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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 & 前 言 : 

各 国 的 粮 套 作物 包括 禾 谷类 、 豆 类 、 昔 类 等 作物 。 禾 谷类 乃 是 
我 国 最 主要 的 粮食 碍 源 。1952 年 . 禾 谷类 播种 面积 的 占 粮 食 作物 
播种 总 面积 的 83%, 产量 攀 占 粮食 作物 总 产量 的 84%. TAA 
类 在 粮 僚 年 产 上 占有 很 大 的 比重 ， 所 以 它 个 的 收成 丰 歌 TERE 
济 扣 所 产 压 的 影响 是 很 五 大 的 。 我 国 发 展 国民 克 济 的 第 一 个 五 年 
计划 指 册 : “HREM AT 日 丛 增 多 和 城乡 人 民生 活水 平 汰 步 

提高 的 需要 ;我 们 必须 生产 更 多 的 粮食 "9 防治 病 虫 为 保证 完成 

增产 计划 的 主要 措施 之 一 。- 
秒 谷 类 作 牺 中 的 水 酝 和 小 麦 是 我 国人 民 食 用 的 主 粮 。1952 

年 永 稍 的 播种 面积 的 占 粮 食 食 作物 面积 的 22.7%, HEH 20.2%,E 
们 在 灯 食 作物 的 栽培 上 占有 很 大 的 化 重 。 人 
RMR AKU KA BSE LARA, 这 井 不 意味 着 它 
们 在 农业 上 上 的 地 位 。 事 实 上 玉米 、 谷子 和 高 梁 在 旱地 上 是 主要 的 
秩 作 。 195 征 玉米 的 播种 面积 占 欧 食 作物 总 面 积 的 10.3%, 谷子 
为 80%, BVEH77%, EPMA RAE 1 亿 亩 以 上 。 任 何 一 
AMEN SHOE, 朗 以 最 低 量 的 减 收 百分率 来 加 以 统计 , 在 
谭 天 的 面积 王 也 能 造成 巨大 的 损失 数字 。 从 保障 粮食 生产 、 完 成 - 
国家 语 划 的 角度 来 看 ， 都 是 不 容 忽视 的 。 禾 谷类 作物 的 病害 可 按 
a ia ake babel 

O— Bee hails meri tke rea adss—1987, 人 人 民 出 版 社 

1955 年 版 80-~-81 EF. 
hae oe 



第 一 章 、 BRIA S 

: RUE MeN SEN A BO, KER, tet 
少 , SEB. CI L—S 
REA BE 8.7 ees ER RAPHE 

RAIA, KKB ERS, ARR, WOKE 
(6. EMT KEM, b>, ERE, eR 

| BURIAL, 随 着 自然 条 件 的 差异 ; RAE 
品种 。 东 北 各 省 和 其 城 以 北 迁 大 盘山 以 西 一 带 , 由 于 入 季 严 塞 , 生 
KING, ERARISE SS, MHRHK, KMRL, — 
SEEK, SERMMRMA PB M 88%, AEE see 
bh ARAL, 
在 小 麦 的 病害 中 ,比较 主要 的 有 胆 黑 穗 病 : FEED, went | 

eas ea ee ee a ee 
此 外 ， 在 各 地 还 有 其 他 一 些 病 害 在 不 同 的 年 份 里 出 现 。 各 种 病害 
的 分 布依 各 地 区 的 气候 品种、 耕作 制度 以 及 其 他 自然 或 人 为 因素 ， 
而 不 同 。 例 如 : RIVE DEH RRA, AE 
PBR; SECA, ARE, BSE ， 
RUDE, GENET EMRE WG PE 
BI DETR T ROROBS, FLY PT 

”和 粉 病 的 品种 而 受到 杆 黑 粉 病 的 威胁 ; 山东 省 由 于 带菌 类 反 的 施用 ， 

全 经 是 腥 黑 穗 病 的 重点 地 区 ， 改善 了 施肥 方法 就 逐渐 减少 了 它 的 

为 害 ; ZL ie BHI A :在 局 部 地 区 发 生 较 多 ; (Ap FRI 

Hs BAW ZS, "EHO PT HB HL BEA 因此 ， 当 提 到 主要 病 
— 2 -一 

ye ey the oe Fm ‘ ay 



Si, 并 不 意味 着 其 他 病害 不 重要 ; 当 提 到 一 种 病 雪 的 主要 发 生地 
”区 时 井 不 排斥 其 在 另 一 些 地 区 发 生 的 可 能 性 。 各 地 区 的 主要 病害 
“以 及 各 个 病 嘎 发 生 的 主要 地 区 常常 因 各 种 因素 的 影响 而 有 所 变 

1 7 在 我 国 主要 产 才 区 内 ,大麦 的 种 植 面积 不 如 小 麦 广泛 , 但 由 于 
ER RANE OE, PU ERE LAA EMME, AAT 
以 根据 内 外 颖 紧 贴 程度 分 作 两 类 。 一 般 将 颖 片 紧 贴 的 叫 作 “大 

BE, BUTANE TE TCE”, RABIN A, 
Fo AC AUK AP BEG MRE TENE, EASE 及 青 BUEN, 
比较 主要 的 有 坚 黑 穗 病 、 散 时 德 病 、 条 锈病 、 杆 锈病 、 "eR RB 
i Th, 8 ANE, | 
RRR eS Bema Tec ARR; 青海 、 甘 

OR, UNE ASRS, ‘CME, A 
i TEI TB, AS ENE, BEML 

AGT RADARS, AEE RRS RH, 
麦 的 病害 以 麦角 病 , 黑 德 病 ,村 锈病 和 亦 才 病 等 较为 主要 。 

不 同 的 麦 类 作物 常常 有 许多 互相 类 似 的 病害 。 
一 一 

4 

ee saeco , 
| SAME R SERRE. ED FRI, PATI 

TAIRA, SEE BA HHT Ae AB 5 FRE BTA: 30 亿 
斤 。 解 放 以 后 ; teh IP ES FASE DS, 有 很 显 
WICH, ALR 1956 年 中 央 公 布 的 12 年 全国 农业 发 展 网 要 ( 草 
28), FEATS EAE 7 二 13 和 

一 -小麦 的 黑 穗 病 | 



PARR LAER: en SmI ANSERE RR AAD 4 
DFEREAG SENSATION HEHE NEI, 也 是 我 

BAA La ace | 

er ee er sam, Re 

RADA EPA, Tose agree onh : 

得, 1 HA eye 4 可 以 抓紧 关键 性 阶段 , 进行 有 效 的 防治 。 

BAT RRA AE, CR ER mh : : 
(2); er 

er et tr ee 
HSS SL DIRE WLP, WA PACS LEAs PS 
ERE, RRA, 2B 小 克 和 大 出 入 4 
FAB Wi HARB EE ABE, 有 各 六 从 人 LA.B.C. We 

上 DRESBR Fa ° 

2% AEH ES ,不 仅 减 少 产 量 , 而且 降低 品质 。 san a 

BRYA AUK JORGE DUS, GBR IMAPES in 、 
_ APRA ERIS, PERS PSE, 便 会 发 生 粘 膜 类 AERA 
量 孢 子 后 也 有 一 种 过 敏 反应 。 在 使 用 机 械 股 粒 时 <a ， 
混入 空气 中 ， 便 可 能 引起 静电 性 爆炸 和 火灾 。 

这 是 一 个 世界 性 的 病 嘎 。 我 国 除 年 平均 气温 200 eae 2 
GRE KRAFT ER BAIN, LS, DERE 
WAL AR BE UA BASE DK WAL HMDS 3 PE, HA AT OD 
县 发 现 胆 黑 德 病 。 在 青海 省 的 农业 地 区 也 普 逼 发 生 此 病 , AEN 
东 、 安 徽 北部 和 云南 的 大 理 也 全 严重 发 生 。 解 放 后 进行 了 海 ‘ett er 
AAD WIRE SE > TE Be eS 

Fe MURR -F apa AR A RR, 

| BU BR OE A RG RE We BOR, Be eR 
Se i e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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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土 名 , 各 地 不 同 。 足 证 我 国 劳动 人 民 早已 注意 观察 这 个 病 嘎 。 
自从 1755 年 蒂 涅 (Tillet) 如 载 了 腥 黑 穗 病 和 散 昧 重病 的 区 别 

以 后 ， 入 们 并 不 承认 黑 穗 是 由 其 苗 侵 染 所 致 。 有 人 让 为 时 粉 是 种 、 
子 衰 毁 的 现象 ， 而 不 是 生物 寄生 的 结果 。 当 时 在 欧洲 还 有 人 款 为 

这 是 鬼神 降 罚 。1807 年 普 黄 伏 斯 (Provost) RAWAM 
AWFRR, RM ELRA. KBE (Tulane, 1854) 和 
HSER VSER, MER (Kithn, 1858) AA 0 8 # SED 
FASTA A BEBE, NCCI SOCEM OTE T RMS PAD 
BEB wy Be es T BUARTEGE, APSE (Brefeld, 1883) Xt 

OF RET A, CURBS ee 
ADS, KEE HERS. EA 
SA 3g Jo ty 8 EE 1911 EEL AG (Munorati) ESD 

” 的 温度 和 病 嘎 有 关系 。 近 代 苏 联 学 者 对 于 环境 条 件 与 寄主 和 病原 
“的 关系 从 生物 化 学 的 角度 作 了 进一步 的 研究 。 山 东 地 区 根据 娄 肥 

+ 

Ri KONE TES, EIT EAR. 
EUR FAO, 32S (Tilletia 

Caries) 和 光 腥 里 重 病 (Tiiletia Foetita), £16 At 春 才 区 以 网 胆 

PAGE, HAMAR RMS. 这 两 种 病害 的 主要 区 别 
在 于 病原 昔 的 孢子 形态 不 同 。 两 种 病原 菌 的 生活 史 基 本 上 相同 。 
症状， 小麦 腹 轩 重病 的 主要 病状 虽 在 穗 部 ， 但 病 昔 在 麦苗 出 

EVA ESE, BARAK AWS, (EOE 
。 主 的 生长 而 发 展 。 植 株 在 抽穗 以 前 并 不 表现 显著 的 病状 。 在 网 爵 ， 
”- 黑 穗 菌 的 个 别 生 理 小 种 入 侵 的 情况 下 ; SER A, 而 且 ” 
分 葛 加 多 。 病 栋 都 要 在 抽穗 后 让 表现 昧 穗 症状 。 WEIL, 这 是 

由 于 病 穗 所 产 闻 粒 较 轻 之 故 。 例如 西伯 利 亚 麦 种 ( 记 vulgare var. ‘ 

1uiescena) 每 一 健康 籽粒 重量 为 34.6 2252, Til Sie Seo Oe ETA 
eee 

2 



AAR 11.2 ee, HR TUT A a BAUME, ES 
初 才 现 蓝 苇 色 或 灰 根 色 ， 后 期 变 成 植 白色 。 健 公 颖 片 的 颜色 最 初 
Bw, AWEHAG, AC RMORRBESMAH, ZEAE 
WIAA, AER ORS TF, ER — aN 
Ay RRR AES BIEN ese, AIH BE Ra — a 
FRET BAREN, EEE MND 
PIRATE C5 | 
POM, BILE, 粒 内 含有 灰色 乳 浆 。 最 后 它 的 外 责 ” 

BRBERBRE, 外 面包 有 厚 皮 一 层 ,内 藏 黑 褐 色 粉 状 物 。 

HERRON, WHAM, 它 在 田间 很 少 破 现 ，. 但 
六 
SSHITHY 100 万 至 400 FHA, 病 瘦 内 有 酒 脂 状 物质 将 抱 子 团结 在 
一 起 。 FRYERS, WERE Ae 
脾气 的 艳 昧 。 新 鲜 的 孢子 更 臭 。 当 进行 股 粒 时 , BENE, BOA 
黑 粉 散 出 。 ! ee een Pe GET SERRE SE 
PVA 1, A, 1—2), 
病原菌 及 其 生物 学 特性 病原 菌 雪 担子 菌 网 , 黑 穗 菌 目 ; 胆 黑 

ae, RRMA, 计 有 两 种 。 已 们 的 主要 区 别 在 于 孢子 形态 不 
Tle 

“ 现 腥 黑 穗 病菌 (7i7etia caries) Hy EH OF ERO RBS 
DER, ANAM IRR, A 1523 微米 。 不 孕 移 胞 无 - 
色 ;直径 欧 12—18 微米 。 

| FEMA (Tilletia foetida) 的 厚 垣 孢子 表面 光 i, BAe : 

BERK, 球状 或 孵 状 。 直径 17—18 HK (By 17—20 x 18—22 微米 )。 
不 至 笨 胞 无 色 ; WBE, SG. RAL ABR (I 1, 3). 
BUR ARVETIURE, BURT Rs, Pee 

本 



#%. “EFFI AE, TE a 2, FA PE 

- FOF 8 一 16 +, AHA 247, HFFA, PSUR, 中 部 寅 “ 

4 BOK, 长 70 一 80 微米 (图 1,4), 具有 单 核 。 IA | 
配合 成 对 ， 用 桥 糙 加 接 ,成 “H? 状 ， 然 后 萌发 为 较 移 的 双核 < 侵 染 
半 ”。 有 时 从 侵 染 粹 上 再 产生 二 生 担 孢子 。 AREER aoe 
SEAS ay BeBe de Sr BE HH ORK | 

iv HPF aA OA TA OES TERA 
SBI AEE A. ph =F ASSESS EAE Tt Be AE SUB Oe a ae 
时 , ERDATE. ARETE AYE, RRTROM, HAR 
HA, KERRI RARE, 当 它 们 到 达成 熟 期 时 ， 双 核 
结合 ,- 胞 膜 加 厚 , BRET. ARETE TEN, TE 
CEM, BUG EET A IK (I 1, 1-2), ee 
;病原 的 来 源 主要 有 三 方面 : (1) 种 子 上 附着 的 厚 垣 孢子 。 ei 

HO eT LAURIE, LN SH a ESE, (2) 
ARBRRAEBET. YR, MARRS eae 
BL, MAS REMMI, FoF GR ET 
AAI, FEIRAZIO, AL SAAR URES. 
SARE A HENLE, 这 样 ; 孢子 也 可 能 混 太 娄 肥 5 因此; 施 “ 
用 未 轻 充分 发 酵 的 矣 肥 时 , 其 中 孢子 在 接触 才 粒 的 情况 下 ; PE 
RMA, (3) Hee BAA eA 
HHI. TEA, 进入 士 壤 里 的 孢子 在 收 麦 以 后 的 /个 月 “ 
内 可 以 全 部 萌发 。 如 当时 田间 并 未 播种 小 麦 ， 孢 子 萌发 时 得 不 到 “ 

”大 侵 的 对 象 , 便 会 失去 作用 。 至 于 在 老 收 后 塞 举 而 干燥 的 地 区 ,如 
REX, 孢子 暂时 不 会 梢 发 ;也 就 不 会 死 半 ! RIPEN, EC 
OYA AORN. EAT EH SE 
要 的 使 桨 来 源 。 
see ee 

* 



es AeA e+ 

a , 

Se 

“影响 妥当 的 因素 EEF 与 感染 替 有 关 。 Tad 

PARE, FEHB SE De Fe ANE 品种 和 在 适宜 于 感 桨 的 条 件 下 ， 

每 粒 称 子 上 所 沾 孢 子 不 足 300 CE, 感 桨 达 将 不 超过 上 2 。 这 和 品 

* 竺 抵抗 力 及 土壤 温度 也 有 关系 。 例 如 在 上 述 条 件 下 抗 病 品种 的 鱼 

荷 量 须 1000 枚 孢子 以 下 , 威 病 品种 则 为 70 MFI, 均 可 获 致 
同上 的 威 荣 率 。 在 抗 病 力 相 同 的 情况 下 ;如 十 壤 温 度 不 同 : 则 威 染 
所 需 的 区 对 负荷 量 亦 不 相同 。 例 如 在 中 等 抗 病 的 品种 上 ， 在 土 温 
为 6.540"C 内 所 需 孢 子 负荷 量 为 300, 在 L1—15°C 时 所 需 为 800， 
fe 15°C 以 上 时 旭 需 as 000—13, 000 Her HERR 1 多 以 下 的 威 染 、 
率 。 ‘i 
-三昧 入 病菌 是 幼 音 使 网 型 的 病害 ， 在 播 入 以 后 以 这 麦苗 出 上 
DAI ESE a RITA ILA, 在 各 
FLA, AMEE PRR, WR 
Ry AIO TW PA SEW YE, “ERA AMA ELL 
4£10°C HGR 20°C, HIE S°C), BAU HRN RHR 
"i WO Yia EH 16—18°C (HAAG 5°C, Be 25°C), BH, AeA 
iy iti See GSE 12—16°C, #32 为 16 一 20*0。 在 温度 较 低 
TY, “bs aE AH ARG CHE 1—2.5°O 时 虽 亦 可 发 荐 ， 但 萌发 得 
很 慢 ; FE 8—10°C 时 还 是 较 慢 的 )。 因 此 , EAR 
的 情况 下 , 士 温 较 低 , 麦苗 的 出 土 慢 , 而 病菌 的 孢子 萌发 很 快 , OBI 
WEAN, KS, WSEAS, 十 温 略 高 ,麦苗 出 
LB, 便 大 的 机 会 便 较 少 ,发病 率 也 就 减少 。 例 如 青海 西宁 及 泊 
中 毒 麦 在 春分 播种 者 发 首 率 平均 为 21 97%， 在 清明 播种 者 为 
了 .6 多 ;在 谷雨 播种 者 为 55 色 。 - 

寄主 抗 病 性 及 病原 菌 的 生理 分 化 ， 厚 垣 抱 子 的 萌发 需要 水 
人 同时 也 需要 氧气 。 十 壤 太 于 则 水 分 不 足 ,限制 了 萌发 ; 太 湿 则 

一 9 一 



ACHE, WITH R, MOB, MEPIS Ie yao 
0D) BAF RF GR, WTSI, JAP BL Fs HONG Hk HEIEL, 
BEM SE EA, ARR -LBUR E % 9 
12°C, Tite EH} 20—22 % HY, 小 麦 腥 黑 穗 病 的 侵 染 李 为 最 高 。  ¢ 
KGAA EMSA, WME AA, ARPA, 

“ 养 是 最 有 决定 意义 的 条 件 之 一 。 植 物 的 新 陈 代谢 产物 是 才 目 萌 所 
吉美 物质 的 来 源 ， 改 变 了 环境 条 件 就 能 影响 植物 新 陈 代 谢 的 特 

ES BD, 人 倍 便 也 能 人 驶 控制 这 种 特性 : 使 植物 抵抗 病害 。 例 如 苏 
联 用 来 源 相同 的 小 麦 品种 分 发 到 苏联 各 地 栽培 see aE, as 
种 疝 北 和 向 东 推 移 时 , 无 花 桨 病 品种 或 抗 病 品种 , JOUR Bee 
都 入 生 了 变化 。 在 温度 低 和 湿度 高 的 地 区 如 苏联 远东 和 时 海边 _ 
区 ， 能 使 小 麦 的 化 学 作用 元 向 于 志高 RAMEE TM Ti 
TESS Pik PE es FE FES HO AB EE, 

| ROPES LUTTE ILI MOE, ae 
是 受 了 环境 影响 而 减低 了 抗 病 性 的 种 子 , BEAT Rae, ee 
小 麦 的 化 学 作用 又 向 提高 抗 病 性 方向 变化 - 抗 病 性 的 加 强 或 丧失 ,: 

”取决 于 品种 与 寄生 物 的 变异 性 。 植 物 的 遗传 性 是 基于 它 所 固有 的 
新 陈 代谢 的 特性 。. 寄 生物 对 寄主 植物 的 适应 是 依靠 它 对 寄主 新 陈 
代 独 的 适应 而 达到 的 。 因此 , 在 防治 胆 黑 穗 病 的 同时 ， 还 可 以 利用 
环境 和 适当 数 养 而 引起 的 变异 

至 于 病 厂 物 的 变异 ， 也 是 在 防 病 的 当下 不 可 名 关 的 -个 人 
BAT, SENET RS BRB Re 8 SEH AAS RIESE, tem 
RT LAPSE RENE, ch FAIRS, aie | 
AGP ERE SEEN A, Alt, FRO ESI L ，， 
者 干 生理 小 种 的 综合 。 各 个 生理 小 种 有 其 对 于 二 定 地 区 及 - 定 品 
种 的 适应 范围 。 例如 ， 苏 联 研究 完 已 二 明 在 阿尔 明 利 亚 有 两 个 属于 
2102 aE 

. A 

—_ 



RE ae its (Pittetia sacar 生理 小 种 。 » eb caries f. vuiga- 

ris s HSER RL ERIE — 86 pK tn WRB (Triticum du- 
pun m) SPE (Pr. dicocoum) 3 另 一 生理 小 种 了. caries. f. di- 
cocci 则 很 少 侵害 软 粒 小 去 试验 进一步 让 明 , 不 利于 寄主 的 栽培 
to， 病菌 获 有 活 应 这 一 品 的 
i [能力 之 后 , HERBS — Hh, 其 致 病 性 将 更 加 强 。 在 以 后 的 年 

a : 
份 中 ， 邹 使 在 有 利于 寄主 的 条 件 下 , 它 也 能 侵 染 这 一 品种 。 
二 帆 治 的 途径 ， 此 病 的 防治 ， 一 般 仍 以 秆 子 处 理 为 主要 环节 。 

， 目前 广泛 使 用 的 方法 为 赛 力 散 拌 种 。 剂 量 为 种 子 重量 的 0.2%。 和 
Ase A ALI (0.01—0.05 %), 和 
> 在 土壤 中 无 越 夏 或 越冬 孢子 的 情况 下 ， 用 清水 洗 种 法 也 可 以 ， 
。 收 到 减轻 发 病 的 效果 。 PA HOF Bs AE VE Bh LL 程 中 已 大 为 降 
SBE AAAS, ELKO, LIER 
PRUE, PKU ARRON. 
ALGHERO KHIR, PSHE AE AL 
RHEE SRTiRk, UscuRU Bk ya, IK 
BAA A, OLA BG, RAT, TEI 
| NUP wie 堆 制 数 肥 的 方法 也 很 有 关系 ， 在 发 
| BARRIER, HOFARTEARBLG. oT EVER, 可 以 在 堆 制 时 
加 用 石灰 所 , 接 娄 肥 重 量 1 一 2 和 加 用 。 在 有 腥 黑 重病 的 地 区 , 应 避 
RIA AIT OR EE IRIE. 
”在 干燥 塞 渝 地 区 , 孢子 有 在 土壤 内 越冬 的 可 能 ,发 病 严重 的 才 
_ 田 可 考虑 轮作 , 须 问 隔 1 一 2 年 以 后 再 种 植 小 麦 。 

在 土壤 温度 较 低 时 播种 小 麦 有 利于 幼苗 侵 染 s- 在 栽培 条 件 许 

。 可 的 情况 下 可 以 调整 播种 期 以 避 旭 低 温 。 在 冬 霉 区 不 宜 迟 播 , 在 、 

BARRE, PMN SLE, MEMES, 有 利于 入 
一 圭一 



7~ a 

侵 。 | sy 
SORA INHER, UP RMIRER, BIO FR ad PEE, SESE HGR 96 号 、 西 北 60 487 Feed Be ROE A BS GE 
eA a A BUCA CHE, 以 保 

三 选 留 无 病 种 子 。 在 布置 新 的 留 黎 地 以 前 前 必须 先 人 其 天 田 挑 选 足 够 
数量 的 无 病 考生 作为 原始 材料 ; 供 第 一 年 繁殖 用 : Hote ITT: 
意 拔除 病 株 。 再 从 留 种 地 里 挑选 足 驶 数量 的 无 病 估 度 重子 作为 第 
二 年 留 种 地 的 各 子 。 其 余 作为 第 二 年 天国 播 种 烤 料 。 政 获 时 将 它 
F535 47 BER, Fi BS eae Assn, _ 忆 保生 和 铺 和 无/ 

”和 兰 提 高 其 质量 。 

2. LAR 
这 是 一 个 世界 性 的 病 尼 ， 但 Le meee RED | 

麦 杆 黑 粉 病 主要 发 生 在 冬 麦 区 。 ABR tt WL ie BAZ, 出 - 
西 、 河 南 ̀ 山 东 、 河 北 ; 陕西 、 甘肃 等 省 局 部 地 区 志 为 严重 。 各 地 有 
Fe”. “Sia”, “EPPS, 很 能 和 象征 它 的 症状 。 ee 叶 
EB” “ee”, SIR EAN Le PRE RRR, 
DEW Shit eA, Stee eR mec 

SiR. PSMA SH ME UA BA BR) eS, RRR At 
后 ， 随 同 PLE RAE ALARA BPE TEE A o_O BEM 
FANE HAN MADE, PATER SH ART MORSE, HR 
“和 节 及 叶片 上 的 病 班 随 着 寄主 的 生长 而 加 长 。 最 初 它 是 淡 艾 色 ，，、， 
DFE AE HH RE EAH I, FRR 
Ee, RRRE. PRR eS, 露出 黑 粉 状 的 孢子 团 。 病 村 里 
Hh, MAE -b (A 1,B), SWAP WTR AE FE CE HL BE 
死 ne oe FATHER 
—— 

St Se ee eee 



. richie pasha, J Pde LF Ame, 仍旧 能 
ee reenter enna. eae 
RAP HOE TEE | 
fe nal | AE RIA (U rocystis tritici) i 年 jt BL} HBL (Pille- 

- tiaceae), HIF HEATER EA BUT LORIE, 每 一 个 黑 
PRETO. TH 14 HT ALR, 外 转 
ATMA, FFARR, MR 18—35 x 
3510 APR, ETM EAUE, 26 Vee, REN 

” 14-20 微米 。 OFLA AAS AMEE HF 5, OBR 
yee. 
| Ferma eA, 由 厚 垣 苑 子 生 出 轩 柱 状 的 担子 (又 称 先 苗 炉 )， 
AARON HOTA. WF REM, KE 狗 30 一 110 
Pk. ALT Tia LF 84% JUAF-POR, 
| TRA, Buh, 56 25-27 微米 (图 :5 一 6)。 在 不 同 温度 下 , 有 
各 种 畏 形 萌发 现象 ;例如 畸形 有 分 隔 的 担子 ; 或 由 正常 的 担子 上 站 
BET AEE Bj A HOSS Fa A BARA 
Ra: BEAT EAD Ts 7 EEE LAR 我 国学 者 全 用 五 个 小 麦 品 

TET. 区 别 出 生 理 小 种 12 个 。， 
间 。， ”重病 的 植株 早死 或 生得 较 禾 ， AMAT ASME, Pvt, 大 量 

| FIER EN, EME, Uh, 一 部 分 病 
ee 
| eh, BURR, Lire RSs 。 在 无 病 地 
| 区 避 各 新 品种 村, 种 子 带菌 是 病 苗 的 来 源 - 

， 二“ 厚 垣 孢子 在 试验 室 条 件 下 能 存活 5 一 9 年 。 在 图 间 情 况 下 , 厚 
”二 苑 子 存活 期 的 长 香 依 环境 条 件 而 不 同 。 在 干燥 土壤 中 孢子 存活 
BUA, SLHUH SITES, 分 年 播种 。 威 染 率 虽 逐 年 递减 ; 但 至 第 

et 



# 

; 四 年 仍 有 感染 。 Pe, EP MAMA, 
在 这 一 情况 下 ,来 自 土 壤 的 侵 桨 是 很 重要 的 ; 

TED I BA 的 厚 垣 孢子 虽 能 在 土壤 中 长 期 存活 - 但 但 必须 在 小 
Ze IAS Sy Ea 内 完成 孢子 自身 的 萌发 程 
Fr, SARA, Ate RAM Te a, SIEM KY 4 

eB. 长 度 在 3 RIT HH 51%, en 
aE ARE, — ET ee =e 一 定时 间 的 高 局 温和 光照 处 理 
(32—84°C, 灯光 下 36 小 时 ) 始 能 完成 其 后 圾 作用 。 巴 至 彰 发 时 内 
需要 下 列 条 件 : (1) 有 一 定时 间 的 液体 的 町 芝 , SBC ata 
BE TSE (2) BEA REA Di RI, BU 
HA SESE 1 MAR SR, EY Fa FE TM 入 ZF HBG 
TQS ED RBH Bt 67%, FOB pK ER Bi RF AREA 
同 程度 的 刺 激 作用 ， 棉花 、 油 荣 则 无 。 〈3) 孢 子 萌发 的 适 温 为 、 19— : 
21°C, 46 4—7°C 38 21—29°C pai rh BIRR, 但 不 产生 担 ， 
孢子 而 直接 由 担子 上 生出 畸形 分 丢 . (4) 在 萌发 过 程 中 票 晤 较 有 
光线 为 佳 。 将 以 上 因素 联系 起 来 看 ， 后 熟 作用 使 葡 子 避 如 在 不 适 、 
当 的 时 期 萌发 。 而 其 他 的 严格 条 件 ， 则 又 保证 孢子 在 活 妆 阿 机 内 
集中 理发 。 在 条 件 具备 时 它 便 迅速 地 萌发 ， 这 样 就 可 保证 其 在 短 
VLA mB AB, 
ee ee ae eee 对 于 孢子 戎 发 和 入 侵 有 密切 的 关 深 ; -上 温 为 19-21°0 BARE 

HOF WW RR, 但 土壤 湿度 也 有 很 大 的 影响 。 但 在 土壤 湿度 较 低 时 ， 
At SER, JESSE OR LBV BERR, 制造 有 利于 小 壹 二 
MAF OT RW, Tae eR, 
小 麦 品种 间 的 抗 病 性 差异 显著 ， 据 华北 区 进行 BRO, Sy pee 

x 

| 



4 —_ aot 和 \3 -, 3 ols, Fi 

人 

1 个 品种 中 ， 经过 接种 而 不 发 病 者 837 个 品种 ; 发 病 奉 在 
0 二 5 多 者 185 品种 ; 5—10% 者 79 品种 ; 10 一 30 匈 以 上 23 品种 。 
AEAGFA 3, 930 个 品种 进行 坪 验 ， 其 中 1, 580 个 品种 具有 高 度 的 抵 
抗 性 ， 山 东 省 的 齐 大 195 和 好 子 霉 等 品种 抗 病 力 均 强 ， 已 在 发 病 
aes 此 外 , ALITA SEH Be Be AA, SORT 
RARE, RIE 35368, HEA 1817 KEI Hh HAW HES 
0246 B. 南方 冬 考区 的 中 农 28S BEBRMK SwRI ， 

PK, RACHA, ROURKE EAT, BEATA. 
FAMED HOFER SALA AS I, PERIL 
行 , 砚 如 齐 大 195 SAB FS Me BR, PE 
HOPI 2% HRA A, 品种 对 于 其 他 病 虫 嘎 及 气候 条 件 ，_ 
的 抵抗 情况 也 须 注 意 。 例 如 矮 立 多 \ 石 观 2335 金 大 506, (Hope x 

， Turkey) x Turkey. 石 观 23 号 等 品种 在 河北 试验 均 能 抗 杆 黑 粉 往 

抗 条 锈病 ， 但 抗 塞 力 较 差 。 齐 大 195 号 小 麦 虽 能 抵抗 杆 黑 粉 病 , 但 

在 武功 献 验 中 则 感染 条 锈病 。 武 功 的 西 农 6028 号 品种 能 抗 条 锈 
RRR, 但 易于 感染 杆 黑 粉 病 。 

PELL MKT RLM. TteteDh MRI | 
J LD Sa ha FOE HE), ESS PE, 
WRITE NOE, TEZOILSE CRUSE, PRA 
EMS, Pea, ARR 
PER GRR TREN, AS END COLE mL MRE TIO 
留 种 地 , 繁殖 无 病 种 子 以 供 大 田 种 植 之 用 。 

各 子 消毒 乃 是 防止 种 子 传 病 的 必要 的 保证 。 目前 推广 的 拌 种 

莉 剂 为 赛 力 散 ( 按 种 子 重量 的 02%)。 在 过 力 散 供应 不 足 的 情况 ， 
下 可 用 硫黄 粉 (1% ) 代 替 。 至 于 在 发 病 较 重 的 麦田 内, 土壤 内 已 有 
大 量 孢 子 存在 着 。 在 此 种 情况 下 ， 翘 剂 拌 种 仅 能 收 到 部 分 效果 。 

wins Oe St: 



eas (RN RAMEN 
ABV 50% HB, 
er eee seni 

TEE BD BE WBS, FEF CSE es ERE AE A ESA 
ACTER LNA ACOHELOR Loe an ae 

, SBnGe mop: oe 6 ee 
3. DME BH 
EAC SRLS 6 ee, ROR AARNE 

ICRI, AERO BOP, Jape 
IE. CREW BADER, RNS DTH, 24 BB 
状 的 厚 垣 孢子 被 风雨 播 散 以 后 ， 留 下 来 的 只 1 AFF (1,0), BF 
RRO, Sse”. le”, “ea 
at 

此 病 的 分 布 很 广 。 上 
的 程度 依 气 候 而 不 同 。 HF 'E ete oe ee eR, PRL bse 4 
FEES TE Bs Ya A HS A DL a EL es Be, i 
FENN AE er IR AS SE ey HER, SE REE EH EP ae, 此 病 在 长 
江 流 城 较 华北 为 重 。 在 东北 地 区 比 西北 和 内 蒙 为 重 。 但 由于 品种 
的 改换 和 各 年 气候 的 变动 , 散 时 穗 病 的 发 病 严重 程度 双 常 有 变化 。 
此 病 弃 系 以 菌 烷 潜伏 在 种 子 内 部 越 夏 或 越冬 ; 故 须 待 受 病 种 子 萌 
RAS HE ME A libero ale 
2 SEME. 

在 小 穗 内 迅速 扩展 , 破坏 花 器 , ER, 病 穗 在 实质 于 已 成 
ia Oe 

~ 

en gee 

i} 

“iv 

AERO BRL, GUSH. eee 4 
BIST, MINN LS, mea EAC Rem ORR, 
LEMKE 2 一 3 AAAI, CERRO, age 



ga ¥ 。 KARE MME. “penuh eit Wh a 
。 腊 已 者 A, XCAR WET, KEIR. : 
RUMP ARENA ENRORRE OAH 
¥ I. Re, a ks 

在 病 穗 抽出 后 ， 如 有 风雨， 黑 粉 大 部 吹 散 . 贸 下 襟 名 的 逢 由 
| 在 乔 轴 的 节 部 可 能 见 到 残余 的 黑 粉 。 通 常 病 穗 上 的 小 穗 全 部 毁灭 
ae 
3 

be 
= 

无 存 (图 1,C), ARMA RB BM, (AA, SSR 

RABE mB A, THRE F MWS EERE 

， 病 株 抽 害 期 和 略 早 于 健 标 。 在 晴朗 有 风 的 气候 条 件 下 ， 一 般 

“植株 提花 时 ， BREAKS TT hE. PTS 

wnt IA, OSU iksetkes, AAW KAR. 

-病原菌 及 其 生物 学 特性 BARE (Ustilago tritic’) 

ee RN 5—9 BK, 茶 神色 ; 后边 略 淡 。 它 
。 的 表面 有 微 钥 的 刺 状 突 起 。 萌 发 时 产生 担子 ， 但 不 产生 担 抱 子 而 

是 由 担子 证 的 四 个 末 胞 分 别 生出 炎 状 分 枝 。 异性 的 分 枝 互 相交 本 
| Tai AE SUK EER (AT 1, 7 一 8)。 : 
ae 5 RE I SAT ORL 24 DEY RR AG BWR, WRN BSE 
了 Same 20—25°O (BAK 5°C, 最 高 35“0)。 温 度 适 合 时 ,在 清水 中 
中小 时 印 可 萌发 。 孢 子 的 迅速 萌发 乃 是 向 柱头 人 侵 的 有 利 条 件 。 
一 病原菌 以 雁 蔓 柱头 为 其 侵 大 点。 柱头 是 否 湿润 关系 着 孢子 萌 - 
发 的 难 易 。 杜 头 的 老 嫩 则 又 关系 着 入 侵 的 难 易 。 在 柱头 刚刚 裂 开 
大 有 测 湿 的 分 泌 物 的 时 候 落 在 柱头 上 的 孢子 能 在 24 DS 

发 , 工 完 成 其 产生 侵 染 粹 的 过 程 , 准备 向 柱头 入 侵 。 在 柱头 组织 略 
ERNE BARBRA, AEE, 苗 灯 经 由 花柱 内 部 的 管 
| RATE. BA MEIGS ALB RIA 2—7 KB HR FALE RR 

ee a 

ye 



PLS DAME ATER. 3 — OVO BUR a LET A tty 710 5 。 PN ie, ARERR A PET Amy, ABORT ES AUER, MPT RI, Bh CEASE, ZEAE, PPAR Ren Ie TG 进入 休 限 阶段 。 粽 合 以 上 过 程 , SE A BERET IZEBISAIG Wk, oe 
HPAES ELE, BS HE Fl YAS ty He WB ES HE (UL BB ye TET. WANE OES CT PMA ae, ee BSR SCI EFI APIS AR, SR RIT 
8 EA HO, UAE EDDIE i, 这 是 可 供 打击 的 
一 个 蜀 点 。 在 这 个 阶段 可 以 利用 热力 于 病原 以 歼灭 性 疗 兰 二 小 才 
Ai RAR MSOC RATT, ARETE IE 

ie | FRR ee, BAT Ry, 
| TANCE OREN A, BR ARRAN 
HTT. PR RS HPP RARE Fk — pe He By pe 

| RAPE A MA EPR RI, RAMA 
(BER EA, EAE 0) 2 79 J PB — Pg — By 源 。 因 此 , APT OPER TA ISEE, 下 外 厚 POT AE AE 2s URES, EL 田间 传播 的 有 效 焉 离 仅 莉 100， 
300 公 尺 。 这 是 防治 方面 可 得 利用 的 另 _ 莘 皮 ， 在 六 立 寺 病 可 地 a HOOT, ZA ah VD hn eS RH ee ae gee “JAW IEE HS 48 Fa ey An A, 党 

环境 条 件 与 发 病 之 关系 “在 小 麦 抽穗 和 开花 期 间 ， 乓 癌 的 总 个 条 件 对 小 麦 散 黑 乔 病 具有 重大 影响 。 徽 风 有 利于 多 于 的 传扬 ~ ORAS ERA. DES EE Ea RRP Ha 
发 。 BRERA, 在 较 高 的 相对 湿度 下 56 一 85%) ,接种 后 的 爱 病 率 ES (91%); 在 干燥 的 情况 下 (相对 湿 庆 11--80 多 )， 发 病 素 以 人 

Dead eee 



PA, seu nendunrerennssiin-ss, 0 
MB 5°C, eis 35°C; 菌株 生长 所 需 温度 也 与 此 相近 (最 低 °C, JES 
480°C, 最 高 30 一 34*0)。 在 小 麦 机 重 基 的 温暖 情况 下 ,田间 的 
| 气温 是 能 以 满足 病 苗 发 育 的 需要 的 。 故 湿度 的 高 低 较为 重要 。 一 
= PARIS BB, 人 侵 较 多 。 这 种 气候 因素 不 但 影响 了 本 病 
3 ROMA; HELL RAR SRS ITT TIERS TA 
BRIE AAR eae EA, 
ATER AMOR ERReBA I Pees. 

BREAST, DER pts ACL Bee RO AS ALF SA 
PG, WESTERN, BHU BHA RR 
BE FEMAERASC T-SHI Rt Be UE AT RE 

3S, MEANT EP EB, BRIBE 
iF E, BAP RE aT RE 
WEMES, AAMT RAO RREHR-K, APF 
BPRS, BEAR BORIS. FARERTGTRESTTO-F RI MEHL 
BBR 

SEE ESATA EPRI, HF 
”和 材料 感染 奉 的 检查 , RS TET, DEA, 
Ms PVA FS: AB SEI SR EH, 提前 

- 进行 检查 。 惟 用 胚 部 检查 的 结果 , EULA Rs 用 幼 
Hee RARE. < 
ca AERA FAR ROWELL BAT ZESS, 但 获得 搞 病 品种 

“的 可 能 性 不 如 杆 时 粉 病 大 。 例 如 在 福建 用 人 工 接 种 法 测验 不 同 品 
| RAI, ERROR, Te 11, 200 多 个 品系 中 , 只 有 76 个 
-品系 具有 较 强 的 抗 病 性 。 纳 乌 莫 夫 扩 指 出 ， 春 小 考 品种 对 于 散 墨 

HAA. SHEE HY SAE RATIETE 7, 
ae 19 xe 

ee a ea 

<a yen: ae 



色 谍 蝇 BE RB FIN fete. aS BRI Banh 9 Fe 
HSbE 3 等 , SO — 7 Pe gee, 为 其 缺点 。 TAL 
DUNEDIN ARORA RE, FREE BA HOHE) Babe. 
较 能 抗 病 者 有 中 农 28 20H 1S DEK 6028, REE 而 北 60 号 、 
WE EMSS, 轻微 感染 者 有 浙 农 9 号， oS 3 
PRR AIT 96-8; ibe 2419, am : 
兰 0246、 合 作 工 号 至 3 Ba i 
NSERC BR HEF FR Stes Sania: 
报告 。 我 国 在 1946 ARUP AEF UE A BPE RAR, 来 自 不 同 地 区 
HOES BS PAR Tal oly SE ty BORG Dy A BEB, UG hE 
(Triticum turgidum) EWE PENS FEY Bh AS BHAA YS BRS, 
ABE BNE (Tr. compactum) 及 普通 小 老人 (77 vulgare) Ae : 
Ye, pee aL LES lec Geer pet ee 

DRS, TST AW Pe HA SS 
— «Fi, KABA RAY a LW 种 侵 桨 协 大 2008 SSE 
RAE 10.5 匈 )， 但 不 侵 染 协 大 2001 HK, 来 自 铀 深 的 菌 种 则 : oa 
此 相反 , Beebe 2001 (HEPRAR 49.0% IMA 2003, | 

45 HX CEA TEIS RA] WOR Bi AEE, APA NSEHES OR, ~ 
UCR ERIE AZAR), RIE BJA ASB, 种 时 必须 注意 
的 。 各 地 区 在 选 硼 水 考 新 品种 的 过 程 中 ， 除 宜 测 定 坛 验 务 料 的 抗 
病 性 外 ， 过 本 人 时 二 
到 载 的 项 目 之 一 ， 蕊 供品 种 决 选 时 的 参考 。 ae 

防治 途径 “小麦 散 黑 穗 病 的 防治 ， 除 应 注意 抗 病 品 种 的 5 Be 
用 外 ， 在 发 病 较 重 的 地 区 应 考虑 种 子 处 理 问 HA, HE KR (Jensen 
1887 1889) $2 HA ZETA BAAS ASS Ty PEAT, ee 
者 的 研究 和 改进 。 不 久 ， imini 
sis - 二 



WS oe 1804; Jensen. 1895), (BEAR ATH BEAR IL — Bh, 各 种 广 
ARDC BNE BE AEF aE A HS TS AEB eA I~ 
| Babvniamete, - 
rs MRE AI hte aK BE 人 -6 小 时 ， 再 在 49"C 
总 ‘HITE IK RE — Oh, PRIS BEFE 54°C 的 温水 内 10 Fh, ESE CN HE 
ASIC, BE ARK PS, 使 温度 下 降 。 最 后 取出 , 晾 干 备用 。 用 痊 
AMM AMET EM TOK, BERR MAM RET 
NAB, 16 49°C MRM AMET TO, 使 接近 于 
。 目的 温度 ,以免 放大 54°C 时 影响 水 温 。 | 
Ps -恒温 浸种 柔 用 45*C 的 温水 涯 种 3 小 时 。 此 法 所 用 温度 较 低 
2 MMBC, MAES, BREMMAMRESE 
_ 种 予 , 在 农村 中 实行 时 仍 感 困难 。 在 气候 潮湿 的 地 区 , 进行 大 量 种 
| 子 的 尖 种 工作 ， 一 时 难以 晾 于 ， 有 和 老 烂 的 危险 。 据 苏联 经验 , 温 渴 
RAREST AE, HEME, TERRA IE 

种 场 及 部 分 邓 区 的 繁 青 场 中 系 用 温 汤 泛 种 法 消毒 繁育 材料 。 种 子 、 
。 系 在 隔离 的 场地 上 繁殖 ， 以 保证 原始 种 子 不 受 散 昧 逢 病 的 感染 ;用 
”上 县 供 给 区 内 的 场 站 。 层 层 保证 ; 最 后 达到 供应 集体 农庄 以 无 病 种 
FMEA. 
BEREAN BE. 但 在 国营 农场 及 人 民 肥 
fk, 用 以 处 理 少量 种 子 专 供 无 病 种 子 辕 繁 殖 之 需 是 可 以 办 到 的 。 
。 但 须 注意 : (1) 不 同 品 秘 的 耐 温 方 不 同 , 须根 据 当 地 的 条 件 , 预先 进 
— PREHWMHAFH, 决定 适合 的 温度 和 泛 种 时 间 。(2) 无 病 种 
FARE AEE E> 300 米 , 意 远 则 孢子 传播 的 可 能 性 念 小 。 

| Dosh, 从 有 渝 渍 青 晒 法 ， 在 浙江 试验 良好 。 在 浙江 情况 下 , 于 
世 月 下 多 至 作 月 下 名利 用 日 光 进 行 消毒 。 先 将 麦 种 用 冷水 预 滞 5 

， 小时, SSFP EAI PR EAE 11 时 起 至 下 午 5 时 止 )。 列 
2 测 - 过 



日 下 温度 可 过 50°C 以 上 。 在 52 一 54sC 5 A Fa, 对 于 变种 发 并 
| 牵 影 响 不 大 。 但 在 55°C—56°C 时 ， 期 有 降低 小 麦 发 芋 率 的 可 能 
各 地 篇 度 不 同 ， 日 光 曝 晒 的 效率 未 必 一 致 ， 在 种 子 繁 表 的 程序 中 
不 能 依 先 此 法 作为 消毒 的 保证 。 cn : 

: HF HU ALIAS A Rw a, fe A RAB, ER 
REPRE HOG, WARE LAT i RE BRIE 
担 , ALAR Sh PAT, 增加 传播 的 可 能 。 ie: 
=. ASTOR | 

lL. KAPURREF RM 

REREAL LAE he eS HAL 冬 大志 
BRA GR VLE, ARIE REFIT ER, LT 

— BE, RN BERTH, RRA 
定 翰 廓 , 不 似 散 景 穗 之 毁损 失 形 。 SAME, SAT DR 
BE? TR? BSH, ha 

病 株 虽然 在 幼苗 期 就 受 了 感染 ， 和 
状 。 a ee 
.于 叶鞘 内 , METH, SCH, Bee Be, 种 粒 初 呈 青 灰色 , 后 
转变 为 灰白 色 , 内 部 全 为 黑 粉 状 厚 垣 孢子 所 占据 。 黑 粉 胶 千 成 菊 ，“ 

”无 气味 。 ATE EE OCR OB, HOOF A CERT 
透 现 。 在 有 芒 品种 , BERG, BI MBM MR, ELT 
RR ANZSI me (Be, aD . 
KBAR (Ustilago hordei) RIG F-HHOE RA 

JE, SELIG, RE UE, INR, WMO 
Ok, WM, HF" EA ES, MO ne, tes — A 
BEE MN AE WH a — Be, NAR ESINOI OF HARE, 
SOAS: FORO » TER, te 
— 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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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 eS ee ee Le ae | Pe eS ee ee A al Ty - 
wae > a is POG, OR ac tM he te 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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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BE; 余 为 作者 原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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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 

_ 

侵 。 
ABM RAE MEMO, ALORS h— ， 

PN RR, SNR R ABBA, WE 
FEM BIRR BRITE, SI, FOF RAL EE EE AG 

. RGAE BD) LYE PSE, A 
THO KLE, 其 情形 旭 略 有 不 同 , 732 Ee SS 
RGR Des, RURTEN, 将 克 子 楼 种 在 颖 壳 才 面 , BURA 
1 (4%), SPROUT HER MIRA (85%), Bese NITE 
FHPEKAMERQO, CARR AF Be See 
RULER, WATT EISELE, EAR, 
GMP EHIERBS, WEE RL, BORA ER 
ARIAS, BAM KS BULA ARRKEDOLIE 
ERY, POUAEMETT ALE, SUP 
FRPMEAKE BT) 接种 才能 获 致 良好 的 千 果 。 当 种 子 播 
种 后 , ECE (PR) HITT RMS RARE 、 é 

- 序 后 入 侵 ; AEN DASA OHARA R, 
BERRA, MARSA, 然后 进入 生长 点 ， 随同 
发 育 。 最 后 破坏 种 子 或 花 器 ， EBay, 

PIRIOF-S ARRAN SERIA S 年 之 久 ， 但 写 在 土壤 中 的 寿 ” 
BE. AAR IMO LR TOROS TMI 
BB, AS PATENT HSE, OT LIS, 24 DAO 
UES PRS, 46 95—100% 的 相对 温度 下 也 能 
- 萌发 (Olayton, 1942)。 这 种 迅速 萌发 的 特性 是 有 利 手 在 大 考 的 颖 - 
片 间 迅速 萌发 的 。 当 孢子 落 在 土壤 中 时 如 遇 有 适合 的 条 件 也 会 戎 “ 
发 。 萌 发 而 得 不 到 入 侵 的 对 象 时 它 便 难 在 土 中 长 入 存活 。 喜 验证 ， 
明 , 土壤 接种 的 感染 李 极 低 (1 多 )。 CARAT Bice PRR : 
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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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oe ok 
Ss wea sap Ww 

. go 

arctan ine, ESE IA 重要 地 位 。 
ACPA ETO RIOR, 
a JAERI EA BLK, APARNA A, PRIUS AR, 
| PME RM ARTES A WALVANIEE A CEN LSE 
REE, CEARIATEEI, LO ACEI, aR 
0, MIELE RN, ABA, 
SUE SRNR, REI LR PES 
: WGK, AGES TEMA, APIA EN. a 
KBAR LAIN MER, EHR 
， 所 需 混 度 常 与 寄主 种 子 昔 发 所 需 者 相 接近 。 孢 子 戎 发 最 舌 温 度 移 
为 20*0, 最 低 5-6*0, 最 高 35"0。 当 士 温 偏 低 ,不 利于 麦 兰 全 长 ) 而 
FOR, 入 侵 的 危险 期 较 长 。 播 种 期 间 土 温 为 10 一 25 "0 
， 时 ;如 士 壤 湿度 适中 (含水 量 40 一 50%)) 旭光 病 率 较 高 (66 一 8 多) 
| FEAL 20°C 时 感染 李 为 较 高 温度 变动 较 大 时 ， 病 害 感 桨 - 
地 可 高 。 播 种 期 的 早退 与 土 漫 有 关 ,~ 因而 发 病 率 亦 相应 地 有 多 等 

”未 同 的 大麦 品种 对 于 同一 菌 种 的 感染 棕 很 有 差异 。 不 同 来 源 
二 的 苗 各 对 于 同一 品种 的 致 病 力 亦 有 不 同 。 我 国 对 于 大 考 坚 黑 德 苗 
ee eee 
ATRIAL ASR RIE EE, Set ae RO BE AE 
a. At “df rhea - 

种 子 带 菌 乃 是 主要 的 侵 桨 来 源 。 种 子 保健 是 防治 这 一 病害 的 
。 主要 生 区 。 欧 剂 拉 种 固 易 收 到 种 子 消毒 的 效果 ， 但 繁殖 无 病 种 子 
为 比较 猎 洲 的 措施 。 

国 萤 农 场 和 入 民 公关 布置 无 病 留 条 地 时 ,应 将 原 种 进行 了 消毒 
“ 攻 轿 意 及 时 去 除 病征 ， 子 以 村 盟 或 深 昌 收获 前 在 留 种 地 中 挑选 

«95 = 



RAB REA, 以 供 下 一 季 留 种 地 之 用 。 IG EK BL 对 : 
于 留 种 地 内 所 收 的 材料 应 在 收获 、 股 粒 及 储 总 过 程 下 避免 与 一般 “ 
KA, AUER LEAS, 以 防 种 子 受到 沾 荣 。 - 
为 了 保证 种 子 的 怖 量 和 净 浩 ， 应 逐年 结合 穗 选 进行 上 烈 措施 。 

” 病 昔 在 大 考 和 在 元 麦 种 子 上 存在 的 部 位 不 同 ; 因此 ， 种 子 消 一 
毒 时 它们 对 于 菊 剂 的 要 求 也 不 同 。 对 于 大 去 种 子 须 用 具有 挥发 性 - 
RRA, 例如 赛 力 散 。 一 般 所 用 剂量 为 种 子 重量 的 02%。 
EU FIC ATT, 能 用 以 上 东 剂 固然 很 好 ; 但 在 此 类 莉 剂 缺 
ZI AT Le Al a RBG (0.3 % ) ALA (0.005 % —0.05 %) 
AUGER (1%) 等 来 拌 种 。 因为 元 霉 所 沾染 的 孢子 是 在 种 皮 才 
面 而 不 是 在 络 壳 以 内 ,所 以 莉 剂 能 和 孢子 直接 相 接 鲁 。 

| SFE REL, Rsk ANTE 
RAPE FUR, HEPERDTA E.R 
Pen iw MEAT TMB! AB SEAR mR 
Jt (C. 1. 981) ABSA LO, PBUH TERRAEsEAS, ex 
病 选 种 中 , 接种 技术 力 是 关键 性 问题 。 

2. AZM A (MAE BA) gas 
KEE BOER OBIE AS Ye 循环 以 及 防治 原 居 等 方 ， 4 

siniliimeimietintinianeliiae cov. 

