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稻瘟病是世界性严重病害，对其研究 已有

100 余年的历史，但一直是世界性难题。我国也早

在 1925 年开始进行此病的调查研究。1938 年吉

林省稻瘟病大发生，舒兰县四家房地共种稻 700
hm2，其中有 500 hm2 毫无收获，其余 200 hm2 仅

有 5%的收获，当年全省发生面积共 4 200 hm2。此

次特大发生引起了对稻瘟病的高度重视。现就吉

林省稻瘟病防治进行简要探讨。

1 选育和推广抗病品种

选育和推广抗性品种是稻瘟病防治最经济有

效的方法，多年来，吉林省的抗稻瘟病育种取得了

重大进展，据近 3 年的抗瘟性鉴定结果，区试材料

表现中抗以上的占 46.13%，通过审定的品种均为

抗病以上, 对控制稻瘟病的大发生与流行做出了

重大贡献。但由于稻瘟病菌的极易变异性，使多数

抗病品种推广 3～5 年便丧失抗性，造成突然的严

重发病，品种抗性的丧失已经成为世界性难题。
1.1 水稻品种抗瘟性丧失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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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稻瘟病菌的变异

由于稻瘟病菌存在着自发突变、异核现象、准
性生殖、菌丝融合、迁移、寄主定向选择等因素，在

自然界中始终存在着致病性的变异，形成众多致

病性不同的生理小种，同时产生对高抗品种具有

致病性的新的生理小种。
1.1.2 品种布局不合理

单一品种的大面积连年种植，使病原菌产生

定向选择，造成对其致病的小种群体数量上升，成

为优势小种。
1.1.3 气候条件

气候因素是稻瘟病发生的重要客观条件，高

温高湿、连续阴雨或多雾露有利于稻瘟病的发生。
如果对某些品种的致病小种出现频率高，成为优

势小种，这些品种遇到适宜的发病条件便会严重

发病，造成抗性丧失。
1.1.4 品种抗性遗传基础狭窄

由于育种材料单一，遗传基础狭窄，造成同一

地方种植的几个或多个品种抗性遗传基础相近，

没有真正发挥遗传多样性的效果，进一步加速某

些生理小种的稳定性选择，数量急剧上升，如遇适

宜发病条件，可造成几个品种同时丧失抗性。
1.2 对于抗性丧失应采取如下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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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加强抗病种质资源创新，增加抗性遗传多

