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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稻纹枯病是全球性的病害,是我国水稻 3 大病害之一,其危害已超过水稻稻瘟病。随着上个世纪 60 年代我国水稻种

植模式的改变,矮秆、密植、氮肥高用量等高产栽培技术的大力推广,以及近几年直播稻、套播稻面积不断上升,水稻纹枯病呈

逐年加重的趋势,具有发病面积广,频率高,危害大的特点。水稻品种、种植环境和种植模式等均对水稻纹枯病的发病有重要影

响,深入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对控制危害,降低损失,提高农民收入,具有积极的意义。为此,本文总结了水稻纹枯病发病的影响

因素,并提出综合防治意见,以期为降低水稻纹枯病危害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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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农业生产技术的不断进步,农业病害越来越受到

人们的重视。水稻纹枯病是影响水稻产量的主要病害。本文

对水稻纹枯病的症状、发病原因和感染周期进行了综述。作

者发现水稻纹枯病可发生在水稻生长的任何阶段,其症状主

要包括大面积的菌斑聚集和菌核。这些疾病的原因也很复杂,

如栽培和管理、生长气候和细菌来源的数量。通过农业防治、

化学防治和生物防治三方面来防治水稻纹枯病。 

1 水稻纹枯病概述 

1.1 水稻纹枯病的症状 

这些病害发生在水稻生长的任何阶段。一般来说,它们

在向前后发生得更频繁。它们大多数出现在叶鞘和叶片,偶

尔出现在茎叶上。该病的发病通常由开始时边界不清的小的

深绿色斑点发展为外表潮湿的浅棕色椭圆形病变。一般来说,

当环境湿度较低时,病变的边界在中间出现深棕色和灰白

色。当病灶面积较大时,许多散在的病灶会聚成不规则的云

纹状大斑点。整个病变的颜色将从绿色变为黄褐色。病害逐

渐发展后,病害将蔓延到水稻根茎周围,根茎的感染部分变

黑, 终导致水稻根茎组织坏死,甚至根茎断裂,导致严重的

穗枯萎。当环境湿度较高时,白蜘蛛丝状菌丝体会出现在感

染部位,并逐渐聚集成簇, 终形成新的萝卜种子状菌核。 

1.2 水稻纹枯病的原因 

造成这些疾病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栽培管理、生长气

候和细菌基础。在栽培管理方面,主要影响因素是施肥、灌

溉和水稻种植密度。一般来说,部分施肥和后期施肥会使水

稻生长过快,植株密度大,封顶过早。此时,植物的湿度将增

加,水稻中的碳氮比将降低,而其他元素如纤维素和木质素

将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水稻的抗性就会

减弱,细菌的繁殖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这种疾病在这种高温

高湿的环境中容易发生。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随着温

湿度的增加,此类疾病的发病率逐渐增加。一般来说,在清扫

较彻底的土地上,这些病害的发病率较低,但在越冬菌核较

多的土地上,这些病害在水稻生产的早期发病率较高。 

1.3 水稻纹枯病的感染周期 

这些疾病的病原体主要通过菌核越冬,主要依靠杂草或

其他载体。在水稻成熟之前,或在水稻收获期间,杂草的菌核

进入土壤。这个过程导致后来的疾病暴发, 多只能在三天

内发生。通常在水稻育种的早期,病原体会在植物之间扩展,

包括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经过这个过程,病原体会感染菌

核多次,并逐渐扩大疾病的范围。 

1.4 水稻田间科学管理 

在选择和清理种子时,应注意病害残留物的存在与否,

筛选出真菌,并注意抑制核菌生长的菌株,以便开展生物防

治研究。严禁将病稻与无病稻混合。为了完全隔离它们,工

人在播种时还应分成两组,一组用于无病稻田,另一组用于

病稻田。对病田间的管理不能一概放弃,要减少病原体,如明

年种稻时抢救细菌,然后烘干烧渣。在水稻田间管理中,还应

根据水稻的抗逆性和稻田的利弊,改进栽培技术,合理规划

施肥。单独施肥或晚施肥不合理,有利于病害的发生。 

2 水稻纹枯病综合防治方法 

2.1 增加药液,保证防效 

纹枯病对水稻的产量和质量都会产生很大影响。一般情

况下,纹枯病大部分都发生在水稻茎秆根部或者中下部位,

在对纹枯病治理的过程中,如果喷施的药量少,水稻发病部

位不能够和药液进行接触,同时还会造成纹枯病中的药剂性

能开始下降。所以,在对水稻纹枯病进行防治的过程中 好

