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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水稻条纹叶枯病得以控制，水稻

黑条矮缩病发生有所加重，呈现此消彼长态势，为

明析黑条矮缩病流行与水稻播栽方式之间关系，

2009 年笔者就水稻不同播栽方式下水稻黑条矮缩

病的发生情况进行了调查，以期为广大植保工作人

员指导大面积生产防治提供决策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处理设计 
试验田安排在灰飞虱虫量高，上年发病重的台

南镇中和村二组郁银干承包田中，前茬作物为小麦，

大田面积 1 000 ㎡，供试品种为淮稻 5 号。共设肥

床旱育秧手栽、塑盘旱育手栽、塑盘旱育抛栽、水

直播、旱直播等 5 种播栽方式处理，每个处理 3 次

重复，共 15 个小区。秧床另设，5 月 20 日落谷，

旱育水稻秧苗 6 月 15 日移栽，水稻秧田和大田秧苗

拔节前均不使用对灰飞虱有防效的药剂。其它病虫

防治及拔节后病虫防治与大面积生产一致。 
1.2  调查方法 

跟踪观察田间发病情况，于水稻移栽前（直播

稻同期）、水稻分蘖盛期、病害显症高峰期分别调查

一次，记载各处理发病情况。秧田每小区查 5 点，

各查 0.11 ㎡；本田期由于发病较轻，每点单行连续

调查 80 穴，每小区调查 5 点，共查 400 穴；直播稻

田采用对角线 5 点取样，每点查 20 穴，每小区计查

100 穴，记载病穴率、病株率。 

2  结果与分析 

田间调查，水稻秧苗移栽前（直播稻同期）未

查见病株，7 月初病株始见，直播稻显症早于移栽

稻，7 月上中旬进入发病高峰，7 月中旬后期病情基

本稳定，不同播栽方式黑条矮缩病发生程度由重到

轻依次是水直播、旱直播、肥床旱育手栽、塑盘旱

育抛栽、塑盘旱育手栽，水稻分蘖盛期（7 月 10 日）

平均病株率分别为 4.0%、3.0%、0.6%、0.4%和 0.2%；

病害显症高峰期（7 月 22 日）平均病株率分别为

9.3%、8.0%、1.3%、1.0%和 0.3%（表 1）。方差分

析表明，不同播栽方式之间病害发生程度存在差异，

水直播发病稍重于旱直播，但差异不显著，三种移

栽处理发病较接近，两种直播与二种塑盘移栽处理

间差异极显著。分析其原因，与第 1 代灰飞虱带毒

虫量密切相关。据第 1 代高峰期虫量调查，水直播、

旱直播田每 667㎡虫量分别是 16.8万头和 9.6万头，

肥床旱育手栽、塑盘旱育抛栽、塑盘旱育手栽处理

折算成大田每 667 ㎡虫量分别是 5.12 万头、3.89 万

头、3.89 万头。 

表 1  不同播种方式下水稻黑条矮缩病发生情况 
平均病穴率 /% 平均病株率 /% 

处理 
水稻分蘖盛期* 病害显症高峰期* 水稻分蘖盛期* 病害显症高峰期* 

水直播 4.0±1.73 A 9.3±3.21 A 4.0±1.73 A 9.3±3.21 A 
旱直播 3.0±1.00 AB 8.0±2.00 AB 3.0±1.00 A 8.0±2.00 A 

肥床旱育手栽 1.6±0.14 BC 4.1±0.58 BC 0.6±0.14 B 1.3±0.28 B 
塑盘旱育抛栽 0.6±0.14 C 1.8±0.43 C 0.4±0.07 B 1.0±0.23 B 
塑盘旱育手栽 0.3±0.14 C 0.8±0.14 C 0.2±0.07 B 0.3±0.09 B 

* 平均值±标准差，同一列数值后的不同字母表示经 DMRT 检验差异极显著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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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检查时翻动诱杀堆的动作应轻，如诱杀包受潮

霉变则更换新包。 

2  防治效果 

2011年9月20日，调查设堆4个小区白蚁危害率

和致死率(表1)。结果表明：设堆诱杀效果明显。并

在第2和第4小区林地中分别发现6处和7处炭棒菌。

从炭棒菌的形成来推断：白蚁死后，蚁巢的生态环

境也随之改变，原来与白蚁共生的菌类、昆虫和螨

类也先后死亡，菌圃也发生变化，致使某些腐生性

菌类在菌圃上大量繁殖并产生菌丝体形成菌索，从

而菌圃由顶端钻出地面形成炭棒菌[3-4]。 

表1    白蚁危害情况及设堆诱杀效果 
设堆诱杀前 设堆诱杀后 

小区 危害率 
/% 

致死率 
/% 

设堆数 引诱率 
/% 

危害率 
/% 

致死率 
/% 

1 53 0 25 100 15 0 
2 75 25 25 100 21 0 
3 56 15 25 100 10 0 
4 45 0 25 100 12 0 

3  讨论分析 

白蚁对杉木幼林危害猖獗，但可防治，用选点

设堆投放诱杀包防治土栖白蚁是一种在地面上诱杀

行之有效的灭蚁方法。其优点有： 
(1) 诱杀堆诱饵可就地取材，无特殊要求，且

引诱率高。本身低毒无害，对人畜安全，用后可集

中烧毁，在土壤中不残留。 
(2) 设堆诱杀土栖白蚁工作量小，无需挖巢觅

道，操作安全，容易掌握，便于推广，工具简单，

携带方便。 
(3) 投放简便，一次投包手续简单，不须施药。

但不足之处是这些诱杀包投放后，被食者有作用，

不被食者就浪费。同时在投包后短期内不被白蚁取

食，诱杀包即受潮霉变，白蚁就不再取食。因此，

今后有必要研究诱杀包的防霉措施。 
林地土白蚁被诱杀后，从主巢内繁殖孳生一种

属分囊菌纲，球壳菌目，炭棒菌科，炭棒菌属的真

菌，叫“炭棒菌”。凡出现这种真菌，下面就有死巢，

可作为群体覆灭的指示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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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结与讨论 
(1) 试验结果表明，水稻不同播栽方式对黑条

矮缩病发生为害有明显影响，同期落谷情况下，直

播稻发病早于移栽稻，7 月初大田始见病株，7 月上

中旬病情迅速加重，7 月中旬后期基本稳定。 
(2) 本试验尽管黑条矮病发生较轻，但不同播

栽方式之间发病程度差异仍达极显著水平，发病程

度由重到轻依次为：水直播、旱直播、肥床旱育手

栽、塑盘旱育抛栽、塑盘旱育手栽。导致这一趋势

的直接原因是与水稻秧苗早期承受虫量密切相关。 
(3) 水稻黑条矮缩病的发生流行，受水稻品种抗耐

病能力和传毒昆虫灰飞虱发生量、带毒率等因素影

响，2009 年本地灰飞虱发生量较大，但带毒率不高，

虽然水稻黑条矮缩病发生面积大，但总体程度较轻，

水稻不同播栽方式在病害大流行年份的趋势如何还

有待进一步研究验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