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蓖麻是我国主要油料作物之一。蓖麻工业用途

较广泛，尤其是蓖麻油作为其他油类不可替代的高

级润滑油，在航天工业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吉林

省是蓖麻主产区，每年种植面积约 6～8 万 hm2 左

右，占全国蓖麻种植面积的 1/4。随着我国农业产业

化的不断发展，蓖麻播种面积逐年增加，有些地方由

于重茬种植等原因，蓖麻枯萎病发生逐年严重。仅

2005～2006 年在吉林省各蓖麻产区调查，因蓖麻枯

萎病的发生而导致蓖麻种植区植株发病率为 10%
～20%，严重者达 50%以上[1- 2]，甚至达到绝收的程

度。如何控制蓖麻枯萎病的发生，使蓖麻的产量损失

降至最低程度，已成为生产上急需解决的问题。

1 材料与方法

1.1 症状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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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5～2006 年蓖麻生长季节，对我院试

验地连作蓖麻的地块进行蓖麻枯萎病发生情况观

察，每 3 d 观察 1 次。该地块近年来枯萎病发生逐

年严重，观察材料为生产上常用的蓖麻品种白蓖

12。
1.2 病原菌分离

2006 年对从田间采集的蓖麻病株进行病菌

分离，将一部分病株样本和分离所得到的菌株送

交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进行鉴定，将另一部

分分离所得的菌株进行镜下观察。
1.3 品种间的抗性差异

2005～2006 年对 12 个不同蓖麻品种进行田

间接种，并以其中的白蓖 12 为对照。首先以玉米

米查、破碎的蓖麻籽、细砂，按 1∶0.2∶0.3 的配制比例

与采自田间并已发生枯萎病的蓖麻植株的粉末混

拌均匀，经保温保湿培养后制成接种体。采用田间

接种法，于播种时每埯接入 2.5%的菌土 80 g 盖

在种子上面，然后覆土，田间正常管理。调查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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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田间发病情况。
1.4 轮作与发病的关系

在 2005～2006 年，对蓖麻主产区通榆、洮南

不同轮作年限蓖麻地块进行枯萎病发生情况调

查，目的在于寻找病害发生程度与轮作关系的理

论依据。
1.5 药剂防治试验

在 2005 和 2006 年，每年 2 个试验点，分别

以抗枯宁、菌枯净、敌克松和多菌灵对白蓖 12 进

行闷种处理，用药比例为种子重量的 0.5%，并与

对照一起播种于经土壤接种的田块，收获前调查

其发病情况。
1.6 蓖麻枯萎病调查分级标准及计算方法

参照有关病害分级标准，结合蓖麻枯萎病发

生情况，拟定如下分级标准。
苗期分级标准：

0 级：子叶、真叶无症状

1 级：1～2 片子叶发病

2 级：1 片真叶发病

3 级：2 片以上真叶发病

4 级：叶片大量发病或枯死

成株期分级标准：

0 级：全株无症状

1 级：叶片和茎部发病占全株 25%以下

2 级：叶片和茎部发病占全株 25%～50%
3 级：叶片和茎部发病占全株 50%～75%
4 级：全株发病，植株矮小畸形

病情指数的计算方法：

病情指数 =Σ(各级病株数×相应级数)
调查总叶数×4 ×100%

发病率 = 病株数
调查数

×100%

2 结果和分析

2.1 蓖麻枯萎病的观察结果

经过两个生长季节的田间观察发现，蓖麻枯

萎病在苗期和现蕾期均有发生。观察发现该病严

重危害蓖麻果穗，并在各个发育时期引起蓖麻植

株萎蔫和枯死，以至大量减产。苗期从根部或靠近

地面的茎基部发病，根部坏死，茎部先水浸状，后

呈凹陷纵沟，褐色。叶片从下部向上发展，叶尖或

叶缘出现暗绿色水浸状斑块后，变为褐色而坏死。
在成株期有的全株发病干枯，有的分枝发病，植株

矮小。当病株发病较轻或发病时间较晚时，仍可见

病株开花结果，产生发育不良的果穗。当发病条件

适宜时，在病叶的背面或发病一侧茎秆的表面可

见淡粉色或粉白色霉层。经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

鉴定该病原菌为尖孢镰刀菌。
2.2 不同品种田间接种抗性比较

通过对不同品种进行田间接种试验，又在不同

时期对其发病情况进行调查，发现不同品种、不同时

期发病程度有显著差异，具体鉴定结果见表 1。

调查结果表明，代号为 3、6、4 等品种发病程

度较轻。苗期调查病情指数分别为 2.65%、4.97%
和 11.45% ， 成 株 调 查 病 情 指 数 为 27.45%、
29.67%和 29.32%，均明显低于对照。成株期病情

