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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黑条矮缩病的发生会严重影响水稻产量，对种

植水稻为生的农户来说，水稻发生此病无疑是沉重的打

击。我国农民收入相对较低，很多农户一年中主要的收

入来源就是种植水稻，水稻一旦发生黑条矮缩病，会大

幅度的降低产量，如果常年任由水稻黑条矮缩病发生而

不对其进行合理的防控，就会直接导致水稻种植者无法

获取应有的经济效益，长此以往会影响农户种田的积极

性，进而影响该地区水稻种植业的发展，甚至波及到发

病区之外的水稻种植区域，严重影响国家的粮食生产安

全的大局。

一、水稻黑条矮缩病防控技术的价值

在对整体问题进行研究前，需要明确水稻黑条矮缩

病防控技术的价值。农业是我国的支柱型产业，只有更

好的发展农业生产，才能够为我国经济的持续提升打下

坚实的基础。在农业发展过程当中，农作物病害是一个

不可回避的阻碍因素，引申于水稻，水稻黑条矮缩病的

发生会直接影响水稻的产量，严重影响种粮农民的积极

性，这会给本就种粮收入低迷的局面雪上加霜。搞农业

技术的人都知道，与普通水稻矮缩病不同，水稻黑条矮

缩病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特殊性，需要通过对具有针对性

的防控技术进行利用，从而对水稻病害起到控制的作

用，这也直接体现了水稻黑条矮缩病防控技术的价值。

除此之外，黑条矮缩病是水稻作物种植过程中比较

严重的病害，会明显影响水稻产量。在现实情况中，产

量往往会与经济挂钩，只有更好地抑制水稻黑条矮缩病

的发生，才能够为经济的平稳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从水稻黑条矮缩病具体的症状和发病原因入手的基础

上，需要对水稻黑条矮缩病防控技术进行深入研究，从

而更好地控制水稻发病概率，也可避免新病原的产生。

以上所述，基本就是水稻黑条矮缩病防控技术的价值。

二、水稻黑条矮缩病的发生

（一）水稻黑条矮缩病的发病原因

对水稻黑条矮缩病的发病原因及症状、规律进行明

确十分重要。从水稻黑条矮缩病的发病原因来看，缺乏

抗病稻种的相关问题是不能不提的。对于各类农作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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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种子的质量都会决定其是否具备较强的抗病性，

种子抗病性较强，自然不容易发生病害，即便发生了病

害，对其进行防治的难度也相对较低。

现实中很多农业科研人员为了能够对水稻种植的质

量进行保证，不断研发了创新的水稻品种，但是，截止

到目前为止，由于研发人员还不能结合黑条矮缩病的发

病规律和病理症状研发出对该病害具有较强抵抗力的种

子，导致水稻对黑条矮缩病的抵抗性较差，一旦受到其

侵害就会出现大幅度减产的后果。除此之外，在全球气

候变暖的状况下，水稻种植的环境，为黑条矮缩病的滋

生与传播提供了条件，黑条矮缩病的发病概率呈现逐年

提高的现象，造成的危害也越来越大。

农业生产中，相关人员对水稻的种植存在问题，对

种植模式的选择不够合理，不够科学，在栽培管理方

面，由于能力有限，技术水平较低，导致水稻黑条矮缩

病的发生。种植者缺乏对水稻黑条矮缩病的了解，很难

防控水稻黑条矮缩病，该病对水稻生产造成了较大的

危害。

（二）水稻黑条矮缩病的发病症状

对于水稻黑条矮缩病来说，其会严重的危害水稻产

量，所以需要明确水稻黑条矮缩病的发病症状，为防治

技术的应用打下坚实的基础。在发生了黑条矮缩病后，

水稻的叶片会出现深绿色，同时表面不平，存在较多的

褶皱，部分水稻在感染水稻黑条矮缩病后，高节位会出

现分枝较多的情况，近地节位则会出现倒生须根。

患病的水稻植株在茎秆上会出现瘤状体，颜色为乳

白色，较为明显，当发现了水稻存在这种情况后，就应

该立刻判断其是否感染上了水稻黑条矮缩病。在不同时

期，水稻黑条矮缩病表现出的具体症状有所不同，例

如，在秧苗期患病，水稻植株整体会呈深绿色，同时抽

叶的速度远低于正常速度，心叶片会出现短、宽、僵直

等状况，植株不正常矮小，后期缺乏孕穗、抽穗的能

力。在分蘖期，患病的水稻植株会出现分蘖数量增加的

情况，由于病株上部的叶枕会出现重叠，因此心叶往往

会从下部穿出。分蘖期水稻植株染病后，除出现矮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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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外，根系部分，会出现黄根、黑根，很少白根，形

