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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探究氮肥及拿敌稳对水稻稻瘟病和纹枯病的防治效果及产量的影响 ,通过田间小区试验，对各个处理施用不

同氮肥及药量。结果表明：拿敌稳对水稻稻瘟病及纹枯病均有较好的防治效果且随浓度的增加防治效果增强；与常规施

氮相比较，减氮 20%有利于对稻瘟病的防治；施用拿敌稳 300 g/hm2并减氮 20%对病害的防治效果最好且产量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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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Nitrogen Fertilizer and Nadiwen WG Application Rate on Rice Dis⁃
ease and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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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nitrogenous fertilizer and Nadiwen on the control and yield of rice blast and
sheath blight, different nitrogen fertilizer and fungicides were applied to each treatment through field plot exper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Nadiwen had good control effect on rice blast and sheath blight, and the control effect in⁃
creased with increased concentration. Compared with conventional nitrogen application, reducing nitrogen by 20%
was beneficial to the control of rice blast. Application of Nadiwen 300 g/ha and reduction nitrogen fertilizer 20% had
the best control effect and the highest y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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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是我国主要的粮食作物，在农业生产中

占有重要的地位，辽宁省年播种面积及产量分别

达到 56万 hm2、420万 t，为辽宁省第二大粮食作

物 [1]。氮素作为植物生长发育必需的营养元素 ,对
水稻主要农艺性状均有影响 [2-3]。虽然氮肥使用

量逐年增加，但水稻对氮素的利用率却明显下

降，氮肥利用效率低和氮素的大量投入导致一系

列的环境问题 [4]。氮肥的大量使用导致稻田每年

排放出的温室气体 CH4和 N2O不利于世界应对气

候变暖的主题 [5]。氮肥是水稻生产上的主要肥

料，减少氮素的使用量对水稻有减产的风险，而

拿敌稳主要用于防治水稻纹枯病、稻瘟病和稻曲

病，拿敌稳的使用能够提高水稻对氮的利用率，

起到良好的保产、增产的效果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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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水稻产区病害发生严重，稻瘟

病、水稻纹枯病等是稻田的主要病害，且有加重

迹象，部分地区因病害出现大面积减产的现

象 [8-9]。目前对水稻减氮的相关研究多集中在水

稻产量、品质、防病及其机理方面 [10-14]，应用拿敌

稳防治水稻稻瘟病及纹枯病也有相关报道 [15]，在

减氮条件下应用拿敌稳对水稻病害防治及产量的

影响未见报道。本研究通过氮肥使用量的调控影

响拿敌稳对水稻的氮代谢，进一步明确在应用拿

敌稳的情况下，减少全年氮肥使用量对水稻产量

性状及防病作用的影响。为今后生产上推广拿敌

稳减氮防病技术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为多年耕作的老稻田，土壤为滨海盐渍

型水稻土；pH值 7.5～7.8；有机质含量 2.298 7%，全
盐为 0.27%，全 P2O5为 2.685 5%，水分为 2.8%，全 N
为 1.290 6%。耕层土壤除具有较高盐分以外，还

缺少磷钾锌元素。田间主要杂草为禾本科杂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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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草科杂草、阔叶草以及水生藻类。

1.2 试验材料

供试药剂：拿敌稳 75%WG（BYF 1047 200SC
拜耳作物科学）；75%三环唑可湿性粉剂（陶氏益

农）；5%井冈霉素可溶粉剂（武汉科诺生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供试水稻品种为盐丰 47，该品