坚 黑 穗 病 。 
svi ALC: ALD, aR CMTE, Fa HEA 

薄膜 随即 破裂 , HERBS HIS SVE PR (2, B). 
KBR (Ustilago nuda) 的 厚 垣 孢子 为 球形 至 近 球 形 ， 

”外卖 有 微 秀 的 刺 状 突起 ,直径 锡 5 一 9 BOK, SRE, NORA 
色 略 淡 ( 图 2, 2), ‘EAUA ERB (Ustilago tritics MIS 

BORD, Akt, SARWAHO LER. Baas eRe 
=e 

一 



EROS AOE Re regal “ Jag 

| ER PHN, Ore DR IR, "ER 
RAR — TUS ero 但 黑 穗 病菌 有 很 多 是 
项 则 寄主 命名 而 不 是 根据 形态 上 的 差别 来 定名 的 。 习惯 上 所 认可 
， 的 名 称 朋 已 含有 寄主 区 别 在 内 ， 故 目前 仍旧 沿用 各 自 的 原名 。 大 
| SE A REE, 而 小 麦 散 黑 穗 菌 妈 不 能 侵害 大 麦 。 
而 者 的 寄主 选择 性 毕竟 广 狭 不 同 。 

Oo KAAS ACR, OT 
| AEA, ME 4 个 条 胞 -每 一 个 由 
有 让 出 接合 管 。 不 同性 别 的 接合 管 互相 配合 而 形成 双核 便 染 煌 。 
BREA BWM ER Ws, 经 由 花柱 管道 而 进入 子 房 ,或 穿 过 幼 
| 大 的 子 房 壁 而 大 内 ， 最 后 进入 种 子 内 部 , HELIER RS TE 
”肉体 眼 。 潜伏 苗 粹 天 都 存在 于 子叶 盘 内 六 也 有 进入 胚 内 的 。 可 以 

理解, 蓝 糙 存在 的 部 位 是 有 利于 下 一步 的 发 展 的 。 当 种 子 萌发 时 。 
| 昔 标 也 就 主动， 并 且 就 近 泡 随 着 大 效 的 生长 点 而 向 上 发 展 。 必 很 
， 早 便 进 大 重 原 基 。 当 病 穗 将 要 抽出 苞 外 时 ， 小 穗 内 部 的 苗 痔 早已 
”形成 大 量 的 厚 垣 孢子 。 难 备 在 抽穗 后 把 它们 随 风 散播 。 落 在 麦 花 
BOF ELAR, HTL EB, 党 

在 生态 方面 ， 它 也 和 人 小麦 散 黑 秸 菌 有 类 似 之 处 。 知 主 和 给 
二 受 侵 桨 的 时 期 是 很 短暂 的 ; 在 人 工 保存 的 条 件 下 (低温 3-5“0，- 
PRR), 厚 垣 孢子 能 保持 戎 莉 力 较 久 (年 为 但 在 一 般 田 问 条 件 下 ， 
已 的 存活 期 是 很 短 的 。 厚 垣 苞 子 具有 迅速 萌发 的 能 力 。 二 般 是 在 
Ks, SAE, WW Ree 
| MeN MGS BIE (最 适 23—30°C, FAK 5—11°C, Hef 35°C), 
ABFA R RICA, LARSEN, 在 接种 以 后 7 
保持 在 15—30°C 的 温度 和 85—95% WBE PE, FES LMS 
FE 中 小 时 内 即 可 萌发 。 在 自然 情况 下 , AES 

—27 = 



ts UDA RLF ASE MIR RA 
ee ere eee 
ARG, LAZAR, LIBRE 52°C, 
Sb EBET A EAT PE 4—6 小 时 ， 再 在 49°C WY PRS 5 

gh, SRIBFE 52°O 水 中 省 10 分 钾 ， tt AOR, aE Sine 
干 备用 。 品 种 之 耐 温 力 不 同 , 应 先 作 小 规模 试验 ; HET SE 

， 定 。 其 余 防 治 环节 可 参照 小 麦 散 黑 重病 一 节 的 材料 。 
KA EWE EB is (Ustilago nigra) 

(KE LOR, CORREA, “ERR 
和 散 黑 重病 相似 ， 而 侵 桨 循环 和 坚果 重病 相同 。 根 据 症 状 很 难 确 
DPB, 必须 从 厚 垣 孢子 的 形态 和 萌发 状 驶 予以 检查 ; 始 能 确 
ESTE, HERDER EAB, ‘eS PH AT HE 
如 下 真 之 麦 : - | aie ee. 

=. RERER | eid 

LRA ERB 
电 二 -= 

RARE RY SI, EMR, si As ARC BK 

”与 大 麦 坚 黑 重病 相 类 似 。 

病 穗 的 籽粒 为 列 子 维 所 代替 。 farses eI FE 
LAT, AEM BTHR L.A 
Het, RAB, (Ha, SURE, PO EE OF HEE IR 

和 
一 用 下 

f& Az om PRET SUT ADEE BBS DFO THE, FE TK Ye BR BS 

SHEE NEB BGS (Ustilago kolleri) tj ESA7OF tS, ZI, 

Wiis WE OHTA PIKE  V.. jordei) 在 形态 

EAE RY, At, 它们 全 被 认为 是 同一 个 种 内 的 不 同 品种 5 

同时 , SHEE IR Pe a PES Hk SEA EA (U. avenae) 的 形态 差异 也 没 人 

ABSA AMEN, ARIAT HEH 
sey” Ya 



站 

ee 

Une, Fate ws 穗 形 破 坏 ， HEHE. ee: 前 a is 

© pag FE A Kt | 亦 有 时 海路 咯 微 紧 贴 ，- 近似 坚 黑 和 
3 人 的 样 于 5 孢子 深 神色 至 黑色 。 其 散 
ee 落 的 速度 较 散 黑 穗 为 慢 。 
二 a PeSBRUE AIR Owe KE 株 为 |2. A, Se 
2 RAM. HAR! FER. 相近 , VEAL RET EAR. 
‘3. EST RASS. PRWTRVSORS. PRM T RY BLY, RAK 

| 名; 球形 至 椭 沿 形 ,一 | VW, ROAMAKR) ”突起 不 显著 或 很 明显 ; 深 祸 至 黑色 。 
¥ HERR, REM, | 起 ， RAS 一 面 较 直径 6. 5 x7 eat 

ee 4—9 BOE. YE, FEES 5 一 9 BOK. y 
Agmms, |. mee, het. WLIO | 
<< Ae 翔 胞 生出 接合 管 ， 本 J 

ee | AR UK ER. i 
Sima 5. 花 器 感染 型。 5 功 凋 感 汪 开 8。 

(RE) #645 REE | ere pe 
 Wemmer ex yA 
FRAMERS! 
ee re - 
TGR, ABA. 用 温 汤 证 种 方 能 达到 |7. A, XS. 
3 BEDK TEAL 种 子 消毒 目的 。 
SEAR IRA £6 ee ¢ 
oe Bi Bs Cr =o s : 

err 种 。 而 以 有 无 刺 状 突 起 作为 品种 问 之 鉴别 性 状 。 

事实 下 这 两 种 病菌 是 能 以 互相 交配 而 产 下 杂交 后 代 的 。 
TS RMR OR, ABB, 直到 收藏 和 

脱粒 时 独子 块 才 破 碎 。 散 出 的 孢子 便 沾 染 其 他 麦 粒 。 在 无 颖 荡 才 ，- 
FOF ACN ER ERMA. FEA SRE RED Ws EAE 
a ees 9 



3 seit Sh, HB TOTLA BURR, 

PSI T-AEIA DEAS Wi KC, RUMI AE 1 Le 

_ fit BI 2A—2 EDR, emma tf HE FI 

证 了 病菌 的 传播 和 越冬 » AE A AE 
条 潜伏 在 颖 族 与 各 友之 问 越 各 。 ae 

这 是 一 种 幼苗 侵 桨 型 的 病害 ;播种 期 的 土壤 环境 条 件 对 于 病 - 

昔 的 侵 染 活动 是 有 影响 的 。 AERO ELIE JE 20—-25°O, Fe 
低 5°C, 最 高 80°C, NTF HAE Mah (Avena nida var. inermis) 

DFE SRE 25°C 时 候 染 这 为 最 高 ;在 15°O Fn 20°C ra AAAS © 
高 的 侵 染 率 。 对 于 有 颖 燕麦 品种 (Avena sativa var. victor) 以 在 

30°C 的 温度 中 侵 染 牵 为 最 高 ; 在 温度 10—25°C Wy) HZ te BAB 
AAR, BEV RNEEPRAIT RY, BHM 

£F 

(S°C)R MA AIF BE, ilk, AZZ RS, 二 
而 感染 率 减低 。 
ARMINIA LAA BIE OR A, 赛 力 散 拌 、 

种 (剂量 为 种 子 重量 的 0.3 多 ) 对 于 有 上 颖 及 无 颖 品种 均 有 消毒 作用 。 
用 甲醛 处 理 ( 遂 种 用 溶液 淡 度 为 1:300, 每 公吨 用 量 150 Ft, 浸种 时 
I 2 一 和 小 时 ; 千 干 式 喷 莉 半 种 所 用 省 度 为 1:80， 每 公吨 用 量 为 “ 

“30 升 , 半生 小 时 ) 亦 有 效果 。 ES Se 
_ BKZEZAR—TAE. | 

2. RAKE sae 

Pe ete ee RS 

REL, TERRE A Las, FER pL 
BALI WL, VU RARER, (EE SEA 
之 严重 。 

一 80 一 . 《4 | $e. 



EE esha: 
ee a nibey a 

a5 sa 
A 病 穗 的 破坏 程度 不 一 。 所 以 又 称 为 燕 考 黑 散 黑 穗 病 。 病 穗 上 

和 
a 
iy 

: 

GAS Be AEH HE THE, 有 时 毁损 较 重 , 花 器 变 成 黑 粉 , WTR 

YA, a As Blt: ATE PS FEAR BEE, TI LP 

He, WaRA DLW O TACHA PAS AA PPT AST, 
株 与 健 株 同时 抽 征 。 但 病 重 抽出 以 后 ， Ail 08 THEA TS 
acres PEW SLB, Wark EN we A Se. 

HEE EE Bi (Ustilaga woenae) 的 厚 垣 孢子 为 球形 至 孵 形 ， ia 

; {41 5—9 微米 , WHEE, PRAT EN Se, BT 

~ 人 

| 表面 有 微 抽 的 刺 状 突起 。 这 是 它 和 洱 麦 坚 黑 重音 的 主要 区 别 。 亿 
”的 厚 垣 息 子 萌发 时 也 产生 担子 和 担 孢 子 。 | 

XP SOSA PLE MAE NR I (O. triti- 
| ci, U.nuda), "CREE RERWE, AMET 
| RUE, WABASH TEL, ET HEF 
U7 SFP BOZI, aH SARITA. AR AERA, Berh ya 

FPA T LRA RM RARE 
| BRB IRA; BERR LTR MOOD, JOHN 
RABKIN, : 

We TR AER, RR 的 孢子 也 萌动 

， 而 侵入 麦 苦 ， 其 萌发 和 入 侵 过 程 同 大 麦 坚 黑 穗 病 。 在 燕麦 播种 期 
， 间 土 壤 的 温度 湿度 对 于 侵 染 有 很 大 的 影响 。 一 般 在 土 温 较 裔 而 温 
， 度 较 低 时 有 利于 侵 染 。 凡 不 利于 麦 苦 生长 的 因素 往往 延迟 其 出 土 、 
Se REE ARASH. 12, RAEI ASU 
帮助 逃避 侵 桨 , RAP AH - 

荡 麦 散 黑 穗 病 的 防治 方法 同 燕 考 坚 黑 穗 病 。 

四 、, 麦 类 黑 穗 病 烷 合 防治 原则 
人 



“SESE Ty gS NS, AE, ABE “ 
SARE MORE, ARTI, BT 
RRA RAR, MMAR AT, 如果 当 
neem et 种 , YM EASA SE ES DI, FA 
EL A, AEST ER RE | | 
Serer | | | 
IIRL, RIAD, 

HO PAZ PF: (LE, AE RT, 
A, PRR ERE AACE PAR, 每 二 情况 
选取 样本 田 5 一 10- 块 。(2) 检 查 , FERRARO EI B10 、 
进行 检查 。 每 点 检查 200 一 300 FHM, MRAP BH, 旭 检 查考 ， 
秆 。 检 查 时 要 记载 总 德 ( 秆 ) 数 及 各 种 景 德 病 的 病 惹 ( 秆 ) 数 。 并 条 
集 典型 标本 , 刀 明 其 来 源 , 以 供 鉴定 。(3) 耸 析 , BRERA 
病害 之 种 类 , 然后 核 田 十 级 计 各 访 害 的 发 病 棕 。(4) wi, 在 检查 “ 

的 同时 间 老 农 坊 问 过 去 发 病情 况 、 病 名 和 对 于 防治 的 意见 ?以 供 参 “ 
= | oe 

2 种 子 保 全 
BFA SEE EE A f3—Wrk 进行 消毒 =e 

痊 病 原 苗 以 歼灭 性 的 打击 , LAST EAE PEE, TS, 
种 子 又 是 比 镑 集中 而 易于 掌握 和 管理 的 ， 所 以 积极 的 措施 在 于 反 

留 种 地 的 管理 方面 着 手 , 保 衣 健康 种 子 , 使 其 不 受 沾 染 。 
种 子 保健 包括 种 子 消 毒 和 必 置 无 病 留 种 地 ;具体 内 容 又 依 各 

类 病害 的 具体 特点 而 不 同 。 在 入 民 公 和 社 的 组 微 经 营 条 件 下 ， 主 地” 

经 过 合理 规划 及 进行 输 作 ， 种 子 保 了 健 马 具有 更 大 的 意义 。 清 活 无 ， 
病 的 种 子 可 以 作为 提高 输 作 防 病 效 果 的 保证 之 一 。 同 时 也 只 有 在 
PREPS T,. FT 
a 



(a: | | : 
CL) Shi eRe es 

» 

CP) FEARS, ABER BB, DARD - 

“IEG NER, PFO AME MTD, ITT - 
以 法 到 。 用 赛 力 散 、 西 力 生 等 莉 剂 拌 种 (用 量 为 种 子 重量 的 02 多) 
国 必 有 效 ， 印 使 在 此 等 莉 剂 缺乏 时 亦 可 用 下 硫黄 (用量 为 1%) 代 - 
替 。. 惟 硫黄 粉 对 于 小 麦 胆 黑 穗 病 效果 不 大 。 又 小 麦 杆 黑 粉 病 在 多 
年 违 作 的 情况 下 , 由 于 含有 来 自 芋 壤 的 侵 桨 , 拌 种 只 能 收 到 部 分 效 ”， 
人 下 
(CRP BUT SS A, WA A 
RECARO, SUA ARR 
PNA AAS, BAKASAT TN, BRAKE 

| WEAK RA RES, ARDEA 
S| Saas aaa | | 
(AE RE EMMI RSA HE: ABER ITH HM 
BERR ERTS AR, OSAMA ARES 
BAAS, MBAS, ATE RE BREET, 
(8) STEAL AE RE RD MLE PE: 如 在 同一 地 
DR ae Ae gyi ee Be Bs sk ETE EL, 热力 消毒 对 
于 种 子 内 外 潜伏 的 病 苗 均 可 考 效 。 但 对 于 大 面积 所 需 的 大 量 种 子 
施行 PREM, 在 实践 上 困难 很 多 。 例如 温度 掌握 得 不 惟 确 , 易 

FEMS REA, KUED, ESE AY 
可 能 ， 必 须 加 以 注意 。 在 这 种 情况 下 ， 如 楷 器 侵 染 型 病害 不 太 严 
HE, 区 可 分 别 轻重 组 备 , 分 步 进行 。 第 一 年 先 针对 幼 昔 贸 染 型 病害 

Re Bek pall 



BORSA MET PERE, TIALS Aa, eR 
RS RAT OO RTS I, ERROR AT H G 
SRT OLN A HL BO | 

(二 ) 无 病 留 种 地 : “* 
TIAA EIERENIORIER, MEARE 

散 黑 穗 为 尼 的 地 区 万 为 重要 。 屁 的 作用 在 于 集中 培 青 管理 ， 避 有 更 “ 
种 子 感染 。 汶 了 防止 来 自 邻 田 的 孢子 传播 ， 其 位 置 应 与 周转 普通“ 
麦田 保持 一 定 的 安全 距离 。 对 于 花 器 侵 染 型 的 黑 重病 ， 要 求 的 安 
全 距离 为 300 公 尺 。 人 民 公社 布置 留 种 地 的 面积 以 能 生产 足够 供 
应 灵 季 大 田 及 留 种 地 应 用 的 种 子 为 度 。 在 国营 农场 划 极 据 任务 而 ， 

第 一 年 供 留 种 地 用 的 原始 材料 来 自 种 子 繁 青 单 位 ， 或 由 人 民 ” 
公社 及 国营 农场 自行 从 大 田 选 留 , 选 种 时 可 采用 片 选 法 或 穗 光 法 。 
但 用 穗 选 法 有 助 于 优良 个 体 的 挑选 。 这 样 对 于 以 后 留 种 地 的 产品 ” 
质量 之 提高 很 有 好 处 。 选 种 工作 必须 择 无 病 或 轻 病 麦 田 进行 。、 

关于 品评 吉田 时 生病 的 标准 我 辐 竺 未 公布, 以 下 为 苏联 标准 ; 

苛 供 套 考 。 
- 村 o - ‘ 同 田 内 ‘ F i ‘ ae 

VIER Wy S> eB ae am ay . mR | 4 marcia D Zc EIA Hh Bt : 1 T abe relay . 

0% ae 0G 0%] i 0% 

ad Pa 38 Op i 0 一 2 多 和 
0—075% : 00.5% © 

0.5—2. 0% . 
2.080 E 

3. 栽培 方法 的 配合 运用 

-” 墨 积 病 类 病害 的 人 侵 时 限 饶 其 短暂 ， 改 进 栽培 方 法 以 创造 有 

er eee A DRI abe, 
Soa a 

0. 5 is Be + A a Mt ct St St St St 



和 
ee wie 

En 
“人 一 ) 娄 肥 的 处 理 和 施肥 方法 之 改进 : .在 北方 使 用 十 类 地 区 并 

-两 可 能 有 存活 的 柱子 。 施用 时 如 将 妆 种 说 和 ， 侵 染 源 即 与 种 子 接 
i (ESE ASHI, IXIA SAGE Ls APRESS, HOC ADE 
FG be A RSPEI, FLAS PO FER 
RIE, IMAL LMC HA, 发 酵 的 高 温 具 有 杀 苗 作用 , 为 改进 妆 
肥 的 方向 之 一 。 此 外 ， 壹 田 施用 基肥 种 类 和 施用 的 方法 对 于 才 苗 
的 发 至 很 有 关系 。 这 一方 面 的 措施 以 能 促进 麦 昔 的 出 十 ， SAS - 
AEFI TEIN : 
(Cia: EER HL, oF RAE, 

FP ISIN HER. eB oR BRE PP ROTO ISAT 
FM2—, PEVRERODRRN TA, PERRO 
ME. SF SEAT MRE ER A ERE TP 
“1, AER RO ELIE PY AEA RAE BR TOE te 
Fh, SHOTS PAE EO ARLE EEN EBS, 
| HARE Dy 1s EI AS TA BE eB A TBO ST TI 
AGH, WRIA RAI LB Wao e 
(S|) eee ME: 
te an AS See ALT YH SUA Ye BE 
ih nA ACERS, EEE WAR, EGE PEW AE 
STATA AIE AT ALS, WAR ASE 宜 的 播种 期 ， 则 不 但 、 
Bemisia 2, TNR Ts I BORE, 
i — 35 — 
‘te 

= 



”播种 深度 的 届 节 亦 具 有 意义 。 播 种 过 深 ， 则 延 退 了 幼苗 出 十 
期 , 也 相应 地 加 长 了 幼苗 侵 染 型 黑 穗 病 莫大 侵 的 和 险 期 。 

此 外 ,- PRE EN, RSA ANOLE 
“ ELMER LED EES, Pym EE MOR HES, TE 
宣 , MLA RIFLE, 抑 且 间接 地 具有 防止 人 侵 和 增加 植株 抵抗 
ek : | 3 

4. ATL ceil: et 运用 ge 

12 SLE RUM RMSE MARE, DURE EL 
已 的 “种 ””。 尤其 当 图 问 改 用 抗 病 品 种 时 ， 病原 物 所 受 的 威 助 为 最 ， 

Ko HARV PANEER ER Le, 
验证 明 , TERRE, SEMIS, BD 
TRS. CARRERA CM RAMAL, WR 
WEIR GES. Ak, 在 推广 优良 品种 ， 尤其 是 抗 病 品 

POS AONE REP, ABO IOS ee DB ERE 
PDEA, ARE AT, FR 
且 要 求 用 最 优良 的 耕作 和 施肥 条 件 也 以 培育 。 国 营 农 扬 和 人 民 公 
社 宣 配置 专 入 , 给 以 最 关 必 和 移 致 的 照料 ; PPR AE BREAN 
菌 种 子 的 持久 供应 。 

‘5 ae fae 
. 禾 谷类 作物 锈病 中 , URGE AEE, EMA ETE 

界 上 种 植 麦 类 的 地 方 都 有 锈病 。 它 对 于 作物 的 损害 虽 不 似 黑 重病 | 

之 明显 易 见 ,但 所 造成 的 产量 损失 是 很 可 观 的 -在 镭 病 大 流行 的 年 
分 里 , GER, Baa 15 He EH IBF (Robigus) 

OTH, JOSERRSGTE NRT”, UATE A RR SE HA 
— 36.— roe : 



在 现代 和 病理 科学 中 SDRC R SOREL. 
ORB KA PRON TE ER OT 
EPH, REKRERG MUL, MAUR, Se 
行 成 灾 ， 损失 严重 。 

LL AERROR AW : 
AREAL DE ELA, WRF, Wise — BE RACHA - 
BORE, APSE, BIL UNE HreT SEITE 
RE, Hilfe 1916 年 澳洲 和 加 拿 大 因此 而 受 的 损失 各 达 一 亿美 

元 。 在 美国 旭 为 1 亿 1,500 73, BAA EU 
付 籍 麦 的 开支 。 R 国 小 麦 杆 狼 病 主要 为 害 于 春 麦 区 。 例 如 东北 在 

1928 年 发 生 严重 的 杆 锈病 , 损失 小 麦 狗 55, 000, ARK Mb 

| 麦 成 熟 较 早 , 灶 锈 病 发 生 较 迟 , LV EAE i BAER ， 
区 之 严重 。 至 于 大 考 的 村 锈病 主要 发 生 于 春 大 去 区 。 冬 大 麦 上 虽 
IAI, 得 不 重要 。 BEDE FE Wie RET BE, 黑 

“ 麦 的 杆 锈 病 在 东北 已 有 发 现 。 
汪 症状 BRAM A EMT, “Ets 
EAL EAR TET NE. (EFA LANE DE ESE 
完全 不 同 。 

a 未 考 的 三 种 锈病 中 以 杆 锈 病 的 发 病 为 最 迟 。 华 北 5 ART 
Wh, 6 月 中 盛 发 ;西北 考区 在 6 一 7 月 问 发 生 ;东北 春 麦 区 于 6 月 中 
| 下 和 旬 弄 始 ，6 .月 下 旬 至 7 月 上 旬 盛 发 。 初 期 症状 为 得 色 泡 状 斑 , 出 
SAF RE AAO EAB, 尤 以 鞋 秆 上 为 多 , 故 名 杆 锈病 。 寄 主 
MMO MAE RET, BI THe Rh Eee Le, 故 

几时 泡 状 。 卖 皮 随 即 破裂 ， 散 出 初 色 锈 粉 状 夏 孢 子 。 夏 孢子 堆 的 大 
PATER ALES AONE REITER, ACLS 
aa RWPHATI AS, WES, ME, AT 

Bk, la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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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 BIR; 2. 1. Bi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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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Ke (1,2. Hj Duggar 及 
* Pe 



ot + ed 
4 ~~ 

2 con 

Bs thbtaamaxananntn, 100% 
有 时 很 小 , 有 时 很 显著 ; ATI ENB PEAR HET 
KEAN; AVRECAMSE ORO, 2B’ BR 
Ss BHF PSA WATERMAN EEE, LOMRE BE 
ee ee 55 SOPH IS, 随 风 传播 , 能 多 
机 

“ 妆 水 考 接 近 成 熟 时 ， Ore eae tee ASF HERE 

AIT RHA HE, 或 在 其 附近 突破 表皮 而 出 , TABS 
RSE, ATI BI MMT ICM , E 
PAE POE 了 

越冬 的 冬 苑 子 在 春季 埋 发 , EMH. 担 抱 子 随 风 僵 播 

二 担 苑 子 萌发 后 ， 不 能 侵 大 小 麦 而 只 能 侵 大 转 主 寄主 。 在 转 主 
SEMEL ADU, MOTE IER A a EE 
FB, KEES, 病 班 的 中 部 形成 若干 黑色 粒状 物 。 这 是 
POLE. FR, 病 斑 的 背面 出 现 若干 枯黄 色 突 起 , WARS FE 
REAGHTE, 5H F-Ba KUELR, (SRE RS ANSE, 而 只 能 侵入 
-小 老 。 据 克 下 农业 试验 场 1953 eR, TED RA RAMEE, 
RS EHOMRF, 16 KS NFA, 数 日 后 产生 锈 孢 子 器 -26 

RBBB ROR, 34 天 后 , TE LOT HE, ， 
二 病原 苗 及 其 转 主 寄生 之 特性 ”上 贝尔 松 (Persoon) 于 1797 2H 
杆 锈病 菌 定名 为 Puecinia’ graminis, AB FEAST fi EAD SBD 

(Berberis spp.) WRK. WINE LH Bs HT EEA | 
‘clei 霸 定 名 为 Aecidium 5erpeyides。 每 勒 (Schoeler, 

TRIS) SP ASR ae: 13. SERB LI, AAD i SCF EARS 
i BO 



~ 2 

”到 注意 。 德 巴 震 (DeBary, 1864—1865) EATS ERNE 
上 , 产生 锈 苞 子 阶段 ; Rit BHF REBEL, Pr PAT BI. 

ja sn 1x HE ee 

理论 。 

MERE RACARH 循环 的 转 主 寄生 锈 苗 。 国外 报告 ， 普 

52 (Berberis vulgaris) Fl A (Mahonia agifolium) hee 

| SOT EN ROU, TREE, be 
Hy ERE BOLE A Ik — Fh, Pilea KYB. Gilgiana, Ri 
的 B. vergetorum, #RALRIA Ba BE (B. amairenisis) 和 东北 及 热 河 

的 小 时 种 小 药 (B. poiretii) 等 。 其 中 大 叶 种 小 昆 合 直 克 册 农业 起 
验 场 于 室外 试验 条 件 下 , FAYE ANE LAER BEAR, aha aces 

ZENS aEPAL-S DBA IG AK. ‘ 

| 40h (Brisson) $1804 AREY FIER BAAR 
杆 锈 菌 的 专 化 类 型 之 区 分 。 克 过 以 后 的 学 者 相继 研究 目前 已 确 
定 杆 铺 菌 这 个 植物 种 乃 是 _ 些 专 化 类 型 的 竹 合 ， 这 些 专 论 类 弄 克 

是 根据 它 在 第 一 寄主 麦 类 植物 上 ， 也 就 是 在 病菌 的 双核 世代 的 专 
化 性 而 区 分 的 。 普 通 小 此 (B. vulgaris) 对 于 这 些 专 化 类 型 大 都 能 ， 
DR, HOUR ARR cf graminis eddies 

HABE 

HMBC: LIER CORE. ere 

RMAF MRT AEBS EL, 1S th Ee 

在 转 主 寄主 上 。 

"CHEB LVMH 菌 粹 寄生 在 站 胞 间 ， SEDAN AEA 

HA, HARRI, MERAH, HERAT 

Bh LALF RET Bil, PAM, Fee EE, 收 圆 至 长 圆 形 ,尺度 : 
欧 为 2142x 13-24 微米 (我 国 已 发 表 者 为 22 一 36 x He Oe : 
mec 

4 



= hy —10~ x 1492.5 BOK). NAAT A, NIB EE 
OR, PMI RE, WOT LR EMT 
i i FOF TIRE, 并 随 风 散 布 ， 成 为 重复 再 侵 染 的 来 源 (图 3, 1). 
SOSA, 栗 褐 至 黑 褐色 , RAE AS, PUREE, REW 
2 B5—58 x 16—23 微米 (我 国 已 发 表 者 为 40 一 50x 18—25 微米 及 

8560 15-2) BOK) JOE. LMT, 2 
«TATE, 两 胞 交界 处 人 微 四 , 4A SEL, EF is, 一 在 下 
RMR, MANA, SAFRAN A 条 
eR MAWE 3,2). 

BADE, FOTW. Ps SATUS 7p HUH “于 萌发 
ees SHIFT READ, 形成 四 个 新 孢 核 。 担 子 的 每 
ery. ae 每 个 四 胞 生出 有 具有 单 核 的 担 孢子 一 枚 。 
WFAA +? “PE, APR, ROO 
FE, 萌发 后 侵入 转 主 寄主 , Ra AAC ARRE 
PMTE, SHLRRKRAAT RASS, DIL Beh er 
KR. BEAAA PM, BR AIOT, BOMTET BERIT 
PERERA. BENGAL U1 Jala AL AS TA (3, 3). 
Ba ERRATA Ef AIS CB Ti EB “+” PR, 
| SR — "Pa — "HE, ATRL TEE BE PE 
CTIA, HERI, HEF FPL BI 
Te St LT AE BM, OD 
| AT, 
ES See BERLE, PRASP Or ey ERO 
| ALIFE, 作 钟 管状。 器 的 四 周 有 和 白色 破裂 边缘 ，、 
EAST (IN 3, 3)。 锈 苞 子 为 多 角 近 球形 或 略 
a He ba 4, ee 15—19 x 16—23 BOR, 表面 有 微克 的 瘤 状 突 

3 

-人 本 

¥ 
: 
5 



起 ， 它 随 风 傅 布 , SABE A SEG ERA, See on 

”发 生 与 发 展 SN GR RAE RATA, Ce 
“和 寄主 的 感染 条 件 有 关 。 

RISA SEBEA A MAN TOT IU, BUD DERE ANODE. 
URE, SF METERS OR, BR 

AE DEE CM Bh BEB. amurensis) 已 获 有 接种 千 果 , aLPAIL AY pes 4 

PIECES, 其 他 地 区 的 二 主客 主 并 题 竺 天 基体 材料 可 村“ 
依据 。 惟 小 现 闻 便 : 与 杆 锈 有 关 , 也 只 能 供 痊 附近 的 小 考 以 锈 苞 子 ，， 
(REA DBE, 产生 夏 孢 子 , 以 积累 昔 源 和 扩大 再 侵 染 。 所 
机 btr namie ake ea 
行 , RXR MT AKERS MORN HABEAS 
夏 息 子 萌发 及 仿 大 的 外 界 条 件 ,和 适合 于 侵 染 的 威 病 品种 

， 杆 锈 菌 虽 需 要 转 主 寄主 以 完成 基 发 育 循环 ， 但 在 革 些 小 霉 产 
K, HRM MAH TKS EMSRS 
PMG, SERA RM, 杆 锈 菌 能 在 秋季 侵 太 
ABO, MURS EMA BS, KERMA 

BUSRTRA, HMR RT MER MGB, Bede 
TUG. Pl ile 
一 定 的 证 据 。 
ee ret me Tt Die 
的 发 展 和 夏 孢 子 的 形成 而 论 ， 一 般 以 20°C RSH, 31°C He 
高 。 在 0*0 一 1*0 的 低温 中 也 还 有 夏 邦 子 堆 形成 以 夏 孢 子 对 于 赛 

“ 瀹 的 抵抗 力 而 论 , 新 鲜 夏 孢 子 在 50 的 温度 和 50 多 的 相对 湿度 条 
一 件 下 能 储藏 三 个 月 而 仍 保持 良好 的 侵 染 能 力 ; RELL 28 天 以 后 仍 有 
” 朝 发 的 。 夏 孢子 在 哉 验 条 件 下 甚至 能 度 过 一 29" 至 一 40*0 的 低温 
达 45 天 之 入。 因此, ERAGE NT ahi sice a 
iy | rae 



= ‘ EKA CRE. 
| Bieri Se eR I a, 由 于 孢子 的 体积 其 小 所 以 

“pete HOA, 043i BF (Stakman ot al, 1923) 全 在 美国 南 | 
“部 得 克 搬 斯 州 于 四 月 Iie 1,000—16,500 CRW ZEB, 

LF BAAEAT SAH 5,000 Rij ZENG. MME IHL, 
“Mes (1940) Sri, LO-FI AUSTEN 7 
By CAAA, AAT AGRE 
KRHA, 以 及 小 此 上 所 上 生 的 锈 孢子 。 在 夏 未 和 秋季 , 夏 孢 子 
HAL CRAE MATT, CEPR, 并 在 南方 越冬 。 Rees 
8, URS RAREE EZ, HPCE HI 11.57 毫 
Aes POF 11,500 公 尺 的 高 空 下 降 , 如 风速 每 小 时 为 30 HB, 则 可 能 
| PUGEE 1,100 公里 之 远 , 方 能 落 在 地 面 上 。 ig 
APG HOT-LE 5— 25°C 22 GM AHR EP i 

(HH 69-89%; 在 2 一 3"0 也 还 有 少数 萌发 。 侵 入 亦 须 在 叶 面 有 
“水 膜 时 进行 , WE 18.3+23.9°C 为 最 适 。 小 去 生长 的 最 适 温度 

ITE 基 一 20"0。 夏 孢子 阶段 侵入 的 温度 与 此 相 接近 。 
BFR HEE, TBO EE 
(We, 紧 压 在 叶 面 硼 织 上 。 然 后 由 压 万 胞 生出 侵 染 入 ,侵入 气孔 , 在 
气孔 下 室 形成 囊 胞 。 从 这 里 再 生出 一 些 菌 浆 进入 寄主 的 深层 细胞 
Tl, AEB RAMSG AH (19—21°C), ME 6 一 8 天 的 潜 青 期 便 生 夏 
和 犯 手 堆 。 潜 青 期 的 长 短 依 温度 而 不 同 ， 在 10"C 时 潜 青 期 狗 延 长 
eS eee 
ALT, Po DDESERY RST, dA, AL 
18, ZBOIG, BART HMR RAMIIE, RIERA 
— HetoRNE, OF MRABE, BEART. 这 一 阶段 的 感染 对 于 小 

Pog aba 



ae 
- , ia. 

y 。 

ALR, Hab, Manoa 

施 , PY SEN BEAT RAI 
-对 于 作物 的 影响 、 杆 狼 ee ae ee 

生物 的 但 夺 营 养 而 使 寄 主 的 生活 力 创 弱 ; Jr Al OS HE” 
表皮 破裂 和 蒸腾 作用 的 元 进而 引起 大 量 的 赤水 现象 ， 散 至 光合 作 “ 
”用 受到 于 扰 。 这 些 因素 都 足以 影响 籽 实 的 灌浆 。 光 其 在 穗 红 和 络 
片上 大 量 产生 孢子 堆 时 , 能 引起 籽粒 的 干 痛 。 在 发 生 锈 病 以 后 ,小 
麦 的 容重 因而 降低 ; 出 粉 这 因而 减少 。 这 种 影响 常 因 病 喜 发 生 的 
FRA RTA A, ART, MARTE RN, 
PRR E, BORER, 损失 亦 较 轻 。 此 外 ， 发 病 id 

的 严重 程度 不 同 ， 所 和 致 的 影响 泵 有 差异 。 

由 于 以 上 原因 ， 耕作 上 的 措施 具有 减低 愈 病 损失 的 作用 ， 避免 

过 退 的 播种 ， 可 以 逃避 杆 锈病 七 发 期 对 于 孕穗 至 开花 期 的 植株 的 

大 量 感染 。 适 量 灌溉 可 以 补偿 病 标 水 分 之 洽 耗 。 党 | 

生理 专 化 及 其 与 抗 病 选 种 工作 的 关系 FRM ROAR 

型 , 而 且 在 专 化 类 型 之 内 还 有 不 同 的 生理 小 种 ， 专 化 类 型 依 寄主 的 

PRM, 生理 小 种 则 以 寄主 的 品种 之 反应 来 区 别 。 

杆 锈 菌 的 生理 小 种 系 根据 一 套 鉴 别 寄主 对 于 病菌 夏 孢 子 阶段 

的 反应 而 区 分 。 用 以 区 别 小 麦 型 杆 锈 菌 ( 忆 . graminis tritici) oe 

别 寄 主 计 有 节 个 小 麦 种 和 品种 ;用 以 区 别 燕 考 型 杆 锈 菌 人 P. gra 

minis avezae) KHAS THERM; 用 以 区 别 Se se HAF BF a 

— (P. graminis secalis) BHA 5 TRAM. 鉴别 的 标准 依 各 芯 品 

-种 的 症状 反应 而 定 ， 小 麦 杆 锈病 的 寄主 反应 型 可 分 为 六 胡 其 分 级 

” 标准 见 本 节 第 四 段 ， 

SE BEAT Ds isi 的 生理 小 种 经 各 国 发 表 者 达 200 个 以 上 。 我 

国 目 1934 人 和 发 表 ， itl Bh cose 
了 一 

| 



和 
ish F 210 

‘ ° ste (Little club) 4 

«Bee (Marquis) 4 y 

ARB Reliance) | - OS 
3 RK (Kota) -- : 3+ 

4 ~ ae RIN (Arnautka) © 4 = 

“a Be (Mindum) od him 

F 3727 (Spelmar) 和 一 
奸诈 卡 (Kubanka) = 

5 站 PASTA (Acme) 1 3+ 

— #7) % (Kinkorn) or. 

 «MeRHR (Vernal) —- DR 
¥ _ EAA (Khapli) 1- 

3 
~ 

于 新 品种 的 适应 而 发 生变 异 。 此 外 , HOES 

eee Sha. 

ABDAHRUARE, MAC, ALA S 
aor a SI, 在 

WEE LUT AE, WEAF HE SAR eM He HOSE , 因 
-而 产生 新 的 生理 小 种 。 

g RAPHE, bb, VER LEAR. 
一 粒 小 考 (Triticum 

- monococoum) {34 th Ft LITE FLA 硬 粒 小 麦 (了 durum) R=) 

Race “polonicum), [I SEAN SE (T. turgidum) Fer ET. dicoccum) . 

| RUBLEIEME AEE ((. timofeevt) it & nn Ft A BA a BEDE, ZS 

FRA #2 (T. vulgare), HBRBL (T. spelta) MBBLNE 

gee compactum) HIintEMFPFESCA—K, BHP HUH Wo FR 

大 。 例如 东北 竖 定 千 果 在 原始 材料 中 已 确定 有 高 度 抗 病 品种 238 _ 

MARA A BATS INE 措施 之 一 。 

@@“ 生 理 小 种 鉴定 号 数 。 
ay Stes 



Bp 

_ Ay, 抗 病 品 种 AL ee 
A 90S, HIER NE, ALPE WR 0028, PERE, 
"IEF Hide, 60 号 等 均 能 抗 杆 锈病 。 

"FeRAM ERENT LAAT 
JP) AES) Ah PETE — LASSE, 当 病 原 菌 的 致 病 性 发 生变 异 时 , 抗 
病 品 种 对 于 新 的 病原 茵 生理 小 种 之 抵抗 力 自 亦 发 年 问题 。 因 此 , 应， 
访 不 断 地 至 成 新 的 抗 病 品种 ， 以 对 抗 病原 物 的 变化 和 进攻。 在 选 
育 抗 病 品种 的 同时 ,还 应 鼓 明 悉 病 原 物 生 理 小 种 之 分 布 及 其 专 化 
之 变异 状况 , VRS, 并 确定 品种 的 推广 范围 。 

防治 要 点 根据 村 包 病 的 特 皮 ， 鱼 除 畏 主客 主 可 以 切断 病原 
有 物 的 发 育 循环 。 因 此 , 在 有 转 主 寄主 的 地 区 , 可 以 考虑 这 一 措施 。 
但 在 有 夏 孢 子 从 南方 经 由 季候 风向 北 吹 迁 的 情况 下 ， 转 主 寄主 帮 ， 

” 涯 唯一 的 供 闪 病 昔 之 来 源 。 键 除 转 主 寄主 之 作用 ， 主 要 还 在 于 减 
DORE GIT IV, 以 延迟 村 锈病 的 发 生 。 此 外 , FO. 

