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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初步研究了旱稻稻曲病、纹枯病、纵卷叶螟的发生及其对产量的影响。结果表明, 不同旱稻品种对稻曲病、纹枯病抗病性及产量
有显著差异 ; 旱稻纹枯病、纵卷叶螟的发生对产量有较大影响, 不同品种与播期的组合间, 旱稻纹枯病、纵卷叶螟发生及产量差异显著 ;
中旱303 和中旱221 产量较高 ,不同播期试验中纹枯病、纵卷叶螟的发生程度均相对较低 ,具有较好的推广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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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旱缺水是我国水稻生产面临的最大威胁, 也是制约我

国稻作面积扩大和产量提高的重要因素[ 1] 。旱稻耐旱、耐

渍, 仅靠自然降雨或辅以适量灌溉即可[ 2] , 用水量是水稻的

1/ 5 , 节水潜力巨大, 因此, 旱稻的发展必将日益受到人们的

青睐, 对旱稻病、虫、草害的研究也有着重要意义。

1  材料与方法

1 .1  参试品种  旱稻绿旱1 号、中旱209、中旱221、中旱

303。

1 .2 试验设计

1 .2 .1 旱稻稻曲病发生情况的研究。采用绿旱1 号、中旱

209、中旱303 旱稻品种, 分别在分蘖期、分蘖末期、破口前10

d 及破口期喷雾接种稻曲菌孢子悬浮液, 共12 个处理,3 次

重复, 另设空白作对照。小区面积6 m2 。接种前1 d 配制稻

曲菌厚垣孢子悬浮液, 待其萌发后测定小孢子浓度并制备成

5 ×106 个/ L 的孢子悬浮液备用。

1 .2 .2 旱稻纹枯病、纵卷叶螟发生情况的研究。采用绿旱1

号、中旱209、中旱221 、中旱303 旱稻品种, 分3 期播种( 5 月

28 日、6 月4 日和6 月11 日) , 共12 个处理,3 次重复。

1 .3 试验概况  试验在安徽省农科院试验田进行, 土壤肥

力中等, 前茬作物为油菜; 分蘖盛期防治1 次大螟, 其他病虫

害不作防治 ; 播种时随种下基肥, 分蘖期和抽穗期分别增施

分蘖肥和穗肥。

1 .4 调查与统计  ①病、虫害调查。稻曲病在稻蜡熟期调

查1 次, 纹枯病和纵卷叶螟均在灌浆期调查1 次。调查采用

5 点采样法, 每点连续查5 丛, 记载发病率、严重度或虫苞数 ,

计算综合病情指数或百丛虫苞数。②产量调查。收割后分

小区脱粒称重, 计算单产。

2  结果与分析

2 .1 不同旱稻品种对稻曲病发生的影响  由表1 可见, 中

旱303 稻曲病发病相对较重, 中旱209 次之, 绿旱1 号未发现

稻曲病发生。中旱303 稻曲病发病综合病指明显高于绿旱1

号和中旱209 , 差异极显著 , 中旱209 与绿旱1 号差异不显著 ;

旱稻不同生育期接种稻曲菌后, 前期接种发病程度高于后期

接种和未接种处理 , 但差异均不显著。

2 .2 不同播期、不同品种对旱稻纹枯病发生的影响 由表2

可见, 绿旱1 号纹枯病发病综合病指最高, 平均12 .08 ; 中旱

303 和中旱209 次之 ; 中旱221 最小, 为3 .40 。不同播期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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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品种纹枯病发生不一致, 绿旱1 号前2 个播期发生程度明

