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蓖麻枯萎病主要发生规律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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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主 要 对 蓖 麻 枯 萎 病 的 初 侵 染 源 和 影 响 蓖 麻 枯 萎 病 的 主 要 因 子 进 行 了 研 究 ，初 步

明 确 了 土 壤 、病 残 体 、种 子 和 有 机 肥 是 蓖 麻 枯 萎 病 的 主 要 初 侵 染 源 ，轮 作 、不 同 生 育 期 、湿

度 、品 种 和 前 茬 作 物 等 是 影 响 蓖 麻 枯 萎 病 发 生 的 主 要 因 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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蓖 麻 枯 萎 病 +!"#$%&"’ ()*#+(%"’ ’,-."/是 蓖 麻 的 主 要 病 害 之 一 ，近 年 来 发 生 日 趋 严

重 ，发 病 面 积 日 益 扩 大 ，植 株 死 亡 率 一 般 为 &%01#%0，严 重 者 达 )%0以 上 ，已 成 为 影 响

蓖麻生产的一个重要限制因子。因此，深入研究此病的发生发展规律，寻找有效的防治

途径，控制其危害已成为目前生产上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为此我们从 !22%1!22$ 年对

蓖麻枯萎病的发生发展规律进行了研究，以便为有效的防治蓖麻枯萎病提供理论依据。

! 材料和方法

!-! 初侵染源及其传播

!"!"! 土壤带菌试验

选择一块发病均匀的地块，施用充分腐熟的有机肥料，!22!1!22$ 年连续 ) 年种植

感病品种 &%(。播种时将种子流水冲洗 &( -，然后用 )%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 )%% 倍液浸

种 !& -，每年采用相同的管理方法，定期调查发病率。

!"!"# 病残体带菌试验

采集发病植株将其 自 然 干 燥 后 植 株 放 在 室 内 外 和 地 下 ) ,3、!% ,3 和 !) ,3 过 冬 ，

于每年 ) 月、4 月进行分离培养和镜检等方法检查病原菌情况。

!"!"$ 种子带菌试验

!22# 年 从 重 病 田 中 随 机 采 集 哲 蓖 ! 号 种 子 ， 凉 干 保 存 ， 于 次 年 经 过 下 列 处 理 ：!
4)0酒 精 表 面 消 毒 #% 51$% 5；"流 水 冲 洗 !& -；#浸 湿 培 养 ，然 后 将 经 过 处 理 的 种 子 放

入 有 浸 湿 滤 纸 的 灭 菌 培 养 皿 中 ，在 &#6培 养 箱 中 保 湿 培 养 ，每 &( - 检 查 ! 次 ，# 7 后 检

查带菌情况。

!"!"% 有机肥传播试验

选择施入带有病残体沤制的未经腐熟的农家肥地块进行调查记载发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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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病规律及其影响因子