样性

丰富的抗瘟种质资源是进行抗瘟育种的基本

条件，粳稻抗瘟资源缺乏，是造成生产上品种抗瘟

遗传基础狭窄的主要原因。种质资源创新等基础

研究不足，甚至从品种中选品种也是造成品种抗

瘟遗传基础狭窄的重要原因。加强种质资源创新，

增加抗瘟遗传多样性是达到对稻瘟病持久控制的

重要手段。
在进行种质资源改良与创新过程中，要充分

考虑到不同抗瘟基因对吉林省稻瘟病菌的抗性程

度。浙江省农科院利用采自全国的稻瘟病菌株对

13 个已知基因粳稻品种的抗性水平进行了测定，

结果 13 个抗瘟基因对我国稻瘟病菌总体上抗性

都不强，但从不同地区来看，每个地区均可选出

1～3 个抗性较高的基因。我们利用吉林省的稻瘟

病菌对 17 个抗瘟单基因品种进行了抗性评价，筛

选出 Pi- kp、Pi- 9(t)、Pi- ta2、Pi- z 4 个抗性高的基因。
1.2.2 研究明确水稻品种与稻瘟病菌的互作规

律，根据不同地区优势病原种类选择抗性品种，进

行品种合理布局，规避品种发病适区

水稻品种与稻瘟病菌的互作规律是稻瘟病研

究的重要方面，各地都在不断地研究，但将其应用

于生产实际还不够充分。不同品种对不同的稻瘟

病菌抗性不同，不同地区存在不同的优势病原菌

种类，应根据各地区优势病原菌种类选择抗性品

种，进行品种的合理布局，规避品种的发病适区，

延长品种的抗性年限。
1.2.3 品种混植或种植多系品种

选择遗传背景和农艺性状差异较大，对稻瘟

病菌抗谱不同的水稻品种进行混合间栽，避免了

稻瘟病菌小种的定向选择，稀释了致病小种的菌

源量；同时，植株间的障碍效应，以及非致病性菌

株或弱致病性菌株的诱导抗性等，可显著减轻田

间稻瘟病的发生程度，是利用生物多样性防治病

害的成功实例，在我国西南稻区已有较大面积的

推广。我们也在粳稻上进行了研究，效果明显。但

根据东北农业生产实际，大面积推广品种混植困

难较大。选育和推广抗瘟多系品种是有效可行的

措施，到目前为止，抗瘟多系品种在吉林省还没有

推广应用。
1.2.4 加强品种抗性监测，及时更换抗性丧失品

种

品种的抗性丧失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只有

在其致病的生理小种的数量足够，或成为优势小

种时，遇到适宜的发病条件，便造成该品种的抗性

丧失。由于不同地区稻瘟病菌的组成不同，所以同

一品种在不同地区的抗性表现是不同的，因此应

及时对主推品种在各地区的抗性情况进行跟踪监

测，及时更换或淘汰抗性下降的品种或已经丧失

抗性的品种。

2 利用人工诱导抗性控制稻瘟病

人工诱导抗性在稻瘟病的防治上具有很好的

发展潜力，研究证明前胡、白芷、水杨酸等多种化

学物质和成分均能很好的诱导水稻植株过氧化物

酶、多酚氧化酶、苯丙氨酸解氨酶等的活性明显增

强，发生抗性反应，产生植保素类物质。稻瘟病菌

的非致病性菌株和弱致病性菌株也可以产生诱导

抗性，这也是品种混植增强抗性的一个机理。
目前生产上应用面积较大的诱抗剂为日本生

产的好米得颗粒剂，效果很好，但成本也较高。多

数诱抗剂的防治效果都不是很高，单独利用诱抗

剂控制稻瘟病是不够的，应与其它措施结合应用。
近两年筛选出 β-氨基丁酸，对稻瘟病的诱抗效果

达 40%～70%，并提出了与生物药剂协调应用技

术。
人工诱导抗性是利用品种抗性控制稻瘟病的

一种附加措施，是优质稻米无公害生产的有效措

施，应进一步加强研究与开发。

3 合理施肥控制稻瘟病

稻瘟病的发生与施肥关系较大，提倡氮、磷、
钾肥合理配施。一般来讲，过量偏施氮肥引起茎叶

嫩绿繁茂，并给病原菌提供足够的氮源和碳源，加

重稻瘟病的危害。增施硅肥使水稻植株表皮细胞

硅质化，增强对稻瘟病菌的抵抗力。增施磷、钾肥

均可提高植株的抗病能力，但在氮素施用量过大

的情况下，增施磷、钾肥却加重稻瘟病的发生。因

此，应采取多施农家肥，稳定氮肥施用，补充钾肥，

控制磷肥的原则，氮、磷、钾肥比例按 1：0.33:
0.41。避免集中偏施、迟施氮肥，分 3 次施用，其中

底肥占 40%，蘖肥占 40%，穗分化到抽穗开花期

施 20%。
值得一提的是，施氮肥多加重稻瘟病的发生，

但少施氮又达不到理想的产量，这是一个矛盾。通

过研究得出，就加重稻瘟病发生这一点上，不同品

种对氮肥的承受力是不同的。就是说，有些品种稍

多施用氮肥就加重稻瘟病的发生，而有些品种却

具有较大的承受力。因此要根据每个主推品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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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决定其施肥水平，既要达到理想的产量，又不