指数均明显高于苗期，说明蓖麻枯萎病是从苗期

到成株期逐渐加重的。病害发生的越早，对蓖麻的

危害越严重。
2.3 不同连作、轮作与蓖麻枯萎病的关系

通过对不同地块，不同连作、轮作年限蓖麻枯

萎病发生情况的调查发现，由于多年连作地力得

不到恢复，所需营养贫乏，土壤中菌量逐年积累，

抗病性降低，导致病害发生严重。连作 5～8 年发

病 率 为 18.3%～26.3% ,2 年 发 病 率 为 12.0%～
13.3%。而轮作 4～5 年发病率为 7.4%(表 2)。同时

也发现，在土壤肥力低的地块，尤其是以豆科、小

麦或大麦为前茬的地块，蓖麻枯萎病发生率比较

低。实行 4 年以上的轮作，是防治蓖麻枯萎病最经

济有效的措施。 (下转第 46 页)

表 2 连作、轮作与蓖麻枯萎病的关系

调查地点 连作、轮作年限(年) 调查株数 病株数 发病率(%)
通榆七井子 连作 8 300 79 26.3
洮南黑水 连作 7 300 56 18.7
洮南黑水 连作 5 300 58 19.3
通榆七井子 连作 5 300 55 18.3
通榆七井子 连作 2 300 36 12.0
洮南黑水 连作 2 300 40 13.3
通榆七井子 轮作 5 300 23 7.7
通榆七井子 轮作 4 300 19 6.3
洮南黑水 轮作 4 300 25 8.3
洮南黑水 轮作 2 300 28 9.3

表 1 不同蓖麻品种对枯萎病的抗性鉴定

品种名称 苗期病情 成株期病 植株颜色
(代号) 指数(%) 情指数(%)
1 26.03 77.56 紫
2 30.72 56.02 绿
3 2.65 27.45 紫
4 11.45 29.32 紫
5 18.52 48.92 紫
6 4.97 29.67 绿
7 56.23 77.25 绿
8 22.05 45.56 绿
9 32.94 48.39 紫
10 21.14 43.71 绿
11 35.53 52.54 绿

白蓖 12(对照) 15.91 36.60 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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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药剂防治试验

从表 3 结果可以看出，抗枯宁和敌克松两种

药剂处理防效相对较好，而另外两种药剂处理也

有一定防效，但不理想。

3 结论和讨论

3.1 蓖麻枯萎病在蓖麻生育期任何生长阶段都

可能发生，危害部位包括根部、茎秆、叶片和果穗

等。可造成根部坏死、茎叶枯萎、植株矮小、果穗

瘦瘪、减产乃至绝收。蓖麻枯萎病的典型表现症状

是在适宜发病的条件下，在叶片背面或茎秆发病

一侧表面可见淡粉色或粉白色霉层，可以根据田

间是否出现蓖麻枯萎病发病症状，采取相应的防

治措施。
3.2 分离培养的病原菌特征与中科院鉴定结果

相吻合，这一结果可为蓖麻枯萎病的药剂防治研

究提供重要参考。可以用抑菌圈的方法在实验室

内选出有效的防治药剂，再根据蓖麻枯萎病的危

害特点选用相应剂型即可达到防治的目的。
3.3 不同的蓖麻品种对蓖麻枯萎病的抗性存在

显著差异。蓖麻枯萎病的发生特点是由轻到重逐

渐发展的，病害发生的越早、持续的时间越长，危

害越严重。这些特点为蓖麻抗枯萎病育种提供了

理论参考，可用此法对蓖麻品种资源进行抗枯萎

病鉴定，进而获得一批抗蓖麻枯萎病的资源材料，

服务于蓖麻抗枯萎病育种。
3.4 先进的栽培技术措施有利于减轻蓖麻枯萎

病的发生。种子带菌和土壤带菌都能引起蓖麻枯

萎病的发生，而由于连作导致土壤中病原菌的积

累是蓖麻枯萎病发生的主要原因 [3]。土壤肥力和

前茬作物的不同也可导致蓖麻枯萎病发生程度的

差异。这项试验为蓖麻生产栽培提供了理论指导

依据。
3.5 就目前农药市场情况来看，还没有发现对蓖

麻枯萎病有特效的农药来防治蓖麻枯萎病。相对

较好的处理药剂有抗枯宁和敌克松等。关于药剂

防治蓖麻枯萎病在农药种类、剂型以及用药时期、
用药方法等方面还有很大的探讨空间，应进一步

研究。
3.6 就目前栽培水平来看，只有用综合防治的方

法，在蓖麻栽培的各环节加强管理，尽可能使用感

病较轻的蓖麻品种，采取轮作措施，选择有利于蓖

麻生长的前茬，如豆茬、麦茬等地块，结合药剂防

治，才能达到控制或减轻蓖麻枯萎病的发生，增加

蓖麻产量和收益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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