!"#"! 轮作与发病的关系

选择轮作年限不同的地块，定期调查记载其发病率。

!"#"# 生育期与发病的关系

在田间自然病圃种植哲蓖 ! 号，在苗期和成株期分别调查记载发病率。

!"#"$ 湿度与发病的关系

在不同年份和同一年份不同地势地块分别调查记载蓖麻枯萎病的发病率。

!"#"% 品种与发病的关系

在不同年份，通过田间病圃接种鉴定不同品种对蓖麻枯萎病的抗性。鉴定方法是在

播种时每埯施入 "#$%菌土 &’ ( 盖在种子上面，然后覆土。在苗期和成株期分别调查记

载发病率和发病程度，计算病情指数。

!"#"& 前茬作物与发病的关系

选择栽培管理条件一致的地块分别调查记载不同前茬作物的发病率。

# 结果与分析

#"! 初侵染源及其传播

#"!"! 土壤带菌情况

同 一 地 块 连 种 哲 蓖 ! 号 ， 第 一 年 发 病 )#&$%， 第 二 年 发 病 *#"+%， 第 三 年 发 病

,#+$%，第 四 年 发 病 !)#$*%，第 五 年 发 病 !"#&!%，第 六 年 发 病 !-#!,%，病 情 逐 年 加 重 。

土壤带菌是蓖麻枯萎病的重要初侵染源。

#"!"# 病残体带菌情况

通过第二年、第三年春天对室内外及地下不同深度过冬的病残体进行分离，均可分

离出病原菌。病残体也是蓖麻枯萎病的初侵染源。

#"!"$ 种子带菌情况

从表 ! 可 以 看 出 ， 蓖 麻 枯 萎 病 菌 可 侵

入种子而使种子带菌。从不 同 的 处 理 可 以

看出，不经过流水冲洗和表面消毒，而只浸

湿种子的处理带菌率最高；流水冲洗 "+ .
居中；-’%酒精表面消毒带菌率最低。种子

带菌也是蓖麻枯萎病的初侵染源。

#"!"% 有机肥传播试验

!,," 年通过对施入带有病残体沤制的未经腐熟的农家肥地块进行调查，发病率为

$#*-%，而对照发病率仅为 ’#,%。这说明带有病残体的未经腐熟的农家肥也是传播此种

病害的途径之一。

#"# 发病规律及其影响因子

#"#"! 轮作与发病的关系

从表 " 可 以 看 出 ， 蓖 麻 枯 萎 病 的 发 病

程度与轮作年限有关，轮作年限愈短，发病

愈重，轮作年限愈长，发病愈轻。连作重茬

地块发病严重。

表 ! 重病田种子带菌观察结果

处理方法
分离总

病原菌
带菌粒 带菌率

粒数/个0 数/个0 /%0
-’%酒精表面消毒 !’’ !"#$%&"’ !" !"
流水冲洗 "+ . !’’ !"#$%&"’ !& !&
浸湿培养 !’’ !"#$%&"’ ", ",

表 # 轮作年限与发病关系调查结果 /%0

地 点 轮作年限 调查地块 发病率幅度 平均发病率

通榆县 & " !#*- 1 +#)" "#)"
通榆县 $ ! !#-" 1 $#!" )#$*
通榆县 + $ !#-’ 1 +#"& )#!)
通榆县 " + )#"& 1 &#$* $#"*
通榆县 连作 " 年 * $#") 1 !!#)* &#*)
通榆县 连作 $ 年 ! !’#*)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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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育期与发病的关系

通过调查苗期的平均发病率为 !"#$，成株期的平均发病率为 %"%$。苗期的发病率

高于成株期的发病率。

!"!"# 湿度与发病的关系

蓖麻枯萎病的发生、发展与湿度关系较大，地势低洼、潮湿的地块发病重；生育期降

雨量大，特别是大雨、暴雨过后常常诱发枯萎病的暴发流行。

!"!"$ 品种与发病的关系

从表 % 可以看出，不同品种间的抗性存在很大的差异，通过病圃的抗性鉴定结果表

明，&%’(、)#*、)#)、汾 (%+,)、&- 和哲蓖 , 号等比较抗病。

!"!"% 前茬作物与发病的关系

从 表 * 可 以 看 出 ，不 同 茬 口 对 蓖 麻 枯 萎 病 的 发 生 也 有 一 定 影 响 ，玉 米 、高 粱 和 小 麦

等发病较轻；西瓜、胡萝卜、棉花和芝麻等茬口发病较重。

# 结论与讨论

蓖麻枯萎病的发生与蓖麻品种的抗病性、病原菌的多少和环境条件关系密切。同一

地 块 连 种 ，病 情 逐 年 加 重 ，说 明 病 菌 在 土 壤 中 的 数 量 逐 年 累 积 ，其 土 壤 中 的 数 量 与 病 情

呈正相关。因此土壤带菌是重要初侵染源之一。通过第二年、第三年春天对室内外及地

下不同深度过冬的病残体进行分离，均可分离出病菌。由此可以看出，病菌不仅可以在

病残体中过冬，而且可以存活 % 年以上，是重要的侵染源之一。蓖麻枯萎病菌可侵入种

子而使种子带菌。从不同的处理可以看出，不经过流水冲洗和表面消毒，而只浸湿种子

的 处 理 带 菌 率 最 高 ，这 说 明 除 种 子 内 部 带 菌 外 ，种 子 表 面 也 带 菌 ，以 上 说 明 种 子 带 菌 亦

是不容忽视的初侵染源，是病菌远距离传播的重要途径。从有机肥传播试验看，施入带

有病残体沤制的未经腐熟的农家肥地块明显高于其它地块，这说明带有病残体的未经

腐熟的农家肥也是传播此种病害的途径之一。

从生育期与发病的关系看，苗期的发病率高于成株期的发病率，因为在蓖麻的苗期

根系幼嫩、柔软，有利于病原菌的侵入。成株期根系比较老化，组织比较坚硬，不利于病

表 ! 品种抗病性鉴定结果

品种名称 苗期病情指数 成株期病情指数 品种名称 苗期病情指数 成株期病情指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汾 (%+,) *"’- %’"’’
),, %)")% #!"-! &- ,,",) )-",%
)#’ )!"-’ -("’( &%’( -"#’ ,’"-’
)#) *"-( %-"!’ 哲蓖 , 号 ,%"#% )!"&-
)#* )"#’ )#"’’

