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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瘟病包括对稻穗危害特别大的穗瘟、叶瘟和损害谷物的

谷瘟。调查研究表明，稻瘟病可导致水稻产量损失至少 10%

-20%，在最严重的田块甚至会导致整个田块失败，损失一半以上

的产量。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科学选择植物品种、控制施肥、关注天

气变化，加强对稻瘟病的科学控制，采取综合防治措施进行治理。

1 水稻稻瘟病的发生规律

1.1 发病特点

稻瘟病分为苗瘟、叶瘟、节瘟、穗颈瘟和谷粒瘟，每种病害都

有不同的发病特点。

苗瘟是由于分生孢子和细菌丝体在稻草或稻谷中越冬，播

种带菌种子而引起的。它通常在三叶期发病，根部呈灰黑色，顶

端呈褐色。

叶瘟的病斑出现在叶片上，通常在三叶期到结束时出现。慢

性型病斑刚开始表现为深绿色或棕色的小斑点，两端延伸到褐

色坏死线，随后出现不规则的大斑点。急性型病斑在叶子上有一

个大的灰色霉菌层，流动性很强。

节瘟会在稻穗被拔掉后在水稻节上出现褐色斑点，随后变黑。

穗颈瘟在颈部可以看到棕色的斑点，这些斑点逐渐变成黑

色，抽穗后是白色。谷粒瘟，早期外皮呈灰白色，后期呈现棕色或

棕褐色斑点。

1.2 发病条件

1.2.1 温度。

菌丝生长的最佳温度为 26-28℃，菌丝生长温限为 8-37 ℃；

10-35℃是孢子形成温限，孢子形成最佳温度为 25-28℃。

1.2.2 湿度

当相对湿度在 90%以上时，该病的发病率较高，因为孢子发

芽需要很多水分。温度和湿度的特点意味着在自然条件下，如适

度的温度、高湿度、雨、雾和露水，更有可能发生水稻稻瘟病。

1.2.3 发病期

在不同的育种阶段，同一水稻品种的抗性有很大的不同。秧

苗 4 叶期、分蘖阶段和成熟期最容易出现水稻稻瘟病。在圆秆

期，发生的风险相对较低。同样的器官和组织在幼嫩期更容易受

到影响，而在始穗时则抵抗力较差。

1.2.4 肥料和水管理

放水过早或深灌溉根部发育不良，将造成水稻抗病性能的

降低，病害风险更大。同时日照不足，田间湿度较高，利于分生孢

子的产生、萌发和传播。在山地，由于有多雾和露水，以及日照条

件不足，因此山地的疫情较平川的地区要强烈。另外，错误的施

肥和浇水计划也是影响水稻抗病性的一个重要原因，造成了水

稻稻瘟病的发生。

2 发病原因和条件

2.1 发病原因

稻瘟病的发生受到地理和气候因素的影响，包括种子中存

在的各种病原体，如果传播阶段没有进行消毒，没清除病稻草，

菌源量就会增加。长期处于低温多雨环境中，水稻就会失去抗病

能力，此时病菌非常容易入侵[1]。如果田间管理不合理，也会出现

水稻稻瘟病，如氮肥施加过度、没有及时施肥或是浇地水温度过

低。如果种子中含有病菌，及时种植环境优越，也会造成稻瘟病。

因此，防治稻瘟病的关键在于选择优良的种子。

2.2.发生条件

2.2.1 栽培管理方面

水稻稻瘟病的发生和栽培管理密切相关。例如，在田间施用

氮肥后，植物接受的阳光较少，光合作用减少。后续施肥如果仍

然使用氮肥，那么栽培效果必然受到影响。这个时期水稻的抗病

能力在减弱，对水稻植物来说，这是一个关键微妙的时期，因为

它们的组织变得更加柔软和潮湿，而且随着周围稻田水分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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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它们的抗病能力也会下降。这增加了稻瘟病疾病发生的可能

