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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氮肥水平及施药次数控制稻瘟病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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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 不 同 氮 肥 水 平 和 不 同 施 药 次 数 条 件 下 ，对 水 稻 品 种 超 产 ’ 号 的 稻 瘟 病 发 生 程 度 和 产 量 结 果

进 行 了 研 究 。 结 果 表 明 ，在 稻 瘟 病 得 到 有 效 控 制 情 况 下 ，产 量 随 着 施 氮 肥 量 的 增 加 而 提 高 ，但 在 稻 瘟 病 未 得

到 有 效 控 制 的 情 况 下 ，随 施 氮 肥 量 的 增 加 ，稻 瘟 病 加 重 ，产 量 反 而 降 低 。 掌 握 品 种 施 氮 量 与 施 药 次 数 的 最 佳

组 合 可 有 效 控 制 稻 瘟 病 ，获 得 最 高 产 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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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稻瘟病是水稻最重要病害之一，每年都有不同程度发生，必须进行针对性防治。稻瘟病的发

生程度与施氮肥量有关。一般来讲，施氮肥越多，发病越重，提倡减少氮肥施用量控制稻瘟病 -"，’.。但由

于施氮量过少，又没有农家肥代替，必然要大幅度减少产量。而且，不同 品 种 对 氮 肥 量 的 敏 感 程 度 不

同 -#.，因此，如何确定每个品种的氮肥施用量，既要保证产量，又可以通过药剂防治达到对稻瘟病的有

效控制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作者对水稻品种超产 ’ 号不同氮肥水平和不同施药次数控制稻瘟病

进行了研究。

! 材料和方法

!,! 供试地点、品种及药剂

试验设在公主岭市南崴子镇。

供试品种为水稻超产 ’ 号；供试药剂为 ’%/三环唑可湿性粉剂!浙江温州鹿城农药厂生产&。
!,( 试验方法

每个处理均施磷!0’1*&"’% 23 4 56’ 和钾!7’1&8% 23 4 56’。试验处理 ," 区为施纯氮 "’% 23 4 56’，施

药 " 次 ；,’ 区 为 同 氮 ，施 药 ’ 次 ；,# 区 为 同 氮 ，施 药 # 次 ；9" 区 为 施 纯 氮 "*% 23 4 56’，施 药 " 次 ；9’
区为同氮，施药 ’ 次；9# 区同氮，施药 # 次；:" 区为施纯氮 "8% 23 4 56’，施药 " 次；:’ 区为同氮，施药

’ 次 ；:# 区 为 同 氮 ，施 药 # 次 ；;" 区 为 施 纯 氮 ’"% 23 4 56’，施 药 " 次 ；;’ 区 为 同 氮 ，施 药 ’ 次 ；;# 区

为同氮，施药 # 次；<2 区为施纯氮 "8% 23 4 56’，不施药。

施药次数：" 次仅在水稻破口期施药；’ 次在破口期和齐穗期各 " 次；# 次在分蘖末期、破口期和

齐穗期各 " 次，每次施用三环唑 " %%% 倍液，每个小区面积 $% 6’。* 月 ’* 日插秧，插秧密度为 #% <6=
"* <6。氮肥按照底肥、蘖肥、穗肥和粒肥以 )>#>’>" 比例分施。为确保发病，分别于分蘖末期和孕穗期

人工接种混合孢子菌液各 " 次，孢 子 浓 度 为 #% 个 孢 子 4 "%% 倍 视 野 ，用 量 约 *% 6? 4 6’。 于 @ 月 "% 日

调查穗瘟率，秋季测产。

" 结果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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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接 第 "" 页 #该 害 虫 每 头 雌 虫 平 均 一 次 产 卵 可 达 !"" 多 粒 ，在 温 度 #$%，相 对 湿 度 &"’()"’的 条 件