RUEN ERE ANAT ERO LAH RN 
主 寄 主 的 作用 之 一 。 ae 

SHI, BIA SUATREWNI I, ZED REISE 
.或 合用 晚熟 品种 。 肥 料 对 于 发 病 固有 关系 ， 但 亦 应 考虑 到 使 用 追 
EFA, SRM Ae 
都 很 重要 。 钙 素 使 原生 质 发 生 有 利于 抗 病 性 的 变化 ， 氮 素 旭 提高 
蛋白 质 含 量 以 和 致 二 加 感 病 性 。 气 和 钙 的 比例 不 正常 时 ， 对 于 中 度 ， 
KURA, STK, LARS Pa 
ENGL CERT A EE A A ROLE 

选 青 抗 病 品 种 为 防治 锈病 的 基本 环节 ， 须 联系 病原 茵 生理 专 
化 的 研究 不 断 进 行 。 选 用 抗 病 品种 须 考虑 地 区 的 适应 性 以 及 病原 
LM VLAN, MAC MRT LE, 
—46— ~ 



* 受 其 友 且 。 例如 1950 年 条 锈病 流行 ,西北 、 学 北 和 华东 全 a 

OH, 1957 Me RA, SR 
515%, 个 别 严重 地 点 损失 达 50% , - 

发 生 时 期 及 症状 ， 条 锈病 为 小 霉 三 种 锈病 中 之 发 生 最 早 者 。 

se 它 在 坎 年 春季 再 度 出 现 ,并 
胆 到 汪 加 多 。 一 般 系 在 初夏 大 量 发 生 。 在 田间 气候 沦 交 湿润 的 情 
RE, 它 的 发 展 很 快 。 在 温度 超过 20"0 时 ， 它 便 不 再 发 展 。 在 夏 
季 气 温 较 低 的 高 原 或 山区 ， hE BBR, 条 锈病 于 夏季 和 秋 
PTEMERER, HRM, 
ARB ARLE, RPRURIS TIER MD ET, 因而 - 
ADE) LIEB RA HE, BLOT He RCE PTE 
ak, 起 初 是 隆 蕊 在 寄主 表皮 之 下 ， 最 后 突破 表皮 ， 散 出 黄色 的 夏 防 
二 POSH LTO LATERM RO, WEE 
的 尺度 亦 较 小 ; 一 般 长 度 狗 0.5 一 1.0 2B, BBW 0.3—0.5 训 

he BOTHER COR, HSE, PEE 
Rin OAT LR, HBR CE 4 1), arene ye 
“HOSEA AB es BO, FEST ESAS MERUSE, PRIS 
HORE BEML, LRG, 农民 称 之 为 黄 这 。 
， 由 于 涤 主 的 反应 不 同 ; 症状 的 表现 颇 有 差异 , 有 时 量 有 病 斑 而 
FHF, ANTHEM TIM FLEE, pe 
FEDER BOR, ACTOS HER, FERRE EM L, 有 
BEARER LE, Leet Lae, ZF NOPE RT HONE 
eal Hy eK AE SE, 蕊 不 突破 表皮。 

aay, Ee 

过 
rs 



4. HRN: 
Litt; 2. WF; 3. BP, LWT; 上 SWOT, 

(T. 42&/A A; 2d. stil Jaczewski), 

— 43 — 四 



人 id 1897) 所 psn lpi ante ra PENS sete U dts 

" glumarum,” SUB LA MN Gs ta FF Fil A Puccinia rubigo—verd, 

: 1896-4, Be ArH HAE (Briksson and Henning, 1891- -1896) 根 据 条 

3 PROP ENAHTE RE EM ahs Puccinia gluma~ - 7 

| Pm, BKB (1894) OA AEE LW RP RI TE 
; 专 化 类 型 , BD Puccinia glumarum f. tritici, f.hordei, f. secalis, 

- feelymi BK f.agropyri, HEAT AD IRS WA, An 
ALBA IAAT UE RIK LE RK, AMR 
| SMA IRAR REE, Wve, TeSCER Lee RNa by 

i, HAGE AIRK, LMS REM, KE 
的 条 锈病 亩 在 致 病 性 上 存在 有 差异 ， 根 据 其 在 鉴别 寄主 上 的 表现 
可 以 分 辨 为 不 同 的 生理 小 种 。 secon ti 
: .小 种 之 存在 。 

RSG (Puceinia glumarum) Hy SEAR, oe 

ARZANLMBRIMRMKRT, KRBBT HRS 
Fi: HEREC, ARIE LE BROT RE 
和 犯 子 阶段 ， 但 条 孢子 的 作用 不 明 。 
， 夏 孢子 着 生 于 夏 孢 子 堆 内 ;球状 至 卵 轩 形 , 尺度 之 差异 非常 之 

a PAI, UE, AAR Ree, ASE TL 6 
16%, STEER THEN, BEBE, HUI, oe 
d 机 顶部 不 加 厚 ; 无 休眠 期 。 因 转 主 寄主 不 明 , & 
子音 发 后 之 担 孢 子 之 作用 不 明 。 A MA 
(4,25), | 

BFW ARANETA PERRO, AEH 
«RR, ARAM LAIBLE, “EFA Ut ASE sE MONE PS Oe Be SES, 
3 —: 49 -= 



BA-ARSEOAAM OE, BEBO, ， 
SIEM: HS Ai es 
HE. 

iF aa He HP a aE SRK LOIRE RE, 根部 所 ， 
获 的 养分 大 为 减少 。 同时 , 由 于 呼吸 亢进 ， 需 水 较 多 , 贫 弱 的 祖 部 、 
不 能 大 量 吸收 , 形成 水 分 供应 不 足 的 状况 。 病 株 生 长 因而 活 绥 ;种 ， 
$F Hi, UH BE. 
| PATE T NCR, KT NB: 
如 何 越 夏 和 越冬 乃 是 条 锈病 研究 中 的 关键 性 问题 。 re 
AERP ESET IR Ev eee Ee aoe 

形成 以 10-15 °C 为 最 适 温度 ， 苗 糙 体 能 在 冬 麦 幼苗 狙 秩 内 越冬 。 
”在 2 一 430 PRE REP ET. TALK BEST UE 

95°C DRTERNS, RESP MR eR I EEE 
RESELMRE, AUR LBATMTABUSS, 

| HIF Hi RMSE 10—12°C CRG 2° 至 8°C, Hei 29°C), Wi 
Se NOSE TE 4.2° 至 65°C LINE PRB AIS, BIGkitit — 
10°C 的 夜间 低温 , AA ET, HRRER, DPE 
湿 的 情况 下 , HYG I7 AT MERA A (0°C;F 40 % ROA ET AE Fe 

， 活 433 天 )。 由 于 对 低温 有 和 良好 的 适应 能 力 , “EEA 50° 以 南 的 
地 区 可 能 用 夏 孢 子 越冬 而 于 坎 年 春季 再 行 FORA: 或 者 在 秋 未 
冬 初 入 侵 冬 麦 苗 ,以 菌 炎 状态 在 寄主 组 积 内 越冬 。 | 
”条 锈 菌 不 耐 高 温 。 夏 孢子 在 36 0 的 条 件 下 两 天 就 失去 全 活 

Wy KAR, 其 生活 力 丧 失 念 快 。 在 成 都 平原 , 夏 孢 子 的 存 
活力 不 超过 一 个 月 ;在 武功 夏季 的 炎热 和 诅 度 情况 下 ， 它 的 存 酒 力 
-不 能 超过 33 天 。 

rR REA EE 2S AP ACNE ame 

0 — | 



Sei LWA CAIN ERUERC ALPINE, RIL ABTIO, 一 般 庆 为 它 
区 越 夏 有 两 种 可 能 途径 : 一 为 在 架 草 寄 主 中 越 夏 , 一 为 在 夏季 准 阁 

_ 的 高 由 或 高 原 地 带 越 夏 。 Pi BEBE WR FE A ETT HE 
SE) UE ; 
a EMA SERS RERETULMG, te RUA ini Aa FEA 
WANES, UAT SURE BHT" EIT, 乃 是 可 能 
的 5 Cdn Zs A ETE ARAL ELE, FA 
ee ae 上 ,在 七 月 中 旬 及 开 月 上 旬 检 查 结 果 , 自 
W120 米 以 上 的 各 让 试验 材料 上 均 发 生 条 锈病 。 海 拔 较 高 之 
; 处 ;夏季 气温 较 低 : 例 如 七 月 份 西安 、 武 功 等 地 最 高 温度 在 87°C 
bE, 而 太 自 出 刘 家 岩 人 1220 米 ) 最 高 温度 为 29"0, 平 均 为 231.8"C。 故 
在 1,220 米 以 迄 2,563 米 的 高 地 条 锈病 均 能 越 夏 , 尤 以 2,000 KYA 
于 发病 为 最 重 * 甘肃、 青海 等 地 很 多 小 麦 被 裁 种 在 2000 米 以 上 的 
高 二 上。 这 些 地 区 的 晚 施 春 麦 收获 期 迟到 9 月 至 .10 月 初 , 田间 条 ， 
锈病 发 生得 普 吉 而 且 延 绩 得 很 入 。 这 不 但 使 病菌 以 寄生 方式 越过 

BS, 而 且 可 以 保存 大 量 病状 。 到 早 播 冬 考 出 苗 以 后 , 它们 便 侵 入 
秋 苗 。 此 外 , 高 地 的 老生 麦 昔 上 也 有 条 锈病 , 井 能 蕉 持 病 菌 的 寄生 
(ANSE 10 月 中 旬 , 起 着 越 夏 和 保存 菌 种 的 作用 。 至 于 寺 肃 六 担 山 

| HRA Se, 其 收割 期 可 能 迟到 七 月 下 旬 , RAE 
的 出 昔 期 仅 狗 ,40 天 左右 。 由 于 高 地 次 爽 ,病菌 也 有 可 能 用 夏 孢 子 
直接 滤 进 这 一 段 时 期 ， 然 后 侵 大 早 播 冬 麦 的 麦 划 。 

,人 和 舍 播 及 流行 ， 条 锈病 菌 也 和 杆 锈病 菌 相似 ， 是 经 由 气流 传播 
的 。 泡 不 仅 在 田间 有 短 距 离 的 玖 子 传播 以 扩大 其 侵 染 的 数量 ,并且 
在 地 区 与 地 区 之 间 有 长 距离 的 传播 。 例 如 陕西 关中 地 区 的 条 锈病 
FET. A BEER rh PRE ES EN, FREER 
BART AT, 夏季 主要 在 2 2,000 米 以 上 的 高 出 或 高 原 地 区 

-一 -51 一 



人 

FURAN LIE, 秋季 后 ， Pe eer 
ZAK, 最 后 ; CESEEBS, RPM SERRE, 
M1 TREOLPGLEL, LPWKARERRABR BT 
EPHREPLED, Wink RR RE 
时 , 先 在 该 区 侵 染 发 病 , PURPA MRE A EHS, 侵 ， 
PPM KML, web, VIRB Dee 
CHK SESE GS UM, IE, 

小 去 条 锈病 在 锈病 流行 年 份 发 生得 很 严重 ， 而 在 另 一 些 年 份 、 
“ 盎 发 生得 较 轻 。 尽 管 每 年 有 夏 孢 子 往返 熏 播 于 越 夏 及 越冬 地 区 之 ， 
间 ， 而 各 年 发 病 轻 重 不 同 。 这 称 现 象 是 由 于 流行 的 条 件 之 人 恨 制 5 
条 锈病 的 流行 , 除 需要 有 大 量 的 菌 源 之 传播 外 , 还 需要 有 适宜 的 气 : 
候 条 件 。 此 外 ， 主 寄 品 种 之 抗 病 或 威 病 性 也 有 关系  ” ” 

”条 锈病 的 发 病 最 适 温度 移 在 10—15°C I, 20°C ENB 
沁 发 生 。 夏 牟 子 需要 适宜 的 温度 和 湿度 并 在 时 面 有 水 汉 的 情 驶 下 
HRA, Wile, 雨量 和 降雨 期 的 分 布 如 与 适宜 的 温 疤 相配 合 , 则 
对 于 条 锈病 的 发 展 有 利 。 潜 育 期 以 在 11"Q A eI 12K). 

_ 一 般 而 前 ; EE aR TELA TRE LA, 发 病 和 流行 的 可 能 
PERE: (1) 上 年 越 夏 地 区 发 病 严重 , 9 至 10 月 癌 随 网 传 播 而 来 的 
RFC; (2) 上 年 秋季 雨量 较 多 ， 才 田 水 分 充足 ; 《3) 上 年 秋季 
BM EE; NSBR, 越冬 的 条 锈病 蔚 较 多 ;5) 奏 季 
3 3 4 月 问 的 温 记 在 10 一 20*0 2M, AM RMA, 利用 病菌 : 
WA; PMS A, BRAM, RMT 
ESN) AUREL, LATER, to PT eR 
病 的 小 麦 品种 ; 则 条 锈病 的 流行 是 可 能 的 。 友 之 ， AT 
RANI, USAT A AEH h, | 

RE LAN OS RA AS 过 二 我- 
a 



ea cee. BER, 青海 的 487 BAER, ‘wim we 
ipl MWR BS OA19 4197 HEIN ABB HA 28, ROL 
PRR 17 SIE 3 号 等 ， EAC REE, AE 华北 187, 华北 
672, ARSE, EN MHA RARER 
的 。 履 蠕 工 号 为 过 去 推 太 “PEA WTR eR, aaa Flpeuns: 

中 一 带 已 转变 为 感染 
一 必须 指出 ， 条 锈病 苗 有 上 生理 分 化 现象 , 不 同 地 区 的 病菌 在 致 病 
竹 汪 存在 着 差异 。 我 国 地 区 广大 ; 小 麦 品种 复 架 ; 气候 环境 及 栽 墙 
SAA, Alb, 在 选用 抗 病 品 种 时 ， 必 须要 考虑 品种 的 适用 区 
城 同时 ; 惠 不 能 疏 想 , 一 个 品种 能 在 不 同 的 地 区 都 是 抗 病 的 。 为 
了 测验 不 同 品种 之 适应 区 域 ， 分 别 在 小 麦 区 进行 了 不 同 品种 的 幼苗 

SKIN RULER, 在 品种 推广 上 , 具有 参考 价值 。 
RADAR SORE RASS, RE 
AIBC HE Bich pe HSH EH 同时 , 病原 苗 也 能 以 通过 对 于 新 - 
曲 种 的 适应 而 乱 生 新 的 生理 类 型 。 例 如 碧 是 一 号 在 某 些 地 区 虽 便 
表现 抗 条 伤 , AAU LR AMA CEM Abt, 
工作 乃 系 长 期 而 具有 过 村 性 的 斗 等 。 进 行 病原 菌 变 异 的 研究 ， 配 
FARCRY, 方 能 不 断 地 育成 新 的 抗 病 品 种 , 以 适应 发 展 
PRE RS haa 
LE REIT, ZECCS RR EER UD 

PAE, UA PNR IT NLS, 
MTEL LUABRMEE, ANSARI ee 
量 。 MMM GEKA MAMAN REEME, LH 
Pi EAE AGRIC SPIRALS RCE, APF RM RA - 
BSED. FEEL ANS AaB BDV, BFR, 除 

ee EP ace 



注意 减少 小粒, SEUREE IE, er Te esses 
品种 。 在 条 锈病 传播 规律 业 烃 初步 明确 的 地 区 如 陕 , 革 、 字 等 省 , 

' 除 注意 上 述 各 节 外 ， 对 于 冬 春 麦 交界 地 区 的 桥 潜 地 带 宣 加 强 防治 
和 选 育 适应 该 地 区 的 抗 条 锈病 品种 ， 以 切断 其 传播 的 途径 。 

莉 剂 的 防治 取决 于 经 济 是 否 合算 , 在 条 锈病 大 发 生 以 前 , 喷 布 
波 美 0.5 度 石 硫 合 剂 , HUA, BK, WSR, BV 
DBE RHE LORCA, BO BSL Nh ERT A, 
小 。 3 ) aes ? 

3. ht HH | Mere Mise Si As 
小 麦 叶 锈病 的 分 布地 区 很 广 ， 乃 是 世界 EM be ES 

ace serene: 但 以 在 比较 潮湿 的 地 区 发 硅 - 
。 小 麦 呈 锈病 往往 与 杆 锈 及 条 锈 出 现 于 同一 田 内 或 同一 植株 

所 以 字 所 造成 的 损失 很 难 单独 估计 。 SF Ee eT 

能 估计 不 是 。 DSLR KEE, 例如 1938 年 在 四 

州 西部 会 有 损失 50 多 之 报告 。 它 在 北方 冬 麦 区 不 如 条 锈 重要 ; 在 ， 

蒜 北 的 奏 麦 区 则 不 如 村 锈病 重要 。 事 实 上 此 病 在 经 济 二 的 重要 性 ， 
-是 在 二 十 世纪 三 十 年 代 以 后 才 水 渐 受 到 注意 的 。 例 如 在 美国 一 向 
认为 杆 锈病 是 小 麦角 病 中 之 重点 ， 选 种 方面 仿 重 于 抗 杆 锈病 的 品 
种 。1988 年 美国 小 变 叶 铺 病 大 流行 ， 当 时 广泛 和 村 的 品种 如 寨 相 
尔 (Thatcher) 只 能 抗 杆 锈 而 不 能 抗 叶 锈 , 以 致 造成 严重 的 灾害 。 

症状 特点 及 寄主 范围 小 麦 叶 锈病 的 发 病 时 期 比 杆 BHI 

， 早 ， 但 较 条 锈病 为 迟 。 SLA HEH REA TE HTK 
它 在 吁 片上 的 分 布 是 散漫 而 无 规则 的 ， TY Ge LEAN AT CL 5, © 

1), SERRA; Msi. pidlbaneesrinienath ts 

RESMAR, SFM AS AE, MRE. TE 

较 老 而 水 少时 ， EN Ce ARGS: 色 深 时 不 如 本钱 
Ree e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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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SURI: : 
1.78; 2. 夏 孢 了 于; 3. DH PHP: 4. RTT; 6. 条 

要 ( Aegi- WF His (2 4. HSU; 8,5. th Jauewski; 1, 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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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ps) BeOS EA (Agropyron)3¢F AI yA BE BARA BD ehh, BE 
HAAR IS AILS, hE i a SE ES: 
4S 7A RRS (Thalictrum spp. , 1921 年 首 SARE) Beh BK 

Clsopyrum fumarioides, 1935 se AAT APOE). 我 国 东 

北 、 西 北 和 南京 均 售 有 关于 唐 松 草 属 植物 发 生 锈 犯 子 器 过 报告 ; I 
北 亦 有 关于 小 高 头 上 锈 孢 子 器 的 报告 。 但 宅 们 和 术 麦 时 锈病 的 转 
主 寄 生 关 系 售 待 试验 确定 。 小 麦 叶 人 锈病 菌 的 转 主 寄 译 在 我 国 毕竟 
未 是 普 逼 生长 的 植物 。 AEE 
.繁殖 ， 蕊 延续 其 侵 桨 循环 。 

渍 原 菌 pps 锈病 Ay (Pucci inia triticina) ape eee 

aR (De Candolle, 1815) 定名 为 Uredo rubigo—vera; IER (Winter, 

1880— —1884) 2 Puccinia rubigo-vera, (148 1 FEARS Hite Ay 

FEV ye hg 51 F (Eriksson et Henning, 1894) ERG AIS PH 

| PRAMS, 4522 Ruccinia dispersd, MPIEP | 
5S ZAM (tritici) , SEH (Seca1i5) 和 bromi Fe agopyri 等 四 | 

个 专 化 类 型 ; 旋 又 于 1899 AF EME HG Rh, Ser EH | 
Hei PR ENGES9 ~Puecinia triticina, BA (Mains, 1933) Bae | 

治 用 Puccinia rubigo—vera Js ee 加 tritice FHamOEe 

2 LATOR | es | 
DEM Gis ML IOT HE 1-2 4K, FE 0.5—0.8 ADK. 入 | 

色 , 最 初生 在 旦 的 正面 , 散 生 , 无 秩序 ; AEM, 在 反面 也 出 | 
现 孢 子 堆 ; AT AEP aE L FE mah, ‘iy 

直径 19.6—27.2 微米 。 | 

HI HERE BITE, BE NLS, 生 在 叶 的 反面 ， wore, ate ask Ace 
. wt Ie CEFF LLP, fs CES, 长 30. 4 一 38.4 微米 ， 下 室 

裤 11.2—14.4 Bok, KER 14. 4— 16.0 HK, FAR, RARE Ia 
=~ 55 

一 



- elle Liner RATHI, 大 多 数 在 时 的 正面 ， nese T Be 
Gi ont, 病 班 隆起 ， 径 葛 2 一 15 毫米 。 性 孢子 器 着 生 

于 表皮 下 , RHE, 球状 至 局 球状 , 8 80 一 145 Wok, 高 80 一 130 微 

孔 日 将 状 体 长 莓 95—190 HK, 粘 合 成 明显 的 管 疆 产 。 

06K, HHI 0.5 WK; RG COM, WMO, KB; 
“a AMIRI, PENT 2 SEIE, 1A— 19 18 一 29 微米 ; ME 

| 向 过 PLBEVE 7 WOK, ABER, BEREM, 2-3 BOK, AMOR 
于 人 锈 抱 子 球状 或 长 球状 , HAE IG, 16—20 x 16 一 26 微 米 ， 胞 膜 无 

色 , i, 厚度 在 二 微米 以 下 , ARORA, 
， 越冬 越 夏 及 传 布 “小麦 叶 狼 病 的 转 主 寄主 虽 经 发 现 ， 但 唐 松 
草 和 小 饲 头 在 我 国 主要 去 区 并非 普 台 地 存在 着 。 在 苏联 和 美国 的 
| 献 中 关于 唐 松 草 的 接种 发 病情 况 固有 所 记述 , 但 一 般 认 为 在 自 
然 情 况 下 叶 锈 菌 对 于 这 种 植物 的 侵 桨 是 极为 罕见 的 。 至 于 小 饥 

&, HAA AAEM MAE. UE 
的 寄主 范围 极 狭 ， 它 在 如 草 上 越冬 或 越 夏 的 可 能 性 也 很 少 。 
小 麦 叶 锈病 菌 主要 是 用 夏 孢 子 阶段 在 小 麦 上 重复 繁殖 ， 以 完 

成 其 涿 年 侵 桨 的 循环 。 此 茵 比 杆 锈 菌 耐 低温 , 比 条 锈 菌 耐 高 温 , 对 
FRR WE RAWAL Hs. Feit SOF RAAT Be 
ABH, HRS RR, 
DEM SRSA PAR AR AR a, AENDROT, BIOTEG 
#EF 0-10°C 218, 生活 力 稚 持 得 最 久 。 当 温度 上 升 以 造 gsG 
时 生活 力 的 形 失 远 较 温度 下 降 以 迄 一 53*0 时 为 显著 。 在 温度 为 

3°, 相对 如 度 为 40 一 70 匈 时 , 或 10°C 及 40 匈 的 条 件 下 , 夏 孢 子 能 
保存 两 个 月 而 不 垃 失 其 发 作 力 。 在 自然 情况 下 ， 凡 冬 麦 休眠 期 间 
if | = $0 os 

一 

. ‘ 

| OE AY, REP SEL, 杯 状 或 得 圆 柱状 , HO. 



pg aay ae 

AN 

d 过 昔 所 能 型 而 的 低温 ， ss bith Fa Parr OS RNS, 
LAER MAES TP, 气温 虽 低 至 一 50"C, 锈 菌 也 能 越冬 。 

” 卢 塞 可 夫 和 和 希 娣 可 娃 (1928, 1929) 发 现在 暴露 的 草原 上 没有 锈 菌 
WA AL UO, SAMAK, RRNA PBS, 其 
SEA) HO EEE AE in “BE OHSAS UE RE A HO 
冬 。 

小 麦 叶 锈病 菌 于 侵 染 秋 苗 后 ， 能 在 寄生 状态 下 用 菌 迷 潜 伏 于 
SHAN, RALCARWT UMM, es 
SRULBPESHLRAM, LEHRER, Beer 
XL ABELL, LEMAR, EER, ES 
的 侵 桨 菌 源 大 都 系 经 由 风力 从 南方 或 其 他 越冬 场所 传播 而 来 。 我 
RACER, KAMEN HT ESERIES LE 

_ 越冬 , FOES, MEAP Ree, hE 
的 西南 时 季风 向 , 该 地 锈 菌 的 越冬 及 发 病 ， 很 可 能 影响 到 东北 的 中 
部 和 北部 小 麦 , 使 其 发 病 。- 

SEM BEAR SEAR A ENR EAE, HELA” 
CLAS, BFELEK, meSRAMA, LEMP 
fe ERE Se EBS 但 如 夏季 酷热 而 于 爆 ， 册 秋季 侵 染 冬 才 
幼 昔 的 茵 源 将 依 竺 风力 从 阴 并 的 越 夏 场所 传播 而 来 。 

发 病 与 环境 条 件 的 关系 “小麦 叶 锈病 菌 的 夏 孢 子 在 2.550 的 
”低温 中 序 可 萌发 , 最 适 为 12.5" 至 25"0, 最 高 为 31s0) He RAS 
温度 范围 较为 广泛 。 但 对 于 湿度 的 要 求 较 为 严格 , AAT 100 % WA 
和 空气 湿度 , 萌发 较 盛 。 在 相对 湿度 为 99% 的 环境 中 , RACED 
减少 , 相对 湿度 低 于 95%， 则 夏 孢 子 很 少 萌发 。 侵 大 的 温度 范 男 

。 也 很 袖 , 但 对 于 湿度 要 求 也 很 严 。 例 如 在 23°C MET, EAR 
-项 6 一 9 小 时 ;在 13°C, ities 9 人 在 8s0 PB iis 24 bi, BF 

- 



i 请 15°O 以 下 即 能 发 病 。 HE rails HE 27°C 以 上 即 不 易 发 
病 。 在 秋 昔 受 侵 染 后 , 虽 因 温 度 不 足 而 可 能 不 卖 现 症状 , 但 菌 炎 在 
外 竹内 的 扩展 并 不 需要 很 高 的 温度 ( 葛 10°C 左右 邹 可 ), 并 且 能 在 
区 温 下 越冬。 在 开春 以 后 温度 在 15*0 以 下 即 可 发 病 , 而 在 这 样 的 
ARI AERP TRIO, Bib, 叶 锈病 的 发 病 最 适 湿度“ 
BSLV, 但 叶 锈 病 的 发 病 期 较 早 。 至 与 条 锈病 相 比 , 尼 
外 HE MUA 2, 因此 , PORTO Ie MBER 
3B. 

a {Rie eas AHO, 4 10°C #95 19 天 , 在 15s0 #9 
AWK, 在 20"0 葛 为 8 天 。 尽 管 如 此 ， 但 湿度 仍 是 很 重要 的 因 
KORE MANA REAL PORTA CHER, 
ee nek. 8 : 
PRE AHR ROT, BRO 
AERO. 尤其 在 小 麦 选 种 的 田间 记载 中 须 注 意 各 ， 
品种 的 感染 情况 , 以 供 决 选 品种 时 之 参考 。 不 宜 偏 重 对 于 条 锈 、 杆 
本 之 搞 病 性 而 忽略 对 叶 铺 SLE. REET GAR 
mieten. 业 和 经 证 实 。 生 理 小 种 123 号 在 我 国 分 布 较 广 , OH 
3 号 及 工 号 。 许 多 引进 的 品种 在 我 国 是 抗 病 的 ， 若干 农家 品种 亦 
具有 抗 病 表现 。 我 国 主要 推广 品种 中 抗 叶 锈 者 有 陕西 地 区 的 西 家 

6028S, BALTES, BEBE, 华东 的 南大 2419, BS, BIE 
Ein, WA WR 96 Se PALE Hs 

村 小麦 抗 铸 病 品 种 的 选 育 和 鉴定 
时 人 少 麦 品种 对 于 锈病 的 抗 病 性 有 着 很 大 的 差异 ， 栽 ELEM Sei 

is BO 



ADEN AAS ELLY HERE, LEDER Ee 
HORT. MDT, HEY REN, ARLE PSP fl 
度 , ERAS RBA, COC A DE, 
治 锈病 的 重要 环节 。1957 A MAHER BAG 
会 访 ， 已 将 选 硼 抗 锈 品种 列 为 重要 研究 项 目 。 

VOR tt DER RCAC CRA AS ANAS, SLA 

EOE, HAUL RUE LAE EMR eeE, Blink | 
Po A A EEO, vk, FEDERER ATS | 
中 , ARGS Da EET EE, NE 
MOET RETA TUE, BTR, PRM AEE, 
ELIT LACE, PREP 

常 因 新 的 病菌 生理 小 种 之 出 现 ; TARE. RST iS 
pe AE RTE, 不 断 地 至 成 新 的 抗 病 品种 , ARIA, 

| LAP ROTM, SEE, PRS 
AU OTST LS BEAT, PARA TEES, 

选 育 抗 锈 品种 的 途径 Pee RE SUPE ac “Selec— 
tio”。 是 “挑选 ?或 “选择 ”的 意思 。 人 类 选择 植物 类 型 以 满足 生活 | 
”上 的 需要 , 由 来 马 欠 。 在 最 原始 的 安 业 时 代 便 已 开交 了 天 工 选 择 ，， 
但 起 初 是 无 意识 而 缕 慢 的 , 随 着 农业 的 发 展 稳 化 水 平 的 提高 , 选 
择 渐 成 为 有 意识 而 迅速 的 了 。 在 栽培 植物 的 过 程 中 ， 我 们 的 驻 先 ， 
_ 很 早 便 注 意 到 选择 良好 的 种 子 才能 芋 长 适合 于 需要 的 植物 。 不 少 

、 的 农作物 品种 乃 是 通过 长 期 的 人 工 选 择 过 程 而 获得 的 。 有 一 些 比 ， 

较 搞 病 的 农家 品种 也 是 通过 劳动 人 民 的 选择 而 来 。 随 着 生物 科学 ， 
的 发 展 ， 人 类 不 自觉 地 授 择 品种 的 历 中 已 成 过 去 。 现 代 的 选 种 工 | 
作 不 仅 利用 自然 存在 的 材料 进行 选择 ， 并 且 要 用 共 工 创造 新 的 类 

型 以 丰富 选择 的 材料 。 BREA ROS 村 全 全 ans 

— 60 — f 



ES Seenree : ? 

RA ATDVA Gs, BERANE LAAT DUAL PSEA SE REC 
PEPE RULE FLEA, SLR 
和 三 往 不 能 生 具 搞 病 及 优良 农艺 性 状 于 一 体 。 通 过 国内 外 原始 材料 
上 的 搜集 和 研究 , 就 可 以 选用 适合 于 需要 的 材料 进行 杂交 青 种 , A 
“ 造 具有 抗 病 及 优良 农艺 性 状 的 新 品种 。 
， ”我 国有 依 入 的 农业 历史 , 在 辽 半 的 国士 上 ， feo ah A EI 
HEHE, AREAFRAM LMA RE, 这 些 农家 品种 往 

和 时 人 8。 吕 和 之 内 包括 
的 符 还 类 型 。 所 以 在 锈病 流行 的 年 份 里 有 些 农家 品种 表现 * 宣 锈 ” 

习 “的 性 能 ， 虽然 发 病 , 但 减产 不 多 。 {ESE LC Re in, 进行 观察 和 比较; 

大 品种 鉴定 中 便 有 可 能 选拔 出 抗 锈 或 耐 锈 的 品种 。 例 如 在 黄河 下 
游 部 分 地 区 推广 的 “ 蜗 子 麦 ” 是 1949 年 从 河 南 清 丰 一 带 搜集 的 农 

”家 品种 ， RAL, 江苏 试验 试 种 , 证 明 有 增产 的 作用 。 在 条 锈病 

发 和 车 时 ， 表 现 耐 病 。1954 年 推广 已 达 1,100 RATS HUES HR 

“ 玖 期 较 早 ,固有 助 于 逃避 条 锈病 ,但 农家 品种 中 生理 类 型 复 架 , 国 间 
各 个 植株 的 感染 程度 不 一 致 , 可 能 是 耐 锈 的 原因 之 一 。 又 如 “平原 
50 ESA 1950 车 品 各 评选 运动 中 选 技 出 来 的 农家 品 称 。 尼 的 成 
POPE, RRA TN SLID, 发 病 轻 而 产量 高 。 在 革 
SORES, 宅 表 现 较 强 的 抗 病 力 。 现 在 推广 已 达 250 万 雷 。 
PITY EK, 这 个 品种 至 少 包括 着 农艺 性 状 不 同 的 类 型 天 个 。 
在 锈病 天 流行 的 年 从 里 从 事 农 家 品种 的 鉴定 ， 为 获 致 抗 锈 材料 的 、 
途径 之 一 。 从 这 里 面 选 出 过 滤 性 品种 , 推广 种 植 , 是 为 效果 最 快 的 - 
上 Serpe Rat , gd 
”农家 品种 既 包 含有 复 如 的 生理 类 型 ， 选 种 家 从 这 种 群体 中 进 
| ARE, 选 香 出 能 符合 选 种 目标 的 单 乔 ， 进 行 比较 和 鉴定 ， BO 
33 

eI PRBS, 也 有 可 能 获 致 搞 病 的 品系 。 例如 和 鲁 基 亚 年 科 (H: II. 

eS Sind 1 



Tynuanenno) 从 原 有 品种 中 , ALPE TN ACER Bi ee HAE 
— PRPRREN Ra BRE’ BB 49” SR, AR 
MY Je (M. T. Bomrapez) 从 “克拉 斯 达尔 卡 "品种 中 , 用 选择 充实 
饱满 的 种 子 获得 了 抗 杆 锈病 的 改良 品种 ， 用 直接 挑选 法 驻 获 得 了 
抗 叶 锈 病 的 类 开 。 我 国 推广 品 秆 有 一 些 是 从 农家 品种 中 选择 昔 ， 
午 ， 故 过 试验 场 的 系 入 选 育 而 成 的 。 例 如 “徐州 438 号 "是 在 苏 北 “| 
邦 县 条 和 集 农家 品种 的 单 穗 经 过 9 年 的 选 至 而 得 ， 放 在 苏 北 相当 的 ， 

抗 条 锈病 ; 1954 年 种 植 欧 1500 万 亩 。“ 浙 农 9 号 ”是 从 浙江 富阳 
RL, 经 过 7 年 选 青 而 得 。 它 在 浙江 种 植 狗 30 Ty Te, RES 
抵抗 力 强 , 对 叶 锈 病 抵抗 力 中 等 ;“487 号 者 麦 ” 为 从 陕西 农家 品种 
“中选 穗 而 得 , 抗 条 锈病 但 威 染 杆 锈病 , 在 青海 推广 。 这 些 品 秘 都 是 “| 
在 劳动 人 民 多 年 培育 的 基础 上 沟 过 选 种 工作 者 的 观察 选择 而 获得 | 
的 。 选 种 材料 来 自 本 地 区 者 比较 地 适合 于 当地 的 自然 环境 。 但 利 
用 现 有 的 材料 不 可 能 获得 繁 具 抗 数 种 病 嘎 和 帮 产 、 质 优等 性 状 的 
完善 的 品种 。 HORS ISR a 
会 获 臻 过滤 性 的 推广 品种 。 

| SLA CRA EL ASTRAL REY AEA, BE | 
beleaplimddialisateyiapaciel. 

”得 的 , Bln FA” PES, 1924 VLE, RE “| 
‘ 对 叶 锈 病 高 度 抵 抗 , 在 黄河 流域 和 长 江 流域 广泛 种 杆 ， 1954 年 | 

已 达 650 万 雷 ;“ 南 大 2419? 原 产 意 大 利 ; 1932 BIE, 适应 于 淮河 ， 
己 南 及 长 江 流域 地 区 ， MAG BMG ih BRD, 1954 年 种 植 已 达 

成 广泛 种 村 gers “eB” 1934 年 引入 , AEB 
南 均 有 种 植 , 能 抗 条 锈病 “乌克兰 0246” 号 是 1939 年 从 苏联 引进 “| 
新 疆 的 , 1955 ABSA 50 7H, 抗 条 锈病 力 强 “甘肃 96 号 ” W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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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 fontaine 12 Ths 此 外 ，1946 车 由 美国 引进 的 “ 早 洋 
BOR BB MAHL WRB, “PAPEL” HF BSB 
Hae, HS EMULATE EAL MM SHS 
为 高 度 抵抗 。 由 外 国 引入 的 品种 常 不 能 适应 当地 的 栽培 条 件 。 利 用 
现成 材料 而 获 至 适合 当地 抗 病 性 和 农艺 性 状 等 要 求 亦 甚 不易: 让 
这 一 途径 获 致 的 品种 亦 只 1 能 作为 过 滤 性 的 推广 品种 。 例 De oo Ca 

WR AB, 1952 年 在 山东 、 LM, Ee 
Rieke, ema FARAH. EMA 
性 很 强 , PEACE MALLET AED BCA: EAA Th RR 
FRB, BUMS, CERN, 但 由 外 国 
“引进 品种 乃 是 丰富 和 充实 杭 锈 病 选 表 工 作 中 的 原始 材料 之 必要 泛 
径 s 例 如 苏联 在 米 丘 林学 说 的 基础 上 , 搜集 并 掌握 了 大 量 殉 国内 外 
原始 材料 ， PIF ELT Ae EMH GAPS TR A, 因而 在 实践 
ARABELLA ARE FAA RRA AAS, SE 
HRS RRA SERRE, SET RAN 
RAG MOM, RN ih oh PE eR SEE TA 
SRA EDT HTT HIE, 
， 人 除 应 用 农家 品种 或 引用 外 来 品种 作为 选 种 的 材料 外 ， 现 代 先 
各 工 作者 还 利用 人 为 的 环境 条 件 来 影响 植物 的 遣 穗 性 。 根 据 李 森 
， 科 关于 植物 阶段 发 育 学 说 ， 植 物 有 机 体 在 春 化 末期 是 最 有 可 塑性 
的 。 例 如 在 者 化 未 期 用 改变 温度 条 件 来 影响 植物 遗传 性 或 改变 
ALAND UREA SAR MONET, HOE 
he aenallgsaddainat 锈病 的 “ 伏 洛 希 罗 夫 卡 
HE?027 号 改变 为 春 性 时 ， 发 现 容 改变 的 类 型 对 于 叶 锈 病 和 杆 锈 病 
aie mea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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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Mae, 在 所 获得 的 材料 中 有 20% AE RI ES 根据 
这 个 事实 , 可 见 利 用 非常 的 外 界 条 件 扩 改变 植物 的 本性 也 可 己 动 
nan 人 埔 性 ， 用 以 丰富 选 种 的 材料 。 (elas 

BEE ASLO AR Fh SABC Win KRSM 

sea 运用 米 丘 林 遗 传 学 讼 选用 适当 的 素 本 ,在 
抗 锈病 青 种 上 获得 了 银 大 的 成 就 。 iin $8 ATE AR ANG AR AECL” - 
yFE (His, SEAT, 产量 高 , FORRES, VER) SHAT eH : 

WOE ih Be ferruginewm” (AE, 无 毛 , KI, KLBL)ABIRBE, PME 
TAT 622 Sek Ka ee ER, PMI 
的 标准 小 麦 “ 饲 克 兰 英 卡 " 9%5 %7 ELBE PR 我 国 现时 推广 “ 
Ae RL Ad “SS” “GK 6028” “GFE 1B", oe 
EM ERATE, JEP en BMS” MERE” x 
ER WSUS. EAN WERE SE” FE UGK PAG th i EL 
染 条 锈病 , in JE, SRS, 易 倒 伏 , Ber, RA RE EEA 

上 盘 长 较 好 的 外 来 品种 , 不 感染 条 锈病 和 散 景 穗 病 , SE, PR, 
不 倒伏 , REEL, ASE, SEU, 产量 不 省 定 。 在 这 个 租 合 中 
Bern SOME 工 号 ”至 < 闭 蠕 6 号 "等 共有 ORR, Bo “1 SB 

具有 高 产 ， 耐 塞 及 品质 优良 等 特性 。 过 去 并 能 抗 条 锈病 :在 陕西， 
PH MR RID, 种 植 达 3,500 万 亩 。 该 地 区 推广 的 另 一 品 

种 “ 西 农 6028 BR “Wat, 60-43” x “ope 28 号 ”的 杂 变 后代 。 它 、 
“的 母 本 感 絮 条 锈 而 抗旱 力 强 ， 父 母 抗 条 锈病 而 耐 肥 。 Bee 
种 的 品质 虽 坎 于 “ 奖 蚂 工 号 ”但 抗 条 钴 病 的 能 力 较 强 上 在 1957 年 ” 
关中 地 区 因 病 原 菌 的 变异 而 使 莫 蚌 1 号 "受到 威 染 , 但 “ 西 农 9028 ， 
SDA ED. FAM 5 号” x “6028" 获 得 的 架 交 种 <612 号 ” 
具有 高 度 的 抗 条 锈病 性 , 产量 较 “ 碧 昨 工 号 ?高 出 8.9%; FA O 
号 ” 勾 “6028" 获 得 的 架 种 “134 号 ”也 有 抗 条 锈病 的 特点 ; ‘eH a 
— 64— 



i any 1 3° 高 出 14.7 狗 。 这 两 个 新 品种 在 1957 2 | 
aR, AIS SR, Me AU Ea 8” 
“在 扒 生 et ee ee ae ee 
重要 。 在 选择 杂交 亲本 时 , 除 必须 考虑 到 素 本 的 抵抗 性 外 , 还 应 寺 
注意 它 在 各 个 发 育 阶段 的 抵抗 性 之 差异 。 重 基 亚 年 科 院 士 在 研究 
抗 叶 锈病 的 工作 中 ， 确定 了 品种 对 于 吐 锈病 的 抗 病 性 可 分 为 (yi) . 

Be (ys) BP AEM, (ys) 型 在 幼苗 期 朗 已 卖 现 抗 病 性 ， 井 在 发 育 后 
期 仁和 续 保持 其 抗 病 性 , 例如 冬小麦 郭 越 依 尔 ”“ “民主 "“ 地 中 海 ” 
4%, 春小麦 “ 克 列 因 B31” “RAR EEK RAR ME 10° SB PE, (yo) 

AAC MMM ARMM BELTS, AERA aR 
性 , PAE BIG” “SEITE RS, DEGREE, 
Fee SBF, WIAA (y:) Be (yo) Woe SEAT SEAR, 
获得 高 度 抗 病 的 类 型 达 50 多 ,并 获得 比 素 本 更 为 抗 病 的 材料 。 

”苏联 北 沃 舍 梯 国家 选 种 站 用 很 外 追肥 方式 以 促进 冬小麦 杂种 
对 时 锈病 的 抵抗 力 。 例 如 用 Oa(Ows 十 区 HPO: 的 溶液 或 2 多 的 
食盐 溶液 对 加 交 后 代 的 幼苗 进行 喷射 ， 可 提高 其 抗 锈 力 并 得 传 痊 
后 代 。 食 盐 中 的 钠 可 以 刺激 钾 素 进 大 植株 , 井 更 多 地 累积 着 。 而 钾 
是 有 利于 增进 抗 病 性 的 。 利 用 杂交 后 代 的 可 塑性 , 于 个 体 发 育 的 一 
定 阶 段 中 耶 以 影响 ， 借 以 提高 其 抗 病 性 。 这 在 抗 锈 杂 交 青 种 工作 
上 是 一 个 有 希望 的 途径 。 * 

SHAEAMKREK, RRA MEKEREROA— 
ef. pla SERIA ZED ZR Ah AS IS eH SEE Ee 

AY Baia, AA a BE 方法 ; FERGAL AWE TBE 

ARRAY, SRR ARR AT OK IER a, 进行 小 万 

各 其 他 禾 本 科 属 癌 的 架 交 。 例 如 由 “ 吕 切 申 斯 627 DB” x “AR 
Wer’ ES 3021 "FEV ZR, 具有 产量 高 、 Tis. MERE 
_ | | 2 A 65 



A 
=> 

THEA, TARE x EASY LACIE x REM 
| BI BF 599 号 , 也 具有 上 述 优 良 特性 。 季 米 里 亚 捷 夫 农学 
， 院 和 伪 苏 植物 栽培 科学 研究 所 用 移 胚 无 性 如 交 的 方法 进行 的 小 麦 
种 闭 杂 交 提 高 了 无 性 如 种 对 锈病 、 景 穗 病 和 白粉 病 的 抵抗 力 。 把 

ER DLA ANZ SBIR SERENE, Bi SAO He 

SEREA LS, IRAE 

oa 
AT Hise _L AE; re ee 与 病 昔 

| ON 才能 获得 可 靠 的 辕 果 。 

鉴定 抗 病 品种 的 方法 “ 青 成 抗 病 品种 的 工作 要 有 植物 保护 和 
遗传 选 种 以 及 栽 塔 等 方面 的 工作 者 配合 进行 。 这 一 工作 中 的 主要 
环节 为 鉴定 品种 的 抗 病 性 ; 鉴定 的 方法 可 分 为 三 种 : (1) 田 疝 鉴定 

法 , 就 是 在 田间 自然 发 生 锈 病 的 情况 下 , 计算 坎 病 植株 百分数 及 锈 
病 孢 子 堆 所 占 的 叶 面 面积 百分数 ; (2) 讨 发 鉴定 法 ,就 是 用 人 工 对 

植物 进行 锈病 菌 的 接种 用 孢子 悬 光 液 喷 在 植株 上 。 此 外 也 可 以 
用 其 他 较 为 复 架 的 人 工 接 种 法 来 进行 。 例 如 用 孢子 悬 浑 液 注射 在 
叶 部 硼 积 内 ; 或 用 湿 手 指 抹 拂 考 苗 叶片 后 ， 喷 以 徽 站 水 珠 ， 以 长 满 
新 鲜 抱 子 的 病 叶 在 麦苗 叶片 轻 贮 ,在 湿 箱 闪 放 时 36 小 时 ， 然 后 移 
放 在 温室 内 ; (3) 异地 鉴定 法 ,把 同样 的 品种 播种 在 不 同 的 二 区 ; 
特别 是 在 某 一 种 锈病 传播 严重 的 地 区 ， 这 一 方法 可 测定 品种 在 不 
同 环境 下 ， 不 同 狼 病 的 侵 染 下 的 抗 病 性 。 选 青 抗 病 品种 的 工作 还 

,须要 知 合 小 麦 育 种 及 繁育 的 程 厅 ， 巧 第 注意 试验 地 里 各 项 材料 的 

RR, 用 高 度 栽培 技术 子 忆 培育 和 复壮 ; 测定 各 地 区 适 于 推广 

“的 品 秘 ， 井 对 现 有 推广 品种 作 有 计划 的 更 换 。 

用 已 衡量 小 麦 感染 锈病 的 标准 计 有 三 项 , 即 反应 型 、 “pe 
Ee 1 ae 普 逼 率 ”。 

dite Bo. 



< : “I” eG RP REEL EO 
所 能 见 到 的 表现 : 通常 用 六 个 等 灿 来 记载 , 即 1.0、1、2、3、4 大 用 a 
‘ RAR, SIUC Bealzed TT 

Ny tae ASRS BE 

RABI MIT, Meee RH 
ER MRE, APTA TH, 也 不 
产生 枯死 带 点 。 it. 

| MARR, FARA BUD MITE | ERB AHR. 
SE, AP AMT, te i 
产生 枯死 斑点 ， EA LRA A DM 3 Al 4 Is Hew, 1 | 高 度 拭 搞 
DBF HE ER, 统称 为 3 。 

2 ;| 中 度 抵抗 WAFER rt FAB WETHER R RK, 

ix | AHwRS, . 

FFE RM, 产生 很 多 的 孢子 堆 , 178 
,| FER, HTH RARER. 
同上 , WTHERK, EF HUY A 
现象 。 

同一 张 叶片 上 出 现 不 同 同 的 反应 再 

AES Se RE AH FLEE AED 如 
ARAB BS OV; ASMA BW RT 
以 记载 。 例 如 0--2(1 一 2)。 
f “Teg ae” Boe eM LI TIES MORES, 前 国际 工党 用 
区 有 美国 农业 部 的 严重 率 分 灯 标 准 , 其 中 对 于 条 锈 分 为 7 条 ,对 杆 
瞩 及 叶 锈 则 分 为 6 裤 。 苏 联 千 隆 科 夫 提出 一 种 对 于 杆 铺 及 叶 锈 的 
BRRUERAD 99%, MBAR GIT RHE 12 释 。 

RAGA AR —ARUEMATINIE, OUAFRKM BS 
7 , FRA 8H, MPU BT RASHES 
4 — 67 — 



HiFA (37%) 100%, WEFAAIMTBEMIAT 100% 65% 40% 25%. 

10% 5% BOOS 7 级 ; WABI 100 % 65% 40% 25 % 10%, 

5% + (2%) BOSS Bo 1 RTO Hee Be 

| 图 如 下 (图 6): 

DUE 
a 

% 5% 10% 25% 40% 65% 10% = * 

| 图 6. (上 ) 小 者 村 锈病 严重 府 " 刀 载 标准 图 (时 赁 可 以 参 才 ) 

CP) RAIA BAR” RHE. 

， 在 使 用 上 述 标准 图 时 可 在 卡片 上 预先 描 维 或 印 好 , 将 病 叶 分 
«BSAC, 求 出 平均 值 ; 邹 为 一 张 叶片 上 的 锛 病 严重 这 。 

”，““ 普 逼 率 " 指 田间 锈病 发 病 的 普 逼 程度 。 通常 用 病 叶 占 样本 范 
国内 总 叶 数 的 百分比 来 表示 。 如 田间 发 病 很 不 普 逼 时， ALF) FASE | 

' 占 总 株数 的 百分比 来 表示 。 但 须 注 明 所 用 为 病 栎 百 分 牵 。 
以 上 三 种 标准 的 应 用 ， 依 志 验 及 刀 录 的 性 质 而 定 。 例 而 簿 定 ， 

品种 的 抵抗 或 是 感染 , 除根 据 其 “反应 型 ”外 , BB I PE 
卫 69) 



he i lye 

(oi, Bnei VEIT RII, ne etn 

少 ,可 能 属于 形态 上 的 抵抗 。， ou 

swe AA, 得 出 的 数值 即 可 互相 比较 。 

Ue eget circ, ensereenenene 

BOM, 在 开花 至 乳 熟 初期 刀 第 2 次 , 叶片 开始 相干 前 记 第 3 Ke 

ji 接种 在 抗 病 小 麦 品种 高 尔 基 佛 美 上 , 连续 五 代 以 后 , 发 现 该 病菌 
eee sewn: EAT ATRL T 

Bae : 

| Ae, 同时 , Ad BERRA, 对 于 很 多 生理 小 种 却 都 有 抵抗 性 ， 

| 铺 病 发 壬 的 早晚 和 发 展 的 快慢 对 于 小 麦 的 影响 不 同 。 因 此 ， 

不 同 的 代谢 产物 ; 而 产生 和 遗传 性 的 变异 。 据 苏联 材料 , 用 纯粹 的 锈 

上 请 长 期 和 植物 接 仿 (十 五 年 或 十 五 年 以 上 )， 可 以 导 臻 新 的 生理 小 

本 或 调查 大 面积 内 不 同 品种 

if eS I, LALA PAR BES”, ae ie we 

有 播种 后 印 随时 注意 发 病 的 开始 日 期 。 在 这 殿后 2--3 ESL ， 

| 少 琶 品种 与 病原 菌 生理 小 种 的 关系 ， RA 

在 很 多 情形 下 ， 某 些 品种 对 于 某 种 寄生 菌 的 某 一 个 生理 小 种 

例如 小 麦 品种 哈 邓 4485 对 于 杆 锈 菌 生理 小 种 34 号 和 21 号 都 能 . 