种为中熟品种，分蘖力强。供试肥料：尿素（大地

丰掺混复合肥 N-P2O5-K2O：28-18-8）总养分 ≥
54%，Zn≥0.02。背负式工农 16型喷雾器。

1.3 试验方法

1.3.1 试验设计

田间栽培的行距 28 cm、穴距 14 cm。育苗时

间为 4月 15日，插秧时间为 5月 24日。示范区共

6个处理，大区设置。每处理区面积为 200 m2，共

需 1 200 m2。小区边缘设保护行。每小区筑田

埂，防止串水，所有栽培条件均匀一致。本次试

验共进行两次喷药，喷药时间分别为 7月 27日、8
月 8日；施肥分别在 5月 9日施底肥大地丰，减氮

处理同时补充等量磷、钾肥，6月 12日追肥尿素。

使用背负式喷雾器均匀喷雾，喷液量 225 kg/hm2。

各小区随机排列。各处理分别为：CK（不施肥不

施药），处理 1（常规施肥 450 kg/hm2，尿素 75 kg/hm2；

正常施药为三环唑和井岗霉素）；处理 2（拿敌稳

225 g ∕ hm2；减氮 20% 为 360 kg/hm2，尿素 60 kg/
hm2）；处理 3（拿敌稳 225 g∕hm2；常规施肥 450 kg/
hm2,尿素 75 kg/hm2）；处理 4（拿敌稳 300 g∕hm2；常规

施肥 450 kg/hm2，尿素 75 kg/hm2）；处理 5（拿敌稳

300 g ∕ hm2；减氮 20% 为 360 kg/hm2,尿素 60 kg/
hm2）。

1.3.2 病害调查及分级标准

9月 8日调查病害一次。根据水稻叶鞘和叶

片为害症状程度分级，以株为单位，每小区 5点取

样，每点调查相连 5丛，共 25丛，记录总株数、病

株数和病级数。分级标准如下：叶瘟 0级：无病

斑；1级：叶片病斑少于 5个，长度小于 1 cm；3级：

叶片病斑 6～10个，部分病斑长度大于 1 cm；5
级：叶片病斑 11～25个，部分病斑连成片，占叶面

积 10％～25%；7级：叶片病斑 26个以上，病斑连

成片，占叶面积 26％～50%；9级：病斑连成片，占

叶面积 50%以上或全叶枯死。纹枯病 0级：全株

无病；1级：第四片叶及其以下各叶鞘、叶片发病

（以剑叶为第一片叶）；3级：第三片叶及其以下各

叶鞘、叶片发病；5级：第二片叶及其以下各叶鞘、

叶片发病；7级：剑叶及其以下各叶鞘、叶片发病；

9级：全株发病，提早枯死。

1.3.3 产量调查方法

于 10月 7日进行测产。采用 5点取样法，每

个处理调查 5点，每点调查 1 m2，然后剪取所有的

稻穗带回实验室晒干、考种。以平均 1 m2的产量

折算出公顷产量，计算各药剂处理区相对于空白

对照区的增产率。

1.3.4 药效计算

本次试验采用 5点取样法，每点调查 5穴。药

效计算方法：

病情指数 = ∑( )各级病穗数 × 相对级值

调查总穗数
× 100

防治效果 ( )% = 处理区病情指数 - 对照区病情指数
对照区病情指数

× 100
增产率（%）= 药剂处理区产量 - 空白对照区产量

空白对照区产量
× 100

1.4 数据分析

采用 SPSS 17.0软件对所调查数据进行统计

分析，采用Duncan′s新复极差法进行显著性检验。

2 结果与分析

2.1 氮肥减量条件下拿敌稳施用量对水稻病害

的影响

由表 1可知，各个处理对水稻纹枯病均有一

定的防治效果，且差异显著，其中拿敌稳对水稻

纹枯病的防治效果要好于常规施肥施药处理及对

表1 不同处理对水稻纹枯病防治效果

处理

CK
1
2
3
4
5

注：同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下同

病情指数

15.78a
3.39b
2.47c
1.81d
1.47e
1.17f

防效（%）
-
78.5
84.3
88.5
90.7
92.6

总株数（株）

526
487
475
518
519
532

病株数（株）

140
45
16
14
8
5

病株率（%）
26.62
9.24
3.37
2.70
1.54
0.94

总穴数（穴）

25
25
25
25
25
25

病穴数（穴）

18
11
7
6
5
5

病穴率（%）
72
44
28
24
2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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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处理，并且随着药量的增加防治效果增强。处

