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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对苏州地区2005 年水稻条纹叶枯病发生情况和特点的调查 , 分析了病害流行及变化的原因 , 并提出了相应的综合治理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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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稻条纹叶枯病是由水稻条纹病毒( RSV) 引起的一种重

要的水稻病害, RSV 是纤细病毒属的代表成员 , 由灰飞虱

( Laodelphax striastellus) 以持久性方式经卵传播。水稻条纹叶

枯病在苏州地区( N31°19′,E120°37′) 流行有3 个较为明显阶

段, 且每次的危害呈加重趋势。如昆山市水稻条纹叶枯病第

1 次在1963 ～1968 年流行 , 产量损失10 % ～20 % ; 第2 次在

1981～1985 年流行 , 产量损失15 % ～25 % ; 第3 次是从21 世

纪初开始回升并进入流行期, 发生程度不断加重, 严重田块

产量损失达50 % 以上。近2 年来 , 由于耕作制度和种植方式

发生变化, 当地越冬的传毒虫媒灰飞虱食料来源丰富, 加之

连续暖冬气候, 导致灰飞虱基数不断增加, 引发田间种群数

量持续上升 , 同时种群内带毒虫量比例不断增加, 而灰飞虱

对吡虫啉等常规药剂抗( 耐) 药性增强, 加上目前推广的水稻

主要品种普遍感病, 导致条纹叶枯病进入又一个流行周期。

特别是2004 年病害发生特别严重 , 造成较大的产量损失。由

此也引起了各级各部门的高度重视, 开展了以防病治虫为核

心的综合治理措施, 并取得了一定成效。2005 年苏州地区水

稻条纹叶枯病发生流行有如下主要特点和原因:

1  发生特点

1 .1  虫媒灰飞虱发生情况  灰飞虱在苏州地区1 a 发生6

代, 与2004 年相比,2005 年该地区灰飞虱发生呈现越冬基数

高, 前期数量大, 带毒率高 , 发生期提早的特点。各地调查结

果显示, 越冬代灰飞虱密度均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年份。吴

中区在小麦、油菜、冬闲田调查, 越冬代灰飞虱平均密度70 .9

头/ m2 , 为常年平均密度的21 .9 倍。其中小麦田76 .6 头/ m2 ,

变幅5 .4 ～376 .5 头/ m2 ; 油菜田88 .4 头/ m2 , 变幅5 .4 ～324 .0

头/ m2 ; 冬闲田47 .7 头/ m2 , 变幅5 .4 ～255 .0 头/ m2 。昆山市

平均越冬虫量为44 .1 头/ m2 , 为历年平均的7 .9 倍。常熟市

冬前调查平均虫量为558 .6 头/ m2 , 为常年平均值的15 .4 倍 ,

冬前防治后到2005 年3 月调查, 平均虫量仍然达到130 .6

头/ m2 , 为常年平均值的27 .9 倍。麦田1 代灰飞虱也是特大

发生, 经吴中区调查, 平均达到744 .5 头/ m2 , 最高达到1 651 .5

头/ m2 , 带毒率为16 % , 发生期比常年提前5 d 左右。1 代灰

飞虱迁入秧田期时间也较往年有所提前, 虫量特大, 吴中区

调查秧田迁入虫量达86 .4 头/ m2 , 未防治田块2 代虫量达到

�
基金项目  苏州市科技攻关项目( SNZ0519) 。

作者简介  张青( 1969 - ) , 男 , 江苏高邮人 , 副研究员 , 从事植物保护及

新农药技术研究。

鸣   谢  参加工作的还有周新伟、刘才南、陆金元、李强等同志。该文

蒙苏州植保站张国彪推广研究员审阅。

收稿日期  2007- 02-27

345 .0 头/ m2 ; 常熟系统观察发现1 代灰飞虱迁入秧田始盛期

为5 月29 日, 高峰期5 月31 日～6 月2 日, 比往年提前2 d ,

高峰期虫量达到1 530 .0 头/ m2 。

  水稻大田灰飞虱前期发生量低于2004 年, 吴中区调查大

田3 代灰飞虱卵孵高峰期为7 月8 ～11 日, 比2004 年提前

5 d , 大田迁入虫量低于2004 年,4 代发生量也少于2004 年,5

代明显回升, 虫量超过2004 年( 图1) 。

图1 2004、2005 年苏州吴中区灰飞虱消长曲线

  2005 年调查, 当地灰飞虱带毒率呈进一步上升趋势 , 常

熟市采用虫媒血清抗体酶标法检测该市越冬代至3 代灰飞

虱带毒率, 分别达到31 % 、30 % 、25 % 、31 % , 均显著超过12 %

的大流行指标, 吴中区采用斑点免疫法( DIBA) 测定越冬代灰

飞虱带毒率为16 % , 也超过大流行指标。

1 .2 条纹叶枯病的发生情况  苏州吴中区系统观察发现 ,

2005 年条纹叶枯病发病情况与2004 年比较表现为轻而迟

( 图2) , 不同栽培方式及品种仍然为移栽稻重于直播稻、早播

重于迟播、杂粳重于常规粳稻。常熟市7 月调查282 块田, 平

图2 吴中区2004、2005 年条纹叶枯病定点消长曲线

均病穴率7 .66 % , 病株率1 .26 % , 总体轻于2004 年。但是, 感

病品种常优2 号、苏香粳 1 号病穴率( 病株率) 分别达到

31 .40 %( 5 .26 %) 、18 .10 %( 2 .29 %) , 失治田块发病更重 ,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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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块因此耕翻改种。昆山市调查,2005 年条纹叶枯病显症期

主要集中在7 月上、中旬, 即水稻分蘖期, 中后期发病不明

显。旱育秧田栽前普查: 病田率12 .50 % , 病株率0 .01 % ;2004

年分别为41 .70 % 和 0 .02 % 。水育秧田栽前普查: 病田率

60 .00 % , 病株率0 .06 % ;2004 年分别为83 .30 % 和0 .04 % 。7

月中旬普查: 旱育移栽田平均病穴率1 .26 % , 病株率0 .17 % ,

2004 年同期分别为1 .56 % 和0 .28 % ; 水育移栽田平均病穴率

2 .19 % , 病株率0 .38 % ,2004 年同期分别为4 .30 % 和0 .89 % ;