性。虽然施用氮肥不会导致过早死亡，但会导致根部腐烂，从而

降低水稻的活力，使稻瘟病更加严重。除此之外，在漏水田中也

会出现稻瘟病。加入水稻种植密度很高，而且四周不具有良好的

通风条件，就很容易发生稻瘟病[2]。因此，在实践中，必须更多地

关注这些问题，科学地使用肥料，以免影响水稻生长。同时，水稻

种植区的地下水位不断上升，该地区的土壤韧性较强，如果这个

时候不控制水位，不科学地进行灌溉，含水量可能会略有增加，

增加稻瘟病发生的可能性。这降低了水稻植物的抗病能力，增加

了疾病发生的可能性。

2.2.2 气候条件

气候条件也会影响到植株的正常影响，温度与湿度如果不

适宜，也有可能出现稻瘟病。例如，当环境温度为 25℃时，湿度对

水稻作物的影响是很大的。如果湿度为百分之九十，在这样的环

境下很容易造成细菌繁殖。当温度为 24℃时，湿度非常高，这种

环境为水稻稻瘟病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此外，光照不足和较大的

昼夜温差使水稻本身的光合作用减慢，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稻

瘟病的发生频率和产量，所以这方面的工作需要更加重视。因此

在综合防治工作中，需要重视气候条件对水稻稻瘟病的影响。

2.2.3 品种间的抗性

品种之间的抗性具有地区差异，水稻抗病性地区差异很大，

植株生长过程中会抗性会退化，还会出现变异现象。大部分抗病

品种耐受性只能维持三年，三年之后他们就不具有耐受性，如果

将其大量种植，就会导致其受到四周环境的影响，增加患病几率[3]。

所以在防治工作中需要深入了解水稻品种，择优中治。加入山区

中存在水温低、气流强的不利条件，水稻将无法具有较强的抗病

性，这可能会妨碍它们的生长。因此，了解水稻品种并选择最适

合以下作物的品种非常重要。在水温低、通风好的山区，水稻的

抗病能力较低，比低地地区的水稻要高得多。在播种前了解水稻

品种也很重要，并保持统计，尽可能选择最抗病的种子，以避免

在后期播种时出现严重的病害。

3 发病规律

稻瘟病是一种传染性疾病，主要通过种子和空气传播。

Pyricularia oryzae 是稻瘟病的病原体，菌丝生长的最佳温度为

25℃至 28℃。一般来说，在氮肥较多的田地，该病的发病率较高。

如果施加磷肥钾肥可以使植株抗病力增强。由于水稻的生长环

境是在水肿，冷水与缺氧的土地都会为稻瘟病病原菌提供有利

条件。此外，温度和湿度也对疾病有影响。而且在所有影响因素

中，温度和湿度的影响最大，当温度在 20℃到 30℃之间，田间湿

度在 90%以上，植物表面保持 6-9 小时的水膜时，疾病的敏感性

会增加，更容易出现水稻稻瘟病。温度高于 32 摄氏度或是低于

15 摄氏度，病害能得到有效抑制[4]。半知菌的生命力很强，在水稻

上过冬，并在第二年春天产生孢子，然后通过气流传播到其他水

稻植物。在优越的条件下，半知菌孢子可以迅速发芽并穿透叶子

表面感染，造成最初的感染。随着时间的推移，水稻稻瘟病可以

在大范围的地区蔓延。

3.1 品种抗性

水稻品种的抗性差异很大。目前种植的许多水稻品种具有

垂直抗性，特别是对病原体的抗性，对水稻稻瘟病的效果显著，

但一些较小的优势品种缺乏抗性，需要进行改良。

3.2 自然气候条件

自然气候条件也会引起水稻疾病，但温度和湿度的影响更

大。在分蘖期和降雨量充足的条件下湿度很高，叶子处于潮湿的

环境下，叶瘟病发病率很高。

3.3 栽培管理

在一些地区，带有病害的水稻还没有被完全销毁就重新种

植水稻，这大大增加了稻瘟病复发的可能性。密集使用氮肥或在

栽培过程中晚期施肥会减少硅化细胞，这有利于病原体入侵水

稻和疾病的发展。使用冷水会降低土壤温度，大大降低水稻的抗

病性。同时，种植系统的变化导致单季水稻与双季水稻的数量相

对较多，这增加了病菌相互侵染的可能性和疾病损害的风险。

4 水稻稻瘟病的综合防治措施

4.1 科学选择与处理水稻品种

稻种的选择与它的质量直接相关。抗病水稻为最佳选择，但

前提是产量能够得到保证。为保证产量，必须保证本地区试验的

年产量至少比同类对照品种的平均产量高 3%，且不低于同一品

种组的平均产量，超产试验区的比例至少为 65%。产量测试之后

是对水稻种子病害的抗性测试，其标准因种植地区而异[5]。考虑

到北方和南方水稻的生存条件，对试验标准进行了调整。这意味

着水稻品种可以以不同的方式种植，从而避免了水稻种植区水

稻品种的同质化。因此，有可能轮流或与多个品种组合种植既能

满足抗病性又能满足产量要求的品种。在瘟疫常见的地区，选择

具有高抗瘟疫性的品种很重要。水稻品种和生物多样性控制技

术的结合可以大大有助于预防稻瘟病。

4.2 控制施肥量

现代农作物生产鼓励使用化肥以确保粮食产量。使用化肥

有助于满足生长季节对氮、磷、钾的需求，并能极大地提高水稻

的抗病能力。然而，一些农民过于依赖氮肥，人为地增加氮肥施

用量或单独增加氮肥施用量来提高水稻产量。施用氮肥可以在