显高于第3 个播期; 中旱209 第3 播期发生程度明显高于前2

个播期 ; 中旱221 第3 播期发生程度明显高于其前、后的2 个

播期; 中旱303 各播期间发生程度差异不大; 表明除中旱221

第1、3 播期纹枯病综合病指显著低于绿旱1 号第1 播期外 ,

其他各处理间纹枯病综合病指差异均不显著。

  表1 不同旱稻品种稻曲病情指数

品种

接种日期

分蘖

期

分蘖

末期

破口前

10 d
破口期 未接种

平均

中旱303  7 .47 Aa 7 .46 Aa 4 .79 ABab 3 .02 ABab 2 .85 ABab  5 .12

绿旱1 号 0 Bb 0 Bb 0 Bb 0 Bb 0Bb 0

中旱209 0 .17 Bb 0 .74 Bb 0 .34 Bb 0 .06 Bb 0 .06 Bb 0 .27

平均 2 .55 2 .73 1 .71 1 .03 0 .96

  表2 不同播期、不同品种旱稻纹枯病综合病情指数

播期 绿旱1 号 中旱209 中旱221 中旱303 平均

05-28 15 .06 Aa 2 .96 Bc 2 .04 Bc 8 .34 ABabc 7 .10

06-04 13 .40 ABab 4 .17 ABc 7 .32 ABabc 6 .11 ABbc 8 .15

06-11 7 .78 ABabc 10 .06 ABabc 2 .16 Bc 6 .30 ABbc 6 .57

平均 12 .08 5 .93 3 .40 6 .91

2 .3 不同播期、不同品种对旱稻纵卷叶螟发生的影响  由

表3 可见, 中旱221 和中旱303 发生程度较轻, 不同播期的百

丛虫苞数均在1 000 头以下。不同播期间各品种纵卷叶螟的

发生也不一致, 绿旱1 号和中旱221 第1 播期发生程度明显

高于后2 个播期; 中旱209 和中旱303 发生程度在各播期间

差异不大, 但中旱209 发生程度较重 , 各播期百丛虫苞数均

在1 000 以上。各处理中仅绿旱1 号第2 播期及中旱221 第

2 、3 播期百丛虫苞数差异极显著 , 其他各处理间差异不显著。

  表3 不同播期、不同品种对旱稻稻纵卷叶螟发生的影响

百丛虫苞数∥个

播期 绿旱1 号 中旱209 中旱221 中旱303 平均

05-28 2 000 .00 Aa1 046 .67 ABab 953 .33 ABab 716.67 ABb1 179 .17

06-04 426 .67 Bb 1 060 .00 ABab 460 .00 Bb 753.33 ABb 694 .55

06-11 696 .67 ABb 1 026 .67 ABab 230 .00 Bb 673.33 ABb 695 .45

平均 1 041 .11 1 044 .44 605 .71 714.44

2 .4 不同播期、不同品种对旱稻产量的影响  由表4 可见 ,

中旱303 产量相对较高 , 第1 播期产量达4 733 .85 kg/ hm2 , 各

播期平均为3 852 .3 kg/ hm2 ; 中旱221 和绿旱1 号次之; 中旱

209 产量相对较低。除中旱209 各播期产量显著低于中旱

303 第1 播期外, 其他各处理间产量差异均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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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4 不同播期、不同品种对旱稻产量的影响 kg/ hm2