: 抵抗 ; 品种 “ 哈 系 4385? 对 于 杆 锈 菌 生 理 小 种 34 号 感染 而 对 于 21 . 

ee Oe TREE aN | 

4 se 品种 “ 克 华 ?对 于 34 号 和 21 号 都 感染 

， 同 时 , 小 考 品 种 对 于 锈病 的 抵抗 性 ， 不 仅 和 病菌 的 不 同 生理 小 

HEX. PAPE FEA Re AE 决定 性 的 因素 。 

RSE 在 一 个 地 区 是 有 抵抗 力 的 ， 但 在 推广 到 其 他 二 

区 之 后 ， 便 发 生 了 严重 的 只 病 现象 。 产生 这 种 现象 的 原因 , 不 只 是 

Dnpeixeen 种 对 其 他 生理 小 种 没有 抵抗 性 也 可 能 是 由 于 这 些 类 
& | ns — 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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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 

th 

: 

| SKE. FOURS, WS 4 Tea, 

AINA ASRT ASAE, BROT ERE AAR 

PERO, BSE ER RES PM AE Me 123 ate 
25°C ATARI. AH, “BR 3 1°CUF BRR, 在 
25°C FEB. ; 

尽 上 所 壕 显 示 出 ， 不 但 植物 的 抗 病 性 由 于 处 春 条 件 的 影响 可 

发 生变 异 ， 病菌 的 禾 病 性 由 于 同样 的 原因 也 可 以 发 生变 异 。 因 此 ， 
为 了 青 成 对 于 各 种 病害 具有 抵抗 力 的 品种 ， 应 当 猎 常 地 进行 Tee 
Tk, ADORE SHURA, PELLET 

， 选 种 工作 时 ， 必 须 特 别 注 意 各 种 类 型 和 品种 因为 生活 条 件 或 栽培 

方法 的 不 同 而 产生 变异 福 问 题 。 RERETES, BASE 
种 、 作 物 栽 培 以 及 土壤 肥料 等 有 关 方面 紧密 结合 ee 

5. be Ha BB 
锈病 的 防治 ， 以 选用 抗 病 品种 为 基本 环 上 . 此 外， queen. 

ERP MEE EEA BORD, 也 不 容 忽视。 
(1) 选用 抗 病 品 种 ， 闫 见 各 该 病害 专 节 。 REREAD A, 

还 须 稼 抗 当 地 其 他 重要 病 嘎 ， 井 须 具备 栽培 上 的 优良 特性 。 各 下 | 

区 的 品种 所 具 优点 不 一 。 同 一 品种 在 各 地 区 的 次 更 也 不 一 致 。 关 
.于 我 国 更 有 优良 品种 在 各 地 区 的 才 现 ， 已 由 中 央 农业 部 粮 你 生产 
:总局 汇 业 为 "小麦 优良 品种 ”。 可 以 参考 。 ，、 

,(2) 合 理 的 栽培 方法 : 
(一 ) 适 期 播种 : SHU Ph, HAT ORS, * 

AS LN, 在 越冬 后 成 为 次 年 发 病 的 病菌 来 源 , 惟 亦 不 宜 玉 | 
FR, SERIO, 在 浆 年 铺 病 侵 染 时 正 值 小 麦 发 前 期 ; 担 

| 

(二 ) 播 种 量 : 密植 的 小 麦 , BARE, HDR 
离 10x10 至 30x40 厘米 的 小 麦 点 播 观察 )， Fe SAS SS ATI 
Sa SR 



an 150%, Do。 

(三 ) 翅 地 : “acta sea En DRAPE | 
三 减少 病菌 来 源 , HEALER LIS, 保持 土壤 水 分 。 同 时 , 因为 土 坟 
水 分 莱 发 量 少 ， 所 以 也 减少 了 地 面 上 的 容 气 湿 庆 。 另 外 还 可 以 加 
强 土壤 组 苗 活动 ， 也 有 利于 小 麦 的 生长 之 恢复 。 

: : 

(pa) 施肥 : 7 外 麦 品种 在 有 后 肥 地 段 比 不 施肥 地 段 的 锈病 率 为 

低 。 其 比例 为 17:53, 凡 三 倍 。1953 年 北京 试验 , ARAB | 
的 麦田 ， GORE RH, 但 产量 则 较 高 。 大 部 分 土地 在 二 施 氮 
到 后 , 必 仍 起 二 产 效果 , KY RGB, 但 在 少数 丰产 ”， 
田 可 在 肥料 施用 上 加 以 合理 调整 。 麦田 多 施 钾肥 ， 可 以 有 助 于 抗 ; 

〈 五 ) 江 水: 夫人 锈病 的 小 麦 植 株 发 生 反 常 的 大 量 蒸发 现象 , BB 

时 提早 相干; eR NERA, PURER, Fes ree 

比 健 株 的 蒸发 量 多 20—60 %, 严重 发 病 者 多 200 一 300%。 在 锈病 

未 发 或 将 发 时 ， AWARE RKDEMLEBE, WORKS 

BE 若 锈病 已 泛 大 发 生 ， BA Ze its SEG KIA, 必须 酌 量 灌 

Tk, DRAB I. | 
. (3) ERS REA EOE: SEU 

RTA BME DT RIF HIKE, im He 加 了 病原 苗 由 于 有 

性 杂交 而 产生 新 类 型 的 可 能 性 (病原 蓝 在 小 如 上 进行 有 性 生殖 )。 

我 国 各 地 区 的 小 辟 种 类 及 其 与 锈病 的 关系 , ARMA, MITER AA 

Sia, 考虑 措施 。 至 于 甘 、 青 等 地 田间 的 野生 麦苗 为 锈病 越 夏 的 所 

» 已 经 震 查 证 明 。 必 须 随时 型 除 。 各 地 田 边 的 染 草 往往 可 能 为 ， 
锈病 的 有 关 寄 主 ， 也 应 勤 除 。 
AGAMA: 石灰 硫黄 (0.5 度 波 美 ) 液 对 于 防治 小 麦 锈病 有 
背 定 的 效果 , AEE SN, TRAE, 须 
x ‘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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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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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 得 周密 , 连续 二 至 三 藉 , AEA 7—10 天 。 
6. EMSA EHR 
1. KEM 
KEA =H: 杆 锈病 、 条 锈病 及 时 锈病 ; sob DME gsi 

HEE, CERES”, REPS 杭州 、 公主 岭 、 广 
2 和 北京 及 广 She ARE Staak, Es 

夏 孢 子 堆 在 大 麦 上 主要 发 生 于 叶片 正面 ， 旦 水 点 状 ; EEE, 
RRB LNA R IAT RNR, BHF He Be Fa 
期 , HHAAEPT SRE, 由 表皮 复 盖 , 墨色 , NB, 

病原 菌 Puwccizia anomala 的 塌 主 寄生 特性 在 1914 SEB 

俄国 学 者 所 发 现 , Hae EC UD (Ornithogalum 
spp. ) HAGE, FIRB AM WS Hh (Ornithogalum “pyre- 

iuicum) 的 地 区 , KEM EE ERE, EEK LER 
FHMAWIMA MSE LESBOS. (te 

”没有 转 主 寄主 的 地 区 ， 病 菌 能 用 夏 孢 子 阶段 在 大 麦 正 重复 繁殖 
CHIT ETE PHAR ERM UE, EER, “BRETE 
秋季 入 侵 冬 大 麦 幼苗 ， 而 于 一 定 条 件 下 在 冬 大 考 幼 苗 上 越冬 ， 在 春 
大 麦 的 野生 麦苗 上 也 能 保存 菌 种 。 

夏 孢 子 近 球形 或 长 圆 形 , BRA, 黄色 ， ame 22 Bek A 
FEU REN, TOMER ee 

”20 一 25 x40 一 52 Bk, WATT EE UE, - BROTHA LG SAM, 18 
有 多 量 的 单 胞 冬 孢 子 ， 为 本 菌 之 特点 。 

夏 孢 子 萌 发 的 最 适 温度 狗 11 一 17"0， 在 19°C bE Aya 

AP; 23°C 序 极 少 萌发 (Browna, A. M. and Newton, 1930)。 

大 麦 叶 锈 病 的 防治 途径 基本 上 与 小 麦 时 锈 痛 相 同 > 
2. ee hs 

7, eae 

i 

ay | 



pe PREMERA AI 5 PREM KERR, 3 

如 公主 崔 、 江苏 、 西 及 北京 等 处 亦 有 乐 集 记 录 。 RINE ARB 

RERTHRARAE, 15% SE DRRB, REM LR 
% Le EH AA BY BE BUR ( Agrostis sp. ), £2 (Bromus sp ) 
1 BFS: (Deyeuxia sylvatica) . SHS (Glyceric aguatica) . EEE 

i Lierochloa glabra) . Bn BERN (Lolium multiflorum) HF +B 

(Calamagrostis sp. \RRREE, (Brachy podium sp. ) 等 种 > 

Se feats EAN OTHE, SHH ROT, 有 时 ， 
WF SHILPA ALL. ZR LA AE A 

HEM EMSNSETH. SMOKES, Lee 黄 
ome 

| REE a (Puccinia siorbieaded 的 转 主 寄主 为 鼠 李 属 ae 

3 二 时 上 植物 REG A WY Rhamnus cruenaius, R. globo~ 
"sus, R. parviflorus 及 R. utilis LRARGHEHAA, PATER 
a 李 科 的 铜钱 树 属 (如 Paliurus ER 3 KH EB (an 

3 Rhamnella obovalis) RANEB (Berchemia sp.) 等 植物 上 条 得 

PPFMELRR, ea Ree - 

夏 析 子 堆 加 形 至 长 园 形 ， 才 皮肤 要 时 不 翻转 FORK 
4 BPR, AMAMRER, VHS, ARS I+, SHRM 

岂 则 。 冬 独子 堆 常 发 生 于 夏 孢 子 的 周围 , 成 为 黑色 的 一 圈 , 但 系 分 别 
上 发生; 在 叶 萌 上 者 形成 长 条 状 黑 褐色 斑点 。 冬 孢子 堆 由 表皮 复 盖 。 
一 冬 孢 子 双 物 胞 ， 在 隔膜 处 略微 纸 东 。 杆 部 膜 厚 ， 有 和 角 状 突起 若干 
1, 使 成 皇冠 形 , Wh EI. 

FEB LATEST REBT RE AIF UPI, TREE 

Bf, 胞 膜 有 征 癌 状 突起 。， 

DHIF RT —2.8°C 至 5.6°C 的 塞 渝 环境 下 22 K Ol eae 
ae RE 

高 



加 

活力 , 在 上 滤 温 许 下 如 加 以 复 盖 亦 只 只 能 存活 本 天 (Hoamat19aaj 
因此 ， 夏 孢子 在 寒冷 的 冬季 情况 下 很 难 越冬 。 条 列 子 需要 释 过 休 
限期 并 经 过 冬 塞 的 冻结 及 解冻 等 纵 炼 始 能 萌发 。 因 此 ， 冬 孢子 阶 
段 是 有 利于 越冬 的 。 轻 过 冬 息 子 阶段 保存 着 菌 种 ， 沦 在 孚 春 再 侵 ， 
REET ERT, CARR, HMR LBA 
苗 期 侵 染 而 且 发 生得 相当 晚 , ES ARE ADT BO, 此 为 本 ， 
病 的 特点 。 在 燕 索 上 ， 夏 孢子 世代 进行 再 侵 染 , 但 由 于 发 病 较 退 ， 
而 每 忒 潜 青 期 狗 需 1—-I4AK, KERMKERS, WFR 

， 的 最 适 温度 为 18"C， 最 低 7*C， 最 高 32*C。 发 病 的 最 适 温度 在 

18—21°C, 高 于 36*C 印 无 感染 。 在 温度 不 过 高 而 潮湿 的 环境 下 发 
病 较 重 。 

GN EE MMA OOD RET, SOL 
证 锈病 。 

3. BSE IR BRS (Ht SE) 
rT eee ee re 

Al, FR Puccinia dispersa 的 转 主 寄主 为 后 舌 草 属 的 一 些 种 ， 

， 植物 (Anchusa spp. )， 在 欧洲 '1866 ENR MA STI 

(De Bary)。 Wndlihaelaibaeh 
。， 夏 孢子 阶段 能 以 越冬 。 它 也 能 够 在 秋季 侵 染 冬 黑 麦 的 幼苗 而 以 菌 “ 

SRB, AER LER, AMORA 
See, : 

第 三 下 VERBS 

ASB IS CERAM ED, 我 国 淮河 以 南 及 长 

Ii SSE ee Ae AAR EOL 1: AD 华 
-一 叶 一 



HITE RANT 20% , 
| 赤 霉 病菌 有 广泛 的 寄主 范围 , DEM, PSHE ERIE TOK. 
HEE IE 水稻、 高 如 、 小 米 等 斤 本 科 作物 以 及 一些 禾 本 科 架 草 。 
yee rs 其 寄主 范围 涉及 15 科 36 属 植物 , 包括 豆 关 、 
Cy ae ees ee ee 
病害 各 阶段 的 症状 和 对 于 作物 的 影响 “由 于 病原 菌 能 在 小 麦 
的 不 同 发 育 阶段 分 别人 侵 , HATH Bi BAL AED, RET 
不 同时 期 及 不 同 的 器 官 上 上 。 

1. aR: $e A SFE NE DTE NEDA ASI BA fn 
sO, 田间 温度 较 高 而 湿度 甚大 ， 对 于 病害 的 发 展 极 为 有 利 。 病 

稳 的 局 都 小 稿 或 全 入 均 可 受 合 发 病 。 病 部 的 颖 片 先 呈现 谈 福 色 水 
PPPOE, 渐 扩 大 至 所 在 的 小 穗 全 部 。 病 组 积 上 常生 有 淡水 红色 昔 
ik, 将 颖 片 粘 结 成 片 。 不 久 , POMERAT, 并 着 生 分 生 孢 ， 
子 。 颖 片 边 缘 和 基部 的 红色 较 深 。 有 病 的 小 穗 很 早 就 失去 炽 色 而 

成 草 黄色 ， 与 邻接 的 健全 小 穗 相 比较 , 非常 显著 。 往 往 是 穗 的 上 部 

各 小 穗 变 黄 ， 有 时 和 柔 在 中 部 或 下 部 有 少数 小 稳 变 页 ， 但 产 重 时 也 能 

BES, ERG, ABW, FR Y 

UK, 这 是 病原 菌 的 子 训 壳 ( 图 7, A). 

AAW RTT BOE A, HERP. ARPA. 

FLARE MRK: AN RCE AK, 但 已 失去 固有 的 色泽 
TH SILI (AI "CO)。 有 时 种 子 虽 然 略 小 ， 但 外 玫 项 色 正 
yt wie Ni 

LEGA, EREGHEER, MoE 
关于 果穗 病 和 锈病 。 此 病 1936 一 1939 年 在 长 江 下 游 一 带 , 1951— 
952 年 在 华中 及 华东 ，195 年 在 江浙 一 带 均 全 严重 为 害 。 例 如 7 
1952 年 在 苏 南 地 区 发 病 率 达 10—100%, NEALE 
BAD, HAMA KET RA, achalasi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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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 AMAT AMS <5 SIs EA tale oe 
JABAL AEE ARI. SRR AIK, Be 
BLK, AMELIE. EFM LERA RE, 旭 种 子 ， 
sa OA TER EMER. BALE ih nil 并 不 能 从 外 表 

er. te. Ce 
r i. Si BRR “2905 9S” SE AeA, ee HER 
RIAD 95.2 务 。 其 中 胜 病 禄 (小 稿 二 以 下 受 病 者 ) 占 23.5 %; 

pri Lorena 15.5 %; es ae Ks 

22.7 %; 至 病 入 AMET EE HE) Hi 38.3%, SRN 

EMI, Roe i GEN BI 113K, PRE. 、、 
cs 重病 者 为 48 克 , BHR 45 克 。 
1 关于 病 麦 含有 毒 质 的 问题 RGEC (BopoHaH， 1890) 便 报告 ， 
TRG SCR A, AG ICIS, AE AI, 分 
PAAR SWE GR, 并 产生 氨 和 特有 的 毒 质 , OE OER 
A AB EFAS RRS A PREIS, ;但 小 麦 的 病 粒 并 不 

RR, 毒性 是 因为 寄主 受 侵 染 后 产生 一 种 有 毒 的 植物 奏 
i, 病菌 本 身 井 无 毒 质 。 
FEF ESF HEPA, 常 引起 苗 期 病害 
wR gS MT Fe OS 将 的 优 入 ， 在 播种 以 

后 , 或 则 因 胚 部 受到 严重 侵 染 而 失去 发 芽 力 , 或 则 虽 能 萌 磋 而 于 出 
ALAR NAT HATE, 形成 田 问 缺 苗 现象 .如 由 土 内 气 出 , 子 以 检查 , 就 

| 能 见 到 种 子 上 着 生 红 色 的 前 闲 体 初生 根系 及 寿 精 变 初 和 腐烂 。 受 
nT ann 

? 

ae, ee 



_ IReREN-e eNO MEOH eee eae 
«BRAUER, SRV CREAR, FETIP 

AVF EGA TAT A, MRA ABE Fis, 导 
AW, RAPES, 

| 3. 2B: FER CEP APRS EE, Pa 
| ees 和 腐烂 ,以致 植 株 枯 死 。 用 手 扯 动 植 栋 时 , BORE EN AA 
PET, 断口 显现 褐色 腐烂 组 织 , BT ean eee, a 
RB Reese PBS Fae BRT 
wt 属 (Fwsarium) 的 某 些 种 其 菌 。 FRR RR Fusarium vo- 

seum f. cerealis (Cke)Snyder & Hansen 为 最 = BSR. 
. ESE PAE ey Awe te eB ete HE FF Br BEAL, venne 
ORM THE. FETE, Bey eM 

”条 用 子宫 阶段 Gibberella roseum f. cereajis(Oke)Snyden & Han- 
sen (= @. saubinetill=@. zeae) IRR, MEAL, FE Wa FS AD ps i 上- 

”也 分 离 到 镰刀 菌 属 的 另 一 一 些 菌 种 ， 妇 如 F. culmorum 及 F.avena 
ceum £&,, 

 G. roseum f: cereaalis (Cke) Sadan & Hansen WAS AE 
FART) EET, BS th, 两 端 渐 尖 ， 顶端 钝 或 收 精 ， 基 端 有 a 
Rill. AA AHS AMI 3 一 5， 亦 有 1—2 个 或 6—9 个 隔膜 者 , 得 
BR, 3 MABEL HIER Be 3—6 x 25—66 BOK, 5 KAI 4 3.2— 
6.0 x 28—72 微米 。 Fy EFSF RD Hh, 此 戎 缺少 厚 十 HOF, 
FTA FI HR BR, PHL RA, TES 

” 有 瘤 状 炎 起 , Be BEE, esa a a Eee sae eo 
程度 不 一 ,形状 及 大 小 颇 有 差异 ,尺度 葛 100—250 x 150—800 fk ， 
米 。 子 训 无 色 , HMBIR, EVIE, 内 合子 圳 孢子 8 枚 。 子 训 尺 度 ， 
8-15 X37 一 8 微米 。 TREY BiB, MS, KBB 3 gen 8 | 
ws 人 

0 



2 RAL, 尺度 网 3_6x16-_33 微米 。 (SERRA a 
UAT (Hl 7, ED)。 | 
Dey! ATG AS EE 5. culmorum & F. avenaceum ada ! 

BEF CRAR BOT, MIM, EASE, MI 
HSA HES MS ARR. EF F. culmorum 与 F. avena-— 

coum HONE BEE EMIT TOT ICRA RIE A, BE 
HARA Hig (30-50 x 4. 8 一 7. 5 微米 )， 后 者 靖 长 (全 一 68x 
3. 1—4. 1 BLK). 
| ae poser once ese aia RANE 
PME, EAB ALTE ER, TERE Ue, 病菌 
15 (PR eA I A HT AR BE BC 夏季 的 土 温 如 不 高 地 
20° 5 30， 则 仍 适 合 它 的 生长 。 冬 季 的 土壤 温 记 如 不 低 于 - 

20*0， 忆 是 能 以 潜伏 着 井 保 存 其 生活 力 的 。 在 田间 环境 条 件 不 利 ， 
于 麦苗 而 有 利于 病 昔 的 发 育 时 , 对 于 在 弱 的 麦 蔚 来 说 ,来 Fecal : 
(ee RARE, : 

oi EH OEE AS MEOW TR BOG EF MeN REP 
yy, BROAN , BAU Pe ee 

PRUE, HPAP BENS ARR AI, PMs 
Ie, Epa Fe Anta Fe, | 

,1Y 赤 老 病菌 具有 广泛 的 寄主 范 园 。 夏季 作物 中 如 玉米 、 il Be 未 

米 . 永 稻 等 骨 能 受到 侵 染 。 当 这 些 作物 苓 用 来 和 冬小麦 韦 作 时 , 可 
ASEH INT SAR Do ROTEL, AE ELSI Ss AD 
RBH. AFFECTIVE TASTER, SC EAA EIEN hs 

ee SEN ASS) SATAN SR 
JOLLA IMCL — 7 

HRA AAACN EET Bere, TET EM, & 
+ 人 一 



LA ERAMRARARAR LIER RT, FOR 
EGER THR, FRM GEMM, 其 存活 期 在 -年 以 上 :在 
“室内 条 件 下 ， 记 能 各 持 更 欠 的 寿命 。 子 变 时 期 在 我 国 长 汪 流 过 
发 生 于 秋季 以 及 春季 ,4--5 Al 
根据 现 有 的 将 料 , SERA HHO ADIL 2 TN, 带 病 的 

种 闻 和 残余 病 组 积 均 为 病菌 的 来 源 。 病 源 苗 可 用 茵 闪 。 分 生 孢 巴 
或 子囊 孢子 在 上 述 的 基 物 上 滤 过 不 良 的 环境 。 侵 桨 幼苗 的 菌 源 主 
要 来 自 带 菌 的 种 子 , 但 在 土 坟 带 蓝 的 情况 下 , SE ee 
RAR, ARES DRAM HEH 
LMM AREE OLEATE TTR EW 
F.C ESE Ls, ACS BO. 
穗 上 悉 续 产生 的 分 生 和 孢子 双 成 为 田间 再 侵 染 的 主要 来 源 。， 
病害 各 阶段 的 侵 染 与 环境 条 件 之 关系 “ 环境 条 件 与 苗 期 和 征 ， 
期 赤 才 病 的 发 生发 展 都 有 密切 的 关系 。 赤 截 病 菌 不 但 具有 如 上 上 所、 
指出 的 极 广泛 的 潜伏 处 所 , 并 且 也 活 应 于 广 半 的 湿度 范围 。 菌 软体 
在 3°C 的 低温 内 印 能 生长 ;而 以 30°C 为 最 适 ，33*C 为 最 高 温度 。 
分 生 和 孢子 在 4°C 邹 能 戎 发，28"0 ORISA, FRI 8°C 部 能 
萌发 ， 以 30*0 为 最 适宜 。32*"0 HF EWFT RFRA UK 

的 最 高 温度 CHES BEA, 1916), 病 苗 眠 能 在 如 此 广 间 的 温 记 条 件 

下 (最 低 3 一 8",， 最 高 32 一 33*C) 生长 和 发 育 , 不 难 理解 , 在 整个 小 
EMEA, ieee. 大 部 分 为 处 于 友 许 病原 菌 活 动 的 范围 
之 内 。 但 是 ,除湿 庆 必 外, 还 有 其 他 影响 发 病 的 因素 。 例 如 湿度 也 
具有 重要 影响 。 尤 其 重要 的 是 寄主 本 身 的 情况 。 在 考虑 环境 条 件 ” 
与 发 病 之 关系 时 , 不 能 单纯 以 病原 苗 所 需 的 条 件 为 依据 , 还 应 考虑 ， 

在 寄主 植物 不 同 发 育 阶段 中 所 受 不 同 条 件 之 影响 。 例 如 对 于 小 麦 
”和 玉米 的 划 期 侵 染 中 ; 幼苗 的 健康 状 驳 便 很 重要 。 NEA 
Pa ae 



7 ‘tee ae 
tt eal 

¥ "Pees, \ 

网 fe 216°C 的 温度 中 ， 最 适 于 才 划 的 生长 。 赤 惟 病 苗 则 
28°C HHH, CRESTRON EA “ 
HS, HAIG RE, IB 16—24°C, WAGE AE RL. AL 
“WE, 湿度 的 关系 也 很 重要 。 在 七 壤 湿 度 最 低 之 际 ( 舍 水 量 30 多 )， 
示 才 幼 苗 的 代谢 作用 已 不 正常, FoR ERE, WAS AS 湿度 适 
MGR (Aridi 40 一 50 多 ) 王 项 趋 势 印 不 存在 。 玉米 为 高 温 作 愧 , 生 
| 长 最 适 温度 为 24” 至 28°C, 在 低 土 温 中 (8"C), FORMS HE 
MMT. SLI 12—16°0 之 际 , HRW 
ARTA ZENA. 反之 ; fe 14—16°C of, 小 麦苗 村 最 多 而 玉 
钞 昔 烽 较 少 。 在 24°C 以 上， 小 麦苗 枯 仍 有 发 生 而 玉米 极 少 发 病 。 
SRE TICKS OER, TLE (Arka 
80%), FARIA ARIE NS, Eve HER TEE, 
均 易于 发 生 ， is 

在 田间 情况 下 ， 影响 小 麦 健康 的 因素 很 多 ， 除 王 壤 的 温度 湿度 
条 件 其 , 耕作 技术 也 有 很 大 的 关系 。 例 如 播种 太 深 ; BOR, 肥 
RSA GE, ABBE BCR TE LAL HM DEERING TAD 
FERLIET) A EMIOEIE, 8) ATE AU ES, | 

DAES RAMI A, NE SUT 
“ie, 发生 入 入 症 的 植株 在 前 期 不 _ 定 便 经 发 下 过 昔 相 。 Pasa 
AEM AGE, ALE PT AE ERS EI 
至 三 艺 以 共 ， 卉 厅 能 意 延 至 穗 部 。 惟 枯死 的 幼 昔 和 田间 玖 余 病 租 
TTS OS. EMA RE, 洲 在 德 上 后 南 发 人 侵 。 
SPM AHIR, ARIE. ERE TEETER EAE. 

[ 直 藉 上 腐生 ， 接 着 便 蔓 延 到 小 穗 上 的 花 器 中 。 田 问 观察 和 哉 界 都 
证 明 水 麦 在 开花 期 以 后 以 至 糊 熟 期 对 于 此 病 都 易于 威 桨 ， Fe ALA 
PONE, ST Rae ROR HRN MART 
| 

一 8] 一 



be? 
«UR A Se ELE 5 AMER UET ANR, 3k PTE 

“田间 气候 条 件 对 于 侵 桨 乃 具 有 极 大 的 影响 。 当 温度 为 20--28°C, | 
配合 以 较 高 的 湿度 时 , AD BCA WR, CVE HE AE21—26°C 
而 大 气相 对 湿度 在 80 一 100 GH RIAT RO. TERRE, - 气 、， 

温 25°C 时 比 15°C 发 病 率 为 高 。 接 种 时 并 须 保 持 接近 他 和 的 湿度 ， 
MARNE. RR, ATE eS eT A 

小 雨 的 气候 , 常常 导致 穗 枯 症 的 流行 

”防治 途径 小 赤 赤 办 病 的 特点 在 于 病菌 的 来 源 很 匈 ， 而 且 人 

AREF SEMAN. BR, KITE UR RITE 
的 发 生 只 有 很 大 的 影响 。 根 据 这 些 特点 ， 这 个 病害 的 防治 并 不 是 ， 

-简单 地 抓 住 某 些 环节 所 能 奏效 ;而 是 要 求 从 不 同 的 落 节 注 意 防 治 ， 
以 收 和 综合 防除 的 效果 。 根 据 现 有 材料 提出 其 主要 途径 如 下 :， 

| 为 了 减少 苗 期 发 病 ， 并 且 加 接地 减少 德 期 侵 染 的 菌 源 , 潘 种 村 
“ 料 的 处 理 和 田间 赫 作 措施 乃 是 最 重要 的 环节 。 由 于 苗 痔 有 时 深信， 
种 子 内 都 ， 很 难 从 外 卖 子 以 检查 。 最 积极 的 处 理 方式 在 于 选 留 无 

病 种 子 。 在 国营 农场 和 入 民 公 卉 的 条 件 下 ; 布置 留 种 地 。 事 先 在 “ 
、 田 辕 选 收 无 病 健 穗 留 作 留 种 区 的 原 娩 秘 子 。 REALS AE 
Fi, (KDHE | 

AT RIEK TEA AHINE, SKS OLS | 
BOP TJ RE A Bao AF I BES, A 20—30 Fo 

”的 盐水 〈 比 重 鹊 为 1.16) TORLARS OARS RI. 
外 ,在 条 件 许 可 的 情况 下 ， 也 可 用 赛 力 散 ( 种 子 量 的 OP 2%) PEARS 
漂 种 后 再 用 莉莉 牢 种 可 以 收 到 更 好 的 效果 ， He OE a RG, DA 
PO be si : 

: SADR MOL DLE RR ew LARA FIVE, DE 
EEE Rea Da Es SL, ii APR RE, FAL HS | 
一 82 一 rae 



Ce 有 利于 抵 搞 便 染 。 ef 还 须 
注 a 施用 基肥 , HAP RG, NER. ”一 
HAIMA, URSA RIE So, 
se, es syn es te | 
| 定 。 播 种 不 宜 过 深 , URBAN, BARB, 
在 有 撒播 习 懒 的 地 区 , HT RFE DAP MRM, 宜 改 用 条 播 。 
RMA MARL REET A he ME nee ; 

AES Bilge HBR, dee RE 75 FR A TH PR BT 
HAE ELEM ROGER L— EF hi ABA 
培育 健壮 植株 所 需要 ， 但 但 必须 提早 施用 。 氮 、 磷 、 钾 三 要 素 的 配 

从 非常 重要 ， 其 作用 在 于 各 旭 延 迟 成 熟 和 倒伏 。 因 为 延迟 成 熟 全 
eee SeMEREELE, BEREERL ROR 

SS 

VIA AINE BE. TCU FR OR 
We, PLATTE RR. RIS PI 
AER. Bil MIA HL RIB P1214 % o 4 

AE RAL FIG A LE ATE 根据 我 国 过 去 的 起 

录 , 新 品种 在 扩大 推广 的 过 程 中 ,在 有 些 地 区 ， 其 感染 达 往 往 较 当 
地 品种 为 高 。 SALI HES Gn BPP 2905” “2419” “ER” “KR 

多 ”等 常常 严重 地 感染 病害 。 例如 1952 42290575 小 麦 在 苏 北 发 

病 率 达 50%， 而 农家 品种 如 仪征 光头 麦 、 蕊 才 及 大 黄 皮 等 发 病 这 ， 

fl 2.4%—5.8%, 惟 农家 品种 的 品质 和 产量 均 较 差 ， 故 仍 须 雪 ， 

其 适应 范 国 

ARE RA. ANE EM, ET RRS, 以 测定 
AANA SER, 作为 推广 的 根据 。 

华东 架 交 晶 系 “5201” 及 “5204 HSA, HAAR Le 
 PAERRR, 为 比较 有 项 户 的 材料 。 

0 



第 站 节 A ZEAE IS Oh Be Gea) 

eee eee ee te 
PONS I, 随 着 霉 种 入 传播 开 来 。 因 此 , 这 个 病害 不 权 成 为 一 

”个 独特 的 病害 类 型 ， 并 且 也 是 种 子 传播 病害 的 奥 型 。 例 如 昧 光 江 
省 1949 年 在 两 个 县 里 发 现 小 麦 线虫 病 ，1950 年 扩大 到 了 县 ; 1951“ 
年 扩大 到 估 县 。 我 国 发 生 线虫 病 最 严重 的 二 区 为 淮河 流域 麦 区 ， 
“以 安徽 和 江苏 北部 、 河 南 的 东南 部 为 中 心 。 玛 于 山东 及 河北 省 的 
中 部 , 也 是 可 注意 的 重病 地 区 。 此 外 , 在 长 江 流域 和 西北 、 举 北 的 
冬 麦 区 以 及 西北 和 东北 的 春 麦 区 也 有 点 片 的 病 区 。 全 国有 354 个 
BE RAI, 分 布 于 UA. RARER 
MADE CLT. AMDB ERAS EMA | 
的 十 大 病虫害 之 一 。 并 且 也 是 局 部 地 区 的 对 内 检疫 对 象 。 

”这 个 病害 的 发 生 和 发 展 乃 是 和 病原 线虫 的 发 青 阶段 相 联 系 着 ， 
的 。 尽 管 它 的 生活 和 繁殖 方式 不 同 于 惧 苗 , PREPPED, 
它 的 发 展 不 仅 与 环境 条 件 有 关 ， 而 且 也 和 小 麦 的 生长 发 至 总 息 相 
关 。 此 外 ， 人 小麦 线虫 还 导 臻 另 一 些 病原 物 的 侵 区 DST | 

“是 其 中 最 重要 的 一 种 。 
1748 年 ,小麦 红 下 病 最 初 在 欧洲 受到 注意 (Neaahaimn， 1743), 

1775 一 1776 年 若 佛 芮 蒂 氏 (Roffredi) 首 先 将 病 痕 与 病害 的 关系 作 . 
了 研究 。 至 于 病原 线虫 的 发 育 史 是 在 1857 年 由 戴 几 尼 民 (Davine) 
研究 明确 的 。 我 国 的 小 去 线虫 病 系 于 1915 年 在 南京 友 现 。 朱 凤 美 | 

钊 制 的 线虫 瘦 汰 除 器 在 防治 上 具有 实用 的 价值 。 人 

蜜 穗 病 的 关系 我 国学 者 也 系统 地 作 了 研究。 

病害 的 发 展 阶段 和 症状 、 ERATE NE, 
一 84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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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 BASSAS ARB AGATE, 
DEFERRAL ERS, AE AER At, DAMS 0 25 Ta A 5 HA, 
TEBE. 于 

pervs ee. ae tLe eee 
Ba, ALS POURS, th, 在 冬小麦 播种 后 的 一 两 
周 以 内 便 可 能 受到 侵入。 幼虫 对 于 麦苗 的 侵入 不 是 向 着 根部 进行 ， 
而 是 向 着 幼 首 前 进 。 这 样 ， 它 仙 便 可 以 找到 考 苗 生长 点 提 附 着 在 
那里 过 着 体外 寄生 的 生活 。 它 们 随同 才 昔 向 上 发 展 。 在 这 个 过 程 

OF, 植株 所 玫 现 的 症状 依 受 侵 的 严重 程度 和 品种 而 不 同 。 最 严重 的 
情况 可 便 麦 昔 生 长 停 甚 至 枯死 。 在 一 般 情况 下 ， 如 有 大 量 幼虫 
包围 了 生长 点 ， 则 由 于 第 们 的 刺激 能 使 新 生 的 叶片 表现 畸形 发 展 
《图 8 A)。 例 如 : HH Sia, HL, 并 且 常 常 有 叶 尖 夹 在 藉 内 而 作 
BWR; PURE MVS HMR Sw —A; 
BEAN RAM FMA MIE BE KREBS By, 
FENG, WRIA AAT 部 弯曲 发 展 旦 之 字形 ， 及 是 常见 的 
现象 。 以 上 症状 在 分 药 期 以 后 逐渐 明显 ， 而 于 抽 芳 期 卖 现 得 更 显 
著 。 严 重 发 病 的 植株 可 能 抽 不 出 稳 来 。 AAA 

“PERRI, PH aE 
: BNE BE BAe BEAL PRR OP ALI BSB, 子 
BREA RAT Oe) DM, KEN RINE RRR 
“ena, BAD INEF, RAINIER BE, MBL 
HG, 相当 肥大 ,成熟 后 转变 为 紫 褐 色 , FREER MER, 
比重 亦 较 轻 。 它 是 很 容易 与 麦 粒 相 区 别 的 (图 8,C, D)。 虫 标的 外 
形 虽 与 小 考 用 黑 穗 病 的 病 瘦 相似 ， 但 它 内 部 所 含 的 为 白色 棉 架 状 
的 线虫 而 不 是 黑 粉 , 并 且 不 易 压 碎 。 | 

FRB, HME LAOS, Ha Pa BT 
.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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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和 Seen suse, eee ihe | 
: Bea, LAT AAT Oa ROL. HART I, HA 
iB AEH, SOP BEA, : . 
| BREDRE ESM bE H Anguina tritici ( 异 名 
Ve oscins tritici 或 Anguillulina tritici) AA5P $i eat BEL. 

«SRAM, REA 85 x38 BOK (可 能 达到 130-140 x 33— 

63 微米 )。 外 被 透明 朝 狂 的 卵 壳 ， 中 有 中 透明 均匀 的 原生 质 及 明亮 
‘mes. PACTS I a She th FIRE eA 
FEB ties 
: ”幼虫 分 为 前 后 两 阶段 ， 前 期 幼虫 较 小 ， tant, jes 49500 x12 
微米 , ERRG, KTR, RE-KREAEA RM. BM 
“Py BBEK, REE HI800—950 x 15208, HHL, 尾 端 略 尖 , Bi 
停止 活动 进入 休 限 状态 能 抵抗 干燥 。 它 能 在 要 内 存活 数 年 , BA 
可 达 10 4, Sh iy BAD BL, Bae AEM, ENS 
‘Wea ADRS CR A, 3% ee] RE ANT ABR : 
; Atm ALAA SALIH ACORN BE IIR, BE 
IRAE AM A (A 8, F), 长 狗 3 一 5 毫米， HAY 0. 1-0. 2 
a, PARI. ENTER GRIS, MEH 0. 15 一 0.2 毫米 。 
nsytet 道 前 端 $F IK, 长 多 10 微米 ;食道 上 有 食道 球 及 三 个 

SM, HATTON, “EMEA RRR hI 
AU, MALS AM COS; 阴道 很 短 , 导向 子宫 , 其 内 充满 
DF SPUN TTNGDP IL, 每 一 肉 贝 能 产 卵 2, 000 一 2, 500 枚 。 
| HERE) 2—2. 5 BEIK, CHI 0. 07-0. 1 毫米 ,蠕虫 状 ,两 
里 尖 ,外 膜 有 策 禾 (图 8 EB), EMIS HNMR Lane 
AAD. He BRIE BS 25 th ta OE DR BEEBE Ml, 交接 ce A | 
| bie | : pe er 



eid 

HOURBUAR, eset JEST LEN SAR teas! 
ERR Lb KE SETTER, (ee 

A etot PAT ABE eS RAD, (Triticum spelia), FEA 

LAP REE ER RN ADR (L. dicoccum) ABE 
BARRE ME. | 

生物 学 特性 pemanmmnrrer es 
入 小 麦 的 花 器 租 积 内 部 时 ; HSE, Fe, Re, Sh 
在 瘦 内 转变 为 成 虫 7 一 8 条 , AHI 25 条 , MEMES EPI, TE 
交配 以 后 , MERAY SP Sh BSE ER ERR, PERL 
HSh sh, Be PKA) sh 8, 000—25, 000 条 。 HEM Ha Mt 
RASS, 但 在 不 长 的 时 间 内 完成 惊人 的 大 量 繁 殖 之 任务 ， 这 在 

保存 自己 的 种 方面 , 具有 重要 的 意义 。 
et Ge eet ee es ee 

HEM, CRLHKAS; i LARA RH 
D. MME AAMEMV SMAI FER, FERRARI, “EAPIRRER 
存 生 命 力 达 10 年 。 FER BURMOKS IS, So OURRIKAR, FARES 
DRA TOK ETE, ETS 
后 , 幼虫 能 否 存活 , 依 其 体内 储存 养分 的 消耗 多 寡 而 定 。 体 内 养分 
消耗 念 多 则 复活 的 可 能 性 仿 小 。 休 了 眼 蝴 中 的 幼虫 在 化 学 干燥 拍 中 
能 多 两 个 月 而 不 死 。 如 温度 变动 不 大 ， 将 幼虫 泛 在 无 苗 水 内 五 个 
月 亦 不 致死 亡 。 

体 眼 中 的 幼 里 不 仅 能 抗 干 湿 ， 井 且 能 耐 区 温 ， 在 二 1 至 二 
18°C 的 低温 内 处 理 5 小 时 , 它们 仍 能 在 冰 内 生存 在 王 燥 状况 下 
蝇 疗 里 的 幼虫 耐 温 力 亦 强 ;在 58°C 处 理 5 一 20 SPH ABA 
ARATE, HATS TEA A, 2A 
 AES2C 申 20 分 钙 即 他 部 条 死 。 ， 

一 .88 一 ， : vee! 



ese? Getta eC cn see 
1:80 38 1:100 的 甲醛 内 证 虫 瘦 4 小 时 ， 对 于 幼虫 井 无 作用。 eh ; 

“1:50 的 省 记 方 能 将 其 全 部 杀 死 ,但 并 无 实用 价值 。 

证 PERE PNG OC Fes Ee, 同时 , 虫 瘦 所 在 的 
AAAI. UCR REIT RL, TTR A eth 
TZU Ae RRR ORR TS, Ze UE ARR Ao 
存活 能 力 的 。 在 播种 时 , LAMAZE, BROS, 幼虫 朗 
开始 活动 , 破 瘦 而 出 。 幼 虫 在 土壤 内 的 活动 定 径 罗 为 20 一 30 厘米 。 
在 一 般 的 播种 密度 下 ， 幼 虫 不 难 温 到 适当 寄主 。 幼 虫 系 在 麦苗 硅 

“ 藉 开 展期 间 太 侵 。 当 土 温 为 13 一 16*c 时 侵入 较 多 ; 在 收 逢 时 , A 
-于 一 部 分 虫 瘦 可 能 落 大 田间。 在 土壤 湿度 较 大 ， 温 度 变化 较 剧 的 
情 驶 下 , 闻 内 幼虫 虽 可 能 进入 土壤 。 但 由 于 厅 能 获得 寄主 , 随 着 体 
内 储藏 的 养分 之 消 不 ， 其 存活 皮 受 限制。 在 土壤 较为 王 燥 的 情况 
下 , 线 扣 在 土壤 内 存活 期 较 长 。 但 对 于 下 一 季 的 小 麦 秋 苗 来 说, 这 
种 侵 染 来 源 远 不 如 随同 种 将 而 来 的 虫 于 之 重要 .在 南方 水 田 区 , 洲 
PP aRMR MRM BAER TR EM HH Sh BN 
Ws 

2 GR A AGAR TE, 
但 对 于 另 一 些 家 畜 是 否 完全 如 此 ， 信 有 进行 哉 验 之 必要 。 丘 肥 内 
RGAE, UCHR AMT IE. MAMIE 
KBE, TAL Ye RT AT BE, | | 

ARE PTO RA ERS, Ab, 保证 
播种 材料 的 准 活 和 去 除 虫 瘘 乃 是 防治 的 主要 环节 。 

最 积极 的 防治 措施 在 于 种 子 检疫 。 这 不 仅 可 以 防止 病 区 的 扩 
大 ,并且 也 是 保证 一 般 麦 区 高 额 丰 产 的 必要 手段 种 子 繁殖 场所 必 
| 须 注意 田间 检查 、 产 格 去 劣 和 罕 认 检验 等 工作 ， 以 保证 原始 材料 之 

— 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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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 
| ye, 入 民 公关 审结 全 六 种 的 放 症 货 各 他 措施 Dieee 8 
播种 材料 的 净 活 无 病 。 特别 是 接近 病 区 的 地 带 ， 人 民 肥 宰 应 将 未 
这 巷 虫 病 列 为 警惕 和 防范 的 对 象 。 病 区 首 先 须 引用 无 病原 始 材料 
点 供 入 和 地 之 用 。 大 对 大 国 拉 和 材料 进行 入 查 和 和 直 Bs 
线虫 的 贝 疗 在 形状 、 色 泽 和 重量 方面 均 SZ, 因此 , 在 

,进行 检验 维 时 不 难 根据 这 些 特 点 而 子 以 区 别 。 HOBO IDE, SBR 
褐色 ， BACH, 其 千粒重 只 ered, PRLRT REAR Re Fh 
的 元 , ANE CORAM ELS. Bae 
ELAZ RF Ss Re EA LA LAA PRIS, UR 
AGT: Fe FAB ob UK EWL, XTRA HG SE aL 

”倾斜 图 简 为 其 主要 部 件 。 园 简 转 动 时 ， Fe PAE oh SES wh, BF Ary 
， 形 虫 首 落 于 中 孔 肉 ， 因 得 将 由 着 与 去 种 分 部 ， 手 的 式 铁 抽 汰 除 机 
ORBIT 99 多。 液体 淘汰 法 系 利用 比重 了 以 涉 际 "a ney 
SEB AIH 0. 8125， 如 用 20% Hy 盐 洲 液 ,不仅 可 汰 除 aS 
99 多 ， 且 可 淘 去 一 部 分 劣质 种 子 。 Vi a BE API AG HCAS th 
用 。 惟 因 虫 瘦 内 的 幼虫 条 处 于 体 眼 状态 . GiB WE AEE 
水 内 预 基 2—6 小 时 使 幼虫 开始 苏醒 ; SEEMED RBS, BRIS Ze 50° C 
的 温水 中 处 理 20 5 Shak A 54°C i 15 Sh, AAU ONE Set 4 
于 种 子 的 萌发 力 有 捐 。 
a HEAL, SWIC ee remem 大 的 中 于 之 传 桨 。 顾 肥 内 如 洒 有 成 全 病 德 及 虫 玫 由 必须 分 发 本 ， 方 能 施用 , 以 锡 态 中 存活 和 传染 -在 发 病 严重 的 麦 国 , walsh, 3 
NRG TEAL A BE wh BE AT 有 效果 。 

NSS iy s/s Rien LAR ASE i aga seo 
CONS ADA. FERRE 1936 年 : Mk di otecradl ilo: 抗日 satel f he apes 

出 | 
Ly % 



“ inne ae mays B24 Xanthomonas tritici, pee an BY pe 

SA, FAME ANTE A, ORRIN 
ese, ALA PORE UE, SURE BL TD BCS ， 

32:99。 Sc aAS HA Wy BL EATS, 用 以 接种 , 其 ERE RGR 

Se 20.2% 20.3 %。 MAUI, HOSUR © 
eiagialee emmgeabe tate 

i aimee ern ioe. Seta BE 2 

: 。 第 五 节 REE 

白粉 病 是 最 常见 的 植物 病害 之 一 。 它 的 种 类 很 多 ， 为 害 不 同 

的 草本 和 木 本 植物 。 SHA MH LAA REE, RE 

二 的 特征 。 这 类 病害 都 是 由 子囊 菌 白粉 菌 目 (Trysiphales) 的 中 曾 

| 寄生 所 致 。 为 害 禾 本 科 作 物 的 白粉 茵 属于 同一 个 种 ， 序 本 rwsipje 

| graminis, RARE AIK (Maydeae) , 25 Bee Andro pogoneae) . 

\ RK (Paniceae) , FEB Oryzeas) Bet 08 i (Zoysieae) SEH 

 AMEICR, BIH Min AK AE. BE BRE SAL. 