至于造成稻瘟病的严重危害。
通过保健栽培防治农作物病害既与高产栽培

相一致，有时也存在着矛盾，要从经济阈值的角度

出发来研究和实现二者的统一。

4 稻瘟病的药剂防治

药剂防治仍然是稻瘟病防治的主要措施之

一，目前防治稻瘟病的药剂较多，如预防性药剂三

环唑等；治疗性药剂春雷霉素等；兼预防和治疗的

药剂富士一号等；复合性药剂灭稻瘟一号(春雷霉

素 + 三环唑)等。到目前为止，在全国应用面积最

大，防治效果最好的药剂仍为三环唑。
4.1 稻瘟病药剂防治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4.1.1 防治不及时

由于叶瘟侵染时期和发生时期较长，发现病

斑并达到防治指标后进行及时的施药防治，一般

均能控制其危害。对于穗颈瘟，及时预防尤为重

要。穗颈瘟的易感期较短，从水稻抽穗初期到抽穗

后 20 d 为易感期，抽穗 20 d 后发病明显降低。
目前防效较好，应用面积较大的药剂多数为预防

性药剂，如三环唑等，一旦病菌侵入后，甚至见到

穗瘟再施药，防治效果显著降低。
吉林省已经制定了穗瘟防治指标，即在孕穗

末期抽查 20 丛水稻顶部 3 叶的病斑数，20 个以

上为视其它条件(包括气象条件、栽培条件、品种

抗性等)决定是否施药；100 个以上为必要施药指

标，但视其它条件决定施药 1 次或 2 次；200 个以

上为施药两次的指标。
4.1.2 叶瘟发生轻，易造成麻痹思想

对水稻产量产生毁灭性危害的主要是穗颈

瘟，穗颈瘟的发生与叶瘟的发生程度没有明显的

相关性。稻瘟病菌的繁殖速度极快，病菌侵入稻株

后 5～7 d 便开始从形成的病斑产生新的分生孢

子，在 2 个星期内每天夜里可产生 2 000～6 000
个新孢子进入下个侵染循环。虽然叶瘟发生较轻，

但田间菌源是足够的，穗瘟的发生程度主要取决

于气候条件，只要穗瘟发生期遇到适宜的发病条

件便可严重发病。
4.1.3 产生抗药性

由于同种药剂连年过量施用，使病原菌产生

适应性变异，形成抗药性，降低防治效果。稻瘟病

菌已经对多种药剂产生了抗药性，如稻瘟净、异稻

瘟净、稻瘟灵和富士一号等，同时还存在交互抗

性。目前使用最多的防治稻瘟病药剂三环唑在我

国已使用 20 余年，在部分地区防效下降，是否产

生抗药性，说法不一。有人认为是产生了抗药性，

有人认为是其它原因引起的。但不论如何，许多地

区的稻瘟病菌对三环唑的敏感性降低，防效下降，

这是不争的事实。
稻瘟病菌繁殖快，发生代数多，容易产生抗药

性。因此，在稻瘟病的药剂防治上要避免连续使用

同种药剂，降低抗药性的产生。
4.2 稻瘟病药剂防治的注意事项

①加强病害监测，做好预防。
②严格按防治指标进行药剂防治，避免过多

过量施药。
③进行药剂轮换施用，避免长期施用同种药

剂，控制抗药性的产生。
④选择没有产生抗药性和没有交互抗性的药

剂。

5 稻瘟病的综合防治技术体系

①根据当地稻瘟病菌优势类群选择 抗性品

种，及时更换抗性降低品种，淘汰抗性丧失品种。
②根据不同品种的耐肥性，按产量与稻瘟病

危害损失的相互关系进行合理施肥。
③选择抗不同生理小种的品种进行 混合间

栽，避免某一生理小种的定向选择，成为优势小

种。
④施用诱抗剂，进一步增加人工诱导抗性。
⑤进行稻瘟病发生的实时监测，及时进行药

剂防治。根据发生程度选择不同的药剂种类和施

药次数，并进行药剂的轮换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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