象地说这一状况会导致，稻丛可以一脚踢倒。患病严重

的，后期无法抽穗或稻穗无法灌浆。在抽穗期，患病的

植株具体表现症状为植株矮缩丛生，抽穗会有大半部分

藏在叶鞘内。具体特征为叶片短且宽，同时较为僵直，

表面分部纵向存在褶皱，茎秆上会明显出现呈条状的瘤

状物，颜色包括蜡白色、黑褐色两种不同的情况。归结

起来，与正常生长的水稻相比，发生黑条矮缩病的水稻

会有明显的不同，专业人士能很快对其进行分辨。

（三）水稻黑条矮缩病的发病规律

水稻黑条矮缩病主要由携带黑条矮缩病毒的白背飞

虱、灰飞虱等传播。白背飞虱、灰飞虱等很多是从外地

迁飞进入，也有本地越冬虫源，作为病原体寄主，将病

毒传播给水稻。由于黑条矮缩病的传播感染时间较短，

不到 40min就可能传播病害，所以对水稻黑条矮缩病进

行防控具备较大的难度。黑条矮缩病的生存能力较强，

最早是由本地的飞虱或杂草感染，在感染了病毒后，飞

虱会成为主要的病毒源，飞虱携带的病毒很有可能在下

一季导致水稻黑条矮缩病爆发。分蘖后植株抽出 3 ～ 5

片叶子时，是水稻黑条矮缩病最易爆发的时期，一旦水

稻植株拔节后，抗病能力提升，也就很难感染上黑条矮

缩病。

三、水稻黑条矮缩病的防控技术

（一）水稻黑条矮缩病的农业防控技术

对水稻黑条矮缩病进行防控，主要技术包括三种类

型，分别为农业技术、物理技术、化学技术。虽然对于

大多数农作物病害来说，都需要依靠这三种技术对病害

进行防治，但由于水稻黑条矮缩病的危害性较大，所以

必须要格外注意技术层面的问题，在水稻种植栽培期间

合理应用三种不同的技术，从而提升水稻黑条矮缩病防

控的整体水平，在对水稻黑条矮缩病发病概率进行降低

的同时，科学的开展治理工作，达成对水稻黑条矮缩病

进行总体防控的目标，避免水稻黑条矮缩病对水稻的健

康生长产生不利影响。

从农业防控技术的角度来看，对水稻进行栽种的务

农人员有必要在农闲期定时清除杂草，因为该病害能通

过杂草进行传播，清除杂草就可以较好的减少病毒携带

的基本载体，另一方面也是减少了越冬白背飞虱的寄

主植物，从而对病害发生概率进行降低。此外，应对生

长良好的优质品种进行选择，优质品种的抗病害能力较

强，合理选择品种，能够较好地利用其抗性，为防治该

病创造条件。如杂交水稻的三系品种就比两系品种抗病

等，这就是加强水稻对黑条矮缩病的防御水平，最大程

度的降低黑条矮缩病对水稻造成不利影响的最直接也是

最经济的手段。

在水稻秧苗的具体培育手段方面，相关人员也应该

合理对其进行选择，结合实际情况对培育手段进行创

新，尽最大可能避免秧苗不患上黑条矮缩病。如，播种

时用吡蚜酮、吡虫啉、烯啶吡蚜酮、烯啶呋虫胺、丁硫

克百威、鸟立克（新型生物驱避剂）等拌种，更进一步

就是秧苗三叶期一次，移栽前三天一次，秧苗期共计两

次，药剂配方：三环唑、烯啶吡蚜酮（或烯啶呋虫胺）、

毒氟磷（或氨基寡糖酸或盐酸吗啉胍或宁南霉素等）、杀

虫剂等药剂进行喷洒；实践证明，该配方具有明显的预

防作用，为大田插秧提供了无病毒或极少病毒感染的秧

苗，也为大田中耕前打药防治该病提供了无缝对接的安

全保障。此外，为以防万一，在移植时相关人员需要注

意细节，选择无病秧苗，把有矮化症状的秧苗踢掉等，

这种方式能够较好地对发病率进行降低。

水稻种植人员结合实际情况，可以选择机插秧技

术。有研究显示，机插秧技术能较好地对病毒传播的具

体环境进行破坏，同时避开黑条矮缩病发病时期，较好

的降低黑条矮缩病传播的可能性。最后，为了对黑条矮

缩病进行防控。相关人员必须要不辞辛劳的加强田间管

理，不仅要保证水稻健康生长，另外还需要加强监管，

因为无论在防控措施方面制定的如何完善，水稻仍然有

感染黑条矮缩病的概率，在无法完全避免黑条矮缩病发

生的情况下，应通过田间管理来更及时的发现并控制病

害，病害情况发现的越早，越能够降低黑条矮缩病的防

控难度，将黑条矮缩病消灭在萌芽状态中，避免其大范

围的传播，影响水稻产量。

（二）水稻黑条矮缩病的物理防控技术

黑条矮缩病主要依靠白背飞虱，灰飞虱等进行传

播，从这个思路入手，如果能够通过具体的方法来阻止

飞虱对水稻的侵害，就可以从根源上避免水稻黑条矮缩

病的发生，达到对水稻黑条矮缩病进行防控的目的。

对飞虱习性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本地每年的 5月中

下旬是飞虱活动的高峰期，在这一时间段内，种植水稻

的相关人员可以采取具体的措施阻止飞虱入侵，例如对

防虫网进行架设，能够在现实情况中对飞虱形成物理隔

离，如此不仅能够有效的防治飞虱灾害，同时还可以降