表 " 前茬作物与发病的关系

前茬作物 胡萝卜 芝麻 棉花 西瓜 高粱 小麦 玉米

发病率.$/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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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菌的侵入。湿度与病害的流行关系密切，这是由于病原菌的侵入需要一定的湿度，同

时浸水不利于蓖麻的生长，降低了蓖麻的抗病性。不同品种间的抗性存在很大的差异，

选育和利用抗病品种是防治蓖麻枯萎病的重要措施。不同的茬口对蓖麻枯萎病的发生

也 有 一 定 影 响 ，玉 米 、高 粱 和 小 麦 等 发 病 较 轻 ；西 瓜 、胡 萝 卜 、棉 花 和 芝 麻 等 茬 口 发 病 较

重。应在今后的蓖麻生产中加以注意。

蓖 麻 枯 萎 病 主 要 以 菌 丝 、分 生 孢 子 等 在 土 壤 、病 残 体 、种 子 及 未 经 腐 熟 的 肥 料 中 越

冬 ，亦 可 通 过 土 壤 、种 子 及 带 菌 的 肥 料 及 灌 水 等 进 行 远 近 距 离 传 播 ，且 存 活 时 间 长 达 !
年以上，这是蓖麻枯萎病的主要初侵染源。蓖麻枯萎病是一种初侵染来源广，传播途径

多 ，而 且 不 易 防 治 的 病 害 ，它 的 发 生 与 发 展 受 多 种 因 子 的 影 响 ，是 多 种 因 子 综 合 作 用 的

结果，因此必须采取综合治理的措施，才能有效地控制其发生和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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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第一个大豆杂交种诞生

长 期 以 来 ，世 界 范 围 内 大 豆 单 产 每 年 提 高 只 有 =%+V。 各 国 科 学 家 为 解 决 大 豆 低 产 问 题 ，寻 找 杂 交

优 势 利 用 方 法 付 出 了 极 大 的 努 力 ，但 由 于 大 豆 这 种 自 花 授 粉 作 物 的 特 殊 性 ，使 其 杂 交 优 势 利 用 成 为 难

以 攻 克 的 难 题 。

以 吉 林 省 农 科 院 孙 寰 为 首 的 课 题 组 经 过 (= 年 的 不 懈 努 力 ， 课 题 组 终 于 突 破 了 昆 虫 传 粉 等 关 键 技

术 ，培 育 出 世 界 上 第 一 个 大 豆 杂 交 种 。 在 吉 林 省 的 多 点 试 验 结 果 表 明 ，大 豆 杂 交 种 比 目 前 当 地 的 主 栽

品 种 增 产 (=V以 上 。同 时 在 制 种 技 术 上 取 得 突 破 ，其 利 用 切 叶 蜂 传 粉 ，结 实 率 达 到 W=V以 上 ，每 公 顷 种

子 产 量 可 达 # === U1。大 豆 杂 交 种 的 问 世 ，是 我 国 乃 至 全 球 农 业 科 技 领 域 里 的 一 项 革 命 性 成 果 ，对 大 幅

度 提 高 大 豆 产 量 、增 加 效 益 、提 高 国 际 竞 争 力 、增 进 人 类 健 康 具 有 重 大 意 义 。

世 界 著 名 大 豆 遗 传 学 家 孙 寰 研 究 员 说 ：“大 豆 是 世 界 主 要 农 作 物 中 最 后 一 个 利 用 杂 交 优 势 的 品

种 。大 豆 杂 交 种 研 究 成 果 具 有 独 创 性 ，具 有 完 全 自 主 的 知 识 产 权 。”目 前 ，大 豆 杂 交 种 制 种 技 术 已 分 别

于 (==# 年 和 (==( 年 获 得 我 国 专 利 和 美 国 专 利 ，并 正 申 请 世 界 (= 多 个 国 家 的 专 利 。于 (==! 年 # 月 #+
日 通 过 吉 林 省 农 作 物 品 种 审 定 委 员 会 审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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