直播稻田平均病株率为0 .05 % ,2004 年同期为0 .07 % 。

2  主要原因

2 .1  灰飞虱越冬代基数大 种植业结构调整和耕作制度的

变化, 造成当地越冬的传毒虫媒灰飞虱食料来源丰富, 而且

目前普遍种植免耕麦、菜 , 越冬场所对灰飞虱十分有利。加

之连续暖冬气候, 灰飞虱越冬死亡率很低, 据典型调查分析 ,

20 世纪80 ～90 年代该地区以耕翻麦为主, 常年灰飞虱越冬

淘汰率在80 % 以上, 少数年份可达95 % , 但近几年越冬淘汰

率仅40 % ～50 % , 造成冬后虫量居高不下, 田间种群数量持

续上升。

2 .2 感病品种种植比例大, 为条纹叶枯病流行提供了条件

 目前, 水稻品种的发展方向是优质、高产 , 而一些优质品

种, 如苏香粳1 号、常优2 号等, 对条纹叶枯病表现为高感 ,

虽经大力压缩, 但种植面积仍然较大。这些感病品种的大面

积种植不仅使条纹叶枯病危害严重, 而且增加了田间毒源 ,

为灰飞虱带毒提供了条件, 造成灰飞虱带毒率不断上升。个

别农户播种偏早、秧地靠麦田太近、用药适期不准、药不对路

等, 也是造成条纹叶枯病局部流行的重要原因。

2 .3  常用药剂产生抗性  常用药剂吡虫啉对灰飞虱控虫效

果差。20 世纪90 年代中期开始, 该地区大面积推广应用吡

虫啉防治稻飞虱, 具有高效、长效的作用。但由于连续使用

而抗性明显, 从2001 年开始药效逐年下降。2004、2005 年常

熟植保站试验,10 % 吡虫啉可湿性粉剂600 g/ hm2 对灰飞虱

的防效仅30 % ～40 % , 使灰飞虱抗性种群在田间出现自然聚

积, 虫量逐代递增。

3  综防技术

3 .1 适当推迟播栽期 , 全面实施栽培避虫, 减少秧苗受虫量

 2005 年苏州市水稻播栽期推迟3 ～5 d , 减少了1 代灰飞虱

成虫迁入秧田的数量和2 代灰飞虱虫卵带入大田的机率。

3 .2 优化布局, 集中育苗 秧田选择要远离麦田等虫源田 ,

有条件地实行集中育秧, 不但能减少灰飞虱迁入秧田的数

量, 同时有利于统防, 提高防治效果。

3 .3  防除杂草, 清洁田园 农田杂草和“四边”( 田边、沟边、

路边、渠边) 杂草是灰飞虱重要滋生地, 加大水稻秧田及大田

周围杂草防除力度, 可以恶化灰飞虱生存环境 , 减少过渡寄

主, 截断寄主链 , 减轻发病。

3 .4 大力推广抗病品种, 压缩感病品种种植面积

3 .5 合理肥水运筹, 实施健身栽培, 有效提高植株对病害的

免疫能力 实践表明 , 合理运筹水肥不但可提高水稻抗病能

力, 且通过后期补偿作用, 可减轻病害对产量的影响。

3 .6 科学实施化学防治

3 .6 .1  防治灰飞虱的总体策略应该是“治前控后 , 治麦田 ,

压基数 ; 治秧田, 保大田; 治前期保后期”。

3 .6 .2 灰飞虱冬前密度高的年份要采用菊酯类等农药冬前

麦田防治灰飞虱, 冬后麦田结合防治麦蚜进行兼治, 可有效

压低灰飞虱基数。

3 .6 .3 在水稻秧田期全面用好3 次药, 减轻水稻秧苗期发病

和大田前期发病。第1 次在1 代灰飞虱迁入始盛期、秧苗立

针期防治, 用48 %“新一佳”EC( 毒死蜱) 1 500 ml/ hm2 ; 第2 次

隔7 d 后用药, 用48 %“新一佳”EC 750～900 ml/ hm2 加5 % 锐

劲特EC 750 ml/ hm2 ; 第3 次用药在水稻移栽前3 ～5 d , 用

48 %“新一佳”EC750～900 ml/ hm2 加5 % 锐劲特750 ml/ hm2 。

3 .6 .4 水稻大田期狠治3 代灰飞虱低龄若虫高峰, 控制大田

中后期传毒危害。3 代灰飞虱发生期正好是水稻易感病期 ,

防治要求较高。药剂主要采用48 %“新一佳”EC 和吡虫啉类

农药, 通过此举可明显压低基数,4 、5 代可与褐飞虱兼治, 最

终有效控制灰飞虱的发生与传毒 , 还可减少下一年度虫源。

3 .7 积极探索防病治虫新药剂  江苏太湖地区农科所用

0 .1 %S- 诱抗素水剂( 商品名“福斯壮”, 四川龙蟒福生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生产) 进行了初步试验。它可以起到增加水稻分

蘖、降低条纹叶枯病病株率的作用, 值得进一步试验。

4  小结与讨论

水稻条纹叶枯病是虫媒传播的病毒病害, 发生流行规律

比较特殊, 防治难度也很大, 技术部门要加大宣传力度, 搞好

综合防治工作, 加大统防统治力度。另外, 要加大新药剂筛

选工作 , 为治虫控病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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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论文写作规范———讨论

着重于研究中新的发现和重要方面, 以及从中得出的结论。不必重复在结果中已评述过的资料, 也不要用模棱两可的

语言, 或随意扩大范围, 讨论与文中无多大关联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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