使用高药液量的粗喷雾。这样能够保证药液能够顺着水稻颈

部逐渐流向水稻茎秆中下区域,进而保证药液和发病部位能

够进行密切接触, 终实现防治水稻纹枯病的效果,为水稻

的健康、生长提供重要保障。所以,在使用药剂防治纹枯病

发生时一定要保证有充足的药液量,喷出来的药液一定要均

衡,保证喷出去的药液能够和水稻发病部位直接接触,以此

来提升水稻纹枯病的防治效果,粗喷雾中的药液量应该在

780kg/hm2。在对水稻纹枯病进行预防的过程中,根据水稻发

病的部位和程度,科学、合理的使用药量,对于严重的水稻病

害一定要加大药物的使用量,只有这样才能够起到良好预防

效果,进而保证水稻能够健康、稳定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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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及早用药,以药控病 

在种植水稻的过程中常常会看到各种水稻纹枯病的发

生。在防治水稻纹枯病的过程中, 好是要早些用药,只有这

样才能够在短时间内解决水稻纹枯病的发生。田间水稻生长

郁蔽和高温高湿条件下纹枯病是 容易发生的纹枯病。纹枯

病水稻病情的株间或者稻丛间会呈现出来水平扩展,病丛率

和病株率也会随着逐步开始增加,当水稻进入到孕穗抽穗期

之后,病情就会自下而上的呈现垂直扩展的状态,病害的严

重程度就会得到增加,这样病情就会自下而上呈现一种垂直

扩展,同时病害的严重程度也会得到增加,危害程度也会得

到加重。当水稻分叶盛期 后发现病株后一定要在短时间内

用药。同时,水稻封行之前会再次进行喷药,当药液喷淋到水

稻植株基部中纹枯病发病部位。因此,再提倡水稻封行之前

一般都会再对其进行喷药防治,只有这样才能够提升纹枯病

的综合防治效果。当分叶盛期中纹枯病穴率达到 17%左右时

再对其进行施药防治,进而起到 佳的防治效果。井岗霉素

是防治水稻纹枯病中常用的药种。由于长时间使用井岗霉素

药种,会造成纹枯病菌产生抗体,因此,在使用井岗霉素药的

过程中,可以适当添加药量。随着水稻纹枯病影响的范围越

来越广,造成的危害也会越来越大,面对如此严峻的情况,应

该依据实际情况正确使用井岗霉素。在选择防治药品时一定

要选用持效时间长的药剂,以此为提升纹枯病防治效果提供

重要保障,在井岗霉素生产上应该更多的去使用复配剂,只

有这样才能够提升纹枯病的防护效果。 

2.3 适时搁田,控制氮肥 

在对水稻纹枯病进行防治的过程中,通过应用控制水稻

无效分叶防治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防治水稻过早出现封

行, 后会降低水稻株间中的湿度,进而促进水稻株健能够

健康、生长,同时还能够减轻纹枯病造成的危害程度。显然,

搁田是一种不错的纹枯病防止措施,为水稻取得好产量提供

重要基础保障。在使用搁田方式时,一定要综合其他各方面

因素去考虑和分析,宜早不宜迟,当水稻茎叶数量达到水稻

穗苗的83%时,就应该进行搁田,这个时间点是 合适的搁田

时间,一定要抓住这个时机进行搁田,同时应该保证主动搁

田,先把水稻中的田间积水排除干净, 后再抽沟搁田,只有

把水排除干净之后才能够保证搁田效果,在对纹枯病进行防

治的过程中, 好是因田制宜,尤其苗数很多、肥料充足的水

稻田块 好使用重搁的方式,相反对于肥力差、苗数少时一

般都会选择使用轻搁的方式。只有这样才能够起到防治纹枯

病的发生,应用多次搁田方式能够起到预防水稻纹枯病的发

生。首次进行搁田时一定要保证能够撑的住脚、水稻田面出

现“芝麻缝”,再继续搁,直到 后出现白根泛起、叶片挺起

来,水稻叶子出现褪淡。通过对土壤类型、水稻作物自身生

育特性与需要肥料的规律,来推广水稻测土配方中的施肥技

术。在使用肥料的过程中一定要遵循“以土定产、以产定肥、

有机无机充分结合”氮磷钾均衡使用的原则。氮、磷、钾是

水稻健康生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在使用的过程中

一定要重视氮、磷、钾三种要素之间的比例,在使用肥料的

过程中 好不要使用太多氮肥,科学、合理使用钾肥、磷肥,

预防水稻植株徒长与提早封行,促进水稻能够健康生长。 

3 结语 

近年来,随着农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农业病害越来

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在传统水稻栽培中,纹枯病具有分布广

泛、影响大的特点,是水稻生长 不利的疾病之一。本文总

结了该病的症状和原因,并就纹枯病提出了相应的综合防治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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