理 2与处理 3施药相同，减氮处理纹枯病病情指

数和病穴率均高于常规施肥；处理 4与处理 5施
药相同，但减氮处理纹枯病病情指数却低于常规

施肥，病穴率相同。说明减氮对水稻纹枯病的发

生与危害影响不大，减氮处理并不能确定可以对

水稻纹枯病的防治起到一定的作用。

由表 2可知，几种处理对水稻稻瘟病都具有

较好的防治效果，其中处理 3和常规处理防效相

同，其他拿敌稳处理对水稻稻瘟病的防治要好于

常规处理及对照，且随着浓度的增大防治效果增强。

处理 1、处理 2与处理 3对比，结果表明在同样的施

肥条件下，使用拿敌稳与常规施用三环唑病指防

效相同，但在减氮情况下稻瘟病发生较轻，拿敌

稳的防治效果更好。处理 4与处理 5对比也同样

表明减少氮肥施用有利于增强对稻瘟病的防治效

表2 不同处理对水稻稻瘟病防治效果

处理

CK
1
2
3
4
5

病情指数

6.97a
1.65b
0.84d
1.65b
1.14c
0.40e

防效（%）
-
76.3
87.9
76.3
83.6
94.3

总株数（株）

526
487
475
518
519
532

病株数（株）

96
54
37
45
47
17

病株率（%）
18.25
11.09
7.79
8.69
9.06
3.20

总穴数（穴）

25
25
25
25
25
25

病穴数（穴）

22
15
13
18
13
11

病穴率（%）
88
60
52
72
52
44

果。

2.2 氮肥减量条件下拿敌稳施用量对水稻产量

的影响

由表 3可知，各个处理水稻产量均有所增加，但

增产率不同，其中处理 5(拿敌稳 300 g/hm2,减氮 20%)
最高。与常规药剂（三环唑）对比，除了株高，拿敌稳

各个处理的其他参数均有所提高。处理 2与处理 3
对比，在施用拿敌稳 225 g/hm2的条件下减氮 20%
比全氮增加 14.4 kg/hm2，而处理 4与处理 5对比，

表3 不同处理对水稻产量影响

处理

ck
1
2
3
4
5

产量（kg/hm2）

6 387.3
10 777.7
11 035.1
11 049.5
11 510.6
11 935.5

增产率（%）
-
68.7
72.8
73.0
80.2
86.9

株高（cm）
100.8
102.2
101.9
101.9
102.6
102.5

穗长（cm）
16.7
18.6
18.7
18.7
18.9
19.2

单株粒数（粒 /株）

100.1
123.4
125.2
125.0
126.1
129.0

千粒重（g）
21.1
24.8
25.0
25.1
25.5
26.2

结实率（%）
79.0
92.0
92.1
92.0
92.7
93.0

在施用拿敌稳 300 g/hm2的条件下减氮 20%比全

氮增加 424.9 kg/hm2。

3 结论与讨论

对田间小区施用不同量的拿敌稳及氮肥，调

查结果表明，拿敌稳对水稻稻瘟病和纹枯病均有

较好的防治效果，这与陈兰等的结果一致 [16]，但本

文拿敌稳的最佳浓度为 300 g/hm2，与其认为 150
g/hm2最适合有所不同，同时也高于熊件妹等 [17]认

为的 225 g/hm2，这可能是由于盘锦地处北方且处

于辽河入海口，其土壤盐碱度高的特殊条件所导

致的。减氮有利于降低稻瘟病的发生程度，这与

唐旭等 [18]的结果一致，减氮对水稻纹枯病的发生

没有影响，这与黄世文等 [19]的结果不一致，这可能

是本研究根据当地农业生产者在实际管理中施用

的氮肥量进行的计算，其施用量较高，即使减氮

20%也高于水稻生长过程中所需氮量的最大值，

因此本研究中氮肥对纹枯病的发生危害没有产生

规律性的影响。

本研究表明，施氮量增加稻瘟病发病加重，水

稻产量降低，这与杨秀娟等 [20]报道一致。减氮有

利于提高水稻产量，使用拿敌稳 300 g/hm2时，其

增产作用要高于 225 g/hm2，这可能是拿敌稳对水

稻增产具有促进作用，或是由于在田间农事操作

过程中使用的氮肥量要高于农作物生长实际需求

量，而适量减氮有效遏制了水稻病害的发生，所

以产量增加。应用拿敌稳，同时明确田间施肥的

最佳时期和施用量有待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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