AREAL AED BOSSE, MISE ALE BH 

SE, A ae TTR HE, ia 

| Ce As no EAE, *E PBT Oe 

| EAL, ANAEMIA LORD. SAM AL, BARA 

Lass BMT. 所 以 这 是 一 种 典型 的 纯 寄 生 菌 (或 专 寄 生 

2 
a ~ 

ea a 



ie 

é 1 

HE) TE EASE RE, HUE ESM eA 
PLR T BEY CH, AE RASHES A DES 
TAPE, 232 ty GABE hae, 

ERENT WOR ICG NNR EER 
， 所 款 志 ， 在 病 部 复 有 一 层 白 粉 状 霉 层 。 SOME BIDAR LE rh Beh 

. BTR, APU Mea HT R, Fe EAA BS RAE HE BE fi 
ABER RAIA BORE FERRE IEN A, BEATA AG 
程度 , SHAUN EAT RMSE, Alb, SSeS 

” 现 粉 状 ， 在 菌 痔 体 发 青 的 过 程 中 ， SB 2G ROE, 由 白色 
EROUBE, AEM, eMkPS Hm eRPR Dea 
Et, CUBR, GIRS COLE, 有 时 在 叶 
片 彰 面 和 叶鞘 \ 蔡 、 秆 以 及 花 句 等 部 位 亦 有 发 生 。  、 

白粉 病 雍 是 以 局 部 剑 信 方式 向 寄主 进 避 ， 不 似 黑 各 病 之 具有 
一 定 的 侵入 部 位 和 特定 的 发 病 部 位 。 但 这 种 局 部 侵 染 又 不 同 于 锈 . 
病 . 白粉 病菌 以 苗 攻 在 寄主 表面 扩展 ， 不 似 然 病菌 的 局 限于 侵 大 ， 
RAMA Bae, Att, EARRING 
廓 的 病 班 和 孢子 堆 ， 而 是 随 着 昔 炎 的 麦 层 扩展 和 新 的 吸 器 的 侵 姑 
以 扩大 鞭 影 响 的 面积 。 在 白粉 病菌 苗 竺 复 盖 下 的 硼 积 依 作物 的 反 ， 
应 不 同 而 有 不 同 的 表现 。 a 色 或 we, | 
甚至 有 局 部 枯死 现象 。 

HOTELL ONOIKE, “ERGURREtIONRT 
BBR, 而 是 植物 在 其 寄生 的 影响 下 , RS, 在 ， 
严重 发 病 的 情况 下 , BAH HR, HLM, 畸形 , BEER 
BEE aI SSB, 穗 部 发 育 不 良 等 现象 ; 但 (AR RE BAS < 
植物 的 死亡 , TDR BSE ee oS AE EBS 由 于 病原 物 的 老生 ; 寄主 
MEDIC, RIK KEE BBE, 因而 在 生理 于 拓 去 正常 的 
和 

7 



te, weston :的 减低 。 fe em | 
现下 , 根系 的 发 育 也 受到 影响 。 fag 
，。 病原 菌 的 形态 及 其 生物 学 特性 | ee 
FRATVEMEER SEL, MORETTI, TEU TS 
RD, AAU ARE RL, WOME TRS 
Be SCPE JA ASL ARTEL EPO LI IIE FR, 
ie LARA LTE IB, Sa EA, Ha 
A PIER, RHE RU NOTIES. Ai ALTA LAAT 
F 10-20 8, NOTRE, TET, RAG, 
‘BE 25-30 x 8-10 HK, ER AIF OPT eo 
ML, PARTS, BK, PON 135—280 HoK, FAVA 
RR, BASAL 9 一 30 1k FHI, 内 有 
FRIOT 8 Hy, pe £1 FHIOE RIE 20-23 10-13 . 
4K, 
Ma Je2e (sAMLNOHEA PRINCE RN eT 
同 。 例 如 在 苏联 , ZEA BPA (f. tritics) NAKA BS. hordet) 
RESRELV MRA; TZ LE Re 
Be, SCP ARAA IB (Poa) ANRGEM (Agropyron) ECS. pone, f. agro- 
pyri) FED BAL, FEB (Bromus) AGH RB (Dactylis) Ef. 
bromi, f.dactytylidis) 则 均 能 以 子囊 阶段 越 么 。 据 高 尔 速 科 的 研 
FE, GRP RR, 冬小麦 白粉 病菌 一 般 在 五 月 下 个 月 即 已 产 
APE, LARUE RT RIT. IEA RRA OAS 
WEIS ABE WEE 100%), PARES Cnc HIME FT-, 6 A AY AE 
ZEN, MAAE PERONEAL TP, PARE OAS ie NF BETO, OPER AE 
| 住 菌 源 , 待 至 田间 种 植 的 冬小麦 出 昔 时 ， 获 有 充分 的 湿 记 后 ， 再 放 
出 子 圳 孢子 侵入 冬 麦 幼苗 。 在 此 以 后 , 发 展 为 表 生 的 菌 痔 ; B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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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 条 。 刀 年 再 生出 分 生 孢 子 ， 形 成 初 头 侵 桨 的 来 源 ,并 三 果 在 过 ， 秆 上 划 不 能 长 期 留存 ， 洲 在 田 土 内 后 冬 麦 序 拓 去 杜 证 活力 地 DORSET AML MINA, 在 入 地 证 较 温 匡 的 “EX, REE BREESE be 
| BEES IOWA, RAE NMR see E BURSTS, RORREAS RKTT 55 Hea See 

HIE, (HAE SCH ie AC MyM, 情况 可 能 示 同 - Ay 
| ELT Oh “CBA, te kee gn PERIL, AE GEM, MBER UREN, EFF ee RIB PADGETT eB Ase 
ER, HER PRETO ED HOT, I heh i 最 后 又 DWE bei, ti. 

RESTRRELRER OCCT EM RT 
PER, 有 时 在 温室 条 件 下 反而 大量 章 延 。 在 另 一 些 地 区 则 报 
导 其 在 不 同 的 大 气 湿 度 中 均 能 发 生 。 过 去 的 分 析 常 着 重 于 环境 与 
病原 茵 的 关 和 柔 ， 例 如 讨 为 时 年 发 病 是 因 日 粉 病 菌 具有 高 度 的 旱 生 《性 。 但 白粉 病 与 牙 壕 条 件 的 问 洒 并 不 单 入 ， 仅 仅 从 病 碑 的 名 度 ， 来 分 析 , 便 难以 至 面 解 程 ， 

ARAB A FEAR MRE, Blin 生物 了 在 相对 温度 O—100 7604 Be“ fe 018% 3 my AE 一 证 的 发 对 率 。 切 列 未 克 开 (Cherewick, 1944) 3eF/h3E ERE 
的 研究 车 果 加 下 : 

abe MR LL Cees ea 
100% BSB alee Ct a aa 
100%. 0°c 8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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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 . 35.9% 
MER bs asec 3. 213% — 

| SRA RSME 13°C 的 高 温 中 以 及 在 野外 接近 冰点 
的 低温 中 均 能 发 至 -高 尔 连 科 指出 , 白粉 病 昔 对 于 温度 和 湿度 的 广 
EMM, BI TEM PETE, PD, 病菌 
EN AEH SAR HEMT ARB Ba A AR 
2, | | 

防治 要 点 报 所 以 上 规律 ， 如 纸 过 观察 汪 实 当地 才 类 白 初 病 
HILDA SRS, UNE ERI eM) HOR, TC 
MOEA TROD, THREATS ROTEL SET, FUERA, 
Wiad Sete 的 菌 源 。 

”此 外, 在 栽培 方面 , 除 注意 合理 的 灌 洲 ， HCE BS 

要 素 的 配合 外 , 还 应 结合 当地 情况 , HITE, 使 作物 在 最 有 利 的 
栽培 条 件 下 了 健康 发 育 , 以 二 强 其 对 于 入 侵 的 抵抗 力 。 

大 麦 及 小 麦 品 释 对 于 白粉 病 的 感染 和 抗 病 能 力 有 显著 的 差 
“ 蜡 。 在 选 青 品种 时 , 宜 将 白粉 病 作为 观察 及 刀 载 的 重要 对 象 之 一 ， 

URE RUSE BEER 严重 感染 白粉 病 的 品 秆 ,无 论 其 
“具有 若 阿 优良 性 状 在 大 量 推广 中 不 能 认为 安全 。 
RRB RAR ATE RARER, IA, 
EBS RIN (1. 0 多 溶液) 等 在 加 用 适当 的 展 着 剂 的 条 件 下 ; AT 

布 。 惟 这 些 化 学 保护 措施 主要 只 用 于 温室 及 试验 材料 上 E， 在 大 田 、 
aries Se | | : 

第 关节 BEART HADES) 

大 过 条 蒋 病 是 我 国 大 老 最 重要 的 病害 之 一 。 在 个 别 地 区 "et 
: 二 9 一 

Shee eS a eel SIS 

， is 7 



a ir jer ‘gone 

DERE T AREA ERR REPO ISE,. 
REM ELAL TY Rin NALS ELA, Deh, 在 陕西 .河南 、 
山东 及 河北 等 省 的 局 部 地 区 也 常 发 生 此 病 。 eri isoranee 
IE ABSR 21.3 %—81. 7%, 

- HRRROb RAL AENEAN SSE, THT EL I 
HSE, HAVRE LAP RAS, “ELIA eT Ai 
WAS CE A AE OR, Bk, “EME ane 
HELE TEER is EP 79 — a I, 
EIR Fa en Be KIERO LURE MH, ff 
re ae ee , ATOR, TRO, 
RAEI —— Fn A ReMANO REE, 在 分 
葵 期 , 植株 下 部 老 叶 片上 的 条 较 渐 趋 显著 。 接 着 , 在 技 节 的 过 程 中 
新 生 的 叶片 逐一 卖 现 条 才 状 病 斑 。 通常 只 要 有 一 个 时 片 受到 侵 染 ; 
DET WIRED, RTA, ARAN EHR 
染 过 程 相 联系 的 。 

BABY, ROLE, rt LR IIS 
So RBUESMAPEITN, YUEN, FeO 
STAB, BRATS, REE iT a ES ~ 
ERY AM Ree LPH RE BUTI 3 
色 的 边缘 和 草 黄 的 中 部 。 斑 上 渐 生 出 大 量 的 灰 黑 色 分 生 孢 子 从 。 
叶 萌 向 董 秆 上 也 有 少量 的 条 斑 ; 但 孢子 较 少 。 病 株 的 分 药 同 祥生 

_ 病 , 但 有 时 也 能 逃避 。 威 染 较 重 时 , SHORE, | 站 
， 病 叶 常 常 航 裂 , Bee ee, “tt Aas PUTTAR, oe 

MY BERE LIE, ALTACE, TU RMT RETS 
结 种 子 。 有 时 虽 抽 出 完整 的 重子 ， NLM 在 有 芭 的 品 “ 
FP, RIE HCE T Ahh 29 曲 状 。 植 棒 所 受 的 影响 依 品 、 
一 96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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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 而 不 同 。 威 染 严 重 者 , Sri KOR ODE, INA ER PRE 
而 随后 又 生出 新 叶 者 。 一 般 病 株 第 在 抽穗 以 前 枯死 ， 病 租 织 上 浦 
布 污 黑 色 分 生 孢 子 。 

病原 菌 及 其 生物 学 特性 Je A AE th PM RY Tel 

minthosporium gramineum PR EPEC. ii # HS IE EFI, 

BR EAH te Bh HBA, FB EA Pyrenophora gra-_ 
mace ER 188s 但 由 于 未 能 与 你 全 相 下 全 全 人 于 本 

"Pr ATO RIA fe ARM L 每 从 3-5 3, 基部 
WK, REAM, TEPER, USB, BOK, 
”两 端 新 狭 , 大 端 钝 圆 , 膜 薄 , 有 隔膜 1—7 4. PPE FERRY 
Ao DEMWFRE #5) 105 x 20 微米 (50125 > 1422. 5 BRK). 

. FELCH RE 及 隔膜 数 目 差 异 很 大 。 

- 大麦 条 六 病 昔 在 培养 基 上 虽 能 生长 井 形 成 灰色 : mimevies 
I G6 ANAK, (AARP A ERI. 在 自然 条 件 下 则 能 于 病 斑 ” 
正 产生 大 量 孢 子 ， He ARE MU 2, 在 大 卖 抽 基 时 ， ETO 
形成 , 随 风 传 布 。 
分 生 孢 子 对 于 是 部 的 再 侵 染 并 不 常见 ; HRB tae : 

ERE LS RCE A H-, LP EWE, EEA 
过 程 如 下 : SE TETE RS LW HOF RA AR, DE 
“着 柱头 蔓 延 到 内 颖 与 种 子 之 间 , DARE A US, 
“上 以 猎 由 柱头 进入 子 房 。 服 后 , 菌 煌 的 胞 膜 加 厚 , BEAR AERA” 
RSE EM LMA PD (AAR) BUA (BAB). EAHA, 
(RREP oR 5ST RB, AEF SRBREOAB 
中 ; ETO BUASE (HR), MASE PR SF Be BRA 

~ BB, TER DATE SSI HUPR APE AETE 7) 例如 将 16 年 的 老 标本 放 
pe Oa 



er Bits dae 
MTR, ROE, 

BY, PARR ONGEA SERA, PB, ACRES ODN BE CEIEAE BI WEA 
PH, PRBS, REE a 
RR. PRAIA ICSE eee, I Se IC 
ERS 

| KBAR GEA EUR, HIRI NLCDAITR, DERE - 
PALA HIE LRAT BE, SRG SS SEB, 侵 大 与 此 相 
近 的 第 一 片 积 叶 基 部 。 菌 条 穿 透 此 叶 的 内 艾 后 ， 双 依 嫉 侵 大大- 
涯 透 第 二 、 第 三 和 愁 此 而 生 的 嫩 叶 片 。 在 叶片 内 , ELMS 
E, STRATE, SMA KPO. 
16 RH, 就 侵 太 穗 部 (图 9, F), Ree EAP ok” 
由 时 而 旦 栈 形 。 由 于 环境 条 件 的 不 同 , Oe 
有 时 由 手 环境 有 利于 大 考 植 株 的 迅速 发 育 ， 久 臻 部 分 叶片 和 麦 穗 
能 逃避 侵 染 。 因 此 ， DE EASE TNE AER TH 在 防 病 - 
二 具有 重要 意义 。 

关于 大 考 条 元 病 的 土壤 传染 问题 ， 据 现 有 资料， seamen 
WRT, KALMMEL KUT, eee 

+ KG, ROBES, CLK DMM L, 在 ， 
9,10 两 月 的 生 次 播种 中 均 无 感染 发 病 的 植株 ,在 同样 条 件 下 播种 、 
RS, 其 发 病 率 为 8 一 10%。 
环境 条 件 与 发 病 的 关系 ”大麦 条 较 病 的 发 生 和 发 展 受 环境 条 

件 的 影响 。 这 种 生态 学 上 的 特点 给 耕 作 防 病 提 供 了 有 利 的 依据 。 
“首先 ,大麦 开 在 期 前 后 的 雨量 与 病 昔 对 于 种 子 的 站 染 有 关 。 分 
AL HOF-Wj RWI RSE IRE HIG 25°C (最 低 6°C, $F 30°C), ABIF 
FENN ANI NUR AMES BAL, APF 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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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S AE ORLA I), BR AE SP BE 25°C Ze 

el, WES Pee A 这 时 的 温 庆 由 低 变 

”高 如 刺 激 症 状 的 表现 。 反 之 , 如 温度 由 高 变 低 ; 症状 的 表现 会 受到 : 

. 抑制。 一 般 情 形 以 在 低 土 温 中 侵 染 为 多 。 冬 考区 播种 过 早 或 者 老 

温度 亦 有 关系 。 CERCA HER, ART, 

”叶片 和 考 穗 可 以 逃避 侵 染 。 反 之 , 则 发 病 较 重 。 砚 如 在 天 麦 生 长 ， 

> 
- 

Bs 

3 

RAPA RAKE IER. Plt, eK MIMS, seem, 
RS, MEMS UL AE RE eT AE REAR 
要 为 嘎 于 开花 期 多 雨 的 地 区 。 se 

带 昔 的 种 子 虽 含有 潜 PUES, ELIE A SECA TAR 
后 。 AERIS, RELA SEMBLE A SERN Ty REI EE 
系 。 因 此 , EAM, 土壤 条 件 是 否 有 利于 幼 昔 的 发 育 Oh 

右 , 但 在 8—5°C 的 低温 中 印 能 活动 。 当 十 温 较 低 而 不 利于 麦苗 发 
音 时 ， 昔 竺 序 行 叉 侵 。 一 般 以 在 12—16°C 的 低温 中 发 病 为 最 多 。 

但 在 上 述 的 低温 中 , 症状 的 表现 喜 在 20 一 24*0 548, FEAR | 

区 播种 过 退 或 土 温 较 低 都 有 利于 此 病 的 侵 染 。 例 如 江苏 省 在 3 月， 
下 名 播种 的 大 去 发 病 率 为 6.6 %; 10 月 中 旬 播 种 的 发 病 率 为 | 

12. 5%311 AER RNRY RIBAS 29.9%, BEAL 播种 期 间 的 土壤 

Fah AGEL, 其 扩展 的 过 程 饶 是 由 外 向 内 还 时 穿 透 , Dee 
Ue, 故 在 大 妻 生长 期 间 ， 如 环境 条 件 有 利于 植株 的 生长 ， 则 部 分 的 

”期 间 温 度 低 而 湿度 高 时 , 旭 发 病 严 重 。 江 苏 省 1951 及 1952 年 在 夫 习 

re 

fe 
hire 

SLA REA, PA ERE, me 
i, 减少 了 对 于 病害 的 抵抗 力 。 : 

PPM ML ANE, HS, err 

考分 药 盛 期 轻 常 降雨 ,成 株 发 病 率 全 高 达 54 —70 多 -此 外 ,施肥 不 

防治 途径 “大 麦 条 科 病 的 侵 桨 著 源 来 自 带 菌 的 种 子 ; 因此 

一 100 一 



‘a 
- 

pei AT I, A 
0 KAAS AVE, 因此 , 种 子 你 理 的 要 
See PTI ABH ee. RIAD TIN 
HOBATUPE RT, FATA HH) AI ER ZAERR (0.05%), FH 
LIER. 25—0. 3%) aA EAE RIAGR, | BREE (0. 3% ANNES 
BO 3%) WAT AEF BORA Fis Fh, A 
0. 2 % BG IEARS 1b, De HEMET) 4 一 5 MHP 
Bid AN ABA EWR, HET LL A LAG HL BD CFE 
SEL, WATE AS BWR 4 bth, 然后 用 52*C ike Sone 
WBE), 亦 有 良好 的 效果 。 Re 

| DRPE AT TRL, PE Fe LTE EP eH, ARMOUR, BE 
UBM, URINE R HARE, He 
意 氮 磷 的 配合 , 避 旭 过 量 施用 氮肥 , SR Ie MEIER AEBS 

EK, 此 外 ， 技 除 病 株 有 减少 种 子 侵 妆 的 作用 , 在 留 种 区 内 可 以 实 

品种 间 的 感 病程 度 颇 有 差异 。 在 同一 栽培 条 件 下 ， 不 同 品种 “ 
的 感染 李 的 差异 显著 , 例如 在 江苏 C. 1. 71495, 4% 99, Se BR, 
武功 3142 等 品种 发 病 锡 为 0 一 2 和 多， 而 另 一 些 品 种 发 病 率 葛 在 
:2. 1 一 7.5 儿 。 威 病 性 较 大 的 品种 发 病 亦 较 早 ，, 病 势 的 发 展 亦 较 速 
而 且 较 重 。 在 大 面积 裁 培 中 , 威 病 品种 常 为 病菌 繁 青 的 来 源 。 选 表 
蒋 病 品种 是 防治 的 基本 泛 径 。 关 于 大 才 条 赤 病 北 的 生理 分 化 现象 
洗 国 内 外 都 有 所 报告 , 这 是 选 种 时 应 注意 的 问题 。 

附 : AAS ADEE RHE REE. 浙江 、 四 川 、 陕 西 及 
东北 均 有 发 生 。 此 病 主要 为 嘎 于 叶片 。 对 于 产量 的 影响 一 般 不 似 
大 考 条 纹 病 的 严重 。 
cet a aaa (2p DARE STE H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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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T? Ae Hs BBE, 1876 PRC, 

~ 一 
ae 

WE, ATRESIA AMINES, ACBL A af SA 
CARS BELALARHIE, MD HOF, Ot TAR 

| GRE Pyrenophora teres 的 分 生 孢 子 亦 为 a stk, BE 

&, REE 80-175 x 15-22 微米 ， 有 隔膜 1-10, 在 隔膜 处 有 

M45. TERE LTE OEE, 有 时 亦 产生 分 生 孢 子 器 。 
PERNT UI IR Hh PR, AR 

所 产生 的 子囊 阶段 亦 是 初 基 使 桨 的 来 源 。 BEA, FERIA BR | 

PROG, TEASEALSIIS, (LURID OR RIE TI. 

: PI RUBE Ze, WORF BE A SI 

FEAR, 还 须 注意 清除 田间 残留 的 病 叶 , SEL, 以 促进 病 
BE ya IBF A, ea Sel PEE 

A NEO 

DRAG REARS, ALMA EB 
a, 华北 有 些 地 区 受害 严重 ， 例 如 1953 年 在 晋 中 介 休 县 ,19 到 年 

“在 亚 北 及 普 中 均 全 有 此 病 的 为 害 。 一 般 死 苗 30 一 40 多 严重 着 死 昔 - 
达 50 一 80%。 了 此 外 , 在 江苏 \ 册 东 : 四 川 . 河 北 : 东 及 西北 等 地 大 
EMA, RELAPSE RI, 、 

症状 :本 病 在 苗 期 及 成 株 期 均 能 发 本 4 EAN 
FLAP AR, BIR, BH RT, 
ER, RABE, EN RMR, MR, EA 
Si WAL AC, EDEL EAT EE OT 
HOSEA BE WE A NOE, ARMM 

| SAEED. FRIAR TSS 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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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 [OS y- 

Se, ADP IS ab, RAMEN, Bee RARE 
HPO. GPE, AIT TTIEIR, BRITT 

BENNO APA ARAN, WI TOTO, 叶 部 上 由 

BEB, 市 部 为 深 神色 。 大 小 欧 为 3 至 20 毫米 。 病 班 互相 意 合 
FBKGATSE, BUF EME, HE 

4 PURE BRAETS HEHE Ge SR 2 sh (HTelmin— 
osporiui) 的 分 生 孢 子 阶段 。 在 大 麦 上 一 般 为 五 . satizm。 在 小 、 
过 上 除名 H. sativum 为 主 外 ， AEA MAS SRE 
Bi eA Sz A | : 
= “病原 菌 Helminthosporium sativum ea Resse 

Re PRA ALL D. (4931) BERLE A MORI 
0 oa sativus 的 报告 ， (ERAS Sd. 

| BOR TEISIEIE E-F 25°C WBE PAKIE ROM VERE 
RG HRA RABHIT ERTL, ERM, Be 

WemrinRIAsS, a2 -h0 FEOF BARI. 
F. Bee ARLE 每 从 2 一 3 支 。 分 生 孢 子 本 褐色， 有 隔膜 ,在 隔膜 
附近 呈 膝 状 周 大 。 分 生 孢 子 的 形状 及 尺度 差异 很 大 ，- 般 为 图 科 
+ Shoko, MR MIARILR Fe RB 60— 120 x 巧 一 30 微 米 , 有 3 一 10 
个 隔膜 。- 

Bi 机 但 在 自然 情况 下 很 少 出 现 s 据 
栗 林 报告 ， 子 圳 壳 为 球状 或 近 球 状 ARI, HB, 径 欧 
370-530 x 340—470 HK, F HE AA 4-8 PART, FETE 
FREE, tA, AMA 6 一 10 个 , 160 一 860x 6 一 9 微米 。 

H. sofioiij 有 生理 分 化 现象 ,有些 生 理 小 种 对 于 苗 期 的 为 韦 较 
ie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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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53S) PID SEF} eR KARA 
WURDE FL ERO ALL, BE 

TL Pe IES sks Co Ls Ge LS 

子 里 分 离 到 的 蠕虫 菌 很 多 ， 访 批 种 子 的 带菌 牵 达 70%; 1953 年 对 : 
北 的 一 些 品 种 带 苗 率 达 80 多。 辟 昔 种 子 的 胚 部 天 都 有 黑 直 ,并 转 
SH, AMER, 1e AE ME 
AF WKS BO, IR ET 
Mn URS PTT ANTAL. nA FAR HEA 
ERE, ERAT OD RL EPR, SE 
AEM RIK MABE ARIE, “CLARE 28 
EMU SEEN ERATE. (Aden ZEN RE 

+ BOW HD ARC BUR BA, Pave, ME 
SEL SCHR MG BL PO, Bild ALY IOS Ley BRE BN EW 

AHI SE EE 169 号 小 麦 3 AEH EI EAT ARS 4A TRINA 
RAT] —ph FR Se ra 19%, . fi 了 

eee eet ee 
、 人 入 着 翘 后 又 蔓延 至 幼 叶 和 根 冠 。 Beek, HOT SE edn Soh EP 
ARTE MTT OT TEE NE ELEN, WRI EL RED 
pai eps A Ae AEH A AE FHS ch RL PB 79 eS. Ye 
Vi. FEAT RAT H KR, AERIS, 常 
成 为 白 穗 , RRR, 或 仅 有 少量 种 子 。- HST ED EI 
PAPER. (a 
 PRRRSAAWKR Cabra SSR 
He, SAB BEM HS MSHI EE UL A 

| AEE, Alin NTE Lk, ARATE SRR 
BE, APSE MNND, SLATE WOK AA. 在 低洼 易手 积 水 i 

”一 10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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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 sok EA Ba SA ik, ea 

BH, BF MN, MP AE, AASB, HRS UR 

, MURR, ALLURE, AEE AL 

i a 因而 易 受 冻害 , AS FTA BS WS A BD A ' 

a : 草 期 发 病 以 在 22 一 30"0 为 最 适 ， 棚 在 12—34°O 的 广泛 二 温 范 

男 内 均 能 发 病 。 后 期 对 于 时、 HAL AAS IS 
BE URIS. 

4 senna Si MUN Tei CAT3, bi NEI, 

RP GERAE, SOT, MIRREN, BO 
往往 较 轻 。 例 如 在 山西 调 查 结 果 , ATP SE I 3A J TA] BR a PE 

一 时 期 播种 ; 输 作 情况 相同 , HGR I 20 担 者 健 葛 这 占 64 7%, HEHE 

“10%; WEZRIE. 7 HAS ETB ARAL 9 %, 死 苗 率 达 狂 多 。 灌 水 与 土壤 中 

肥料 的 吸收 有 关 。 在 土壤 过 于 干燥 的 状况 下 ， 植 株 吸收 肥料 闫 受 

限制 , 也 就 影响 其 健壮 发 育 , 因而 减弱 了 对 根 腐 病 的 抵抗 力 。 例如 

1954 征 后 西 省 本 

is 
: es 不 同 小 麦 品种 对 于 根 腐 病 的 感染 李 有 着 显 

。 著 的 差异 。 例 如 19 细 年 山西 省 农场 404 个 原始 材料 中 感染 根 腐 病 

后 的 死 昔 率 由 10 多 至 100 多 的 都 有 。 访 省 数 年 的 观察 显示 ， 品 种 - 

的 威 染 程度 与 其 耐 大力 有 关 。 例 如 中 苏 68 号 小 麦 耐寒 力 二 强 ? 根 
_ BEI; SE 169 号 的 耐寒 力 较 差 , PPE AT 50%; MEME ZEN AED 

PE, WAVRASA 90% 1K, HRD MERE PTE BOE DE 
| BE Jes aE SESE LA CAH BE A 

oy FE AIG LEASH th FMEA LI, 

| BRR MR EOD, 不 能 单纯 地 依靠 种 子 处 理 , DHE 

和 上 侧 造 有 利 的 环境 条 件 万 为 重要 。 种 子 带 前 因为 昔 期 全 染 的 主要 
—105— 



<i AARARENNIRARMIRTE, RATNLANEA 
GRIEF SIA ILA HF ETH, CR ARABI AO, 还 须 减 
JRE AAEM, DAB Et pp aed tae 
AREA, CNEL STAR SIN MOA. RAN AYLI 
PARE RIG AD EA, SIA BEI EA tg 
RAH. Ae SREY Mh LAREN, He TAL 

; SSRI. ARRAS, 
TRAE EATEN EARL, 

: ARIE TRUTH AE ME URE ATS, moe tT Ts 
- BOA, SARA PRA RRA yy 
 SUVEUIE, ii AULT RES RRR ICE 

HES DINO IB, ZORA ihe FH RUA RR ASE st 
URANO. TET ARE I EEA DPOF 
IEA Welle, 但 在 低 法 地 区 须 注 意 排水 ， ADE EAR AC DS 
冻害 的 可 能 : 

RIS See | 
1. BAH : eRe eke. 
TETRIS FLOR LS, IRR mR pe 

on te RAW T ATED SRIRAL, KSINR FE 
BRT LM, HOE RNS PH i. RENEE MELT 
HALAL ee aR a 
«ERRATA R My vO PALE, ITER b 
SHE AORN, EIB PRE AD RR A 

: FREAD HB ETB, i cicnabiiiacic cc 
一 106 一 



二 “PCDI, ACHE, 六 各 这 Tet 55 
HOR. EE, SAAR OTIS, ARSENY 15TH BIS 

251-3 DK, AI O.8 EK, MOLT AIT. RMR 
CAR. TRAM, BOK BVEKBIE. 有 些 菌 核 
WH, BUPA RI MARINA RTI, 
ARETE RAE T FOR. BERBER) BEL DR IN IE Be 
Ph, SOREN TEAC tier F mR HE :而 不 能 稚 实 。 含 有 菌 核 的 
谷物 制 成 食料 后 ， RAZA PRK. CEG TURP IRIE 
TERE PH, J PIE, BoC, Sa, AR 
ik. Aes et 2 OR: EIEN AIT 
区 用 价值 。 人 

过 病原 菌 及 优 染 循环 "去 角 病 的 病原 苗 QIuvioeps purpurea I 
FPR, BE CHAM, RAM, “EEL ite 
RARER, SIR TERE et J SA TA PTE 
用。 使 是 断裂 的 苗 核 在 播 太 十 内 后 亦 仍 有 作用 。 苗 核 在 土壤 中 
BAR, AREER, RE EMRE. 
APU LBA IT 6 Bere, 有 时 多 至 60 校 。 子 座 为 肉 和 红色， 
由 允 有 扎 头 状 突起 若干 个 ， 每 一 失 起 为 一 个 子囊 壳 的 孔 口 。 故 子 
RARER TTR. FMI, KIT S—O5 
Ok. HEF MIE RIE 5-7 日 ， PHRASE RA, FARIA, 18 
BFR RET. GFR TROT 8, FHT 
oe, UE 50—70 x 0.6—0.7 微米 。 | | 

空气 的 湿 庆 达 76- 78. I FETT OUM TEL, TE 
BUNK PDE, 或 被 昆虫 所 传递 。 在 阵雨 之 后 , 继 之 以 

和 PROT ERAS, BUG, FATTO 
S “1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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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b) 5 APMED FETE MARGE ML, JOT EMER, WE 
ANSEA, ACTEM HADES, TREN GIMME, 

. B GFE MDM TEN MLS, lb, “SESE 
| SRM >, TF MTA ES LR, FRASER EO 

SIF BIS, WUE eK, HEDIS TB, FET EA 
以 后 , 如 空气 湿度 达 74 多 以 上 , 温度 在 13—15°C 时 ; BIDS Aen ， 
EERE, DEFERRED AAR, FET 
AZ, RE 3.5—6.0x2.5—3 微米 。 但 在 粘液 补水 冲淡 以 后 ,分 ， 

AERO CUB A, Sy HET Eh ERA, FPP PSE 

ERED ida RK OP : 
ett eT Try 

BATE, AMD IEA, (ETRE MIEN TE 
hk, KAMAE, Rh Tea, FRR 
TOR HOHE EE HF BUT. Gal A Se Ta 09 BA va OS TB ? 

SERRE. EATS 
落 。 Ras ; 

— Seam HO ALLA, TP ER 
HEB (Hordeum). 燕麦 属 (Avena), AB (Secale), et 

(Elymus) PAIR (Poa) , #FE 1B (Bromus), #3 3¢ 8 (Dactylis) 
MH (Festuca) WSR (Phalaris) FAR (Alopecurus) BB 

_ BYR (Phleum) SFB (Calamagrostis) WR RR (Agropyron), 

; BITRE NE, jb FEO ARTE Bilin = 

PSE) VISE HE ATE NE RE; BIE 
BATS PURER RASA (du Lolium vara | 
REY, : 

2 Pi A I, SS ERIN, | 7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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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论 保存 生活 力 -年 Sih 

 «~*PRSASERWKR KAHKIEMA MP 
SORA, Blin FATWA SANTEE LAA 
| 湿 庆 和 雨水 ;分 生 孢 子 的 形成 亦 需要 74% EE, PRE 
物 子 和 分 生 苑 子 均 不 耐 于 操 。 因 此 , HARE RHEL. 

Heh, 气流 传播 苞 子 的 距离 极 受 限 制 , 雨水 和 昆虫 为 田间 傅 播 病害 
的 主要 媒介 。 

ICRA IER EREVAN, Idi SHINE 

JER TIVEM, BIER ILOM FHA AOTC S A 
不 齐 ; 从 而 延长 了 侵 桨 的 时 期 。 = 
BA: 在 防治 方面 ， 首 先 应 保证 播种 材料 的 清洁 无 菌 核 用 

过 散 和 盐水 选 种 等 法 虽 能 去 除 菌 核 。 但 由 于 菌 核 的 大 小 和 比重 与 、 
哑 麦 的 秤 子 相 接近 , ub, 用 上 述 方法 不 能 完 对 去 除 菌 核 。 还 须 配 
合 种 子 检验 选用 洁净 的 种 子 为 播种 材料 。 田 关 土壤 内 匹 留 越冬 的 _ 

- 苗 核 为 侵 染 的 另 一 来 源 。 深 耕 可 将 菌 核 翻 入 土 下 以 减少 其 作用 。 
菌 核 在 田间 的 存活 期 限 不 长 ， 发 病 较 重 的 墨 考 地 , 可 考虑 输 作 ,一 
WES 233 年 的 换 搓 方 能 下 效 。 济 除 禾 本 科 架 草 及 自生 考 昔 等 
亦 是 减少 野生 寄主 的 一 种 措施 。 

“2 小麦 叶 桔 病 
小 麦 呈 枯 病 在 长 江 流域 分 布 较 广 。 江 苏 、 浙 江 、 湖 北 及 四 川 均 

ABB, 1950 年 在 江苏 ; 1951 年 在 湖北 云 殊 一 带 均 全 严重 为 害 。 此 
外 ;在 东北 春 麦 区 亦 有 此 病 。 
” 病 班 发 生 于 叶片 和 叶 畏 上。 eM Wit HB BLE 
BE, PRB, SOE AE, 成 为 不 规划 形 的 黄白 色 斑痕 。 病 斑 
上 上 渐 生出 黑色 粒状 的 小 点 ， 这 是 病原 菌 的 分 生 孢 子 器 。 在 晚秋 和 ， 

| 早春 ， 病原 菌 侵入 根 冠 租 织 , 下 部 时 片 枯 死 ， 常 导致 植株 的 吉 能 和 
一 109 一 



aoe Be 人 人 4 
死亡 。 erty tee ie 子 实 及 全 秆 上 ， COR ARE, Pee 
FASTA, 

: ASEM IIR Septoria trios F-P5au me, Soa 
Ko MAMMA, MORAN , BORG, AO 
GM, TAO MMR BACT Ete se Rae 

- 下 的 气孔 下 室内 ， 牢 球形 , i) 100—150 BbK, BEER, Bes 
黑色， 有 微 突 的 孔 口 。 器 内 产生 大 小 两 种 分 生 孢 子 。 大 分 生 孢 子 ” 
BS, AS, BM, 2, 有 隔膜 3- 了 个 ,尺度 移 50X22 Bk 
季 所 生 的 分 生 犯 子 较 冬 春 所 生 的 为 短 ， 以 上 尺度 柔 夏季 孢子 之 尺 ， 
度 EE NBIC TEE, BU, 无 色 , REI 5—9x 1-13 

BK. 
| ASM Ae TATE ARNE 
| ERAT MARE RA HERA, FE 
TAAL , ROR fete PHIPRIN SLAP HD MARTH EN 
KM TOES, BRERRGOARBEDS, BPRS by - 
情况 , DRA RK A HOTS, ORAL RAI 
BO AVERT, BIA EAE BRUNE ETO E IEA 
残存 的 分 生 孢 子 。 ffi aa ae 
BED IRINA ICC, RR RA 

”于 发 病 。 在 冬 过 抽穗 以 前 , ORS - 
NERO I, 须 从 使 用 洛克 种 子 : 痊 作 及 耕作 等 多 方面 7 
配合 进行 5 PIRATE NS LR, FLERE ! 
HORE, 故 种 子 处 理 只 能 收 到 部 分 的 防治 效果 。 ， 
除 用 有 机 未 制剂 、 赛 力 散 等 锌 种 以 保证 种 子 的 清 从 外 , ER | 
ti RAMA. hate 

附 : Aa 
一 10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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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v 

_ mA ATs, PME 

KARL" Be 
ba 在 症状 方面 , BUI BI 能 为 害 于 叶片 ， (QUILPIE BR 

FW, SE BR ESET A SE, SORTER, SUP 

; SRE, FRE BART ETE, 常 不 能 结 籽 实 。 荃 秆 受 病 则 

节 间 租 积 局 部 枯死 。 叶 上 病 班 小 而 呈 长 圆 形 , 由 于 褐色 鼓 深 , 故 分 “ 

AWTERUBS, 
BUR (Septoria nodorum) RH RIKI, east ae 

色 。 EVIL BROT IE AK, A 160 一 210 微米 。 分 生 苞 
SPR HN, ASD, AEN T RE 263 Bt 

OK 
et ty ee me aes ae 

cob pheipeckeheisame aaceasarantidliliseiaete 
HR 
BAUR | 
DARE PM EE, 分 布 不 广 ， 在 林 北 和 华北 已 有 

FAR, 在 一 定 的 气象 条 件 下 可 以 天 流行 
EMSRS EWS, BUMS, IEA 

BGM FIRE, MSFT ASE, ABER EP, TE 
ENR LAR, SUPE, 5 
RAF, SERIA UO, FREER I EE 。 
FPS. He EI GABE, WBE Ly RR EE, 
SPAIDEN PS Poe aE, 
PRR RN 4) Xanthomonas transluscens var. undulosa, anes 

RIK, ARBME—K, HRC. AEMIORR, A 
AEB LWIA X. transluscens f. undulosa, KRABhBBR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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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BISRAKE, fice: es (ERE LE 的 为 Xx. ransluscens 
4 

f. hordei, WE KBAR AEM SE, IE Kw Ae RIE Betty 
X. transluscens f. secalis RAFERBE, EAE, Nr Ze BRB: | 
53 AX. transluscens f. hordei—avenae, KIRN BKB RMB, 但 不 人 
fe Yue ie ASE: X. transluscens f. cerealis AO ae 并 能 

HAE HERB a 
Base sic) ERAT RRB, 田 9 ee a 4 

昔 虽 亦 能 存活 ， 但 只 EBA ALD ATE. AUR BE AID 
而 直接 进入 土壤 时 , 印 难 生 存 。 初 次 侵 桨 是 在 早春 向 幼 昔 进行 , A 
MRE ALAR ROA, FEATS NAR 
GRAY KE, TES EMA, REESE, FORE 
AAEM, AA, FAIRE AGREE A, | 
TEE A BS ALP AA BH Eo YE ae BS 
Gj EH Ps 2 Aa fo SE a RK PHB, BR ch eagle he, ie Ply BB oh Ba 

TATA. sed es 1 ASAP BE yh Hy HAE Ap BRIBE 
FFAS, SOP AMA EN UE A IR RAL, — ORS, WK 
APSE, SU URIS). WRB AE FRE 

- 质 内 存活 很 入 。 潮湿 多 雨 的 气候 有 利于 病原 站 苗 的 传播 及 太 侵 。 
> ti RRR UPL AE, 降低 抵抗 力 ， 以 致 崩 前 为 害 的 时 期 延 
> 有 利于 发 病 和 蔓延 。 

黑 颖 病 的 防治 , 首先 在 于 选 留 无 病 的 种 子 ， ee ee 
HEF AR PO, 但 不 适 于 大 规模 的 栽培 .因此 ;在 流行 
年 必须 进行 换 种 。 此 外 ， 用 有 机 矢 制剂 拌 种 亦 具有 种 子 消毒 之 作 
用 。 病 原生 前 在 作物 残 滋 腐烂 后 即 不 能 在 土壤 内 单独 存活 ,因此 ，、 
DAES LER TIE, SRAM ARR 

| eet Mee ee 
a 



Ar RS pe ee aot * is 将 

Tenant MRI IM, by 
_ 7 ? -\ 

Ses 

王 请 和 : ESB BIS “Zc ith Fo ticks 6 (3-4): 129—136, 1945, 

iE: 中 国之 小 考 获 黑 粉 病菌 生理 小 种 。 协 大 农 报 7(9): 91-96, 1945, 
王 志 正 功 : ABER BH EDTA HE 安 业 科 学 通 中 1952 is 

+15, 4 v3 

Be se (7): 189--237, 1935, - FAY 3 

| ” 朱 凤 美 等 : ZEB. LAS EA 195608): 182-186, 
地 建 义 : BEAT ROO ARES F PIRES RRO AR sear A 1958 

: @: 17—30, 
fio: “AREA. AREA 巧 一 他， 中 华 书局 第 二 版 ， 

RAS: 和 了 SARE. 植物 病理 从 刊 第 九 种 : ?1 一 7 LL 

oe 我 国 几 个 著名 的 优良 品种 。 农业 科学 通 讲 1956(9 和 6 一 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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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 xaeS 

一 水 稻 为 我 国 最 主要 的 食粮 之 一 ， 在 我 国有 非常 广大 的 栽培 面 
积 - 在 北 舌 狂 “以 南都 有 水 稻 的 分 布 。 由 于 我 国 幅员 的 广大 , 一 般 
AVA sb PST. 这 三 个 稻 区 在 栽培 的 品种 方面 有 阴 
BO, MARKUS, 北部 稻 区 以 粳稻 为 主 , 而 中 部 好 
-区 则 币 粳 品种 相 襄 困 。 二 - 

和 稻 品种 属于 印度 稻 型 ， 发 任 时 要 求 较 高 的 温度 ， is ey Beit | 
eh, 子粒 局 长, 属于 热带 及 亚热带 型 。 我 国 厂 东 、 广 西 、 
浙江 <、 江西、 湖南 ,湖北 以 至 四 川 .云南 多 栽 之 。 
RRL A RPh LS (LA A) A, fe SET BER Ae we 
Hie, HE RED WK, FHL, (LILA NO FB PA 
型 。 我 国 华北 东北 多 栽 之 | . 
我 国 水 稍 产 量 吉 世界 第 一 位 ， eee 35%, Fn 
“Bees BRB ;水稻 的 潜在 产量 还 很 大 , BET SORE EW 
MOA, 病 更 害 是 决定 产量 的 重要 因素 之 一 。 
水稻 在 整个 生长 发 育 以 至 成 熟 的 过 程 中 ,? 都 有 各 种 的 病害 侵 
BE. CHU, 烂 秧 是 非常 重要 的 病害 。 这 种 病害 在 我 国 华东 \ 中 
南 和 四 川 严重 时 毁灭 秧苗 达 芒 3。 这 一 病害 包括 两 种 病因 , 一 种 是 
生理 的 ， 与 气候 有 关 ; 另 一 种 是 侵 染 性 的 ; 与 土壤 中 的 弱 寄生 苗 有 
关 ; 但 不 良 的 气候 也 有 利于 诱发 这 种 传染 性 病害 

从 幼苗 以 至 成 株 期 中 , 水 稻 上 有 三 = 种 侵 涤 力 很 强 章 延 很 快 的 
| 病害 :一 、 竹 瘟 病 ,二 、 胡 麻 班 病 .三 、 白 叶 枯 病 。 稻 温 病 是 我 国 水 稻 区 
普通 发生 的 最 严重 的 病害 之 一 一 般 而 花 , HERA I AUR W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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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K, i CE ee Ae is LE, 但 南部 高 温 高 湿地 区 比 ， 
”北部 为 严重 ; 白 叶 本 病 是 一 种 竹 茵 性 病害 , 近年 来 才 开 始 草 延 ， 目 ” 

前 主要 的 草 延 地 为 皖南 一 带 。 这 一 病害 的 主要 症状 是 叶片 上 的 白 
CURA MEE RTT. GA OL TAS, Aly 
稻 最 感 病 , 猛 稻 比较 抗 病 ， 糯稻 的 受害 最 轻 。 mais |) Beng 

田 的 情况 下 发 生 的 特别 多 。 ， a 

~ 

7K #8 RY A ORS F995 ) tL, ATT SAB 

see nei, 但 多 不 千 实 。 人 菌 所 和 致 的 病害 。 
水 稻 上 还 有 一 些 病害 在 一 定 地 区 能 造成 相当 的 损失 。 但 不 是 普通 
竹 的 。 例 如 南方 的 稍 粒 枯 病 (ypoclaus Sassalii), 3X2 —H 

。 核 菌 病 ， 主 要 侵 桨 水 稻 的 叶 萌 ， 造 成 云 头 状 的 神色 及 灰 疗 色 的 病 
班 。 东 南 沿海 稻 区 在 8—9 月 问 坚 常 出 现 ， 有 时 个 别 田间 能 达到 | 
70 和 多。 影响 产量 及 品质 。 除 此 以 外 , PR WE (eclerotinm 

oryzae), 在 叶 萌 内 部 产生 工 毫米 径 左右 的 赤 褐 色 芥 子 形 的 苗 芒 ; 小 

i 4% 55 (Helminthosporium sigmoidum) 与 菌 核 病菌 相 类 似 ， BB 

NTR BIE, Ine 1 有 0.25 毫米 。 登基 受 侵 后 最 重 时 可 以 使 

HOOK. DRT 
— iE % (EL phelis oryzae) JR 是 印度 流行 行 的 一 种 稻 病 -最初 在 a : 

南 昆明 发 现 。 这 一 病菌 侵 染 水 稻 的 穗 ， BEEBE RES STEHT 

KE, 成 为 香 柱 状 ;上面 散 播 黑色 小 粒 点 。- 一 

A eas ETE RR ME LABS, (ARS bs ， 

HL, PARLE HIN (Neovossia horrida), 中 南 区 分 布 较 多 , 123 

” 际 平 均 数 字 是 很 小 的 s 受 病 午 上 的 个 别 子粒 变 成 一 包 黑 粉 同时 

有 一 个 角形 的 苗 灶 组织 突出 颖 外 。 
” 稻 曲 病 买 称 丰 年 稻 , 穗 上 有 . 20 一 30 ‘ER T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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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a SOR, BH — ALD CL 总 的 损失 是 不 大 的 。 这 
是 由 一 种 子 襄 菌 (Ustilaginoidea virens) iB, 菌 核 上 的 分 EHF 

MRM Ase th LHS. 
“水稻 上 当然 还 有 其 他 许多 灵 要 的 或 不 重要 的 病害 ， 但 是 应 当 
ne 
2 i 
= ng 一 = = .? 7 

:第 -- 节 evs 

pein eN BT 请 稻 热 病 , 农民 称 为 着 火 风 、 Er 游 火 、 coe ts 

De ht ies ee epee gee i 
URSA AEE EN, VK PRE eat 中 国 、 印 

ie. 朝鲜 、 HA, SEES 9324 Mig BUG ELAR, IER 、 

Eve .保加利亚 、 苏联 (欧洲 部 分 )、 Ss int EAE. 美国 、 阿 根 廷 、 

巴西 . 均 有 此 病 。 - 

我 国 据 1936 年 调查 、. 江 苏 .浙江 、 安徽 江西 各 省 均 普 融 发 生 。 at 

“ACRE 1941 年 的 记录 ,已 有 6 AACA REPU, 1941 年 安 东 © 
,地 区 裕 嘎 面积 达 1, 542 顷 ， 被 害 程 度 达 26%, 1952 年 天 津 渤海 区 
48 FD REP BR, fea FB, Joh XG BATE 

20% Ab, 个 别 地 达 100%。 南部 稻 区 中 特别 是 海南 岛 也 是 稻 瘟 病 

HEATH WR. PI, LANKA R, 而 南部 稻 
区 以 苗 瘟 和 时 盖 为 主要 ， 中 部 稻 区 随 当 年 的 气象 情况 而 有 差异 。 

i TA STAY i LR AAR BME RAAT 

的 Carovaglio (1871) PR Z 4 Pleospora oryzae, JG Briosi 及 : : 

Cavara 在 意大利 首先 改 用 Piricularia 的 属 名 。 这 一 病害 在 日 本 

研究 得 最 为 集中 白 井 光 太 般 (1898) 最 早 发 表 pe si” Be, & 

an wa PAR T Piricularia oryzaé MAE. TR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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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MIRA SEKI R, Al 8@ 8 GR HE Be SoHE (1930— 

i 

| 

也、 未 由 币 七 等 (198) WEE TE AE AH ok, RA 
《1916) 首 先 研究 了 分 生 孢 子 的 索 养 及 萌发 温度 等 。 西 门 义 一 最 初 
注意 到 稻 间 病菌 的 生理 小 种 ， 而 三 桥 等 开始 试验 抗 病 品系 。 对 于 - 

DAA FE eB A = LEK REM. 