下，完成一个世代只需要 #"*) +。较强的适应性决定了该虫的危险性。马铃薯甲虫能在马铃薯等 ,$ 种

植物上取食，吉林省盛产马铃薯并且有此虫喜食的茄科和其他科植物分布 ，一 旦 传 入 ，就 会 由 于 失 去

了原有天敌的控制，势必造成猖獗危害。

通过上述对吉林省所处的地理位置、 寄 主 植 物 分 布 及 该 虫 传 播 途 径 等 诸 方 面 因 素 分 析 预 测 ，该

虫完全有进入并且定居在吉林省的可能性。鉴于马铃薯甲 虫 目 前 在 我 省 尚 未 发 现 ，所 以 最 有 效 而 经

济的防治措施就是加强植物检疫工作，禁止由发生马铃薯 甲 虫 的 国 家 和 地 区 引 种 马 铃 薯 和 其 他 寄 主

植物，严格检查来自俄罗斯和所有疫区的运输工具及农副产品，特别是植 物 及 其 产 品 ，发 现 疫 情 及 时

上报，并采取严格处理措施，就地扑灭。同时要在我省边境地区定期进行疫情调查，以便及早发现，及

时扑灭。

不 同 施 肥 水 平 和 施 药 次 数 的 穗 瘟 率 和 产 量

结 果-表 ,.表 明 ，在 同 等 肥 力 条 件 下 ，/ 次 施 药 处

理 的 小 区 穗 瘟 率 明 显 低 于 # 次 和 , 次 施 药 处 理

的 小 区 ； 产 量 结 果 显 示 ，/ 次 施 药 的 处 理 高 于 #
次和 , 次施药的处理。

不 同 肥 力 水 平 条 件 下 ，/ 次 施 药 处 理 小 区 的

产 量 ，随 施 肥 量 的 增 加 而 增 加 ；而 # 次 施 药 和 ,
次 施 药 处 理 的 小 区 ，当 纯 氮 超 过 ,$" 01 2 34# 时 ，

由于稻瘟病发生加重，产量下降。产量最高的是

5/ 区 -施 纯 氮 #," 01 2 34#， 施 / 次 药 .， 产 量 达

6 7,"*!$ 01 2 34#，其 次 是 8/ 区 -施 纯 氮 ,$" 01 2
34#，施 / 次药.，产量 达 $ 6&#*!" 01 2 34#，两 者 在

,’水平上差异显著，说明超产 # 号品种随着施肥量的增加，产量显著提高。处理 5#-施 纯 氮 #," 01 2
34#，施 # 次药. 产量仅为 ) 6&!*"" 01 2 34#，其穗瘟率为 77’，而 5/、8/ 处理区穗瘟率仅为 ,!’和

,/’；处理 5, 虽然施肥量高，但仅施 , 次药，穗瘟率高达 )/’，产量最低仅为 & /67*6! 01 2 34#。可见，

由于高氮肥水平下，穗瘟病情发生重，反而降低 了 产 量 。 穗 瘟 率 最 低 的 处 理 是 9/ 区 -施 纯 氮 ,#" 01 2
34#，施 / 次药.，穗瘟率仅为 ,’，但产量也较低，仅为 ) ,7$*!! 01 2 34#，这是由于施肥量偏少的所致。

" 小 结

水稻超产 # 号品种随着施氮肥水平的提高，产量增加，但稻瘟病发生严重，随着施氮肥水平增加，

发病程度随之加重。而随着施药次数的增加，对穗颈瘟的控制程度越明显，产量随着施肥量和施药次

数的增加而增加。说明，在稻瘟病得到有效控制情况下，产量随着施氮肥 量 的 增 加 而 提 高 ；但 在 稻 瘟

病未得到有效控制的情况下，随施氮肥量的增加，稻瘟病加重，产量反而降低。可见，掌握每个品种氮

肥的最高施用量标准，合理施肥并依据防治指标及时施药防治，可有效控 制 稻 瘟 病 发 生 ，达 到 该 品 种

的最高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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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不同试验处理的穗瘟率和产量结果

试验处理 穗瘟率-’. 产量-01 2 34#. 显著性比较 ,’

5/ ,!*"" 6 7,"*!$ 9
8/ ,/*"" $ 6&#*!" >
8# 7,*"" $ ,7/*#" >8
5# 77*"" ) 6&!*"" >8
>/ 7*"" ) &7/*7" 8
># )*"" ) 7#7*#! 8
8, !6*"" ) /&)*$! 8
?0 !,*"" ) #/,*$" 8
9/ ,*"" ) ,7$*!! 85
9# #*"" ) "!"*"" 85
>, ,!*"" & $#7*!! 5
9, !*"" & !//*!! 5
5, )/*"" & /67*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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