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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分析了2005 年日照市烟草赤星病流行的气象条件 , 提出了防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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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草赤星病是真菌引起的烟草叶部病害, 它主要在叶片

成熟时发生, 特别是打顶后更易感病。烟草叶部受害后除影

响光合作用, 减少干物质积累外 , 更重要的是损坏烟叶质量、

降低商品等级, 从而减少经济收入。据统计 , 该病发生严重

时, 曾使烤烟均价下降1 个等级 , 并且病害的严重程度每增

加1 级, 烟叶售价将下降10 % 甚至更多。

1  2005 年日照烟草赤星病发生概况

2005 年日照市烤烟种植面积达5 333 hm2 , 由于感病阶段

气象条件十分有利, 导致该病的发生与流行重于一般年份。

据调查统计:2005 年日照市烟草赤星病病株率为25 % , 病叶

率1 .8 % , 病情指数达0 .06 , 发病程度属于中等偏重年份。病

害发生严重地区, 烤烟平均售价下降了10 % , 另外烟农为防

治病害, 加大了农药使用量, 农药费用比往年又有所增加, 因

此生产成本增加, 损失随之加大。

2  烟草赤星病发病条件

烟草赤星病发生流行的先决条件是烟株叶片是否进入

感病阶段( 即叶片生长中后期) 。烟株对赤星病有明显的阶

段抗病性, 幼苗期感病, 以后抗病力逐渐降低 , 烟株底脚叶片

成熟后, 开始进入感病阶段, 并按照叶片成熟的先后 , 病斑逐

渐由低叶向上部叶片蔓延。

在叶片进入生理成熟期以后, 温、湿度条件是影响赤星

病发生流行的主要气象因子, 温度主要影响病害发生早晚 ,

而湿度因素, 主要是降水则影响病害流行扩展的速度。据研

究: 烟草赤星病是一种季节性变化明显的病害 , 发生轻重与

叶片成熟期间的降水、温度、日照、雾况均有较大关系。当温

度≥23 ℃时, 赤星病开始发生, 病害进入盛发期后 , 发病的适

宜温度在25 ℃左右。而感病期间的降水量、田间湿度因年

份的不同, 成为决定烟草赤星病是否发展流行的最重要因

素, 如烟叶成熟期间降水量大, 降水日数多, 光照少或者日夜

温差大 , 夜间结露, 白天有雾的年份, 赤星病就容易严重

流行。

另外, 赤星病发生流行还与大面积种植感病品种、移栽

期的早晚以及追肥等栽培措施有关。日照市近年来烤烟主

栽品种是 NC82 、NC89 、K326 , 这几个品种均较感病 , 近年来烟

草赤星病在日照市的发生流行与此也有一定关系。

3  2005 年感病阶段气象条件分析

日照市烤烟一般于7 月上旬开始发病,7 月下旬至8 月

下旬进入烟叶生理成熟期, 此时大部叶片处于感病阶段, 发

病迅猛。

分析日照市2005 年7、8 月各旬的气象资料, 可以看出 :

2005 年7 、8 月平均气温为23 .9 ℃, 其中7 月上、中旬气温较

常年偏低2 .8 ℃。气温较低, 病害发生比往年偏晚。中旬末 ,

气温开始升高, 此时烟株生长速度加快 , 烟叶进入生理成熟

期, 病害逐渐进入发生发展时期。病害盛发期( 7 月下旬～8

月下旬) 平均气温25 .0 ℃, 与常年相比偏低0 .9 ℃, 温度适宜

满足了病害发生发展条件。此期累计降水量为326 .6 mm, 较

常年偏多109 .8 mm, 降水量在各旬分布较均匀。由表1 可以

看出: 感病阶段降水日数偏多, 日照时数持续偏少, 田间湿度

增大, 气温适宜 , 充分满足了赤星病发生流行对气象条件的

需求, 从而使病害的发生与危害程度加大。

  表1 感病阶段日照市气象条件对比

7 月上旬

A B C

7 月中旬

A B C

7 月下旬

A B C

8 月上旬

A B C

8 月中旬

A B C

8 月下旬

A B C

2003 年  21 .9 4  43 .3  21 .5  3  47 .9  25 .7  6  62.1  26 .3  4  41 .4  24 .1  3  47 .9  23 .9  6  53 .2