SS TARR ; 

“我 国 自 1929 eRe AATE TE PR AE, 1936 年 以 后 , 进行 

稻 瘟 病 的 调查 工作 者 有 黎 RARE ES RAE SS. LOSS RAE 

RTE RRR, 1936 35 1940 23 HEE ES 

方面 进行 了 研究 。 最 近 我 国有 很 多 研究 机 关 进 行 了 流行 规律 、 苯 - 

剂 防治 等 的 研究 工作 。 

症状 自 幼苗 至 出 重 后 均 可 发 病 。 Mr eR S47 a TE 

BM LM aS Se, 尤 以 叶片 为 最 普通 。 

_ 苗 期 发 病 时 由 于 病 斑 进 展 很 快 ， 人 

着 风 火 。 ROAR LM ROTM, 本 i ite. 这 

一 期 称 为 苗 瘟 。 

AEE Ji LRA HORDE, 初 起 时 为 小 而 深 各 色 的 班 点 ， 直径 构 1 
一 3 毫米。 病 班 迅速 扩大 ， BURL, 以 后 向 级 方 仿 长， 可 达 数 耕 
ORK GEARS ,形成 医大 的 病 硒 。 病 班 的 中 心 成 灰 炮 色 ，. 周 

PARE, 最 后 中 央 部 分 有 灰色 的 老 状 物 ， RE 

上 相同 , 这 一 期 称 为 叶 瘟 。 

PABA RW I UA REE, 即 所 请 中 毒 圈 、 pea 

PRU, PAELLA MAME HA, WE UTE HR, 这 种 条 ， 
BCE) EAM, 43k Tp 33 Be TIED St 

PRR Go Mee, ERIE PB ie Hae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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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 

四 - na 

Ce REE ir Re HS ET Re DMS 
胞 壁 的 退化 , BARA RS, {Ee eR UE A Ee 后 , A 
Pa AM BE ON GT AR PIA ZR EP ZH TT 

ReLente, Mia ease LBA. 

稻 秆 节 部 受 病 时 , 初生 针头 大 的 褐色 斑点 ， 最 后 书 部 成 为 黑 福 

色 , 有 时 丰 陷 , 形成 翰 状 墨 班 。 稻 秆 因 记 部 的 黑 斑 , 生长 受到 抑制 ， 

以 到 和 村 向 有 病 班 的 一 面 索 曲 。 于 棵 后 容易 折断 ， 老 乡 称 为 中 头 
Fisk; XW MRA Tih 

(六 ) 有 的 一 和 在 
， 受 侵 , 亦 有 穗 部 包 在 藉 中 信 未 完全 外 露 时 序 行 受 侵 的 ;这 种 场合 
Shae Re, AAR. HI REE FoR, wes, 

SARI, XP RRA Re LAR SRE RI. 

SIA eh KEERD, cA LAE 迹 ， 

IX. GA Bh | 

ae 28 BAI OTE BLAS RE 或 时 福 ae 

; SE. FADE NY Ze A Fs Pl SAF IK CONT 

在 外 观 上 可 以 自 无 病状 以 至 全 粒 变 黑 。 

病菌 齐 可 以 借 和 人 幼苗 的 根部 ， (PE HOH A, AAA 有 eae | 

| WANED BUR REA, 

FLNER, Aa 8 WES AL, ARAL 

下 页 的 表 是 丙种 病害 的 区 别 : 

病原 菌 ，” 受 病 部 分 的 灰色 才 SYR nO FR OR MEME CAS IO 

MR, EPS AIDE HE a TL AP A, DASE TT AS 9 Ts SS TJ 

th, 上 带 胞 子 9 一 20 T+, FEWF HIVE ROME, FREE, 顶 
端 狭窄 ， 有 两 个 间隔 ， 偶 或 有 一 个 或 三 个 癌 陨 。 半 隔 处 有 时 赂 收 . 

Hi, REVERE, 14—40 x 6-—18 微米 ; WSF EI Et 

一 122 一 Pad 
了 

~ 

4 ms 4 
4 

4 



apa gaia | Ske RA! 

WRIST | Bee, 1-8 MID oe 10.4 J 
6 |o 9 -| 青绿 色 间或 灰 祸 色 | KMS 

ee | We, MBI, . f ch 4 | 

ig i | 色 或 其 白色 - 

渍 班 地 位 及 色泽 23 Sew, OR || -未 见 
mie | ERERAK f ARK eR \ | A ee 
从 ss 名 eee | ie 

病 班 形状 ue 天 而 不 规划 SHIRL 

: 

~ 
+ 
OA SEA A HET FI, 再 由 压力 胞 

生出 侵入 秩 ， 贯 穿 寄主 表皮 币 胞 而 侵入 内 部 硼 积 。 子 襄 世 代 傈 没 
7 ‘ei, A 人 报告 认为 是 子囊 菌 Sphaerella. Molinverniana, 但 正 

确 的 关系 佑 未 建立 。 ， 
VOT NII IB IE 10-3520, 最 适 温度 为 25—28°C, ff 
ORE 31°C, 10 Be 85° Cit BAe Res. 分 生 孢 子 、 
洲 正 常 适 温 下 舒 册 荐 管 而 产生 压力 胞 , 但 在 高 温 下 , 并 管 可 能 分 枝 
WHEAT Hire ES TAIRA AIO, 
| FOTO RE IONE, MEO, 周围 的 空气 中 仍 须 ) 
膊 很 高 的 相对 湿度 (96 多 以 上 ) 才能 很 好 的 萌发 如 果 相 对 湿度 在 
MSU, 序 不 能 萌发。 
| 病 昔 在 千 燥 的 状况 下 , 其 生存 时 间 较 长 。 分 生 孢 子 可 以 活 6 个 
AE 14, 病 硼 织 内 的 菌 亲 可 以 活 三 年 在 潮湿 的 环境 下 , 划 生 存 
..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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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E LIN hi Fe CEE Xs SAR ees 

- 在 一 10*c “FATE NITE CAR, 25 天 后 只 有 cake! 但 菌 ” 

-后 在 15—18°C 下 ， 相 对 湿度 为 90 匈 时 ， ONES AF, A | 
2 18-32°C GAL, WIT ARS. | = 

| 温度 民 太 级 过 小 本 
34°C RARE eae a 

2 Bed a, 10( 稍 有 侵入 ) 
0856 agree Gast ey ageeneen ae 

26°C). 二 三 ee 
20°C 6—8 

由 此 可 见 , 侵 大 的 最 适 温度 为 26 一 28 © (Seba 2h24—-28°C), ie 
此 及 外; UREA 92 GIA EME, EAE, = | 

ey (=) FEN TESDSEE- 22 TRG 0S NURSE SA Be BE (AMMA 

的 能 力 减 退 , SOFIE SE, AURIS EE 

六 可 以 存活 很 入 。 / 3 

在 我 国 的 情况 下 , 稻 fe Bees anata DURBA, A ; 

55 AHO GIG LG INO REAR ogee Tey 

mute A, Dish Aes TEM se Ht. APSHA WERE, : 

Fa Hh Hy SEA IS Ze BE Ti VAL a, 故 不 易 侵入 。 Te 

_ 优 染 循 环 及 环境 条 件 sina 88 Ads Td 

土 中 的 ); (二 ) 带 病 的 稻谷 (种 子 )， (=) EAE, (OO) | 

FA a RUNGE KIA ESE, (五 ) 加 工厂 废弃 的 糠 料 。 羽 
此 种 种 ， 除 因 一 部 分 暴露 在 湖 昌 或 由 于 发 醇 状态 下 的 病菌 不 能 

活 外 ， 大 部 分 在 以 年 的 6 二 7 月 间 ， 因 雨水 或 高 湿 记 而 产生 分 生 萄 
子 。 这 些 分 生 孢 子 首先 侵 染 秧苗 ; 其 后 页 扩大 蔓延 而 侵 染 成 株 苞 
二 和 4 



RE 

各 期 。 但 是 在 水 稻 生 长 期 中 由 于 气候 的 变化 , 在 早期 发 病 严重 的 ， 
不 一 定 后 期 也 严重 。 往往 早期 不 严重 而 后 期 严重 , 或 相反 。 这 一 切 

完全 决定 于 水 稍 品 种 、 过 候 及 耕作 等 的 差别 。 
FETE RUS, 依 先 风 雨 、 流 水 及 动物 等 而 传播 ， 但 是 最 

Seti amt. 5} EOE 6 月 上 旬 插 秧 后 (北方 ) 开 
ACA, HRS, RATNER MPT 
HREM, 此 时 为 病害 流行 期 。9 月 上 名 以 后 , 则 又 减少 。 一 般 
Uae, OFA WAS ARE HE, BA MORO 
相 比 ; 划 和 白天 比 夜间 为 少 , 可 能 与 空气 的 温度 与 湿 庆 有 关 。 天 雨 时 
容 币 元 攀 子 ; 而 风 传 带 存 子 的 距离 :推测 为 2 公里。 分 生 孢 子 沉 于 
水 中 的 能 活 6 日 , 浑 于 水 面 的 能 活 25 日 ， 由 此 可 见 孢 子 沟 流水 或 
PEEK GREE FT eB IK IIHR oe 

HMM MAGE Lik, 则 成 株 的 侵 染 与 苗 期 大 致 相同 。 
一 部 分 是 去 年 越冬 的 分 生 孢 子 ， 而 另 一 部 分 则 是 由 苗 期 初 其 侵 桨 
后 再 生 的 分 生 孢 子 。 成 株 期 产生 的 分 生 犯 子 在 田间 大 量 的 进行 二 
KRM, 最 后 侵 桨 穗 红 及 花 器 。 

_ 病 苗 的 侵 桨 须 视 水 稻 本 身 的 抵抗 力 如 何 而 定 ;， 水 稍 是 好 热 性 
Keli, 如 果 气 温 圭 温 降低 ， 不 利于 水 稻 的 生育 ， 抗 病 力 序 行 减 低 而 
病害 发 生 了 迅速 , 因 些 北方 稻 区 在 生长 期 间 气 温 低 (22*C 以 下 ) 及 多 

水 雨 时 ( 鲁 和 湿度 ),- SBM MI RH. .一 切 有 关 的 条 件 大 
Bao Ts . 

一 .气象 条 件 : HRI TE 2—19°C 的 低温 环境 中 也 能 发 病 , 不 
过 病状 的 表现 较 退 ; 发 病 的 最 适 温 度 为 20--22。C， 出 穗 期 如 有 6 一 7 

天 的 低温 (12 一 18sC)， 则 穗 红 瘟 的 发 生 一 定 严重 。 但 无 论 温 度 如 
何 ; 如 果 没 有 适当 的 湿 记 ， 病 害 仍 难 和 开展。 由 此 可 昂 y MR 
发 生 , 空气 的 湿度 比 空气 的 温度 更 为 重要 。 

/一 - by eg —125— 



FL MEIKE AT SARE 
AS APM AR), BK, AERA PRAT © 

9a J Oa OS a HD, 而 在 抽穗 扬花 期 间 也 无 35“C 以 上 的 抑制 ， 
温度 ， 因 此 温度 的 影响 不 如 湿度 为 大 。 凡 在 抽穗 描 花 期 间 有 一 圳 ， 

“所 天 多 雾 多 露 , 旭 林 瘟 必然 发 生 。 PEASE RE, 
ADT RAH, SBA KA, 适合 于 叶 稻 瘟 的 发 生 。 

一 、 稻 昔 生 育 中 最 适 的 土壤 JE1H JE 2 23—32°C, 士 温 过 高 或 过 低 
都 能 影响 其 抗 病 力 ， 低温 时 更 其 , 例如 土 温 在 20°C 时 ， 昔 期 稻 冶 往 

往 流 行 。 因 此 , 用 山泉 准 水 灌 田 的 也 易于 发 生病 嘎 0 
水 稍 生 至 期 间 要 求 田中 洪水 ， 加 果 过 于 充 时 划 影 响 水 稻 发 育 

而 易于 发 病 , PRE GH SEAS SRS, ES, 

稻 热 病 苗 枯死 
率 天 狗 ) 

SaaS 

= 

\ SS a: RRL BROOME RE MREBE RA 
HE, 排水 Be RFS RD EL UB BoA SL Be, 诽 水 不 良 
的 土壤 易于 发 病 。 
四 栽培 条 件 : 根据 东北 及 天 津 渤海 星 区 的 调查 ， 量 揪 的 病情 

严重 。 同 一 时 期 播种 而 插秧 晚 的 比 插秧 早 的 严重 。 身 田 猪 种 量 过 ” 
-~ 多 时 亦 易 发 病 。 一 般 水 秧田 发 病 不 如 陆 秧田 (东北 )j 重 旱地 直播 * 
对 病害 的 关系 不 大 ， 而 产量 也 不 减低 。 目 前 机械 家 筋 所 行 旱地 直 、 
ROR, SPSS, 根据 天 津 渤海 星 区 的 调查 , 合理 密植 “ 
可 以 适当 的 减轻 发 病 。 根 据 能 天 的 试验 , 每 平方 及 100 PEE 49 PR 
的 增产 16.2%。 栽 植 不 宜 过 深 , MVE MI BERL, 发 病 境 加 。 eA : 
—126— 7 | -: ape . 



es 的 研究 RH jake) Hea (6 Wik) se (9 HA) 
午 。 

| UENO TEENS CRRA Oka, FERRO H 

PALME US FR RS, SHEA EE, 
sonar papal SU RBIE Dn ARH RRR AE, 
3 VOREPUCTDDOE, TUE, ae Oke 
3H10—15 FESR 7k, 可 以 减轻 病情 。 这 种 效果 只 MEAS 
ae 
j 5B BACT hs LIOR SACRE HR 
TBARS VASE OE 钙 的 比例 为 0.5 20.520.5 时 
BIBRA 9.7%, 2:43] Wy AG, 2:1:4 为 27.6，2:2:2 274%, 

.2:4:4 为 26.4%, HAAR, SHAR SBI MS, 
能 使 病害 加 重 。 

有 机 肥 中 豆饼 、 BABAR RTA) 最 易 引 起 发 
Wi, 豆饼 及 肛 粉 藉 之 。 无 机 肥料 如 硫 铂 及 氰 钙 等 如 适量 使 用 , 比较 
不 易 引 起 发 病 。 在 广东 潮 油 地 区 农民 对 于 施肥 的 时 期 与 发 病 的 关 
| 条 很 有 考 完 ,早稻 妃 肥 不 得 迟 于 插 筷 后 的 20-25 日 ， 晚 稻 不 得 退 
二 插秧 后 的 35-40 日 , 如 果 在 孕穗 期 施用 追肥 ; 那 末 危 险 性 很 大 。 
;寄主 范围 及 水 稻 的 抗 病 性 ALA LHP 
Ramm smmaKRIM. 

PRT AEE HH, HERE HE 1940) TTIET LUA AT 
£ WZ, 大 老 : 高 麦 (4oena fatua) 48 (Echinochloa Crusgallt) , 

4 4 (Festuca ovina) , PAAA (Poa spp). ¥0 ER (Setaria viridis’ ) 

x 

I 

| valpia bromides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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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期 全 期 不 灌水 的 发 病 最 为 严重 , 孕穗 期 以 前 干燥 , 以 后 灌水 的 比 ” . 

= TAPE ASR (1916) CP, 可 以 侵 染 大 麦 、 小 考 : 裸 壹 , 但 在 自 



~ - pe - : i - 

tA PROBE UIA AA Piricutaria 有 间 个 不 同 的 种 :， 
病原 菌 RS : 

1. Piricularia oryzae KR ; 

2. P. setariae = © Fane - See hie & 

3. P. grisea 3 eS … ee, 4 

4. P. Zingiber ; 多 Sti 

RRA AA FRI IDA Be, (1010) 
就 455 个 品种 中 进行 苗 期 鉴定 得 出 6 个 比较 高 庆 抗 病 品种 ， 而 抗 

iin POR nae, RAGA 132 号 a 国 主 、 HESS : 

EE AGES NAAN, PATS OH EK BERR ER, 
ASE, 赤 占 及 安南 十 等 较 抗 病 的 品种 。 fae aS eS 
TRALEE, 江苏 有 中 木 标 球 及 314 等 抗 病 品种 。 Re, 
LAIRD DN. 

AI AEROS Bb A EE, ieee 
孕穗 期 的 抗 病 力 最 低 , abe BES, Det ER, ME 1 
药 期 为 最 高 。 但 有 些 吕 种 在 各 阶段 的 抗 病 力 都 是 -- 样 的 低 ， 也 有 
一 些 品种 在 孕穗 前 有 高 度 的 抗 病 性 而 孕 乔 后 期 则 转变 为 感 病 { 例 。 
如 江苏 的 中 农 和 号 ); 又 有 一 些 旭 相反 (例如 江苏 的 314 号 )。 

关于 水 稻 品 种 之 问 抗 病 性 差异 的 本 质问 题 有 许多 看 法 二 第 一 
FE FAL ANNEAL, FEL PL Bh MNO Se He RE Ae 
SF Li Oe, Pee eA BP ee, 
PED SD AMOCE CB SEIN, 就 加 强 了 它 的 抗 病 力 , 这 种 机 动 
UIUC Bek SKIES AER, PIAA SBE 
HPA IS AO RS BLATT AL, EPC WL Bb AN A Soe Be Ae BT 
HMO. BET WSL, 在 水 稻 生 长 期 中 , FPS Ae 5 SE 
影响 水 稻 的 抗 病 机 构 。 一 般 栽 在 洪水 田 内 的 水 稻 ， 其 叶片 及 德 

—123— -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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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y Pe UNO AEE, EAE BUTE HY Be 507A 

的 角质 ， 时 片上 每 单位 面积 中 的 硅化 秋 胞 量 也 增 多 ,而且 有 更 多 的 

ALAA BAe, EE ALAR PIE RRMA PAAR 

BUN, VEAL, 原来 具有 抗 病 性 的 品种 ， 则 在 浇 水 栽培 下 ， 这 种 过 程 “ 
发 生得 更 快 而 且 更 显著 。 
人 

过 多 的 氮肥 对 于 上 上 述 的 硅化 作用 起 了 反 影 响 。 此 外 过 多 的 氮 减 小 
也 叶片 及 表皮 番 胞 的 厚度 ， 同 时 又 减少 了 厚 角 棚 生 而 增加 了 软弱 
的 薄膜 组 积 。 了 
-光照 对 于 老 主 的 抗 病 力 有 间接 的 作用 (同时 它 对 病原 菌 有 直 3 
接 作 用 )。 稻 昔 受 侵 后 放 在 牛 遗 阴 下 ， 病 斑 发 展 得 特别 快 ， 但 在 全 © 

票 蜡 下 则 又 特别 慢 ， 在 光照 下 则 处 子 中 间 状 态 。 这 种 情况 只 能 用 
寄主 体内 存 崇 的 营养 和 日 光 对 病菌 有 不 利 的 作用 来 解释 。 在 全 时 - 
ART, 也 就 是 在 缺乏 病菌 的 营养 情况 下 , 虽然 消除 了 日 光 对 病菌 的 
不 利 作用 , 可 是 由 于 营养 的 限制 , 病菌 的 发 展 是 很 透 慢 的 。 

关于 水 稻 的 形态 和 抗 病 力 的 关系 也 有 许多 观察 。 一 般 认 为 叶 
片 靠 紧 而 直立 的 品种 ; 出 穗 期 长 的 品种 都 是 比较 感 病 的 , 因为 这 类 
品 称 在 出 重 期 间 有 更 大 的 机 会 和 更 长 的 时 间 受 到 病菌 的 侵 必 。 
-在 抗 病理 种 中 ， 可 以 利用 选 种 在 当地 选 册 理想 的 品种 。 目 前 
利用 野生 稻 的 荣 交 也 有 许多 成 效 ， 例 如 Oryzae Cubensis 及 Oryzae 

Sativa 是 感 病 的 , O.Iatijolia 及 O. minuta 是 高 度 抗 病 的 。O. sativa 

KO; minuta 的 第 一 代 是 抗 病 的 ， 因此 种 间架 交 及 远 绝 杂交 ee 

Jest AAA) : 
”流行 与 预测 PURCELL EN, 不 是 直线 上 升 的 , 第 

一 期 是 苗 瘟 , 秧田 期 高 温 多 湿 容 易 发 生 ; 第 二 期 是 叶 瘟 ， 栽 秧 后 技 
夏季 情况 ， 比较 低温 多 雨 , 水 稻 发 育 迟 组 容易 发 生 ; 第 三 期 是 疆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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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 RES MRAAMRRDR, 
PSS Wa Ade FE AAR. PARC RAO 

， SAE ACURA SER ae; 相 友 ) 北部 稍 

区 划 蛙 班 和 和 次 比较 苗 瘟 和 叶 澶 严重 。 这 是 次 定 手 南 部 昔 期 往往 

rT BY, It ACERS HUE EAE BSB HARK . 

SEAS Jah P RE AeLANRMA, AIL 

条 用 甘油 涂 片 捕捉 孢子 法 。 涂 片 平 放 在 地 上 3 尺 处 ,过 24 NE 

换 琉 片 ,用 低 倍 鳃 查 察 每 单位 面积 (一 张 盖 片 二 8X18 捍 米 ) 内 的 

列 子 数 。 必 要 时 可 以 采用 染色 法 鉴别 孢子 的 死活 。 水 田中 空中 的 
FOF few kb 3 RUA 的 空气 PES, Be, KE TE 

时 , 孢子 的 产生 最 多 , TG ERE 

和 

3 
Ww 

? 

, 

| 
: 

= 

: 
¥ 
* 

4 f 

LARIAT ENCE RNA, UR 
IEE, 孢子 量 亦 增多 , SMF Ree, f 

- 

SRD, BOREL, BRO, 可 以 画册 每 第 
独子 活动 的 曲 先 , 而 且 鸡 子 的 数量 常 和 发 病 成 为 正 相关 。 因 此 根据 
UGE, BAS, TU ES, 
PUR RE, Dido AC a Re 8 A 20 Zea, 
测 期 应 当 是 在 7 月 AES 月 OR ZA, eR, MA 三 

” 积 所 获 孢 子 在 第 一 个 5 天 内 为 22 个 , 第 二 个 5 天 内 为 38 个 ;第 三 ” 
个 5 天 内 为 133 个 。 这 样 的 发 展 可 以 预 调 穗 瘟 的 天 流行 。 妇 时 第 ， 
一 个 5 天 内 为 2 不， 第 二 个 三 天 内 为 2 个 ; 第 三 个 REMUS, 4 

| IAT LEE— IEW BORA, 如 果 第 一 个 5 天 为 2 个 第 一 个 5 
天 为 2 个 ,第 三 个 五 天 为 2 个 ， 那 未 也 许可 以 断定 本 年 是 轻 病 车 3 

由 于 在 8 月 20 HINA, 8 月 25 AER, 8 月 30 BL, | 因此 
双 8 月 20 有 日 至 8 月 30 日 之 问 可 以 使 用 莉 剂 喷 撒 | 

—130— 
Bans | 

这 样 最 晚 在 8 月 :10 ARGENT 10 xt 



_ 时间 来 作 好 一 切 对 条 。 | js 

“RACE MMA RUNTURME LIE, BREET E UB Rs | 
Aas T 24 WAAR Gh PHD SS), FP BL (Je | 

| 23a BR HS TD, OE AMT T TS : 
量 与 发 病 的 关系 。 

mee BAKE AIMS min, SIR PSI 
生 影 响 极 大 ; LDS I, MERITS EO Us, ERE: “ 

> (RGR, 提高 水 稻 抗 病 力 一 一 (1) 应 合理 施肥 , 使 磷 、 
“ 钙 的 施用 量 芭 适当 的 比例 、 勿 单 闵 施用 过 多 所 肥 。(2) 有 机 质 肥 料 
多 的 地 区 , 稻 瘟 病 重 \ 应 施用 腐熟 的 有 机 肥 。(3) 适 宜 的 灌 浙 , 有 的 

”地 区 可 以 浅水 勤 灌 、 各 地 水 源 水 量 不 同 , 应 根据 当地 情况 决定 ,(4) 
适当 的 早 播 , 可 减少 苗 期 稻 瘟 病 , 早 插秧 可 减少 大 田 病 嘎 的 发 生 。 

。 ( 王 ) 靖 灭 病原 菌 一 (1 种 子 处 理 一 一 用 焉 尔 马 林 当 种 法 , 先 
将 种 子 涯 在 水 里 , 一 至 二 日 取出 , 涯 去 水 后 用 50 税 液 浸种 三 小 时 ， 
ARE, BESO 日 (东北 情况 ) 播种 ， 没 有 东 剂 的 地 

DC, 可 用 醒 漫 浸 秋 法 将 种 子 放 在 45°C 温水 中 , 浸 三 小 时 ; 然后 按照 
当地 习惯 证 种 , 浸种 数 日 后 播种 。(2) 处 理 稻草 一 一 将 水 田 附近 一 
切 雳 乱 稻 草 ， 完 全 拾 光 。 拾 去 后 投 于 堆肥 中 使 其 充分 发 酵 。 稍 章 
SE 处理 稍 草 困难 至 多 ， 应 根据 当地 情况 ， 决定 适当 处 理 广 
法 。- 

eH A A FH Fe Hh A LAY 

法。 
(0 a] — ec Pm 可 以 考 

”上 让 在 抽穗 前 喷 撒 莉 剂 。 目 前 应 用 而 有 效 的 有 未 制剂 及 波 尔 多 液 。 
波尔多 液 可 以 在 插秧 前 喷 一 次 , DRM —K, 孕穗 时 喷 一 砍 以 及 
ARAMA, BERIT LU 1:2:200 的 公式 , 以 后 则 用 1: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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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公式 。 EE Ss 
dATP, 西 力 生 (ULE) IRSA 

HHMRARADE, SER, RAT 1: RAM HS 

IP; SESE A 10 Jr, 抽穗 期 则 用 10—16 Jr, FED AS RH 

ATE TAA EA SS, ere aL eaeed 

A, 喷 莉 的 时 期 常 因 各 地 情况 而 有 所 不 同 ， -我 和 贡 生机 
星期 MOK, AEST BAL AOI 

第 二 节 wi i DEIPS 

AEE IAEA AoE, AIREY 
BELA AFA, LDP Ki AL — Fis NP 
, ACK LEA PET— TSIM, TI WAIL 
AEB PAHS, ATE J ES AE 

-江苏 的 南部 ， 个 别 地 区 常 因 严重 的 胡麻 班 病 而 有 成 片 的 梧 死 。 

”这 种 病害 所 致 的 损失 在 于 它 志 抑 制 了 幼苗 的 发 友和 减少 谷 实 的 

重量 。 根 据 林 传 光 《1936) 的 研究 ， 受 病 严 重 的 幼 昔 北 健 作 昔 短 
80.8%。 受 病 谷 实 中 轻 病 谷 粒 比 健全 谷 粒 的 重量 少 3.7 多 ;而 重病 
谷 粒 旭 比 健全 谷 粒 轻 9.0%。 对 于 感 病 品种 来 说 , 受 病 幼苗 的 死亡 “ 
率 可 以 达到 10 一 58%。 受 病 的 子粒 干 迷 在 颖 党 上 形成 大 少 不 等 的 、 
赐 色 斑 。 据 一 般 的 估计 , 受 病 田 的 产量 减少 5 多 至 15%, 由 此 可 见 

对 国 水 稻 区 因 胡 麻 斑 病 而 遭受 的 损失 。 

病害 研究 的 简 史 “ 狗 在 1892 年 左右 ， 这 一 病害 在 日 本 8 ; 
4cRS) KRU (Broda de Haan) 发 见 。1916 一 20 年 原 摄 荐 开始 研 

IAA MATRA ARI IG. EPIL TAT 
”防治 法 的 研究 。1920 一 2 年 来 松 直 灵 等 研究 了 这 一 病害 的 寄生 范 
—132—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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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稻 胡麻 班 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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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Senne nents. 1927 “epi pa ADR AT eh 
ETE, 
”我 国 1936 “e BLRLLEATARIEIE IIE T 78 TENDER, 

主要 是 关于 病原 菌 的 生理 、 侵 染 方式 以 及 病害 防治 的 研究 。 同 年 

eee shes 

—— se ee 

要 科 基 发 表 了 水 稻 抗 病 选 种 就 验 的 结果 ，- 指 出 了 水 薄 品 种 阅 抗 病 。， 
性 的 差异 。 

症状 ， 症 状 可 以 分 为 轻 症 和 重症 两 类 ; eur RUE, 
ENO, ERT, 症状 的 出 现在 五 月 中 和 以 董 太 月 。 
活 秧 后 的 一 个 时 期 , 病情 往往 停止 发 展 , 以 后 再 庆 草 延 。 

” ” 病 班 发 生 在 幼 昔 .叶片 和 谷 实 上 , 但 幼苗 出 王后 不 久 ; SP RAN 
幼 很 也 能 受 侵 。 芽 藉 上 出 现 图 形 以 至 卵 图 形 的 神色 病理 ， 极 少 有 

- 旺 条 和 纹 状 的 。 须 根 上 出 现 大 型 褐色 的 斑点 ， 不 和 久 即 行 死亡 。 如 果 

cle MD ig AH 中 穿 出 来 时 ， 可 以 出 现 很 多 病 Ka 

AAR DBE. 这 时 苗 基 可 以 长 出 新 根 而 使 幼苗 RBS, 

Pini lighter eh ricer 
ERURNIM HER SOAS WEE, SE(E Ja 24 BY oO 

AB RSA AMIEL, ARIE Be SP TAL TE OT EE 16 一 
- 4£x0.2-18 Dk, 有 时 长 至 14 Ok), URAC E, 中 部 深 王 福 色 
或 凸 灰色 , SHEVA TE DARA. POAT WAAR, BRL 
SRO R. AHH ERB LPAI PAS, 

受 侵 植 株 在 严重 情况 下 比 健 企 植株 为 矮 , Ti SRB, Aa 
BER, 穗 形 也 小 。 更 严重 的 叶片 侵 染 , 使 叶 破 有 裂 成 条 状 或 枯 于 。 
。 谷 实 上 的 病 班 同 叶片 上 的 没有 什么 分 别 ， 只 是 病 斑 的 形状 较 ， 

thy SEERA A (FRI) TERE TARAS, IRR 
BCS PUM), BARA BUNT FT LC HEE eA RIR A OASIS, 

-如果 受 sash ear mate FAN), WAP 
Be 



inet he » 

Sen ees MISE, Se 
褐色 , (AE, ae 
RE Se ea ey: 

ET, AER AROBhE ACE A A CB, TH a WEE MAS ES, 干 
RARE, 后 期 的 病 班 易于 区 分 ， 稻 瘟病 是 大 型 的 二 
ICR, PRB ABER,  ，  、 
“病原 菌 及 其 生物 学 Xa ee Ae HB nF Bl Hetminthosjport ; 

wwii crsnae BR. CREAM CAMEIIRIE PLB, ALG Coch 
人 
-分 生 和 孢子 梗 一 般 由 气 开 穿 出 , 每 从 2 一 5 SK, 很 少 突破 卖 皮 而 

出。 有 时 曾 条 在 受 韦 部 外 表 草 延 时 ， 也 能 长 出 分 生子 醒 米 。 分 
入 孢子 醒 长 72-_473 微米 , A 2—25 个 隔膜 基部 的 移 胞 过 大 , 袖 
狗 ? 一 20 微 米 ， 上 部 的 秋 孢 较 物 ， 袖 锡 5 一 13 Bok, FANT 

色 , EMBER. MAMA TOE, 其 后 的 孢子 都 在 前 一 - 孢 
ee TAME, PeN eM ONRT 
着 生 痕 。 

分 生 犯 子 汉 个 棍棒 形 ; 癌 一 方 这 曲 ig SIRI OTE BLS 
而 不 弯曲 , 基 端 有 -- 极 的 附着 点 , 有 2 一 13 个 隔膜 , ER, 
WAS EAE ES (23 一 120Xx11 一 27 BOK). AER PTT ALS 
FM, WROTLOTERER BMI KD ES, Roem 
次 分 竺 孢子 一 般 为 单 胞 或 双 胞 ， 很 少 是 多 帮 胞 的 。 孢 子 为 图 形 或 
卵 形 以 至 精 圆 形 ， 很 少 是 长 由 圆 形 或 图 简 形 的 ， 淡 褐色 以 至 无 色 
(42-20 x42—7 HK). 这 一 病菌 在 形态 上 的 变异 极 大 。 分 生 苞 
FORME, ETE ARAM, RAR 
BEMIS OER EAH A SSI REEVE HSA RASTA, 这 种 不 同 只 
fle AA 75 AE BBY Ae AS 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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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E TURD IBDN, FH 2b BERRI, 
AAMEEL (560—950 x 368 一 777 BOK), AEE, FREES 
PIE BUR OGRE a 235 x 21—36 微米 )， 其 中 有 1 至 8 个 (大 - 4 

隔 , Fe BLUR BERR EE (25—468 x 9— 6 BER. ) : 

por r, 

SB RS OP NII BS—BOC SE 
FA), 但 以 28"C 为 最 适宜 , 最 低温 度 为 2"C, Hera Ma eA ALC, SHE 

， 钨 子 井上 友 时 主要 由 两 端 租 胞 各 伸 Hi SES, LA APA, 

eS ROTA PW ACTE FOR ROOD, Pape 
Ke AGP ea AEE, ST AOR, ESSA A 
REA EPA IS Oe BE E27—30°C 

萌发 时 需要 927% | AES 

Pre Pte PAR FHC RI RIE 

‘FEA. AESL°CK, MMM 200M, TAFE TARA ” 

去 多 少 存活 力 , MEE 45 SoH, 可 以 存活 6 FA, BRS 

SA 95 HEY, BY 1 个 月 后 即 不 复 能 萌发 , 因此 ， 在 许多 冬季 干燥 的 “ 

地 区 分 生 孢 子 是 可 以 越冬 的 。 寄生 租 织 内 的 苗 纺 保持 在 室内 的 二 

PARE P, Util 3 年 不 致死 亡 。 在 受 病 种 子 中 的 著 炎 至少 可 

以 存活 二 年 。 如 果 在 田地 中 没有 汐 过 发 酵 分 解 ; 也 能 够 存活 过 冬 

RRA MRR < 的 来 源 有 两 种 : 一 种 为 玖 存 田间 , RE 

Aa ROT Leh, POMPE AMO Ee 
PER SUP, MORCT HRS, AGMA OURHE — 
MSA Sh, A. A Ae, 
ERE RD EIT, Teh A a 
BEo 
一 136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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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Hy LI, AEH RIE FG TSE, SEE 
围 分 泌 一 种 粘 稠 物质 , Hee SAFEST EON Aas BET SPE WA 
民 大 成 为 压力 胞 ， PIG ARR, 侵入 寄主 表皮 , 有 时 也 能 从 气 
FILA, 但 侵 大 气孔 时 常 不 形成 压力 胞 。 通 过 气孔 时 的 苗 炎 很 得 ， 
HLF Sa LWA, BRB MMI A D-H 
“在 最 适 条 件 下 , ABA RTE RD EH, 因此 病 斑 的 

蔓延 极为 迅速 。 整 个 生长 发 育 期 中 , 苗 期 发 病 最 快 ,叶片 生长 旺 局 
时 稍 慢 ， 到 孕穗 期 穗 藉 和 穗 上 又 易于 受 侵 。 谷 实 受 病 的 程度 视 受 
侵 的 迟早 而 异 ; 受 侵 僵 早 ， 损 失意 大 。 侵入 时 要 求 很 高 的 湿度 , 在 
22*C. 时 如 果 没 有 10 小 时 的 高 湿 , 也 难 发 生 大 量 的 侵 染 。 侵 入 后 的 
潜 育 期 是 随 温度 和 光照 而 异 的 ， ANE MRL TTI; 相反 ， 
低温 和 强 光 延 长 了 潜 育 期 。 
发 病 条 件 ，” 这 一 病害 是 喜好 高 温 多 湿 的 。 RARE EHD 

25—380°C 之 问 ， 需要 水 涌 而 且 要 空气 中 有 人 饱和 湿度 。 因此 南 方 多 - 

雨 地 带 , 这 一 病害 的 发 生 也 多 。 
和 攻 田 中 如 缺少 水 分 ， 这 一 病害 的 发 生 就 比较 严重 。 水 稻 缺 少 

水 分 时 ， 一 般 降 低 了 宅 的 抗 病 力 。 有 人 以 为 田中 干 些 可 以 减少 窑 
气 中 的 湿度 , 因此 减轻 发 病 , 那 是 错误 的 看 法 。 | 

凡是 酸性 反应 过 强 的 土壤 容易 引起 本 病 的 发 生 ， 这 些 土壤 大 
多 是 富有 腐殖质 酸 或 排水 不 良 的 田地 ， 无 法 落水 灌水 以 控制 土壤 
中 的 答 气 情况 。 对 于 肥料 方面 , SRA, 在 缺 肥 的 情况 下 为 
易于 发 生 。 - 

多 归 风 十 的 地 方 ， 这 种 病 也 易于 发 生 ， 主 要 因为 叶片 这 
i, 便于 侵入 。 

寄生 范围 及 抗 病 品 种 除了 水 稍 外 ， 胡 麻 更 病菌 还 可 以 侵 妆 
ee, REE RE RARE, RAAT AKI. FOK, , 

se —137— 



wt 

-— 

WZ HEB S. aoe Ay Ba, 他 的 圭 主 范围 是 根 记 的 

根据 林 傅 光 的 研究 ,水 入 品种 间 的 差异 很 大 ,而 且 苗 期 、 成 株 、 

| ARMOR EA RN, ERSWA RD. AEE 
| FARADAY Rs AAA (51 及 261 
3), XPT AE LRA FO Hey SLR 

| YOR, 但 要 注意 生理 专 化 性 问题 ; Be A 
理 小 种 的 存在 。 
”防治 要 点 “这 一 病害 的 防治 ; BATE, 因为 ， 

CAUSE RANA DOLD. TELSTRA, 
Bais T kee (APR, A RS, HU 
子 先 浸 在 冷水 中 一 夜 ， 然后 浸入 55°C AP 5 SB, HEA 

ARTA, is lege 用 。 
Ow = 

- Bat “种 自 呈 枯 项 

稻 自 叶 村 病 ( 发 间 ) 过 去 在 福建 沿海 等 地 有 过 星 发 年; 狼 有 50 
余年 的 历史 ; 一 站 不 很 重要 。 现 在 除了 西南 几 省 还 没有 报导 处, 已， 
RIE Kee WO EP, 其 中 包括 湖北 湖南. 江西 :安徽 \ 江 苏 、 
WL AES RBS, 个 济 地 区 发 生 严 重 , 如 湖北 桂城 .大治 、 阳 新 
一 带 损 失 达 00%, eR ATH HE 10-15%, Bi 
30%, J PRUE BBR IK 525 %. | 
SAM AWE, RRR, ir 
浙 一 带 大 概 在 8 一 9 月 间 , ARASH 7—8 月 间 ; 在 广东 则 有 两 
期 :5 一 7 月 和 8 一 10 月 。 

ETA eee or ee 初 ， 

起 时 是 虐 缘 色 ， 后 变 黄色 ,再 变 黄 褐色 ， 病 柬 边 和 乡 有 时 呈 波 攻 状 。 
一 133 一 on ashes RE 



POM BEAN, ANG GMM, RARE HE, Re 
Ait SAMARAS, PART bE 
BURA. FE RMT, AEM HE RABE, 1K 
是 因 品种 和 气候 的 影响 所 致 。 
在 秧苗 上 发 生 的 症状 和 成 穆 上 发 生 的 基本 上 相同 ， 但 是 澄 册 
WRB AMBERLEY 0.5—1 EK, KES ISAK, 
PR CKGK, SIA MIR, (SA 
BBE, HEALER, HER, Ret iy TAse TA 
pL EA, 
”病原 细菌 及 其 生物 学 白 时 相 病 的 病原 闭 是 种 黄色 杆 状 网， 
es (Xanthomonas. oryzae = Pseudomonas oryzae), 这 种 杆 状 蔓 在 

区 的 一 端 有 罚 毛 ; 它 的 菌落 是 带 黄 色 的 。 
条 苗 发 育 的 最 适 温度 为 25 一 30*C， 超 过 40°C 或 低 于 10°C 都 
RINE PE LY 一 般 在 B°CULER EER, SOB 
Bk % 53°C 5 SH, 

| ACEH IH AE HE NS RP BA EE Beri 

bia oryzae, SAMA MIE CBRELH Cth, RARE 
THE 30°C, BU 40°C 就 停止 发 育 。 过 去 有 人 以 为 它 就 是 本 病 
SRI, 但 是 后 来 发 现 它 和 工 onthomonas 是 有 访 生 作用 的 , 由 于 
芭 在 受 病 种 纵 中 繁殖 ,加速 而 增强 了 病 势 和 病情 。 
| 在 我 国 除了 上 渡 的 一 种 黄色 杆菌 处 ， 另 外 在 禾 本 科 架 草 李 开 
A (Leersia ,iexaxzdra) 上 分 离 得 一 种 黄色 杆菌 。 它 也 可 以 侵 染 水 

fA, 发 生 类 似 的 症状 。 是 全 个 新 种 (Xanthomonas 

Le TSA), ， 3 

在 向 牙 利 及 苏联 另外 有 一 种 侵 染 水 稻 的 组 菌 (Pseudomonas 
Oryzicola), PNM AIRY BRE, PERCE 
; “mee 

i . 



8 etn, apis a’ 
fe FACADE A Ce ions 

EWN BEAR BANAL SL, 但 不 重要 。 ES 

除 方 中 达 的 新 种 外 ， EE RCS 的 形态 和 生理 | 

征 区 别 如 下 : 

格 | 明 | 硝 | 演 ae ala 

Aama | 散落 色温 

. Kanthomonas ; 

: oryzae 

. Pseudomonas 

oyzicolas _ 

Xanthomonas 

_itoana 

侵 染 循环 ” 稻 白 叶 枯 病 帮 菌 的 主要 来 源 最 可 能 有 二 种 : A 
WHF RLS, SFDC HL, A 
WEEP AME DT BI AC Ta TW AR, AR, 7A 
Fp aE A HAN , 而 且 越冬 后 仍 能 存活 。 此 外 , TEAS 
草 称 作 游 草 或 李 氏 禾 上 的 同类 条 苗 可 以 侵 桨 水 稻 ， 而 水 舟 主 的 条 

“ 菌 也 可 以 侵 染 李 氏 禾 。 在 日 本 重要 的 越冬 寄主 有 精 糠 草 (Feers 这 
oryzoides Var. Japonica), 此 外 , HA (Zizania aquatica) Ip Ff 

” 侵 。 ACERT EYEE (Phalaris arundinacea) f# (Ph ra 

gnutes Communis) RUSH (Isachne globosa) SE BD. S, 

SAUER USE A Wa Ts LTBI PERE: TE IAAL BORA Hi 
Rh TEA A A 
一 140 一 



$NA BF ONAL A, P20 IR EK YP tt BY I) Be AE AEA 4 a, 
AEM ISTE P IPAS EAM IS, SUR SE BE 
PRET RAG MMBAD RHE, PVE, AEACIIM IMM 
BRA a, 很 快 就 发 病 。 此外, TBE MR He, an 

Fi, 因此 降低 了 抗 病 力 。 
ya A IA ALB BEA LU, Cn SEA BEAE er, FACES 
CREE SG, FDL, HERP PETZ FLA AAT PY LA STE 
IWS NY, 4A KEI — FE PEE OB Fe MEE ITE. 
PPAWO AMS, MDE A FEE, 可 能 是 在 扬花 期 从 花 器 侵 大 的 。 
发病 条 件 ， 天 气温 湿度 和 水 稻 生 育 期 与 稻 白 叶 枯 病 的 发 生 有 
窗 切 关系 。 多 雨 而 湿 谨 高 有 利于 病害 的 发 生 。 但 是 病害 在 后 期 的 
发 生 与 温度 和 水 稻 的 发 育 阶 段 有 关 。 早 期 温度 较 低 ， 病 害 的 潜 青 
期 长 达 二 星期 , 而 后 期 温度 高 时 , 潜 育 期 只 有 3 天 左右 。 水 稻 从 分 
丛林 期 开始 ， 病 嘎 的 发 生 便 转 Heise, 似乎 进入 这 一 发 育 期 后 搞 病 
特别 低 。 
FRB RA ORAS, SULA NT, HEME TAT AE 

HR. 此 和 处, 主 质 、 地 势 和 栽培 技术 等 对 于 发 病 亦 有 二 定 的 影响 。 
例如 没有 很 好 的 控制 灌 排 水 ， SUA, HL MEL, 都 
能 促使 病情 的 加 重 。 ， 
党 在 预测 方面 , 目前 已 知 在 华南 和 华东 如 果 卉 雨 期 退 或 长 出 有 
MATT, 一 
3 抗 病 性 和 抗 病 品种 抗 病 性 是 随 着 水 稍 生 长 活力 的 高 低 而 有 
变动 的 。 璧 如 法 水 泄 小 或 暴风 雨 都 可 以 降低 水 稻 的 生活 力 ， 因 此 

导致 发 病 。 又 如 过 量 施 氮肥 时 原形 质 也 起 了 变化 ,降低 了 抗 病 力 。 
此 外 ， 水 舟 在 抽穗 时 抗 病 力 低 , 因此 早 抽穗 的 往往 划 浊 病 i 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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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s BI Biss 不 险 暴 风 或 洪水 都 可 以 使 叶片 受伤 ， RIAA 



Ae 种 或 种 子 处 理 可 以 收 得 一 定 的 效果 。 种 子 处 理 的 方法 比较 有 效 的 ， 

1 一 

Tm ALI : He ate Co 

。 FANE, LARA AEE, ATID 
BPS, MMM, RAT, Wea 

"EWR, (LRN EIR”, WLW" Brame”, HEA AA, 
REA AO RR IR, FER RES 
下 年 与 抗 病 性 的 关系 ; 下 垂 度 小 的 ， 叶 色 淡 的 比较 抗 病 。 Mi Te 

| BUD RAS BABAK, RB ee 
防治 问题 “一 、 种 子 的 处 理 : 由 于 种 子 带 有 病原 彰 菌 ,进行 i 

ABCA: (1) 先 用 1:300 fi As ERE BA RE 3 AN, PRS 
种 催芽 ; 待 种 子 萌发 时 再 用 9 GHEE OH MERE 3 NIM; (2) JH 0.03 % 

. AREAL: (ORE ER OEE } 
? = Xi a Be SE at 

: ee ee ee EMEMDPE, 
“条 取 措 施 使 成 熟 提 早 ， 租 各 病 才 并 增强 植株 的 抗 病 力 。 在 綦江 让 
SUX, BLE PRR, BOM SRA: 因此 在 
有 条 件 的 地 区 ;, TU RM, BOP, DEANE 
AER 

四 、 发 现 中 心病 株 或 病 区 时 ， 可 以 条 用 波尔多 液 1:8:200， 及 石 

fie HI (0.5° BS) 等 。 在 强酸 性 地 区 ( 印 需 要 石灰 作 肥 料 的 地 区 7 
可 以 喷 撒 石灰 (10 斤 消 石灰 加 60 一 80 斤 草木 其) : 

二 = 

“ee Re << 
1 RR | oe aa 

EEA ALI FIL, SIAR, 4 



ees 我 国 以 南部 儿 区 为 普 肖 主要 分 布 在 江苏 - 浙江 、 福 建 ， 
及 译注 等 地 。 个 别 地 区 的 侵 桨 牵 达 10% 至 70%。 受 病 的 稻 株 蒙 
受 的 损失 ， PUL PM, 早期 侥 染 的 损失 鼓 大 。 发 病 严 重 的 
下 区 米粒 的 减 收 可 以 达 10% — 20%, 而 且 品质 低劣 。 

Yer, 

不过 nee. HLA 
Bi, TAUCK, HLT PAT LORE 
VERSE, BARKS K, WR— Ms CURIE, 
病 痕 一 般 直 径 为 2 一 5 EK, IAI 7 一 8 厘米 的 ， 病 痕 互相 总 合 
形成 大 斑 , 元 以 接近 时 片 的 基部 处 特别 多 zs 
AERA LAURS EG RHO, JOR WE 

BASE, XH BUENO, 尺度 为 1 一 8 毫米 。 在 
SORES, eM LIBR ACHR EM 
的 有 性 世代 ， Fie a CNA IB, 
”除了 主要 侵 桨 吁 鞘 外 , 叶片 上 亦 能 产生 类 伺 的 症状 , IPAS 
RARER, AEN AEA WY SI A TG RE, 
Ti A AGAR ETS, 
| 病原菌 ”1919 42 HAR SETH Dene A ATTA 
SRR % Slerotium irregulare, SOR WR AA Ue A BN 

Hypochnus sasakii, 松 AB (19383—34) RHR Re #8 (1934) 等 均 

SADT CS Corticium (AXE KB, WARHUE REE 
名 改 为 Corticium Sasaki, AA BA 为 本 Bi 45 Cortictum Vagum 