一定程度上提高产量，但如果不控制施用，会导致水稻植株生长

88



2022·12 种子世界

病虫害防治

不平衡，不利于蛋白质的积累，从而降低产量。氮肥是化学品，由

于技术的进步，对植物的危害已经变小，但不科学的施用会导致

烧苗，对幼苗造成不可逆的损害。在正确的时间施用氮肥也很重

要，因为正确的施用时间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肥料的作用，避免

由于水稻体内的残留物延迟而对水稻植株造成损害。如果土壤

中含有水稻正常生长所需的元素，就不需要施肥。

4.3 注意天气变化，及时施药防治

中国农业种植历史悠久，农民常说 " 天公作美 "，这也从某

种程度上说明了气候对农作物生长的重要作用。由于气候对水

稻生长的作用较大，长期的阴雨天可以影响水稻生长场所的气

温和湿度，在短时间内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最易引起稻瘟病的条

件仍然是低温多湿的气候条件。除去季节性雨水以外，由于全球

变暖所造成的气候变化以及空气污染加剧所造成的潮湿季节，

都提高了水稻稻瘟病发生对条件的要求。所以，农民在栽培水稻

前就有必须的关注天气状况，一旦下雨出现，要适时制定处理方

法。因此雨季过后的稻田也非常关键，以尽早发现稻瘟病的爆

发，特别是在过去稻瘟病增多的地区。这种早期预防有助于在疾

病蔓延之前遏制它，集中清除少数受侵扰的植物，并阻止疾病的

蔓延。几天的雨水或阴凉的影响会因水稻植物的生长阶段而不

同。例如，如果水稻处于生育期，长时间的降雨会减少通气和光

照，不利于水稻在生育期的生长。为了预防和治疗瘟疫，应使用

生物制剂，如枯草芽孢杆菌和雷霉素。

4.4 科学合理防治

长期阴雨天气会在降水上对水稻生长产生影响。除了降水

的影响，水稻还受到全球气候变化和降水过程中污染物的影响，

导致综合防治工作无法正常进行。这些都是难以控制的。因此，

稻农必须关注天气，提前为连续降雨做好准备。在出现大规模病

株之前使用有效的防治措施，及时销毁病株，防止病株范围扩

大，影响到其他正常水稻。这是一种在疾病蔓延之前预防疾病的

方法，要尽早选择少量受感染的植物进行清除。在不同的生长阶

段，阴雨天气对水稻生长的影响也存在差异。例如，在肥沃的季

节，长时间的降雨会减少空气和光线对田地的渗透，从而阻碍生

长。因此，通过在雨天后将田地暴露在阳光下和喷洒生物制剂

（如枯草芽孢杆菌）来控制该疾病非常重要。鉴于稻瘟病的特点，

防治工作应以 " 预防为主 " 为原则。如果田地出现叶瘟症状，并

且最近下过雨，应立即喷洒农药，以控制疾病。比如春雷霉素·稻

瘟酰胺、稻瘟酰胺、三环唑、氟环?稻瘟灵等药剂。在虫害严重的

田块或易感品种上，应每隔一周连续喷洒两到三次，始穗期就开

始喷洒，第二次在齐穗期喷洒，视天气情况而定。在出现稻瘟病

病斑或病株的田地，应每隔 7 至 10 天连续喷洒 2 至 3 次。稻瘟

病的主要化学防治措施如下：针对种子处理，用 45%的咪鲜水胺

剂 800-1000 倍液浸种；对于苗瘟、叶瘟的预防，用 75%的三环唑

湿粉50 克兑水 30 千克喷洒农田；对于穗颈瘟，用 40%的稻瘟灵乳

油100 克或 20%的春雷·三环唑悬浮剂60 克加水 30 公斤喷洒。

5 注意事项

5.1 注意高温季节安全用药，加强科学用药和安全防护知识

宣传，提倡早晚用药，防止农药中毒事故的发生。夏收夏种大忙

季节是关键时期，绝不能因农忙而忽视或间断水稻稻瘟病的防

治。

5.2 防治药剂要对路，应选用对灰飞虱速效、持效、高效农药

吡蚜酮(或烯啶虫胺)及复配剂，而噻嗪酮、吡虫啉等药剂因药效

慢、防效差不宜选用。

5.3 喷药时对田埂边、沟边的杂草一并进行防治，以切断桥

梁田。注意安全用药，禁用高毒农药，防止人畜中毒事故发生。田

间要建立水层后用药，对足水量，均匀喷雾。

5.4 提倡集中时间统一用药，以提高整体防控效果，对早播的

直播田、早栽的机插秧大田、早栽的大田均按防治适期及时用药。

5.5 做好水稻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和绿色防控示范区建

设，提高多种形式的统防统治覆盖率和绿色防控覆盖率，减少化

学农药使用量。

5.6 禁止随意丢弃农药包装废弃物以及施药后的田水排入

河塘，防止水环境污染和水生生物中毒。

6 结束语

在防治水稻稻瘟病时，需要考虑综合因素，以提高控制的有

效性。选择水稻种子时，最好选择抗病性强的品种。在水稻种植

季节结束时，注意水稻种植区的温度和湿度。如果在水稻种植时

发现稻瘟病爆发，应尽快采取有效措施预防、控制和传播，并掌

握水稻种植知识，通过科学合理施肥和适当密植确保增产和提

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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