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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瘟病的危害存在于水稻的整个生育期，各地因环境条件不
同，发病的时期也会有所区别，但稻瘟病带给全球水稻的毁灭性
打击却相差无几。本文通过对稻瘟病发生原因以及防治方法的分
析，从多方面提出科学性防治稻瘟病的方法，减轻稻瘟病对水稻
产生的危害，保障粮食生产安全。

稻瘟病作为危害水稻最严重的病害之一，在 20 世纪 75 至 90
年间，导致粮食损失达 1.57 亿元，对农业生产安全和粮食产量稳
定产生了极大威胁。因此，探索一条科学适用的防治道路对保障
农业生产安全极为重要。

一、稻瘟病概述
（一）传播途径
稻瘟病主要通过风雨将附着在稻草或稻谷上的病菌传播开

来，分生孢子根据环境的湿度通常可以存活 2 ～ 9 个月，次年播
种带菌的种子，即可产生苗瘟。而越冬的菌丝，在雨量增大、气
温回升的时节侵入易感基因型水稻叶片产生叶瘟病。当温度到达
12 ～ 32℃时，稻瘟病的感染周期就会持续下去。

（二）发病原因
1.环境因素。影响稻瘟病发最重要的环境因素是温度、

湿度、风和光照。稻瘟病菌丝在 8 ～ 37℃即可生存，孢子在
10 ～ 35℃均可产生，25 ～ 28℃最适宜孢子形成。孕穗至抽穗期
的降雨量直接影响稻瘟病发的轻重。

2.品种因素。稻瘟病流行的主因为品种抗性的减弱或丧失，
而不同的品种稻瘟病抗性亦存在明显差异，因水稻品种大多都是
垂直抗性品种，常被大面积单一化种植，很多地区甚至连年种
植，使得稻瘟病生理小种逐渐产生适应性。在具备合适环境时，
病害就会暴发。

3.生长期因素。同一个品种的水稻在不同生长时期会表现出
不同的抗性，通常稻瘟病发生的高风险时期分别处于 4 叶期、分
蘖期和抽穗期，圆杆期发病风险较低，而穗期抗病性弱。

4.田间管理因素。为稻田施肥的时机有误、灌溉方式不当是
导致稻瘟病病害的主要因素。一方面，过早灌水或长时间水淹、
深灌，都会导致稻株根系发育不良，使得水稻抗病能力差，引发
严重的稻瘟病。另一方面，过量或集中偏施氮肥，除了会造成水
稻植株嫩绿、徒长以及叶片软弱披垂，也会使水稻个体和群体失
衡、郁闭，为病菌繁衍营造优良环境，诱发穗颈瘟。此外，田间
管理过于粗放也会引发稻瘟病流行。

5.防治因素。稻瘟病初期的防治不力是导致病害流行的主要
原因之一，大多农民对稻瘟病专业知识欠缺认识，重视不足，病
害严重时才施药，错过防治最佳阶段。施药机械落后，施药人员
专业知识不足，不能因地制宜、选择合适的药剂进行正确喷施，
使得防效不显甚至造成药害。专业植保组织数量、规模均无法满
足稻瘟病大面积统治需求，影响稻瘟病高效防治。

6.其他不良因素。除环境、品种、防治等主要影响因素外，
也存在其他影响稻瘟病流行的因素。越冬的染病稻草多，携带稻
瘟病菌的基数也就越大，次年病菌侵染的范围也会更广，引发稻
瘟病也极可能更严重。如果水稻种植密度过大，生长期行间透光
性差，稻瘟病发也会更重。

二、稻瘟病的防治
（一）生物防治措施
生物防治，是指利用微生物源和植物性农药防治稻瘟病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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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具有环保、原料范围广且不易使病菌产生抗药性的优点。微
生物源农药可以利用微生物，也可利用微生物的次生代谢物，通
过人工修饰作为农药或者合成农药，例如来自细胞的假单胞菌和
芽孢杆菌。植物源农药，是指将植物提取物作为化学合成的原料
或前导化合物。目前可使用 0.5%氨基寡糖素水剂防治稻瘟病，
使用量为每 667 平方米使用 4g药剂，每个生长季使用不宜超过 3
次。

（二）农业防治措施
1.选用抗病品种。选用抗病品种是最有效地防治方式之一。

为避免传统育种方式育种周期长的缺点，可以通过向水稻基因组
转入需要的目的，获取水稻抗病新品种。但因为稻瘟病菌的生理
小种极具复杂性和变异性，抗病品种种植几年后就会丧失抗性。
因此，水稻种植不应该盲目跟风，而应依据生产实际，重视品种
合理化布局，进行水稻品种多样性混合间栽，定期轮换品种，避
免抗病品种单一、连片种植，延长抗病品种的使用年限。

2.加强保健栽培。加强保健栽培要从合理早栽、正确施肥、
合理管水等多个方面着手，一是推广普及两段育秧和早育壮秧等
栽培措施，为水稻提供优良的生长环境，减少稻瘟病的诱发因
素。二是根据当地气候条件，尽可能地提前栽种，降低雨水低温
天气带来的危害。三是通过浅水栽秧，平衡稻田水肥气热，促使
水稻早生，灌水后及时晒田，提高水稻抗病能力，阻止稻瘟病爆
发流行。四是根据水稻生育期的需肥特征合理施肥，多使用有机
肥，注意避免偏施或过量施用氮肥，大力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

（三）物理防治措施
物理防治措施，一般指通过物理措施隔绝病原物与水稻的接

触通道达到防治稻瘟病的效果。水稻收割时，将带病菌的稻草、
稻谷与健康的稻谷、稻草分开存放；水稻收割后，及时处理带病
菌的稻草，可以烧灰还田或者用油布覆盖起来，同时注意处理草
堆下的空壳和秕粒，避免病菌随风雨传播。

（四）化学防治措施
化学防治是指通过使用三环唑等化学药剂进行浸种或者向稻

株喷施以达到防治稻瘟病效果的措施，具有高效迅速的优点，但
使用农药给生物、土壤、水源带来的危害巨大，且长期大量使用
也会使病原菌产生抗药性。

（五）加强病害监测
要重视稻瘟病的监测预警，建立病虫害监测预报体系，在稻

区分片设立监测点，对水稻种植、生长的各个阶段进行监测及调
查，及时准确发布预报信息。加强稻瘟病防治的宣传力度和技术
指导，提高农民稻瘟病防治意识和水平。推广无人机防治，同时
注重飞防服务机构的建立和完善，为农民提供便利，减少稻瘟病
害和药害造成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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