(Rhizoctonia Solas) 是 有 区 别 的 。 

AS Bi OBA A BE FEAL, PELE Si A ARNIS, 
143 

ER BAMUSMUS RESTA, HEUSRE 
SuRb aR. 主要 症状 表现 在 叶 得 -上 , SICH, 有 时 亦 能 侵 



12. ELH. 

AIOE, MUN )R HE 70 一 230x3 一 7 微米 。 cio 

. SEARLE ABA AR, TE TS DO EO | 4 

苗 核 的 形状 不 规则 (1 一 3 毫米 )。 在 水 稻 抽 穗 前 后 ; wes 

” 现 白色 需 状 的 子 实 层 。 ——— 
—-144— 



“3, RIES 813 x 8 一 9 微米, 其 上 有 4 A, 担 HIF AWE 

| SOMALI, FEWER, 尺度 为 6—10 x 5—7 WK, : 

| 根据 松本 等 的 研 究 本 lA HA 与 Rhizoctonia Solani 显然 有 区 - 

Hl 这 些 区 别 可 以 总 结 如 下 : Say | | 
-省 

= 

G Corticium Sasakii see Corticium Vagum 

_ C= Aypochnus Sasakii)~ . a= ae Riisootoria Solanit) - 

A. 形态 上 的 特征 : See: 
> 1 ae: 5—11 $k, 483 6— -8 微米 ;- | 1-13 OK: 一般 为 8 一 12 GK 

“2. 菌 核 :7 一 18 又 22 一 37 HK, 15—26 x 26 一 50 #eK 

;了 :生理 上 的 特性 : aif | hee, 
wi 在 酚 红 一 一 Ozapek RPA |: BRR, RAMIE I RD, 

KS Hite — BIG is She iB 4 

fi, SERENE A 

ape 在 省 里 苯酚 紫 一 一 Duygar 氏 洋 菜 上 ; 

38 天 后 全 成 为 芥 于 黄 ， 表 示 向 酸性 LAA, 卖 示 向 酸性 方面 的 闲 移 较 
方面 转移 。 少 。 

3. 在 苯 氨 基 盐 一 “Ozapek FPA E+ Ait Thee | 

. 生长 相当 月 好 对 生长 有 显著 的 抑制 作用 

4. TERI SNEEZE E | , 
WBZ AB RD s 

5. WIE: a6 , 
HEAR Vel sits Be AS RAE ”| 不 能 与 前 者 发 生 接 合 

6. 温度 反应 : 

人 闻 生 长 迅速 。 :| 在 中 "至 319O 2 ARR, Bis 
Pete , ; 温度 以 前 者 为 低 。 
=a 

s 

3H LR Fh IA, RII IE 80°C 左右 ， 
"HEIR 15°C 以 下 ; 最 高 为 38"0。 在 12—15°C 时 开始 形成 菌 核 , 但 

在 30—32°C 之 问 形 成 得 最 多 , 超过 了 40°C 就 不 再 形成 。 
| RE WUBI, Teme 
BUT, PEER RA 30% 在 越冬 后 能 保持 其 存活 力 。 有 些 研 究 
议 明 菌 核 泡 在 8 一 9 厘米 的 水 中 可 以 存活 224 天 ， 暴 露 在 日 光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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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R, 一 -一 

(35 一 69°C) #8 34 RENTER Seth, fe REA ETANG 21 
+A RULER PLUM, kT LIP RE 
源 。 TERRE PORTE BSL, Fen PBR, 可 
以 存活 3 一 7 个 月 。 理论 上 残 株 中 的 苗 炎 可 能 th JE 
一 , 但 实际 上 在 插秧 时 , 田间 很 少 还 留存 具 有 活 亩 芋 的 稻草 。 a 
fT AA EARN AB, (ER, 
SSeS HE LSC Bee, 当 菌 核 靠近 称 株 时 ， BSR UERE AM 

i, ROAR, PITRE Lee, Ta 
| a i BRB WT, BARE He, an AR en Se 
SCRUMOPK, FAULTS, FECTS, PAE SEMA a 
的 。 在 二 次 侵 桨 中 ， 菌 炉 是 依靠 接 扔 传 布 的 。 本 昔 虽 然 在 适当 的 

PH AHF, (EIN Ty A REET 
«BRE A ELT MIA, DEAN MOA, PRIEIME 
AOU UILER, AKAN Nh ea 
的 尖端 先 形成 压力 胞 。 

苗 兰 侵入 水 稻 的 最 适 气温 为 28 一 32*C。 如 果 在 这 种 温度 下 

有 是 仍 的 水 分 ， 轻 8 一 24 小 时 印 侵入 完毕 。 温 度 36°C MENA 

EA. MARS AEA RUSS (Lichlorina Crassipes) 汶 寄主 ， 用 本 菌 
接种 有 时， 最 低 的 相对 湿度 不 得 少 手 85—88%, 最 适 瀑 度 为 28"0, “< 

最 低 为 16“C, 最 高 为 34"6。 这 些 检 求 与 侵 桨 水 稻 的 航 相似 eye 、 
”时 时 召 时 于 可 以 增进 发 病 , 而 太阳 光照 能 减少 侵 桨 ， pees | | 
AAG AWG BUNE Is ee, ARTF NEE HR TE A EEN 
iA, sea | Sc ea 

RMN aM ALTE = Be ERI, 
在 中 部 稻 区 , 以 7 一 9 AAA REE, 7 户 中 的 ， 
气温 高 ; WA SEE AF, 如 果 8 一 9 月 中 的 雨量 多多 ， DBAS ERT Ay 
—146— | 



| SIE, SPOR IEAAIALL, KENT 
TAMMY, MERARAT PROS Foe. Pe 
“的 生长 的 酸 记 要 求 在 pb 再 7.8 LAF (F236 pH 5.4—6.7), Fabs 
(ON EWAN, ALTO NLS RR. 
REAPER IRA 0.01% 的 食盐 时 ,， BEVLENIPA 
BD, 当 舍 盐 量 达 1 多 时 ， 即 不 复 侵入 。 ERR, 1% thy Art A 
稻 苗 致死 ; 但 在 微量 时 是 无 妨 的 ， 因此 治 海水 和 寿 田 ， 因 水 中 含有 一 - 
定 的 夫 分 ， 这 种 病害 是 极 少 发 生 的 。 栽 培 上 直播 和 密植 也 往往 二 
加 病情 。 

“寄主 范 轩 这 -病菌 的 寄主 极为 广泛 ， 在 自然 情况 下 可 上 人 
染 11 科 的 植物 : HBL PIER. RL AL, TORE, BE 
BL, BER, RA AMAA, JOP RRO, WHE 
KAS EE, OES, RV 
PER, 可 以 侵 染 32 科 188 HH Ly, FAAP PIA ARB 

种 之 问 的 抗 病 性 的 差异 。 
BABA Sipe AA RR 

核 。 但 是 这 是 非常 困难 的 , Be EAE i DR ABS, 
这 些 田 吧 的 架 草 寄 主 是 供给 苗 核 的 另 一 来 源 。 为 了 要 达到 减少 或 
TRAM, 只 有 实行 秋 翻 。 在 病情 严重 的 田中 , 可 以 将 病 稻 散布 在 

~ 田 面 进行 烧毁 , 这 样 饶 可 以 消灭 秆 中 的 苗 核 以 如 传播 到 别 的 地 方 ,， 
同时 也 可 以 使 士 面 加 委 消 灭 落 在 田中 的 菌 核 。 此 外 ， 只 有 提倡 施 
肥 灌 浙 及 泛 妆 密植 (不 能 太 密 ) 等 办 法 。 

在 十 分 必要 时 也 可 以 考虑 便 用 莉 剂 。 据 日 本 的 试验 ， 在 7 月 
及 8 月 或 8 月 及 9 月 ( 视 发 病 迟 早 而 异 ) 各 撒布 加 用 松脂 展 着 剂 的 - 
波尔多 液 3 实 ， 划 发 病 率 可 以 从 69 匈 降 至 1% 以 下 。 用 水 名 制剂 
粉剂 撒布 亦 可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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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kB KIA 

REREAD sa ORT AADC E. 46 

BAT AE BS A 2S Hh DY BBB, SSPE 

pias EF? BATES PORTH TS 40%, 

RAE RW, TM Bek, SSSR SE 
MAL ARREM EE, Plant AUT, PURE, SBS, Be, BT 

OF SEAM Mi ms 7 "SFE Ke PRET 75% 0 = 

律 宾 的 损失 便 和 经 在 30% 亚 80% 2, ihe enn sticks 

的 地 区 内 是 相当 重要 的 。 = 

BASS PPE, 在 我 国 流行 的 主要 是 小 球菌 核 病 ， 这 -- 

类 型 分 布 在 中 部 、 南 部 和 云南 一 带 。 这 是 一 个 侵 染 力荐 强 的 类 型 。、 
另 一 类 型 为 球状 苗 核 病 ， 它 虽然 分 布 在 我 国 南部 、 中 部 和 四 川 一 

_ 带 , 但 为 害 不 大 。 此 外 , ER BAH, ARSE 

他 地 区 亦 有 分 布 ， 为 害 也 不 大 。 en 

态 上 是 有 区 别 的 。 Bee ante 

症状 受到 小 球 核 闭合 桌 的 稻 栋 ete 7—8 FIPUON, 

9 月 2210 月 间 是 发 病 最 严重 的 时 期 。 初 起 时 在 水 7B Te 

EPPA BG WUTRBE, AGE ORRE beh Fe 6 OT ， 
”来 。 病 班 不 但 向 上 下 扩大 , Ti Bai AE, TAB, PEREIE 
包括 输 基 的 一 部 硼 和 变 黑 而 腐朽 , 以 至 上 部 黄 桔 或 因 折 断 而 倒伏 。 
在 病 部 内 便 可 以 见 到 无 数 时 色 加 球形 昔 核 ,其 下 均 直 德 沟 0 25 = 
Ke 

球状 菌 核 病 的 发 生 也 是 不 很 严重 的 。 受 使 的 植株 的 叶 攻 下 部 

PARSE, ZNO ATE, (AAR BOE LAPT CBO, TERA 
rey Se TE Bk PAV NT Ee AE, 3 HB AK IE bs BRIBE 
COREE 0.5 毫米 ) Hm Be ee, 圆 球 形 。 

Pee ae en ee 



神色 菌 核 病 发 生 在 抽 积 期 以 至 收获 前 。 侵 大 处 亦 是 在 叶 萌 基 
”部 接近 水 面 处 。 开 始 形成 褐色 燃 轩 形 的 病 班 ， 往 往 儿 个 集合 在 -- 
处 ， 病 班 尺度 为 0.5 一 1 厘米 ， 中 央 灰 褐色 ， 周 团 有 深 褐色 的 党 圈 。 
SBE AR STE ATE LARSON MOTE, AT 
REMAP, 它们 是 短 圆 柱 形 ， 深 神色， 10.33 毫米 。 
“从 病 班 表面 可 以 透视 出 内 全 菌 核 的 存在 。 
二: 病原菌 ， 这 三 个 类 型 的 菌 核 病 是 由 三 个 不 同 的 菌 种 所 引致 
的， 它们 的 无 性 世代 之 一 都 是 属于 Sclerotium 这 个 定 知 菌 类 的 属 
Ao 过 去 小 球菌 核 苗 称 为 Sclerotium oryzae, 但 是 1932 42 Tullis 
RAL Fa Helminthosporium Sigmoideum, 是 这 一 核 苗 的 另 

— Fy TOF, 而 且 也 发 现 一 种 子 训 苗 Leptosphaeria Salvinii 

IE EOE BUH, 因此 ,- 3X — Tbe RA 两 个 无 isla 的 名 
Fo Aes 

. BRR AN Hi Sclerotium hydrophilum 至 今 还 没有 发 见 其 他 分 

| ARF, Wi A SEAM, 
神色 sai fei Sclerotiwm sae aay vae 至 今 也 没有 发 现 过 其 

他 世代 。 

FARRAR UAL EE, PA, 可 以 将 它 的 形态 详细 地 
-加 以 描述 , 而 其 他 两 种 只 须 作 一 对 比 。 

小 球 范 核 菌 的 菌 核 是 圆 球形 ， 外 表 黑 色 I 43 FER, 直径 为 
220 一 305 微米 。 横 断面 显示 分 成 2 层 ,外 层 为 深 黑 褐 色 ， 内 层 为 淡 
棕色 。 在 叶 藉 上 病 班 的 表面 或 在 关 水 的 菌 核 面 常 产生 THE HIF 
1X; Fo Ae Hd FRA AE BUA HE, AG 2 一 5 个 分 隔 , 60 一 180 x 4—5 微米 ， 
深 棕色 。 分 生 孢 子 为 新 月 形 或 弯 楼 形 , 有 3 个 分 隔 , 中 央 Y 个 细胞 
的 色泽 特别 深 ， Pi ih AOE UATE IE 在 分 隔 处 ， Ree 4ok (UI Gz 
30 一 74 *10—15 微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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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E RATES, © APE LS ME 
1. ARSE (670—1890 x 305— 一 366 微米 )， 人 

‘Oryeae-sativac (7856 AB: TH). We | 
2. HRD, BE : avers 7 

a. Bi» (245—490 BPR), Veneta BL, pga : 

philum SRG) a: 

b. pe AR AR 7p (145—180 x 85— Fioies HOR), ZA, em : 

的 数量 多 。、 tn 光 

S. ongeae Catt. (<Helminthosporiuin | 

| 

-  - \ Sigmoideum - eS: 
©. 

=Leptosphaeria salvinit) — 

| = wf ve 的 生长 发 育 ， cana Nes 

S. oryzae . 8. oryzae-salivae 4 gael 5 

“RSH 25—30°C +£30°C. - 30—32°C ** 

BARE =<15°C 0 

mR 38°C 38°C | yee 

RIE 25—30°C 25—30°C - > 25—80°C- 

从 上 面 的 压 料 可 以 看 出 ， nee emai it 

ARIE A IER PRE A AT 

MR OE | 
RODEN SER ube, mage li | 

aed, | ok ag 

侵 染 循 环 及 防治 LF BIER, AY DLE A BR one . 

ARIEL OIA, TONDBERCS APR LP A 
及 存活 190K, JOE MELEE TP ARNG 183 天 ; 把 它 ， 

沉 在 水 中 , 至 少 可 以 活 319 天 ; $8 GARE NAT PIO, 可 
=150— E 



™ SA 4 

y LON \ 

Pk Ju SHE TA: eT I FORE ANAK 153 小 时 | 
后 部 还 浙 失去 其 活力 ,145 if SAI, RATE 
存放 在 20*0 下 ; 可 以 存活 3 年 ;在 25°C F, 可 以 存活 10 至 13 个 

局 在 35*0 下 ， 活 4 个 月 ， 但 是 把 菌 核 沉 大 水 中 时 即使 温度 在 
80°C 下 ， 也 能 活 一 年 。 可 见 日 光 、 高 温和 干燥 都 不 利于 菌 核 的 上 
存 ， 而 尘 湿 低 漫 反 可 以 维持 其 较 长 的 活力 。 初 次 侵 桨 的 来 源 为 越 ， 
冬 的 苦 核 是 没有 疑问 的 ， 这 些 菌 核 经 灌 浙 水 而 传 布 。 在 幼 划 时 健 
Ye, BEA PIED, 还 能 侵入 根部 。 但 是 6 个 星期 后 就 不 再 有 侵入 
BEAST, TH EDA LEAT TOP RS, | 
ETA SRMERRIPRT MO TOF RII RE 
EEA AAR T 
ABE RAT, HERNDON SIL 

之 屿 ,因此 在 防治 法 上 可 以 参考 枚 村 病 。 
AN 

‘as mere 

Ta PAIS CLARRIE, 南 万 从 海南 岛 “ 
起 一 直到 东北 的 水 和 耕 区 ， 都 有 这 一 病 才 的 发 生 。 中 南 舟 区 和 华南 ， 
稻 区 包括 广西 是 一 个 重要 的 白丁 病 区 。 广 西 1954 年 发 病 达 4 县， 

面积 达 18 HH, TIP BMA 80% 以 上 。 同 一 株 实 内 并 非 是 “ 
SEIN, 只 有 个 别 植株 考 现 症状 。 苏 州 农民 称 之 为 自 杆 , RUE 
农民 称 之 为 米 身 ; 下 - 西 称 为 标 东 或 标 公 ， A ABR KS Wena”, 

MIDE MIN” , = 
ER ， ALS RMR, f eee ht ee ee 

: (ER Gwe, SH WII Hy FRR, 比 健全 的 为 高 ， 在 田间 观察 ae 

WH, APES MEE i, TE COMPETENT, 
% : 

一 二 1] 一 



图 13. FEET GB 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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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a : i 
a ws 
ee: _ 

ised 7 8 panne, SESH AT LMR Jee 
”成熟 时 。 这 类 轻 病 株 在 生长 期 中 在 下 部 节 上 可 以 见 汉 发 生 合生 的 ae 
”须根 很 多 。 贡 部 及 其 外 围 的 叶鞘 渐渐 变 成 褐色 ， 十 面 长 出 白色 世 
“至 粉红 色 的 粘 稠 物 ， 这 时 舟 株 就 早死 。 凡 是 受 病 的 稻 株 一 般 都 是 
RRP, i ELAS BE ANAL, 有 oe ae HB “有 极 少 数 不 实 的 : 

tee 
i et Bc eau AE, (AJL Bese ; 

年 得 最 多 。 无 论 播种 迟早 ， 秧 昔 上 症状 的 开始 出 现 总 是 在 同一 时 
期。 这 裔 明 病 害 的 发 生 和 症状 的 出 现 主要 决定 于 气温 。 在 田间 观 
察 时 , SRE BA 21 厘米 左右 , 病 昔 已 伸 长 至 26 一 28 JK, RE 
MARC Ma EEA 2 一 3 个 节 。 在 广 西 的 情况 下 病 株 攀 有 

于 二 分隔 ,其 中 有 部 本 天 Sian - 

在 生长 期 间 由 于 病 株 一 般 长 得 较 快 较 高 ， 因此 很 条 25 Sah a 
株 的 存在 。 (BEE, WATE RUE GER BR, AN RAIA, 
有 时 与 正常 健 株 没有 高 矮 的 区 分 。 这 种 是 否 徒长 或 侯 化 和 病 苗 的 
生理 小 种 有 关 。 

受 病 贡 的 根部 有 时 发 育 受到 抑 | 制 ， 有 时 由 于 过 度 的 分 根 而 成 
BHR, Boe, 白丁 病 的 症状 是 非 PEPER, 254 24 Mh BKB 
水 稻 的 品种 而 异 。 
病原 菌 及 其 生物 学 ， 病原 菌 有 两 个 世代 , 一 个 是 有 性 世代 , 属 

于 子 赛 菌 Gibberella Fujikuroi (Sow) Wollenw; 另 一 个 是 无 性 世 

UB FHT 菌 Fusariwm monili forme Sheld, 47 4 7a + MEW 

分 又 的; 无 色 ， 顶端 生 大 型 分 生 孢 子 。 KE BAL AR ATER 
i, itn Sth, 无 色 透 明 ， 有 1 一 5 个 隔膜 (17 一 28 X2.5 一 
4.5 微米 )。 AAA EAE ASMA. HD TE Be IRIE, ERIE 

—1l3— 



PTT HIE ARB 2A, (ELT BE RRO 
CRSA Ae Le EN, LN, 

(5.5—11.5 X2.5—4.5 OK), - Ci ie 
AMC T EATER EI, TEMG, BRIEBIN | 

7G; STAMINA (240—360 x 220—420 HE), RSI, | 
基 端 得 而 上 部 图 (96 一 120 x 8—18 BLK), RPAH 8 BOF 
RIOT MIE, AI, ST MEARS (5.5—11.5 x2. aia 
BOK). £ c 

| BVEJE WES EE) 25—30°C ZIM, BEDI RIES 
爱 高 温 的 。 超 过 40° C 或 低 于 2°C 时 生长 就 受到 抑制 。 Ba RTE AE 

长 发 育 的 过 程 中 分 泌 出 一 种 毒素 ， 这 种 毒素 可 以 刺激 或 抑制 水 稻 ， 
_ 的 伸 长 , 这 种 毒素 可 以 分 为 两 类 : —BEHR TTAB (Cia Hig NO), 
Ay LA RR OIE, Mipirtah kaise oc5 8° 5 
rellin 能 促进 水 稻 的 伸 长 。 

"ARVE SE MERE HOOT IE, Pea bo ee 
培养 后 , IF CAPM SRVS WIM Ak RA RUSE, 观察 其 对 稻 苗 ， 
生长 的 影响 , 结果 不 同 的 苗 系 卖 现 的 现象 可 以 归 注 三 类 ; (—) PR 
RIE: 二) 抑制 稻 昔 生长 ; (三 ) 没 有 显著 的 影响 。 ER, 

G CRSAREATS: ENOTES 
gy = ES | 

‘BRAD IRE ORBLE ELAS, 
| 

JEITL YZ AT TSE PA fe PERE TRA FB IB 3 

5 0H Pee SE IS, ERT AR OIE LP RE CARA) 
eisipaabodecbedpinmesitabetiabididerceniari ilocos” 
TEP REE, : 
AN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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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A BIS He BF SER 由 现 粉 红色 和 白色 粘 生物 当 水 
Ri OPES, DATO Sy HTT EATERS, ALBUS 
受 侵 的 时 期 为 头 三 个 星期 ， 过 了 第 五 个 星期 邹 不 能 盆 入 。 由 于 如 
此 , 不 但 外 者 有 褐色 病 班 的 谷 粒 潜伏 菌 炎 , TE SESE NE HH 
BOP IA LRR, 
ete Ae 5 SR ATR, 土 温 在 35°C Wea 

幼苗 的 受 侵 。 当 七 温 降低 至 25°C IM, 还 有 徒长 现象 ， 但 降 至 20"C 
时 就 没有 症状 。 如 果 土 温 升 至 40°C, 水 稻 的 生长 延迟 ， 症 状 也 不 
出 现 。 实际 于 不 葵 在 20°C Bi 25°C, AeA HE RR ATER, ZAI BARR 

ROMEO LAN TRB: MARA 
的 温度 时 , 才能 出 现 症状 。 - 

根据 酒 户 的 研究 ， 土 温和 肥料 的 种 类 对 于 发 病 的 影响 可 以 分 
为 两 方面 : 圭 温 往往 对 于 稻 苗 的 抗 病 力 的 影响 大 于 对 病菌 的 生长。 | 
WORE Pais ER RIE RMAF ME, VL 
Pee MIE ERIE PSD EIB), iB 
BAMURAIUWHRE, WARBAUAZE, mRA-W<O, 

AAA HSN. dR A —W =O, BBR A=W; 病菌 
TEA, HARES. 如 果 A-—W>O, BORAT AO, 

SRNR TEMALAR, RA 

ARE, 特别 是 和 温度 营养 和 品种 密切 联系 的 。 
开 白 杆 病菌 除 对 于 水 稻 Sf GEDLING ALACRA, 也 能 
TA AB BOWE ATLA, 此 外 它 还 能 神 制 小 米 种 子 的 发 
oe 

AAEM IADR NOH, (ORE 
说 来 ， PERS Hh hb LEAR PPT 注 强 些 。 

5 陋 治 要 识 ， 这 一 病害 的 主要 侵 桨 源 是 带菌 的 种 子 ， 因 此 种 也 
a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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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e eee es 3 BETS 
将 种 子 侵 大 LMR GARMOD 15 FO, BA EIA 

88.9% EEF 0.36%; FEA 0.5 % ESI PI AMEZE 1.68% ; Tih 
55°C W 30 FSH, WIA SAMRAT NTP 

REACRINEAUP MOOG, FHO3% BEAM, 0.1% AMIRI. 
振 种 也 可 以 下 到 很 大 效果 。 且 外 ;江西 采用 人 屎 尝 种 ; LE 7 bY 
的 收 到 很 好 效果 ; KLE 7 NY Shh es RIF, 12 A AAR, 
FPN PASE, SE RL 

| RHEGUA, SHABPLS LE aE 
了 稻 昔 的 抗 病 力 。 因此, HULU RLS SS ie EE. 

第 关节 水 稻 烂 身 

Pekan: uPAR 
PETA, LOS MEM AME TCO WN JI BO 
的 面积 一 般 为 80 多 ， 最 高 达 60%, 1953 年 中 南 区 受 病征 为 30 一 

40% , HEI 90% , EF Wi, HH 15—30%, 最 重 为 80%, 西南 

区 四 川 、. 贵 州 等 好 为 14 多 ;最 高 4 狗 。 4 
(PUPAL SE, a MOAT, BS 

MERE, BWI, TARE RAOR, ABT 
PR EE NOE, REPAIR, ARERR 
215 Pe a | 在 出 秧 以 前 ， 才 抽 攻 的 幼苗 二 表现 为 根 的 挤 制 和 续 基 
的 弯曲 。 a 

病因 的 分 析 —e0:%e, RARER DL Beet RS 
Spl BG BE, pea EIR Hp PF Ae BA Pg A RSE Hw CB, BRIG 
侵 染 性 的 ; AR RA, sie genie 有 机 肥料 的 TRAST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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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水稻 寄生 性 烂 悉 。 一 

省 所 和 致 的 病 才 称 为 非 侵 染 性 的 。 但 是 侵 染 性 和 非 侵 染 性 的 烂 秧 是 
相互 联系 的 ， 在 我 国 各 地 的 烂 秧 以 气候 和 耕作 法 的 影响 为 最 

pots | | 
1. FEE: | | : 
APA EARL, ALTE BOI & AE 

BwWewRa, 因此 , 疼 流 之 后 , MSH, ROR 
的 气象 。 水 稻 是 一 种 高 温 作 物 ， 在 低温 条 件 下 很 容易 降低 放 的 生 

=157— 



> : eh 2 3 

1H, (EMBASE 7 MAREE EE fe RONEH SS A 
AGS NERY, ASSES OE. RRR 
4 苗 的 无 氧 呼吸 (发 醇 ) 而 死亡 或 进一步 的 便 弱 其 生活 力 。 

在 低温 多 雨 的 情况 下 , 秧田 必然 是 停留 在 其 期 尖 水 的 状态 长 “ 
HA MRARERA IR Hu US LB PII BR A a 

” 那 未 光合 作用 减退 , FBLA DBT SR Ee A, 
此 、 低 温 、 阴 十 和 长 期 渡 水 对 于 窒息 作用 来 襄 , 都 是 互相 关联 的 = 

| 箭 据 这 种 发 病 的 原因 , 下 列 耕 作 上 的 条 件 能 影响 这 种 作用 : 
(一 ) 秧 田 的 位 置 。 凡 是 排水 不 便 ; BRU AA AB, FB 

TKI AES BE FA " 

(二 ) 种 子 处 理 不 当 。 播 种 时 ， 种 子 下 沉 太 深 ， 身 的 根 兰 至 入 记 
ik, BPRS MEA. HALA PHASE A, ERE NESE 
作用 的 影响 。 

( 忆 ) 长 期 深 汰 。 这 种 深 浴 的 目的 在 于 保温 。 但 是 这 种 江水 应 ， 
该 及 时 排出 再 引入 。 和 否则 易于 造成 宣 息 。 

《四 ) 田 中 施 入 未 友 发 酵 的 称 肥 时 ; 由 于 各 肥 分 解 中 微生物 的 : 
活动 力 极 大 , 与 秧苗 等 氧 , SPATE. 

(五 ) 土 壤 中 如 果 存 在 大 量 的 硫黄 还 元 翻 菌 (MKicrospiya desul-— - 

phuricans 及 Pseudomonas Sp), 它们 的 无 氧 活动 可 产生 大 量 ， H.S, 7 

3 — py REALM ER HOTEL SO, AE AA, Wise 
BRAS BES pind | 并 

2. 侵 染 性 的 病原 : ee ee 
| Xk SRE, AEA, SAB q 
生活 力 弱 的 时 候 , 或 秧 蔚 在 受 损伤 的 状态 时 , PREM BT 
Wanoosi 
地 区 或 年 份 , 从 来 不 发 生 。 ae 4 
—158—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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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i. “est 病原 昔 主要 是 属 ERG 等 FA ly 水 we 
> (Saprologniacoae) Filis #5 5B} (Pythiaceao) 的 一 些 苗 种 ， 其 中 有 12 
| 种 之 多 可 以 为 害 稻 苗 ， 但 最 重要 是 .4o lya 和 Pythium 两 属 。 除 了 

_ 稻 昔 生 活力 下 降 时 容易 受 侵 外 ， 凡 PLIST ROR LE Ee POR AS 
we, 子粒 的 受伤 程度 党 因 使 用 股 谷 机 而 增加 ， 因此 , 使 用 腊 谷 机 的 
ae IX Bh i ETS 加 ， il LRA DURFEE, 子粒 的 损伤 便 合 大。 
4S RS RD ans 

ie cada 238 
aaa 85 
Boge eae S45 

Ba Serre RE gp 
MRE RAR. AMMEN 5 

宪 生 菌 的 烂 身 就 比较 多 。 虽 然 低温 导致 了 秧苗 的 衰弱 ， 但 是 这 些 
弱 寄 生 菌 的 侵 染 是 要 一 定 的 主 温 和 水 温 的 。 侵 染 最 适 的 水 温和 十 
温 是 18 一 25*C， BSW -ISCU TR REM, HiME 

; 在 32 一 35"C ATA, 
防治 措施 的 考虑 

一 改进 悉 田 的 方位 、 整 地 和 施肥 : 
人、\ 秩 田 的 位 置 要 求治 排水 方便 。 
bb 向 阳 避 风 -“ 

: c\ 精 耕 和 组 作 , 在 整 土地 。 
-” d 施用 速效 肥料 ， 如 施用 委 肥 , 针 在 20 天 以 前 碘 大。 

| LEWES Bh HE ERR eR HE: . 
| BFF 20% SABER, 可 能 时 用 55°C, 5 Ohya ER oh FA 
0.10 % HERESIES 24 小 时 。 | 

b HEART BEACH, 25 °CAE AO, MMI, LSE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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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去 2 一 3 毫米 为 度 , 播种 量 不 宜 过 大 ， 以 每 雷 : 150 一 200 ite - 

cA 2 Se sti 

= LE, PE BEY ele ae Bi 
aT ABE 3 er 
b、 昼 暖 夜 渝 地 区 应 夜间 灌水 , 白天 排水 。 

c 有 大 风 雹 时 应 灌 深水 。 

二 

BED TRA - 

1. 2am 
Fh FRR IRF BRE a (18974), woven mee: 

WERAL, TSA EMT. RES 
DEIR BRIA SAA A SR, EIR 
iF Ey RN AC AS 
EE, 但 它 的 发 展 趋势 应 当 注 意 。 ， 2 

这 一 病害 在 症状 上 有 三 种 表现 的 特点 : 第 一 种 大 多 生长 从 东 、 
而 全 株 发 黄 ， 与 田间 健全 株 相 比 显然 矮 化 。 第 三 各 为 叶片 的 顶端 ， 
te a ee 
Ji, B= ANE LESUPK, Eee, TRB 
15 SL MOU RIS SS HP AE A ST 

BE CLARY, TER MRL, BSI LP ROK, FE 0.2— 
1K, TERM LMR AEE TE, IB, 这 些 症状 都 
ie 0 HS? Festa Pe 
时 亦 能 发 现 。 对 片上 条 斑 的 出 现 要 到 7 A A ES 一， 

-个 完全 发 展 的 病 株 ， 其 外 观 从 东 , 高 度 不 过 30 厘 米 ; eB 
SME AIMEITTP CSAR e, BRAARETT RAR HOR BF ARIE, A 



部 分 的 根部 是 向 四 周 直行 展开 ， -一般 不 能 抽 入 有 时 具有 极 少 分 | 

RENAL, 即使 抽穗 亦 不 充实 ， 后 期 侵 桨 的 往往 Ai Whe Ge Be BAe . 

状 ， 其 余 仍 保持 健 公 状 态 。 

， 远 在 1895 年 时 , 日 本 的 高 田 鉴 三 即 认为 这 种 病 是 由 一 种 海 全 
FRB, SRI IOLA TB) EEO BR, 并 没有 病毒 的 
yo ilaladgaiaaapaaiisbee 
a U8 (19381-1937), SAE Se WY AA EEL A 
: 种 : 一 各 是 Nopjotettiz apicatis Vax. Cincticeps, 另 一 种 是 Delto-= 

cepholuo doxsc1is。 但 是 前 ~- 种 的 传 毒 能 力 远 较 后 一 种 为 强 。 Feo | 

WOT CRITI SS 526 3K, lS BL 10— 一 60 天 才能 传 毒 。 普 

55 30—405K, 因此 循 回 期 是 相当 长 的 。 一 个 浮 侍 子 在 一 株 稻 苗 上 
至 少 肛 放 创 30—60 4 Sh ay HE SE, 有 时 放 和 个 5 一 二 分 钟 亦 可 以 

落得 成 功 。 接 秘 后 的 潜 青 期 因 情况 而 不 同 , 一 般 为 1 一 3 星期 ， 最 
I 5K, 最 长 为 50 天 。 是 虫 保持 病毒 的 能 力 因 个 体 而 有 差别 , 有 
LOR AIMED, 有 些 禾 身 带 毒 , 有 些 可 以 将 病毒 通过 卵 而 传 给 
后 代 , HRA PTS 7 代 。 病毒 只 能 通过 雌 虫 下 伟 J RAS 
5 7e Fei hk Me, CENA ‘4 
TRY RPE Se CE LA ER. 
SALW aK FAAS HRI ANN, SS ACI Ye PAR HE, 
第 三 化 期 侵 染 的 元 乎 不 现 症 状 。 主 要 可 能 因为 水 稍 不 同 发 育 阶段 

抗 病 性 不 同 的 季 故 。 5: 
PIPL TRE LMA, Nephotettic WAS) sh 

PRAM BIRR PMS, AK SAM RAA RR 
HnWORR GAS LAE WG, HR LAS BIBL ID WORT L., Destocephalus 4E 
ATA LAPATTR AS, Fee 4—5 月 问 孵 化 , 直接 移 到 秧 
国 的 糙 昔 上 。 第 一 坎 侵 桨 源 是 由 的 保 毒 幼虫 埔 到 身 

“ys . 16h 

- 



| RASA EW, See StuRInIERI BAR IB, Delioeepddus a 
Raed bre Ree: ae 
er ee oe 

_ miliaceum). #8(Panicum crusgalli) PR (Poa pr ateusis) 及 看 | 

+ SEH (Alopecurus fulvus), ARG HES ADD PER. 
HEE EP HIELT, MUIR 

REE, AEM LAER ROMPe TOK, RM 
四 周 畦 沟 内 , CE NUR AT EAPC HR, TERE BN LIME 
ASR WUa, BOWE 20 日 左右 即 开始 防治 澶 生子 ， 目 “ 
前 应 用 0.02% D. DF, 乳剂 或 用 同 剂量 的 也. D.T. 粉剂 (每 1000 

ZB ATRIA 2.5 公斤 ) 均 可 收 到 相当 好 的 效果 。 整个 秧苗 期 施用 3 一 5 
HK WEVA 28 年 采取 这 种 措施 ， = SE A ’ 

2, fh 5 | | 2.4 

HRSA, RAVLARARM, HAS | 
eo or sa Ac 

. 多。 我 国 从 南都 舟 区 以 至 北部 稻 区 ; HERE, (RRA. 实际 
上 在 大 发 生 的 年 份 也 可 以 招致 一 定 的 损失 。 
”症状 员 卖 现 在 穗 上 , 其 他 部 分 完全 正常 。 fire . 

2 个 病 粒 ; 但 严重 时 可 以 多 至 数 十 粒 。 RRL Ae 
NOR. PLIERS TE, TEATRO 
tk, RU MASEMT AUT ROME, Be PETE 
NODURY, PURPSETET SME, LUG RETR LETT AA 
yicslibisahenidmeaplietasne lace: 
个 苗 核 结构 。 

AEWA, RET, 因此 ; 1895 年 Biefala 

人 : 

~~ 



PRE Ustilaginoiden see 在 此 以 前 ， PEARY Tinteria oryzae 

BR Ustilago Virens’’, ‘Brofeld tj Ustilaginoidea BAR 1 LEH OR 

_ 昔 大 非 担子 菌 而 是 一 种 竺 知 菌 。 其 后 1937 年 樱 升 基 夫 发 见 了 它 的 
.有 性 世代 为 子囊 苗 后 ， 便 根据 高 桥 良 直 (1896) 的 最 早 的 假 疏 扎 学 
Aik Ustilaginoidea oryzuei 这 里 属 名 已 经 代表 一 种 子囊 菌 了 。 
人 ”把 一 个 稻 曲 切 开 , 可 以 分 成 四 层 , 中 央 基 自 色 肉质 的 ， shee 

MTR EEDL, BO BWARKE, 第 三 层 为 橙黄 色 , 而 第 四 层 
则 为 深 黄 炮 色 。 各 层 的 颜色 的 区 别 是 由 分 生 孢 子 的 成 熟 度 所 决定 
的， 因为 各 层 的 菌 糙 上 都 在 产生 分 生 孢 子 ， 外 层 成 熟 的 孢子 便 旦 深 

aes 
BARE CLL ABA LEME F) MRTEEME, 
a 4-6 BOK, FA IRIOR, VERE, AEISTEME A 
PRA ARES OS OTL, CCAIR 1 ERT 
RANE. ERATE HM TEBE IPT, Fl 
5x 15—2.5@CK, é 

| SREP AT. BER 
数 个 子 实体 5 FRET, TAMA, IAI 
Ko SOAR EH, LIARS AILO, 达 就 是 内 部 埋 
藏 的 子囊 壳 的 出 口 。 子 可 壳 为 抠 状 ， 其 中 有 长 圆柱 形 的 子囊 。 每 

-一 子 帮 中 有 粹 状 子囊 孢子 8 个 (120 一 180x 0.5—1 微米 。) 

病菌 发 胡 的 最 适 温度 为 28 "9 左右 , 但 在 24°C 3 32°C 之 问 均 
REE Re 
: PLT, (Lop AER 
团 不 能 萌发 的 分 上 孢子。 过 去 个 经 用 越冬 的 或 未 越冬 的 分 生 苞 子 
来 进行 接种 ; 都 没有 成 功 。 因 此 侵 染 循环 不 很 明了 。1937 年 栅 井 基 

ABR IERIE, Dt 7 一 8 月 中 ERIE TNE Blok 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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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 FA BEF ee iT ERENT BEE, 

1946 4E FI RE AY Raychaudhuri 在 观察 中 ， nope 

Wee ha RTT. Bh RATER, PER SEI 

+ polka Dine Bat Re v 

NRE ECE A FOS BUY HORS, OR NE - 
TEA a RT Se, TRIMS TE 
- WY FERS IZ BP SHE, us ini gh Beha BOIS, 便 加 速 发 展 : a | 

FED TELM AT BK 

- Fav OP SN, AS By As IS BERS TB I, 也 就 是 裔 夏 李 气 候 泛 家 
于 水 稻 的 生长 发 育 时 , 也 活 宜 于 它 的 发 展 。 相 反 , WIRE 

| DRA RPA I, LEBER A, DE Ee 
场合 , 抽穗 后 , ERIN, BAPE, TERT, EMR 

ES. MAAR, REINS 

”在 着 差异 , WL th BA ESE FC 

sig te ugeeb RG PED Ea af 
ate eh ati es 4 

多 困难 。 可 行 的 办 法 蔷 如 在 田间 清除 稻 德 上 的 苗 核 ， 匆 使 落 入 田 。， 
rian Pata oes Sanna PS PE AG 

氮肥 等 以 控制 发 病 。 有 些 地 区 , 如 发 病 太 频 太 多 , TOS BUR 

稻 。 凡 进行 莉 剂 预防 舟 瘟 病 的 地 区 ， 同 祥 也 可 ETERS” 

效果 。 a5 } HF ak 

3. BI ee a 
KFA —HE- Be ERP EDIE A 在 我 国 云南 是 明 、 RMR 

EIA Ai 据 1940-44 年 的 调查 ， EB AINE, 但 病 田 中 

可 达 革 一 20 多 之 多 ;有 时 达 30%, TERED ABEL 

SEIS RE WI ERE EB) PEP RRS, Se CIE EE REE 

Ro TBAB HH WS Se  E, mee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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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ATA FRE, LAO. SET 
FERRE RTTS TOU, HEA SR EE BOE SP iA 0 BR 
Bo WR ERSVENIT SE, 往往 全 部 发 病 。 ees, 

| SI ETE EME phelis Oryzae, 
的 有 性 世代 有 人 认为 是 Balansia Oryzae, 但 在 中 国 侍 未 发 见 。 病 
PERRO HEI ETI, BCR OE Ee OR 
1, BG, i, GIS SK, AERP EEE Lb, 
RE FES, REI 57—85 x 0.85143 微米 。 分 生 孢 子 棒状 ,无 分 
隔 , IPERS ith, 无 色 , 尺度 12 一 22x1.2 一 1.5 微 米 。 

分 第 苑 子 萌发 的 最 适 温度 为 26*C。 在 蒸 蚀 水 中 24 小 时 内 开 
FRE, TET aE , SEE EAT I 

SMIRK, MERE RNR, HEE 
ne 

Sy HOF AAR NYE BE AB HOHE I, fe UAE 162 天 有 
S2% HRW, WSR LMT 5 TAA 26 % AEH. 

|B He IS HO HRS HP 2 28°C 左右 ,最 高 为 34"0， 最 低 为 
83°C, . ir a 

BRT KARL Et sik Wii BF (Hchinochloa Crus-galli) 
AE(Peanisetum sp。)， 在 印度 你 能 侵 桨 柳 时 著 (Isachne ‘elegans) 
及 画眉 草 (Erogrostis tenauijofio)。 目 前 对 于 这 一 病菌 的 全 部 侵 染 

POA TS 印度 认为 杂 草 寄主 可 能 是 越冬 的 所 在 ， 但 在 云南 
的 情况 下 , 遗留 在 田间 的 稻 根 差 亦 可 能 是 越冬 的 场所 。 

在 云南 昆明 ， 水 稻 的 品种 之 问 显 然 有 抗 病 性 的 差异 。 有 些 吕 
种 特别 感 病 ， a a 目前 的 防治 措施 黄 有 避 种 
感 病 品种 。 

4. 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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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N HET LSA, CARE 
EB, KO BE AEE, PARR RE PE | 
MFM BERK, BERD, 即使 有 所 研究 :不 
-过 是 学 术 上 的 问题 。 、 

这 几 年 来 在 我 国产 稻 区 的 调查 钼 明湖 南 . 江西 、 weer ， 
| as 这 一 病害 是 很 普通 的 ， 实际 上 其 他 稍 区 亦 有 。 例如 四 川 革 部 就 “ 

一 个 草 延 区 。1953 年 病 重 最 高 达 55% , 病 粒 达 27%, 说 朋 在 一 
oo 
的 地 区 平均 损失 为 2 一 5 多 而 在 我 国 则 一 般 不 到 OLS 2 
一 DEBE, TOLLE MAU OR Meas (PIE) A 
-时 受 病 谷 粒 的 外 形成 为 上 大 下 小 ; 这 是 由 于 上 都 的 谷 粒 没有 完全 - 

破坏 之 故 。 完 全 破坏 的 病 粒 中 充满 黑 粉 未 。 每 一 乔 上 受 侵 的 一 般 ” 
不 过 3 一 4 PRL, 谷 粒 受 病 轻 微 的 还 能 戎 蕴 ， 但 是 所 抽出 的 昔 极 : 

HEAL. . j 

病原 菌 BFE) iS Fl (Tilletiaceae) 学 名 N eovossia arrida x 

(= Jilletia horrida), é 

SPORES. WEI. sss SI 
形 , BA BRL & (25—32 x 23-30 BO»), SRO, 上 面 带 有 网 “ 
RAB, ae aoe aces 

» REBRA BOT WCE AIS 5 一 6 天 后 即行 发 大 ce 
Ri. REA G, 无 隔膜 ; 有 时 分 枝 ， 顶端 输 生 多 个 指 状 突起 
hime b+. spite 多 至 62 个 (23 一 150x6 一 7.5 HK), 4 

; ANAT" AWE, BH 导 很 长 (大 580 BOK)S HOTA, FA 
FS ah, 两 端 尖 ， Sige i 无 隔膜 (38 一 下 X2 AAR); HERB 
于 人 小 孢子 有 交合 现象 , EA TEL INTs 

标 傅 光 的 研究 6, 厚 垣 孢子 萌发 i EE VARA a 
二 到 6 



‘ 一 

人 
Ett, LBS, MENTE TR 
是 非常 重要 的 ; TARE PE KR 5 个 月 方 能 萌发 , A 
紫外 光线 射击 后 ， 可 以 匡 短 其 休眠 期 。 温 度 对 于 孢子 的 萌发 影响 ， 
“Bi, 最 适 宣 的 温度 为 -24 一 32*C， 但 是 没有 适当 的 光 攻 , 则 在 任何 
温度 下 亦 不 能 萌发 。 光 线 中 以 短波 最 为 适宜 , 黑暗 处 不 能 萌发 。 
(BME AES SAE RAKE IA 

eA, AARP, WA ae. EMA Le 
HOBOS MER, Pope Te 
要 。 
AAAI SL, 湿度 保持 得 高 , 发 病 率 就 提高 ; 过量 

的 氮肥 也 促进 病害 的 发 生 。 水 稻 品 种 问 有 不 同 的 抗 病 力 。 
、 ”种子 处 理 虽 然 不 能 收 到 高 度 防 病 的 效果 ， 但 是 在 结合 防治 其 
他 病害 时 ， MATRA, TAM. MA 
WS, 种 子 带菌 量 与 发 病 成 正比 例 。 
TEA DRL HEE PTE 

或 各 病 品种 。 其 他 措施 都 是 得 不 偿 失 的 。 
5. 叶 时 粉 病 
这 二 病害 分 布 的 地 区 很 广 , 除 亚洲 外 ， 还 分 布 到 北美 和 请 美 

RAP WAKA MME, AMS RR. TET 
Pri LAE. 
§: Aes, BRR, EXPE 
WEAR SPRITE, EFM, CERT RA 
BE (I—4 x 0.2—0.5809K), WARE, BORE I 
PR, 班 条 的 周围 变 黄 , ATE RE. FR EE Be 
十 个 以 至 无 数 个 , 渐次 由 下 而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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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R, Ae HA a JR BH (O20 = 5 一 —10 BRK); pices es 

UL RPL AR, 学 名 为 Botyloma Oryzac, "ENE 
WIT UARRRMOTHED, FHS PCI, Fe 
面 及 背面 。 厚 垣 孢子 互相 连结 形成 子 座 状 物体 ， 只 有 在 萌发 时 才 
BtAK, NET EMWE 4S 8, 有 二 重 厚 膜 
尺度 为 7.5 一 10x 7.5 一 12.5 微米 。 在 水 中 能 萌发 。 戎 发 时 先行 

PHF OF). OF RIB, 1 Si, EZ 1B < 

¥ 
| BFF Raw He H21—34C, 最 泛 温度 为 28_ 30*C， 由 此 
可 见 ， 它 要 求 较 高 的 温度 。 厚 垣 孢子 的 存活 力 锡 为 1 年 。 用 小 苑 “ 
ea 1 一 2 天 后 印 再 始 现 病状 ， 狗 须 经 20 天 后 妈 产 
AHS, PS RAMPS, OES) 

一 定 温度 时 地 萌发 而 产生 担 孢 子 ; MET, 
ae 

从 田间 观察 可 知 水 稻 扇 少 党 养 时 容易 威 病 ， 此 外 时 和 比 晚稻 

的 受 侵 量 较 高 。 可 能 因为 早稻 进入 老 衰 期 适 连 侵 桨 语 期 ， 故 威 病 
We, 而 此 时 晚稻 则 方 当 发 育 盛 时 , 较为 抗 病 。 品 种 半 的 抗 病 性 亦 “ 

有 差异 。 由 于 此 病 在 轻 济 LBERE, Pa AN EATS F 

6. Ba eg 
“RABE SHERI NORA RO, AS OA 

APSARA, HANKS, BIT 

， 疫 的 对 象 。 水 稻 上 存在 的 线虫 有 许多 种 , 但 重要 的 共有 两 种 :一 种 “ 
是 在 下 本 发 生 的 所 市 线虫 必 居 病 (PSR), 1949 年 在 日 本 的 某 些 地 。 

” 方 使 水 稻 减 收 20 一 30 移 。 另 一 种 为 印度 和 条 名 一 带 所 发 生 的 水 稻 “ 

线虫 病 ,一般 情况 损失 不 大 , 但 一 块 田 中 由 于 年 年 发 病 ， ORI 
BPP PER AAEM, RN E ATR, S 

BT SEE ea EES ss eA LETT RAF TE, SRE em 
一 168 一 



Meese Feit ue, Rac 部 枯死。 

TIRE, RE EAP RE AA BLE 

线虫 病 。 
HAPS): Pt OAT CAA ON 

种 。 受 病 的 植株 比较 矮 , 叶片 犹 而 短 , BA KK, 下 部 的 叶片 -- 般 

正常 但 上 部 的 叶片 夫 端 变 为 淡 黄白 色 , 而 且 有 酒 脂 般 的 光泽 。 老 
的 叶片 往往 旋转 成 级 据 状 。 如 果 这 种 病 太 多 时 ,抽穗 就 会 发 生 困 
难 。 抽 出 的 穗 形 也 比 健 至 穗 为 小 。 每 穗 的 瘦 粒 比例 数 也 较 高 。 
Pe sha: 在 人 工 接种 最 适宜 的 条 件 下 , 生长 19 天 的 稻 苗 上 

朗 可 昂 到 症状 。 初 起 时 为 显著 的 和 褪 迷 现象 ， 随 之 幼苗 枯死 。 在 自 
然 情况 下 , 幼苗 期 的 症状 是 看 不 见 的。 最早 的 表现 要 在 孕 乔 期 前 。 
这 时 上 部 的 叶片， BR PERCH BR RKI A, 叶片 纤弱 ; He 
稍 矮 。 
YN spl en sae, 和 HELI BER, 这 种 
神色 斑 在 内 部 , HRB PA, MARKER, ARF haar 

和 站 
ep, 穗 藉 苞 膨大 成 纺 钴 形 ， 萌 苞 上 的 褐色 班 靖 圆 形 , 
一 般 不 超过 5 毫米, WME, Hh iT, 穗 轴 各 部 变 宰 , 虽然 最 
后 抽出 了 稻 穗 ， | 有 时 只 有 少数 从 
粒 是 充实 的 。 

日 本 线 sa a Aphelenchoides oryzae 的 寄生 所 致 。 这 是 

属于 Aviguilluta 目 iaEiaa 科 的 线虫 。 wR, 7h x bate 

AN, TRUK T MES, ORES, SAR, Ost 
比较 强大 ; 在 基 端 有 一 个 节 球 , 长 达 12 微 米 , MAW /53 食 
道 球 非常 发 达 ， 袜 图 形 。 食 道 球 以 下 的 食道 部 分 渐 欧 扩大 而 与 胃 
ADEA Pain DEWEAL ASAE, 尾部 呈 圆 铁 状 , Fei 39 B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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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 

小 突起 ， Ae NC Pty he et LE. | si 
”上 肉 果 体 长 05 一 0.7 毫 米 , Hoe Be ONE ae : 
> PAPIL EA: 7/10 的 尾部 , (EI EASE, WE 
‘ 为 0.5 毫 米 ; 比 峻 虫 较 短 而 粗 , FEA TESE JviR to — 4 
“交合 金 ( 襄 金 ), 但 有 交合 用 的 突起 。 4 
UE AE rh TAL BL 3 — BE sh Ditylenchus angusius 所 > 

Se ARNIS, EMIS 0.71.23 毫米 ; 袖 0015=-0.022 BR, 
SAO, RMAs y1/7—-1/8, PEAK 8/10 kb, BE 
PARE, ERR S 雄 虫 体 长 0.6 一 1.1 2k,  0.014—-0.019 — 
毫米 。 食 道 占 全 长 1/6 一 1/7s。 尾部 有 交合 人 SiR 
0.17 x 0.01 毫米 | os re 

Hi Acpba (CAREER LARA, LA PUPS | 
FP RITES AG, TAL AUT STR, BOR 
TERY, 线虫 又 侵入 花 器 办 ， 以 语序 潜伏 在 谷 额 中 越 和 Denied 
他 越 条 方式 目前 还 不 知道 。 a 

印度 线虫 有 极 强 的 抗旱 能 力 ， (cP BIBRA, S55 1 
必 于 中 央 , 调 湿 时 印行 开展 而 活动 , 如 果 再 肖 干 爆 又 重新 其 旋 而 停 
GB, IL RITA ARIE, RRR IRIE 

_ 的 万 式 可 以 帮助 它 在 印度 冬季 滤 过 干燥 而 没有 寄主 的 季节 。 TK 
AREA TI AEN, EAE RSS a OME EAA, 
WEIS, BETO, — EL Reib MNS eC, "ETE AR 

> Sq EMC, —A BIBRA Le, Yate aeenoe 本 
ATI PORE, (AAD BE Be BE SE 

， 而 种 子 上 带 的 线虫 是 比较 次 要 的 。 0 ia 

-印度 线虫 的 活动 喜 受 高温， 在 8icc 时 站 活动 中 吉 16-— ‘ 
LOC M26, Hep, AOU RUAN RE RAE 8 VA kg 虽然 水 4 
AO ie 



oy ie sc - tee 本 

4 apres FL HOTT UBER he SEE IB Hp, 
| Sie kia PA Rese ALPE AR AT LL ply BFA, BD 
-ARRETOHRARRMORIENN, uremeKRN 
BAER, "EM RAR MAIER IEE BSE 

FEDER DSP ART OR Pe Di oi 
a UPS 24—48 ANY, 然后 在 48 一 49*C Wok AS 1-2 Fahy 
: 在 52°C TAKE 10 Sh, RIAA, 

“于 存 田 审 发 生 印 度 和 线虫 时 , Tm, TLE SIRS 
AEM, FEE A ise, 在 新 发 生 、 初 发 生 的 小 面积 内 条 取 这 
种 措 施 是 有 效 的 。 

_ 有些 可 以 进行 行 冬 灌 的 水 田 在 收 稻 后 先行 Com, TIN 
条 灌 , 也有 消灭 线虫 的 效果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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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RERE 

a 我 国 杂 谷 病害 概况 

FBR, 谷子 、 高 滩 及 与 之 相近 的 作物 如 委 、 穆 : BR, ea 
PL EAVI ARSC, BELEK, SEMBLE 
HALRB El, He AACE AUP ARBOR. 

