责任, 只是调整了其公共服务的重心, 从原先的直接经

营者向竞争管理者的角色转变。政府要通过为市场提供公

共产品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规范市场准入等措施, 从政策

上、法律上、制度上保证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 , 保护农民的合

法权益。

3 .4 建立农民需求表达机制, 保证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有

效性 任何一项公共政策的形成 , 都必须建立在社会各种利

益群体意愿充分表达的基础之上 , 任何利益群体都享有对社

会公共事务发表意见的权利。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是一项

公共决策, 事关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必须充

分尊重广大农民的需求意愿。我国农民群体在社会中处于

弱势的地位 , 其利益诉求难以上达, 致使政府的供给决策出

现了偏差, 农村普遍出现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和结构失衡问

题。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 如何客观、真实地反映农

民的意愿不仅仅是一个公共决策问题, 亦是一个是否代表农

民根本利益的政治性问题[ 3] 。

要建立起公共产品供给的农民需求表达机制 , 可与农村

基层民主建设相结合, 以村委会为载体 , 建立起政府与乡村

社会之间沟通的桥梁 , 同时要强化“一事一议”的需求表达功

能, 对于直接关系到本社区农民生产、生活的公共产品的供

给要由全体农民或农民代表进行投票表决。通过此机制的

建立, 鼓励广大农民参与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制定与

执行的过程中去, 保证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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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5 g/ hm2 加10 % 吡虫啉450 g/ hm2 , 或锐劲特, 或吡虫啉( 扑

虱灵) + 菊酯类农药。移栽后5 ～7 d 用第1 次药, 隔5 ～7 d

再用药1 次 ; 以后视田间虫情及时复查补治。

2 .2 .4 喷施植物病毒钝化剂。发病初期, 用2 % 菌克毒克

2 250 ml/ hm2 , 或50 % 灭菌成960 g/ hm2 对水600 kg/ hm2 常规

喷雾 , 隔5 d 喷1 次, 连续2～3 次 , 可减轻病害的危害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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