常年 24 4 63 .9 24 .9 5 57 .6 26 .2 4 82.0 26 .5 3 79 .4 25 .9 4 71 .4 24 .9 3 81 .1

距平 - 2 .1 0 - 20 .6 - 3 .4 - 2 - 9 .7 - 0 .5 2 - 19.9 - 0 .2 1 - 38 .0 - 1 .8 - 1 - 23 .5 - 1 .0 3 - 27 .9

 注 :A 代表气温( ℃) ,B 代表降水日数( d) ,C 代表日照时数( h) 。

4  防御措施

防御烟草赤星病应采用以种植抗耐病品种与加强栽培

管理相结合的措施。

4 .1  种植抗耐病品种 国内先后培育和引进了一批抗病或

耐病品种, 并已在不同阶段和地区推广使用, 山东省推广的

有单育二号、革新三号、8504 等, 抗病效果较好。

4 .2 发展春烟、培育壮苗  适时早栽是控制病害发生的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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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措施。种春烟可以做到早育苗、早移栽、早成熟、早烘烤 ,

多烤伏前烟, 至8 月中旬烤完, 做到“伏尽烟完”, 这样就能使

烟草感病阶段避开温暖的雨季, 躲过病害流行期。培育壮

苗, 不仅对优质适产有重要作用 , 而且也能增强抗病力, 减轻

病害。

4 .3  种植勿过密, 适当用肥  种植密度过大, 光照不足 , 有

利于此菌繁殖侵染, 导致病害加重。因此 , 要根据品种特性、

地力、肥水条件, 调整行株距, 做到合理密植, 通风透光, 从而

降低温湿度, 减少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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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长势好的水稻。