低黑条矮缩病的发病率。除此之外，在黑条矮缩病侵染

到三片叶子前，相关人员应架设好防护网，防护网的架

设可以较好地避免水稻植株受到大范围破坏，提升病害

防控的实际作用，要做到这些，那就是工厂化育秧。生

产中，一些相关人员虽然架设了防护网，但是没有注意

细节，导致防护的周密性较低，无法起到应有效果，因

此必须要保证防护网的质量合格，避免其出现破损而影

响防护性。

对黑条矮缩病进行物理防控，必须要保证防控技术

在现实情况中有章可循，同时还需要确保配套技术具备

合理性特点。例如，在黑条矮缩病的物理防控技术中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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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架设防虫网、防护网之外，还可以采用人工释放飞虱

天敌的方法，如果应用这一方法，就必须要考虑到天敌

数量是否匹配于防控区域的害虫数量，如果释放的天敌

数量过少，那么就无法保证良好的防控效果，但如果释

放天敌过多，就会造成浪费，增加防控成本，只有结合

实际情况选择适合的方法，才能够更好地达成对黑条矮

缩病进行物理防控的目标。如果要对“三诱技术”进行

应用，那么就必须要考虑如何促使色板、杀虫灯、性诱

剂充分发挥优势，同时还有必要结合水稻种植的特点保

证悬挂高度，争取以最小的经济投入换取最佳的防控

效果。

（三）水稻黑条矮缩病的化学防控技术

化学防控技术的效果较为明显，但具备一定的危险

性，所以在应用化学防控技术的过程中，必须要合理的

控制药量。过量使用化学药剂会对周围的环境产生影

响，同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水稻质量，这也是在防

控黑条矮缩病时经常出现的问题，必须要合理对其进行

解决。

化学防控技术的应用具备一定方法，不能盲目地喷

洒药剂，而是应该分阶段进行。首先，在水稻的秧苗

期，秧苗长出三片叶子与移植前，相关人员可以对相应

药剂进行喷洒，喷洒的药剂主要包括两种，80%的烯啶

吡蚜酮、25%噻嗪酮；80%的烯啶吡蚜酮用量约为 225g/

hm2，25%的噻嗪酮兑水用量需要控制在 1000g/hm2。其

次，在田间管理的过程当中，秧苗移植后半个月左右，

飞虱数量会持续增多，因此需要进行药剂治理。在这一

特殊时期内，相关人员对药剂的选择必须要重视其是否

具有速效性与长效性，确保治理效果能够完全达到防控

要求。可供选择的药剂主要包括吡蚜酮、烯啶吡蚜酮、

烯啶呋虫胺等，除此之外，无论是噻嗪异丙威还是人们

熟知的敌敌畏、毒死蜱等都需要完全的包括在其中。据

笔者多年的田间观察与实验，当还没进入幼穗分化前

（大部分品种在移栽后 30 ～ 35d前），发现病株严重的

就拔掉，或踩入泥土中，对发病不严重的，再适当撒施

一点氮肥或复合肥，都可以减轻病害；在此同时，可以

治虫（飞虱）防病（或治病），如用防治病毒的药剂：毒

氟磷、盐酸吗啉胍，氨基寡糖酸、宁南霉素等，任选一

种，外加烯啶呋虫胺（或烯啶吡蚜酮）、叶面肥及芸苔素

（或复硝酚钠）、苯甲醚菌脂等，对发病田块进行喷洒。

注意，因稻苗还没封行，田间保留浅水层或极少水，以

便让落入田中的药水也可通过根系吸收利用，提高药效；

当然，为提高工效，还可以结合杀虫剂打封行药。这样

双管齐下，在治疗南方黑条矮宿病上，效果显著，深得

农户好评。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目前很多水稻种植者缺乏对水稻黑条矮

缩病的了解，防控水稻黑条矮缩病方面，做得不到位，

相关人员对水稻种植模式的选择不够合理，不够科学，

导致了水稻黑条矮缩病的普遍发生。针对现有状况，

应对生长良好的优质品种进行选择，优质品种的抗病害

能力较强，合理选择品种能够较好地提升水稻的生长能

力，加强水稻对黑条矮缩病的防御水平；在黑条矮缩病

侵染到三片叶子前，相关人员应架设好防护网，防护网

的架设可以较好地避免水稻植株受到大范围破坏，提升

病害防控的实际作用；无论在防控措施方面制定的如何

完善，水稻仍然有感染黑条矮缩病的概率，在无法完全

避免黑条矮缩病发生的情况下，应通过田间管理来及时

发现并科学地防控病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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