播期 绿旱1 号 中旱209 中旱221 中旱303 平均

05-28 2 007 .75 Bc 2 677 .05 ABbc 3 395 .25 ABabc 4 733 .85 Aa 3 312 .15

06-04 3 525 .90 ABabc 2 807 .70 ABbc 3 362 .70 ABabc 3 558 .60 ABabc 3 294 .45

06-11 3 232 .05 ABabc 2 448 .45 ABbc 3 819 .60 ABab 3 264 .60 ABabc 3 191 .25

平均 2 921 .85 2 644 .35 3 525 .90 3 852 .30

2 .5 旱稻纹枯病、纵卷叶螟对产量的影响  旱稻纹枯病、纵

卷叶螟的发生对产量有较大影响( 表2～4) , 参试的4 个旱稻

品种, 除中旱303 纹枯病、纵卷叶螟不同播期发生程度差异

不大, 产量与之关系不明显外 , 其他3 个品种不同播期纹枯

病、纵卷叶螟发生程度不同, 其产量存在明显差异 , 纹枯病、

纵卷叶螟发生重的小区产量明显较低, 反之则高。中旱303

纹枯病、纵卷叶螟不同播期发生程度差异不大, 绿旱1 号第1

播期纹枯病和纵卷叶螟发生均相对较重, 其产量低于后2 个

播期, 且差异显著; 中旱209 各播期纵卷叶螟发生较一致, 其

纹枯病发生重的播期产量明显较低; 中旱221 第3 播期纹枯

病、纵卷叶螟均发生较轻, 其产量也明显高于前2 个播期。

3  结论与讨论

( 1) 不同旱稻品种对稻曲病抗性差异显著, 但2006 年在

旱稻孕穗、破口期天气干旱, 不利于稻曲病发生与危害, 各品

种稻曲病发生均较轻, 其抗性强弱需进一步验证; 试验中喷

雾接种稻曲菌孢子悬浮液的与未接种间发病程度差异不显

著, 故稻曲病的接种方法及接种体的选择有待进一步研究。

( 2) 不同品种与不同播期的组合间, 旱稻纹枯病、纵卷叶

螟的发生及产量表现均存在显著差异, 因此, 旱稻栽培通过

选择合适的品种和播期在很大程度上能减轻纹枯病、纵卷叶

螟的发生。

( 3) 旱稻纹枯病、纵卷叶螟的发生对产量有较大影响, 只

要条件适宜 , 旱稻病、虫害仍有造成大幅减产的风险, 因此 ,

在旱稻品种的推广过程中, 必须注重病、害虫的监测及防治。

( 4) 参试的4 个旱稻品种中, 中旱303 和中旱221 产量优

势明显, 不同播期试验中纹枯病、纵卷叶螟的发生程度均相

对较低, 具有较好的推广前景 ; 绿旱1 号产量较高, 但受纹枯

病、纵卷叶螟的影响较大, 推广过程中需注重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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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金属含量一般不得超过30 μg/ g , 用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

结果表明 , 四川产区半夏重金属总含量超标 , 而原子吸收法

所测结果表明4 种主要重金属含量并不超标。类似情况已

有人在紫外法测定其他植物重金属含量中报道[ 3] , 由此可

见, 一些 文献报道 的用紫外 法进行 药材重 金属 快速 检

测[ 4 - 5] , 其方法具有局限性, 值得进一步改进, 重点在于如

何避免其他元素引起的干扰。但是, 紫外法在测定植物重

金属含量时, 具有易操作、费时少、价廉、可行性高等优点,

且能一次测得绝大部分重金属的总量 , 因此 , 在测定中药材

炮制前后重金属的相对含量中有较大的利用价值。

  表2 各地半夏的相关数据

编号 采样点 重金属含量 编号 采样点 重金属含量 编号 采样点 重金属含量

PT56 南充高坪 111 .80 PT73 棋盘关 113 .26 PT90 武胜万善 120 .42

PT57 蓬安河舒 114 .67 PT75 江油郊 110 .79 PT91 武胜万隆 115 .71

PT58 蓬安周口 112 .13 PT76 江油青莲 110 .81 PT92 合川七间 112 .30

PT59 蓬安金溪 112 .16 PT77 绵阳青义 110 .89 PT94 合川大石 124 .39

PT60 仪陇新政 112 .18 PT78 三台芦溪 112 .57 PT95 合川郊 110 .69

PT61 南部老鸦 112 .10 PT79 三台灵兴 112 .68 PT96 北碚 109 .17

PT62 阆中七里 112 .13 PT80 三台中新 112 .01 PT97 北碚南 112 .18

PT63 阆中保宁 112 .14 PT81 射洪金华 112 .35 PT98 壁山北 112 .04

PT64 苍溪五里 112 .24 PT82 射洪郊 110 .75 PT99 江津享堂 111 .69

PT65 苍溪陵江 111 .97 PT83 射洪柳树 111 .15 PT100 江津先锋 112 .04

PT68 苍溪永宁 108 .92 PT84 遂宁郊 108 .93 PT101 合江郊 112 .03

PT69 元坝卫子 111 .89 PT85 南充文峰 111 .38 PT102 泸洲泰安 111 .92

PT70 元坝 111 .56 PT86 南充曲水 111 .04 PT103 江安 110 .70

PT71 广元郊 110 .90 PT88 南充羊口 111 .82 PT104 南溪罗龙 110 .60

PT72 广元朝天 109 .51 PT89 武胜烈面 118 .96 PT105 乐山市中 111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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