2 .8 稻飞虱抗药性急剧上升  近年来稻飞虱生物演变较

快, 现已出现5 种生物型混合发生的态势 , 且高致害力的生

物3 型稻飞虱普遍存在。

3  应急对策及防治技术

3 .1 加强领导和宣传 , 做到群防群治, 将灾害损失控制在最

低限度 主要领导亲自抓, 分管领导具体抓, 层层动员, 责任

到人。2006 年稻飞虱来势猛, 发生范围广, 危害性大, 广大农

民已充分认识到稻飞虱的严重性。于是干群齐上阵, 撒毒

土, 药剂喷雾, 上蒸下熏, 大打歼灭战, 营造浓厚的以围歼稻

飞虱为重点的病虫害防治氛围, 将药剂配方、用水量、施药部

位、分厢施药等关键技术宣传到位、到户。

3 .2 加强预测预报, 提高整体防效  各级农业部门要加强

虫情的监测, 准确掌握发生动态 , 及时发布虫情信息 , 指导农

民科学防治。稻飞虱的“迁飞性”, 给防治带来了很大的困

难。有的打了3、4 遍药, 还是很难达到防治效果。针对稻飞

虱喜迁徙、农户各自为战防治效果差, 必然要求整体防治。

针对手动喷雾器难以将药施到防治部位等实际, 组织群众将

机动喷雾器集中, 进行机动联防 , 对各村稻田实行整体施药。

这样既省费用又省力, 既防止群众高温中毒又达到病虫害防

治的最佳效果。

3 .3 加强指导, 科学合理使用化学农药  农技人员要深入

到田间地头, 分类指导、明确重点, 将防治技术落实到位。

3 .3 .1 首先要立即对稻田进行灌水, 水量保持在10 c m 左

右。对百蔸虫量在3 000 只以下的达标田块, 统一选用锐劲

特, 用量750～900 ml/ hm2 对水900 kg/ hm2 , 对准稻秆基部喷雾

防治1 次, 或选用阿克泰或艾美乐45～75 g/ hm2 或10 % 吡虫

啉300～450 g/ hm2 , 对水900 kg/ hm2 对准稻秆基部喷雾, 最好

上下打透 ; 对百蔸虫量超过3 000 只的田块, 采用上述药剂与

毒死蜱( 同一顺、乐斯本) 或阿维菌素混用, 间隔7 d 防治1

次。施药时 , 要提倡粗水喷雾, 用水量要足, 一定要分厢, 打

基部, 每厢宽度不能超过1 .2 m, 以便将药剂喷到稻秆基部。

3 .3 .2  确实无水源不能管水的田块, 前期用毒死蜱( 同一

顺、乐斯本) 1 200～1 500 ml/ hm2 对水900 kg/ hm2 喷雾防治, 生

长后期用敌敌畏5 250 ml/ hm2 拌稀土225 kg/ hm2 , 均匀撒施进

行防治。9 月上旬, 防治药物最好采用锐劲特等长效药,9 月

20 日前后5 ～7 d 是防治最佳时机, 也是最关键时期, 按照“四

准一足”要求开展科学防治, 普遍施1 次药, 应选用敌敌畏等

速效药。

3 .3 .3  对稻飞虱的防治应注重环保。利用稻飞虱的趋光

性, 用频振杀虫灯歼灭稻飞虱, 减少了农药对作物、对土地、

对环境的污染, 既卫生、环保, 又能降低虫量, 值得借鉴。

3 .4 优化种植结构和合理作物布局, 压低虫源基数  以乡

( 镇) 、村为单位统一规划, 协调茬口布局 , 实行早、单、双季稻

分别集中连片种植, 减少籼粳和不同熟期品种的混栽, 以不

利稻飞虱世代交替, 压低2、3 代虫源基数。

3 .5 选育抗虫品种  抗虫品种的植株内氨基酸含量低 , 稻

飞虱刺茎次数减少, 虫体生长发育缓慢 , 繁殖力下降 , 最后使

稻飞虱种群数量减少。利用高、中抗品种, 是当前防治稻飞

虱经济有效的措施, 也是探索今后根治的途径。目前栽培的

水稻品种抗稻飞虱的极少, 但品种间抗性有一定差异, 各地

均有不少相对受害轻的品种, 筛选抗源、及早选育抗虫品种

是十分必要的。

4  小结与讨论

( 1) 在2006 年稻飞虱的防治过程中, 领导到位, 全员上

阵; 成立工作专班 , 切实加强农技人员田间指导和督办检查 ;

做到责任到人, 指导到位, 防治到底, 宣传到位, 全面出击, 确

保虫害损失控制在最低限度。

(2) 农药贮存量不够, 农户反映农药难买, 药效差, 防治

成本过高 , 防治2 遍, 需花3 000 元/ hm2 。于是有的农民干脆

用上了药性较强的高毒农药来防治稻飞虱, 这样的农药毒性

高残留期长 , 不仅污染粮食和土地, 人畜吃了还会影响身体

健康, 导致药害事故时有发生。一些不法商贩, 不惜降低药

品浓度“发灾难财”, 降低了整体防效。机动喷雾器不足 , 农

民喷药普遍存在用水不足现象, 达不到应有的防效。

( 3) 气候类型复杂、种植作物众多, 构成了特有的农业生

态构相 , 适于农业有害生物发生危害, 特别是20 世纪90 年代

中后期以来 , 随着种植结构调整力度的加大、间套复种面积

的增加、设施栽培农业的发展、新品种的外源引进、农产品的

大区交流、水肥条件的改善及气候的异常变化 , 农业有害生

物的区系结构发生了变化, 发生种类增加, 成灾面积扩大, 危

害程度加重, 应加强构建病虫害防治长效机制。

参考文献

[1] 南京农业大学.农业昆虫学[ M] .南京: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 :190
- 207 .

[2] 朱龙粉,傅华欣,荆卫锋, 等.不同生育阶段及不同虫量化学防治灰飞
虱效果与策略[J] . 江苏农业科学,2006(2) :62- 64.

[3] 王兆民.二代白背飞虱对杂交籼稻危害损失及防治指标研究[J] .江苏
农业科学,2000(1) :37 - 38 .

( 上接第765 页)

  烟田施用氮肥不可过多, 以防止贪青晚熟 , 要适当增施

钾肥 , 提高抗病力, 特别是后期更要控制氮肥用量 , 使烟叶

及时落黄 , 提早成熟。

4 .4  加强管理, 适时采收  整个田间管理中, 除适当控制

肥水使用外 , 还要及时中耕松土, 促进根系发达 , 促使烟株

生长旺盛 , 增强抗病力。

烟草赤星病具有感染成熟叶片或衰老叶片的特点, 因

此, 适时采收成熟叶片, 就能防止和控制病害发生和蔓延,

减轻病害 , 采收若不及时, 会造成菌量积累, 导致病害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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