” 了 便于 归纳 ; 我 们 将 它们 统称 为 架 谷 。 pees 
玉米 原声 于 中 美洲 , 16 HG th ARE i 1952.48 

计 ， 玉米 播种 面积 移 达 18,800 77TH, PARAS 336 (ZIT, 占 我 国 粮 - 

食 作 物 第 三 位 ， 我 国 玉米 栽培 地 区 几 吉 于 农业 区 的 各 省 。 如 从 黑 。 
给 一 直线 有 达 去 南 ， 所 有 醒 要 玉米 产 区 大 名 集中 在 这 -的 
两 侧 , 其 地 势 大 致 和 500 米 的 等 高 线 相 符合 。 玉 米 的 主要 产 区 分 布 
See eet ee 
HOSTER ARATE, BA MO 
“的 生长 期 条 件 下 , 已 适应 了 环境 条 件 而 产生 了 相 适 应 的 大 量 品种 。 
Wea COMA 150 日 以 上 ， 中 熟 种 成 熟 欧 需 95 38 115 A, 
熟 种 在 85 日 左右 朗 可 成 熟 。 从 全 年 无 霜 的 亚热带 向 北 以 渤 生 长 
期 短 至 80 余 日 的 地 带 均 有 这 一 作物 的 栽培 。 我 国 玉米 有 春 作 和 夏 
作 之 分 。 春 播 在 四 、 五 月 问 播 种 , 多 用 中 区 及 晚熟 品种 , 夏 播 在 夏至 
前 后 播种 ， 多 用 早熟 及 中 品 种 ， 依 各 地 的 气候 及 输 作 情况 而 定 。 

KLIP RED, RE LR REA 
病 (Ustilago zeae), R32 RAI (Sphacelotheca reliana). 干 腐 病 

Ate zeae) 、 大 斑 病 past gil turcicum) 、 /PBE i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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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7 Le ” 
~~ 

a 

@ _ maydis) MERE Physoderma zeaé—maydis) Se, vs) 

BFL 从 小 米 ， 学 各 为 Setaric italica, HRA GH 

ae. 江河 以 北 以 渤 黑 龙 江 苦 有 大 量 种 植 。 为 北方 的 主要 夏季 
作物 及 主要 食粮 之 一 。 8 38 TH BAH 15,000 万 雷 ， 产 量 构 230 亿 
Fr, 其 地 位 仅 灵 于 玉米 。 其 产 于 华北 者 绝 占 公国 总 产量 的 35 多 , 东 
Abt 27 匈 ,西北 占 13%, 华中 占 10 匈 , TUG 出 其 分 布 的 情况 。 谷 

子 前 但 叶 具 有 较 强 的 翻 节 天 发 量 之 能 力 , 故 需 水 较 少 而 能 耕 旱 ; 但 
在 生长 期 内 不 能 受 霸 ， 故 为 旱 作 地 区 的 夏季 作物 。 谷子 的 主要 病 
ALR 白 发 病 (Sclerospora graminicola) Be Ry SA pg (Ustilago . 

cramer?) ) 、 SEO BEI (U romyces setariae-tialicae) SRTmnI (Piricu- : 

laria setariae) RALMTIBS, SAE NIE Wy AA (Panicum 
“miltaceum) KEM (Echinochloa crusgalli) , Zag AK sath: 

SUS, 通常 栽培 较 少 , CECA AST 125 TF 
Wife. PRET BE a BEE OD HEE Ob, RE BR, AIRS 
(Sphacelothecadestruens) FB LW: 意 的 病害 

高 本 在 我 国有 悠久 的 裁 培 历史 ， 有 记 才 的 年 代 至 沁 始 于 第 四 
ThE, ERP RUT RAR PIS 省 。 据 1952 seat, HE 

FUSS ANH 14,091 FH, PAI 2224 (LIT, WMA MAFF. 
:高梁 一 类 的 作物 之 分 类 从 不 一 致 。 我 国 栽培 最 广 者 为 高 深 (Sorg- 
Toum Vulgare), 重 形 紧密 或 略 牙 散 但 不 呈 伞 状 ,从 撕 计 少 。 与 此 相 
近 的 有 芦 委 ， 其 穗 形 与 高 骏 相 似 但 蔗 峰 多 计 ， 栽 培 较 少 。 另 有 各 
FB, PAINE NK, RGIS, ULSTER Sorghum — 
Vulgare Bi, i He HRS BIKES A STEPS A PIT AE CS. vulgare 
Var. Sudanense) 系 蚀 料 作物 ， 其 病害 种 类 与 高 梁 同 。 mie Bh 

于 燥 温 和 阐 气 候 ， 故 为 旱 作 区 的 夏季 作物 。 它 对 于 土壤 的 选择 并 
AF hs, FBI Dai Ar 4 ik 400—600 毫米 的 地 区 栽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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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 - 
二 

划 

较 多 ， 井上 能 生长 在 比较 瑚 汪 uy Ses aA, oS 

要 病害 有 高 梁 Hy 5A Rg (Sphacelothecu cruenia) . Eis ‘ 

GS. sorghi) Ts DER Fs I CS. reliana) PSE BS (Tolypos- ， 

porium chrenbergit) . i FE SHE Ips (Cercospora sorght) 、 高 梁 炭 这 病 ， | 

(Colletotrichum graminicolum)2&, BA, 它 还 有 一些 与 玉米 相同 2 

的 病害 , AACBE (A elminthosporium turcicum), Sd maydis) 

等 

第 二 节 RN 
LEAR IA 3 : ; 

SOK OER MAK, 是 玉米 上 报 重要 的 病害 , AIA 
«SUE, HERA NL MAME, BBE 
OK ER, TR 

© SH LS STE TT AACE PAE SRE ， 
SEEN EAE AE PEDO, PLS RTI ALB ACE EAT OITA, i 

-有 被 侵害 而 形成 瘦 瘤 的 可 能 。 病 部 最 初 复 有 薄膜 ， MACE 

ACHE, CES TH, (ERIE 
CLERK, ACRE, BOOB 
FE FEET 4 FW A WISE He 其 大 小 差异 悬殊 。 一 般 在 时 部 者 较 “ 

= Ars HERA LASEK, SRL AN AS AI O07 I 

HK, KARA 6-4—15 厘米 。 斑 米 果穗 受 考 后 ， 变 为 畸形 。 有 时 果 ， 

穗 上 个 别 或 少数 MERE Re, BB WEEP Me RAR 

实 ; AP REAR SEB (Se Fill SEA BEER IB 花 器 变 成 叶片 “ 

RRALARWABAA FMF. HERS, 不 别 的 雄花 二 

BREIL BFR BG» 5 HAL ATE A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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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RO. 
ee 分 的 低 减 而 导致 间 
RA, SCM SAAMI, GEREN 
- seo china amperes 

\ 
? Sy 

| 



| SEK SUB BE (Usirlago zeae) 的 厚 CLARO RR EEINAR, AE 
a 

i 8_11 BOK, se, KHADR, WARMER Peay ， 

KA, PLEVEN, HOP, WR 
eT ener, os hee 
PK AE TH FARE BBC eS 

全 全 担 孢 子 为 单 核 体 。 wn 4 

F-i RE RI RK, RP UR RA eee, (BA 

ARAL FOF-A THD REFER OBE AL, ABS ASAE Aa ， 
HOF A LOD BAR LE HL LARP BSS TTC OR BRR RUBS 
生长 迅速 , RIAL, TE BOB, 本 , 
子 。 此 外 ， 也 可 能 由 不 同性 别 的 担 孢 子 在 慎 物 体外 先行 千 合 

icnenaiimieniplegigapimitliniecs 
| AIRF ARIE LOR RAR ORME, 
Fi RPO LATE, RAR 
PAR Bc eS Jer eh es HET OI Sahaipltniies oo q 

DIRE BRN AAR, 但 其 数目 很 少 。 

厚 垣 孢子 在 成 熟 后 随时 能 萌发 。 因 此 ， SE, TR 
RITE BERK, ACRE GTR A ER OER, EAL 
Ri LAAT, ANE F Wie TT 
HLT EAS. WE RAL MS ARS 
MALS, CLARITA, LARA FTE 
Se RSE EO PAHOA EC, EP PSM AGL OR Be PUTAS 

Wal, WERE 7 天 至 3 星期 。 而 玉米 的 生长 期 葛 在 85 RA) SE 
150 天 (晚熟 )。 在 温暖 而 温 长 的 夏季 中 ， 净 其 在 春播 玉米 和 夏 播 
玉米 同 见 于 一 个 地 区 的 和 情况 下 , 重复 的 再 侵 染 是 值得 注意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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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 以 渡 过 不 良 环 境 ， 而 于 温度 湿度 适合 时 再 行 萌发 。 例 如 在 室内 
保存 的 标本 能 保持 其 生活 力 达 5 一 ?7 年 。 在 自然 条 件 下 , 落 在 土 中 
和 残余 病 租 纵 中 的 厚 垣 孢子 并 不 是 全 部 同时 萌发 的 ， 一 部 分 由 于 
条 件 不 适合 而 延迟 萌发 ， 或 葛 保 存 着 生活 力 以 越过 冬季 。 
> 玉米 黑 粉 病 苗 在 人 工 培养 基 上 可 以 芽 殖 。 在 自然 情况 下 , 厚 
AATFRERELGR, RHE, WATER ERE 
MATA E IRE ERE Se, A 
为 病 昔 来 源 之 一 。 王 米 黑 粉 病菌 的 厚 垣 孢子 并 不 能 通过 性 冀 的 肠 
骨 而 从 绫 存活 。 因 此 ;用 带菌 的 鲁 料 后 所 得 的 畜 娄 内 并 无 足够 的 
傅 播 菌 源 。 问 题 在 于 襄 大 左 肥 内 的 病 残 物 中 之 孢子 能 利用 帮 肥 中 
的 养分 而 从 事 于 萌发 和 芽 苗 繁殖 。 8 

| ESHA Ate 26—-34°C 为 最 适 ， 最 低 为 8"C， 最 高 为 
36 一 38"C。 在 35°C Wb, HORE > IB Ko i fa Fy wa 

20—26°C 为 最 适 ， 最 高 为 40*C。 入 侵 以 26. 7—35°C Axia, TK 

SPS TOES SOR AF FSET Be BAR EIST A BS 
RWEMRERN REMI, 

WOT AM FL, ZOU PIP He 存活 和 萌发 。 
FESR TD, UES WPA ADE 
BPP Sy Hone LBS, fe 田间 自然 情况 下 ， 
AGE ACHES) 1 一 3 尺 时 开始 。 在 这 以 后 以 至 礁 花 抽穗 的 
任何 阶段 均 能 发 生 绩 发 侵 染 。 侵 染 大 都 在 有 云 多 雾 的 天 气 中 或 多 ， 
露 的 夜间 进行 。 土 壤 过 湿 或 氮肥 过 量 等 因素 往往 导致 植株 徒长 和 
竹 织 和 柔嫩， 因而 请 加 了 侵 桨 的 可 能 性 。 延 长 慎 株 的 生长 期 也 足以 ， 
SINGER BCH, WPS AY ABE ER Ap ay Ae AR STE EA 
fe, PUNE HE SSC ABE, Gildu Tk EAN ae ER HE TE ete Bs 
a 常 能 成 为 入 侵 的 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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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O RERUAVAM NBME, TRINA 
£6, 进行 秋季 翻 耕 , POD AEE OA EAE 
AMEBEX HARA, WARCRY EAT TE 
St. DAPERG AT RT He. EMRE, BE 
MERCER, BARS RMT IT, FORATTAL ， 

| LUA ANUS RE, MRA. 施 “ 
ERY WE oe ARE, FRESE ARS A. 

“DER ORE “AIAG 25 | 
穗 企 长 厚 而 不 易 破 必 者 可 使 穗 部 避免 入 侵 。 成 融 期 号 则 侵 桨 的 时 

“期 较 短 。 通 过 杂交 程序 可 以 获 致 比较 抗 病 的 品种 。 惟 各 地 的 病原 “， 

菌 生理 类 型 不 同 ， 乃 是 抗 病 选 种 下 于 下 各 区 本 全 全 

2: ERARBEAKSEM 

入 黑 穗 病 在 玉米 和 高 粱 上 均 有 上 发生， 但 病菌 的 生理 小 种 不 同 。 

在 玉米 上 , HAE, ZCI 
HW BAERS. PORE BUTE ede eR dk, Bea, ， 
TWD SIT AE, BORA ABU, TK aC 

| ROR EA RASA 10% 8, (IE aS AO 
重 。 cL gaa 

分 变 成 孢子 堆 , WERE ZA. 

| REO BER Ae te Ba, ee ee 
AHA OLIK, BM AERICAWE, HORII 
FE. ME MR MIR T HE, FL OR 
RRA BRA. BUR ELA es, PEIRCE, HE MRR IO 四 
一 180 一 

王 米 的 肉 雁 花序 均 可 受 嘎 。 雄 花 发 病 剧 花 器 变 成 叶 状 ; dese 
EEK, ASP RES, WERKE, REP REE 
EH, RRNA DEKR DZ AMIEL 

a a a ee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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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E MLR, PRD AT “eRetAR” 的 和 i, 有 时 穗 子 只 AH, 
FRI NEMS TET HE, SSNS HBS ATES RIE | 

Si, | Pt 
KA RS FY Kh ae is tal Sphacelotheci 

— reliana BERK, BEATA A, Zen Bee eH HEL 

ye, HAR ALM CEIOK LIDAR ESCA, ALI. 

Wa eA SF WERE BPE, 58 eee, 5 a 9 一 12 

微米 。 萌 发 时 生出 先 甘 革 和 担 孢 子 。 

AFUE ADA FE KS BB. RE SRLS 
SLMS, BITLpwMAN Rs 4 SB eR 

Uh, FORGES, 菌 穆 进入 生长 点 , 随 着 植物 的 生长 发 育 菌 粽 
BERT UE, BUSTER ARH Ls, JARRE 

种 于 玉米 幼苗 的 生长 点 上 ， 亦 可 发 病 。 在 高 BETH BED 5 厘米 
WYO; CE 15 EK EMEA AMD; MII 25 厘米 则 

， 不 再 发 生 侵 桨 。 在 高 梁 的 人 工 接种 试验 中 以 孢子 净 和 土壤 复 善于 

种 子 的 上 方 侵 桨 检 高 达 40 儿 以 上 ,但 若 用 列子 首 和 在 种 子 上 则 极 
DRG, ARR TEN, TARR aL eae 
重要 。 oo a 
WW ee, aA 

acai bi Di SRT, MEL HIRE YH JE 28°C, 在 这 个 
EBB S., BLES DAME R, CELA TY 
males FARE FEA WIE, Pilate 28°C eA, 
if: (EAE DS 25° % ) HN PBL zy 23%, HITE Fak (22 EH 15 % ) ) 

HE AUREL AR 46%, CEPA BBE HE 12 一 16*C 序 开 姑 侵 桨 ; 而 在 
湿 土 内 威 病 的 最 低温 度 为 20"C。 土 壤 干燥 显然 示 易 鹏 发 病害 。 
Lis, HBAS HN LI TTR, SHER RN wee, 
一 182 一 



ae ) | 
ee wan LBA, 
ee eee ee Meee en 
深 和 玉米 炎 黑 重病 的 主要 措施 。 在 发 病 严重 的 地 区 不 宜 过 入 的 囊 ， 
RAE, ULAR MTL RE, CERRO RISD 
WRT IRS DFO, KREMER, BP 
HEEL Bee Se AEE SATA 深 幼 昔 的 发 育 ， 具 
有 减少 侵 交 的 作用 。 欧 剂 拉 种 的 作用 不 大 。 
«8 RHE REA, ‘ 
: SREROIR MOOS ARS, HIRO, Fete, eae “ 
ACA BAA HO) i ERIS Py A BE AE, Bild 1952 年 
Me, FELLATE RAR, PPNATIA 25 DH; 
1953 年 在 河北 傍 阳 县 一 般 损 失 20%, 个 别 达 70-80%; 江苏 的 徐 
州 专区 一 般 乎 均 发 病 率 狗 10 多 ,个 别 有 达 30% 者 。 高 梁 坚 粒 黑 秋 

病 虽 亦 散 见 于 上 列 地 区 ， 但 不 似 散 粒 黑 穗 病 之 严重 。 
和 eon 
et ae ee 期 便 已 受到 侵 ， 
桨 ， 最 后 在 穗 部 发 病 。 病 株 虽然 比较 矮小 ， 但 典型 的 黑 穗 病症 状 
要 到 抽 午 以 后 才 明 确 地 表现 出 来 。 病 穗 的 穗 轴 和 陛 的 分 枝 都 还 完 
好 ， 所 以 穗 形 并 不 象 将 黑 穗 病 那 样 受到 彻底 的 破坏 。 穗 上 的 小 穗 
SRAM, Alt,’ RT EA ER 有 时 可 能 有 一 
BAR BLE RE, | 

er ieee Te a ee 
SABO MOTH, WTHEMOA BA A GME, Be 
BAVA Jet, BP BR DUNG HL, 只 留 下 由 寄主 组 织 所 构成 的 中 柱 。 中 性 
MEADE AMARA, PR Se se, 

RP RSE RO BERIT RAH SHE UNL, 
一 183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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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e woe 17 
i 

放大 ; 2. BEF; 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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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pumetiorm cag (Sphacelotheca’ cruenta) 的 厚 垣 孢子 形成 

FEET EMT ROP, TT 

ABATE RTE GB (Peridium) BE, GRMOMBHRE, 

Se eA RTT eH RAE, AER 

早 便 破裂 了 。 LIPS HRB, HEHE, BORIS 10 微米， 

表面 有 不 明显 的 四 陷 状 网 攻 。 和 孢子 结集 成 不 宅 固 的 长 形 和 集团 ， 但 

HIT, A EMEA BE ATK. WRN A, 

FT AI | FF FTE FEISS, TIO SEN | 

- 面 生 出 灵 生 担 犯 子 
ESTE Fe MN GH LAE RHR SATB, 人 
ee eee » 这 乃 是 传染 的 主要 来 
Vi, RRS, ST RTE OS, AEE 

HLFOEACHE aT AeA ETE ES A SH 未 经 交 配 的 FARA AIBA 

HARRI. ALRITE EMILE. 
PAVE AHR, RGR ee. Fide BL we 
Ro AEP RMR, ESE OP ETAT DEA, 并 成 为 侵 染 菌 、 
We ARIE TAME HI, Ens, EA RENEE, He 
AUIS, ALT aura 重要 。 

SRR ROE EF EEE, 例如 厚 垣 
FFE 12°C 至 36—A0°C 的 温度 间 均 能 萌发 ,而 必 25°C 左右 为 最 
SG, AMOR RMIT. EL, 则 土 温 较 低 , WERT Sh 
TMA, WRATH A, 当 土 万 温度 在 16 一 80*C 之 问 
时 , 散 粒 黑 穗 病 的 侵 染 棕 为 最 高 : ELTA MALI EW 15°C, 最 ， 
高 为 85°C, IRE SRK, MEAS Si SH, 
有 利于 病菌 的 入 侵 。 

ADEA Se ME sani 的 请 次 无 
5 



. SEED, AACE RRA, AVF ORRES ， 

; 1 a 

。 病 为 最 主要 的 防治 环节 。 PERG ARORA HEB A, 
FA RA A A SOPH: OE FE Bh EP ST 

> EWI TEL ERR DY OER, ACR APO A 
Jost ops tejia 6 os 
掩埋 , AIRY, 

1 Se Ch Se Bs A PEA 以 孢子 沾 FRESE, HORA 

(ERT AECN AL AL, ASAT EAS, SE 
03%; 用 有 机 条 制剂 如 赛 力 散 ， 其 用 量 不 宜 超过 03%, .高梁 幼苗 ， 
MPR ER, KOSTAS TE 

药 。 此 外 , AER 1:320 至 1: 800 FEAR, ITER, HTB 

时 播种 , 有 利于 杀菌 而 无 莉 害 。 
ra Denn FP lel Ue LE Bd ee Se, Se EROUDRCT A 

ARR, SEITE, 
B SRNR ‘ | 
er re ee ee 

_ 黑 穗 病 不 同 , 其 区 别 在 于 : (1) PAA IE 
(2) 子 房 变 为 孢子 堆 而 疆 片 极 少 形成 息 子 堆 。(3) 孢 子 堆 外 层 的 包 
裕 是 很 坚实 而 不 易 破 受 的 。 因 此 , ERDAS OE, | 
“也 不 会 让 中 杜 光 光 地 裸露 于 外 。 有 时 包 针 的 顶端 可 能 破碎 但 也 ， 
只 人 露 出 中 柱 的 尖端 。( 介 护 络 不 似 散 粒 黑 德 病 之 变 长 

jar 3S ALR (S'phacelotheca -sorght) 的 孢子 堆 系 形成 于 子 

LN, WFR AAR EROR, Bee ME 

SOI, AEE EH 6, EO 5 一 7 Bok, FeUIEM, (LA BEB 

STAKE BE LUGS TRE TR EE | 

此 病 的 侵 染 循环 与 散 粒 黑 重病 相 类 似 。 其 防治 兴 生 可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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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高 梁 坚 粒 黑 穗 病 : 

L4G; 2. A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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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 材料 。 

内 

ARS, 故 为 嘎 并 不 严重 。 病 穗 上 通常 有 5 6 个 小 积 形 成 长 形 灰 

” 度 可 达 2 一 3 厘米 ， 突 出 于 护 颖 之 外 如 角 状 。 病 原 菌 为 To1ypos- ， 

坚 粒 时 德 病 菌 也 有 生理 分 化 现象。 em a 的 vi ite mz 
falc. 

fe Face RAN NRA 

BLA Re RE ‘tog Pe a 
Sanh fEAE AL, Heat, HU TL Ik EMMA BCH, 但 

SEY NAP BR EWG> BOR RL, Hb EAE READ eet 
于 东北 。 % oa 

co RRA PLU, wk ee 4 

白色 苞 子 堆 , 最 多 时 有 20-80 +, FHT, BOS, 最 大 者 长 ， 

porium ehrenbergii, SESE HF 5/- FE MNO HES FOF EE ， 
BUs, FMT ER, WEEP OPE, Ae 
ORME, LTR UK, HRT, FST, MB ， 
Hi, EK 9 一 12 BOK, Fe AAMT eR. sine 
ELS, 可 以 存活 达 5 Ee, Wi RUA A 
Bh AC RIBS TB ERIE 28—33°C, 最 低 为 10—13°6, 最 高 为 39°C, 

高 梁 花 黑 穗 病 仅 发 生 于 东北 , 系 由 Ustilago kenjiana BERR : 

St, LRA MADER, TESTE, AR 
神色 膜 , i oF HES A. ce 
7.6 BOK, BABI, : 

Sin eM OEIC Aras. Ey 
PREBLE, (YRS MIME SEIS, 

5. RH Bea (RSM) ath 
—188— 



so 19. A: 
1.9508; 2. 病 粒 放 大 ; 8. P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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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 袜 黑 重病 是 小 米 上 是 香 要 的 病害 之 一 ， 在 我 国 主要 产 区 都 “ 
有 发 生 。 庆 以 河北 :山东 、 河 南 : 山 西 的 南部 及 陕西 的 北部 为 最 多 。 

此 病 亦 为 幼苗 侵 桨 型 的 系 芍 性 病害 。 在 穗 部 发 病 ， 芍 抽穗 以 
前 夫 无 明显 的 症状 。 有 些 品种 的 病 株 略为 矮小 ， 但 在 未 抽 重 以 前 
很 难 根 高 植株 的 高 矮 来 确定 其 是 否 病 株 。 病 苗 在 子 房 内 形成 厚 十 ， 
驳 子 。 这 种 孢子 堆 乃 是 包 藏 于 子 房 壁 内 的 ， 颖 片 并 不 受 病 。 故 在 ， 

” 息 子 维 形成 的 初期 , 其 外 部 由 子 房 壁 和 完好 的 额 片 所 掩护 ; 从 外 玫 
看 来 , 与 膨大 的 籽粒 似 鞠 明 显 的 区 别 , 穗 形 也 并 未 大 受 破坏 。 所 以 

， 状 的 厚 垣 孢子 。 有 时 它 在 田间 井 不 容易 破裂， 而 系 于 收割 后 脱粒 

SUB, RY 8 一 11 BOK, Th, WRG, SERA 
RAUNT, DOP LMF TAA EE 
PORE BBA RET REPRE APIL/E TE 7758 10 年 以 上 。 因 此 ， 沾 附 在 种 子 ， 
外 玫 的 孢子 便 很 容易 地 在 仓 产 里 越冬 。 它们 在 小 米 播种 后 萌发 和 
SA, STREAMS, IRR KBR 
RW, CE FRM ERD, 它 可 以 休 限 越冬 , 至 少 能 保持 其 生活 力 到 “ 

、 第 二 年 的 播种 期 。 虽然 具有 这 种 可 能 性 ， 但 土壤 传染 交 不 如 种 子 

因此 ， PAPA FR TL ST AZ ASIA SA, FRG PSHE, 病 

AURORE, BARD ALR LADO A OAR 
显现 较 省 的 称 色 。 病 穗 的 颖 片 渐 转 变 为 白色 。 子 房 壁 渐 呈 白色 膜 “， 

。 病 穗 在 初期 井 非 十 分 显著 。 但 随 着 病 势 的 发 展 ， 症 状 浙 可 大 让。 ， 
_ 病 重大 都 系 全 部 籽粒 发 病 。 有 时 虽 有 一 部 分 小 各 幸 锡 ， 但 病 穗 的 
大 部 分 种 子 已 转变 为 孢子 堆 , ROT SAO RE, 

We se as 十， 

pee Fa 

状 , 相当 坚固 而 且 较 一 般 籽 粒 为 略 大 。 最 后 , ORT 

时 被 击 碎 。 黑 粉 散 出 后 , HAR RIP HT, 

| REL RA (Ustilago crameri) RW EHR RE 不 规 

带菌 之 重要 。 
一 190 一 



， 图 20， aR: 

1. 病征 ;2. 病 粒 放大 ; 3. IF 
19 一 

Sa 



后 , 随同 发 育 。 最 后 达到 子 房 , HERAT, Use 

播种 时 的 土壤 温度 高 而 温度 低 者 ， 发 病 较 重 5 一 般 春 小 米 之 早 播 

BRIBE, BEALE RA, OF Hi RSE 

, 

De HACER RAE Bi GAD TR A ail. ae 

: 
狗 在 24°C 左右 。 

PELLET ABIES, BORED | 
PANERA, MIEN URES RCS A, 
POM ASAE MINE, ERA AER RI 
RAFF, SE SDT HE EE I ， 

! 另行 TRL, WARE TEI _ LW. 

种 子 可 用 赛 力 散 (为 种 子 重量 的 0.2%) 拌 种 。 sen EI | 

《0.2 一 0.3%) 虽 同样 有 效 ， 但 为 了 节 狗 铀 的 消耗 WAAR 
| AE 此 外 ,用 1:300 的 福 尔 需 林 溶液 淄 种 二 小 时 亦 属 有 效 ,在 赛 力 

tts El WORE ARE ， : 
抗 病 选 种 工作 在 我 国 开始 得 很 早 。 EORTC A 

ARMRSE: 1) PARSER, HGS 
HIROMI OA; ARIE 
行 , ANB SUSI TSE Wes (3) HR AAA ET A, BA 
内 选 种 可 以 提高 原 有 品种 的 抗 病 性 。 Sag ae 

附 : AE eae skeen 
” 夭 黑 穗 病 在 东北 、 华 北 及 西北 此 有 发 生 。 其 病原 菌 为 Spa- ， 

celotheca destruens, LOE OREM, TS, A 

#84) 7 一 10 BK, ERAT ASA, Wi Ra 
子 。 担 孢子 萌发 后 以 侵 染 长 入 侵 幼 苗 。 最 后 在 生 部 发 病 。 其 症状， 
与 高 梁 竹 黑 穗 病 相 类 伺 。 全 穗 变 成 孢子 堆 ， 外 复 以 膜 状 名 被 。 犯 ， 
FHA ES, BILE, 露出 入 状 的 残余 维 管束 租 币 。 侵 染 循环 与 ， 
—192— ! oa 



和 | 5A Pee 
AE, 6. HEEB ES 
‘i a RRM DRE CRLEA REMC eeOReRCRTRTTEEE. 这 些 
TED, FOR SEEN, OAR LRH aha 
6S, VLShREB ULNA ERT ERR 
RU, AUK PE AS el, RAW APOE 
RRMA, PRE, LD Aen res BS 
. 的 主要 环节 。 国 癌 去 除 黑 德 或 病 并 可 以 减少 孢子 的 散 共 和 全 对 
对 于 入 黑 穗 应 抓紧 抽穗 期 的 观察 ， 于 黑 穗 初出 而 未 破 下 时 卢 二 或 
ee ene, Kom 

“SSR. sacha. SOE BA ES 
BRUM E, BUMS ABI FTE 
做 桨 来 源 。 保 持 播种 材料 的 清 砍 无 病 乃 是 防治 的 主要 环节 ， 布 置 
留 种 地 为 获得 无 病 种 子 之 途径 》 留 种 地 所 用 的 种 子 最 好 是 来 自重 
. 选取 无 病 的 种 子 不 仅 能 供给 不 带菌 的 种 子 ， 工 旦 由 于 所 选 为 : 
充 病 或 抗 病 的 个 休 ， 所 以 连续 地 种 选 以 充 繁殖 之 用 是 具有 提高 可 
称 抗 病 力 的 作用 的 。 抽 穗 期 间 还 须 在 留 种 地 内 勤 检 查 ， EEL, 
PST EWI, BB TT BLE I ETA RAL 
PVG, FEAT, 5 T RAE AT BLP, ZESTRIL 
应 许可 的 条 件 TN, es BRAN A F-28 FRE TPE Rh, LU, Ze 
TERT, BAUM MEARE A, SR HIE 
FP, RRA FERN Fi, GET LOR RMR Ee 
BAY, 划 必 须 拌 种 。 EVE FARSI BURR, Hei ge 
的 分 量 须 注 意 控制 (0.3 多 )。 拉 种 须 在 拌 种 器 内 进行 ,并 须 充 分 转 
助 , 忆 来 涂 布 均 匀 。 转动 时 又 不 宜 太 快 , 以 免 由 于 离心 力 的 作用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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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e 

使 种 子 贴 险 于 拌 种 器 上 ， 反而 不 能 #F SJ. 

HUBER AIRE AEE, 以 防 高 5 A RN RIOR | 

ABLE. HTB RIK 1-2 年 。 最 好 用 豆 科 
Ves ERATED. 

— EKER, 1 tnt a BS PRO 的 

治本 方法 。 i 

RSH, ARABIA 

票 白 发 病 (谷子 白 发 病 ) 是 我 国 谷子 上 最 严重 的 病害 . 和 国王 
要 谷子 产 区 均 有 此 病 , 据 估 计 山 东 、 河 北 、 河 南 .山西 、 陕 西 、 湖 北 、 

“甘肃 .江苏 内 壹 及 东北 等 省 区 解放 前 每 年 因此 病 而 受 的 损 习 平均 ep 

38 111Z 5 FE, the 于 各 年 气候 及 办 作 条 件 不 同 ,各 地 发 病床 
RRP BEE ti AED. 

 RARAMER HU Agi ER ca 他 天 在册 
” 叫 发 展 的 各 阶段 ,症状 的 才 现 也 不 同 。 因此， 对 于 这 个 病害 , 常 根 ， 
据 不 同 阶段 之 病状 而 命名 , AE” “ER”, 枪杆 “aR Lael 
BPEL ER. i 

幼 菠 在 出 土 以 前 可 能 严重 发 病 。 根 精 、 renee’ 
CHITA. TELM AS, RAI 
发 育 时 ; HS BT IBB SE LH BE SRS, 导致 田 弄 仙 株 并 影响 产 

io 

AR, GARB, Fu 28 “HTP, q 
rr Re BCS MAEM, MA BERR ETE RCE, MAE 
HR, AURIS, HAUT TH RA IK i EB 
EHR AR DAY”, RTE” NORE TART PA E 

eet a 
还 





e Bred 

HE RCH TR, BUR 
”有 时 在 植株 将 近 抽 穗 的 阶段 , 下 部 叶片 症状 虽 不 其 明显 ; Tt 

- 时 显现 白色 , RRIF, BER EO 
在 这 以 后 , 白 尖 渐 转 变 为 褐色 。 有 些 植株 渐 致 枯死 , 直立 而 不 能 抽 ， 
A, TEAR, OAT BOA, TNR, 
AKER PDE BE, BPI Ie Hee A, it 
BE BR”, SON EEE PFO EE,” 故 在 防 
治 措施 中 如 推行 拔除 病 穆 , 须 在 这 一 阶段 之 前 举行 ， 也 就 是 在 ies 

LER, WTA RK Ale 7-10 Be BR 
状 ， 卉 散落 孢子 。 故 拔 病 株 工 作 须 及 时 进行 » ARAFAT 
播 。 

REE AA Shi, CLARA ARNT, AUBURN 
; 状 “ih Bb, 长 短 不 一 , HB, URAL RIE, A 
MTR LEACE EPRI, ere a ae 
子 。 有 时 局 部 幸免 井 仍 千 种 子 。 农 村 中 称 这 一 阶段 的 病状 为 “ 谷 
1 BRE", RAAT LEHR RM, BR 
“ety”. ae 0 

an 菌 及 其 生物 学 特性 325 BORE Sclerospora graminic- “ 

‘ola RnR. ‘t EAI AOFM | 
M1 ZED SBE EE MEL NOD ARE BSE AIO 
HH 5 Ae HOFER IA SA AR RHE, OL PIL 
出 外 部 。 一 个 气孔 生出 一 支 至 数 支 不 等 。 分 生 克 子 梗 辣 妈 而 于 项 
部 最 肥 处 有 粗 短 的 分 枝 2 一 3 个 , RBA ETOP AT 
LNA, TOT WER A LOB, ANE 
SLD ERT HL, DETR IES 85—310 x 16—28 
Ke SEF MCE OIE, 顶端 有 乳 状 突起 , 6G, OM, 

» 



| BH 18.8-24.7« 11.417. BK, We Sh HO HH, RHI 
FRB, CEP ae He Ee, fea ERY 15 一 40 ,分 钙 后 ， 
EEE, HIE, PPAR AE. 
AEH SRIF, — WEE A EE Pac Manse, 

. MF eRe” wees ve TA, PIRI MARA ATA DTT 
i Waa FEATS SILANOL LIONS, MRE 
REAR, MUSE OPT. SPEER. Sh 
二 的 大 部 分 和 藏 卵 器 壁 紧密 速 接 。 孢 子 内 部 黄色 ， 外 垣 亦 褐色。 

| RFF ARH 29.9 一 41.9 BOK, WERE SESE, 
ATRL, SNH RAO Phe Er 

TERRES, SPHOPARIR ARATE Ts 35 个 月 ;在 田间 条 件 下 ，， 
BOWE 3 个 月 。 因 此 ， 附 着 在 种 子 外 面 的 卵 列 子 固 可 乌 越 
Ss 留 在 田间 的 卵 和 子 也 可 以 越 么 。 随 同 病 棚 入 挫 入 肥料 固 能 使 
IDS, 世 至 在 性 冀 食 用 带菌 的 馈 料 后 ; SPOT te oy CRE 

| 的 肠 骨 而 不 至 公 部 死亡 。 在 农业 技术 操作 过 程 中 ， PRISE 
ASST OA: (1) AMAR, DSP 
£3 (2) Ke GAT RSs HG TRU BOP I TFIRA eth: (3) 
FETE Pe A HEN; (4) Fa A CERES, Lazy 
岳 肥 带 苗 ;〈5) 病 株 与 健 株 混 在 一 起 收割 和 脱粒 ,以致 孵 苞 子 江 效 
FRAME AM, BEEN, 在 以 上 这 些 传染 途径 中 , 以 (1) (2) m5 
项 记 导 和 致 的 土壤 传染 为 最 重要 。 例如 以 孵 孢 子 接种 于 种 子 外 部 ， 
《发病 率 为 3.8 一 129%; VIDHAN LIB HEF Ey NG 
病 达 34.8 多 ;在 使 用 合 凋 说 肥 的 试验 中 ; 发 病 率 为 9.5 驳 。 

侵 桨 发 生 于 幼苗 时 期 。 当 谷 种 萌芽 时 ， 种 子 上 或 附近 土壤 内 
HPF IRIE WE, SAUER IIZER, ELI 
HEF MMRAL, NS RARE, ei) 

hi —197— 



POIRABUEA LIC, BETES TeAN COR, BURA 
“ 叶 部 和 花序 , SBot PSE MCAS, BUNBEEDI, ASRNIE ETE 

DEES RRL, HES Ee LS eS, 

W 

2 厘米 以 下 时 威 染 最 多 。 长 达 2.5 一 3.0 厘米 则 感染 大 为 减 步 。 3 

— ALBEE, nests ;期 进行 的 , HEIR GDR ew SAM 
BR, RR Nas | , 

人 FRM AALS HOT 

REBT, DRE RY ORT RARER. TEP IME 

PH EEE, FAT RIOT, Ocoee yee, 但 其 怀 

者 不 能 发 展 为 白 发 病 的 典型 症 ik, USEF BAF LS RUE 

RATER RAE, EARERT, RA RAEI 

| BERRY, 
| BRSMIRAWKR Les Ret SB ION fe 2%,» 4 

WA PA BP A | 
HE yA 1935 年 研究 ,播种 以 后 以 所 5 幼苗 出 土 时 之 士 壤 温 度 

湿度 与 粟 白 发 病 侵 染 率 之 关系 如 下 : | 

sie 
ARS 

nae ene (BRAK 40%) (80%) 
7S ? | 
PALO 12. 50. 16.1% 5% 26.9% 

1. 20°18—21°)0. 35.2 AGS»). 1st hai aan 
28° eevee )C. BAG het ~ 0.4% 

"fg EAR ER I RISE A 
外 , 温度 也 影响 土壤 水 分 的 蒸发 。 反 过 来 , RAN I 

染 以 及 后 来 的 发 病 率 有 违 带 的 关系 。 土壤 温度 为 20°C KHER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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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60 区 时 侵 桨 为 最 多 。 上 上 壤 过 潮 旭 氧气 缺乏 , Bi OFM, | 
CERES, SER bee Tee, 

HAW NTE 5 EA, TI SSE SOO 
BATH, — NAGAI, 土 温 较 高 ， 并 且 获得 雨水 较 多 ; 发 病 
AEE BD, ANA MEL ROTH KMD AT IR, 
但 播种 过 退 旭 影响 产量 , 放 在 实际 应 用 时 ， 剧 整 播种 期 一 事 并 不 科 
草 ) OAT ih UR AEE RT ELE, MP 
| 此外, MOE SRSA, HRN, A 
RHE, REPL aE. 

| * SRRMETHOLST AMY | fl 1876-4 BE i 
- (Saccardo) FE MRL FIER CSetaria verticilata) bre Br FAX ee 

后 ， 其 他 学 者 又 在 另 一 些 架 草 上 找到 同样 病害 ， 例 如 青 狗 尾 草 
(Setaria viridis) 4 ¥aj2% (8. glauca) LA 及 同属 的 S. magna,A 
- 尾 草 属 的 Pennisetum typhoidum 等 。 RR 发 病 苗 除 侵 桨 谷 | i 

子 外 ; 砷 能 侵 染 玉米 、 和 和 青 狗 尾 草 。 惟 玉米 感染 轻微 , ERLE 
能 发 病 得 只 产生 少量 的 卵 孢 子 。 在 青 狗 尾 草 上 有 时 发 病 较 重 。 用 
青 狗 尾 草 上 的 病 音 接种 于 谷子 上 也 有 少量 感染 。 惟 用 不 同 来 源 的 ，， 
病菌 接 种 于 不 同 的 寄主 品种 上 发 病 多 宅 并 不 一 致 。 显 示 病 原 茵 有 ， 
水 辣 的 生理 水 条 ， 示 同 的 寄主 品种 之 杭 病 力 亦 有 差异 。 A 

谷子 品种 问 对 于 此 病 的 抗 病 力 颇 有 不 同 。 在 抗 病 选 种 工作 
中 ; 接种 的 方法 很 重要 , 进行 大 规模 的 品种 抗 病 性 测验 可 条 用 干 苞 
子 状 种 法 ， 因 为 此 法 比较 简便 。 但 此 法 所 获 的 发 病 率 不 高 。 作 为 
初 此 渔 汰 的 尽 记 ， 可 将 发 病 较 重 的 材料 予以 别 除 。 进 一 步 作 精确 
的 测定 时 ) 则 须 用 复 盖 病 二 法 接种 。 其 法 系 于 上 一 年 洒 焦 大 量 病 
PIPE SE, SATII ISP RDA EHR LA ak, fhe SEE Bit 

的 种 子 上 。 
1099- 



已 往 国内 选 出 的 品种 “济南 8 号 " “南京 12 BRE 
| 抗 病 力 强 ; 但 “金平 谷 ”的 区 域 适应 性 不 大 。 华 北 青 成 的 “Hea” 
HELLER RR, “Ol 谷 ” 能 抗 白 发 病 。 

RA LANA wit ete Tt ae 
ee ae onl ee 为 主要 环节 : BABA, 首先 要 技 
除 病 株 。 在 “ 白 尖 ” 阶段 较 易 喜 别 病 株 , RE“ ae Ba 
1 UE 10 天 叶片 变 褐 并 散落 卵 孢 子 。 故 宣 抓紧 这 一 阶段 的 症状 进 
TRIBE, 并 将 其 深 埋 或 焚毁 。(2) HEATER, 要 保证 娄 肥 
Ri ROHS. REE Tt ALA IE, (BHT, SAFE 
AE AES 2-3 年 , 故 在 发 病 严重 谷 田 ; 宣 考 虑 输 作 , 例 

”如 谷子 与 高 梁 输 作 ， 输 作 一 年 者 病 株 百分率 由 38.3 RUBS 3.7%, 
二 年 者 降 至 2.0% , 三 年 者 降 至 0.5%, 
APM ERMA ASE, <A 
MRAMARRPRBA- EEN, BRAM LS 
全 SLAM NEP RETR 

1 

. ee 
ms REO 

ERIE OAT FANE PHAM ISN OT, TEI 
peed ae Pee a: ee oe 
RINNE, RATS CAR 
Ve IK. x “ 

1. EXER ai Fk on 
EAS SEB Fi, ahs : 

(Gibberellazeae), 另 一 为 G. fujikuroi. 前 者 除 为 SEF AE RAL, 还 

al ei di ia Fem 
直人 一 



"op ths, & ¢ 

> 4 a 5 
a | 

/ 

ate eRe 的 村 料 ; EGIL. wieder : 
Shei, BRE OE, 

” FORTS ANT EO PIE RICE MHI AAT, DUR 

腐 症 而 沦 , Hee F ALBIN RBI (G. zeae) A BEIT BERS AL mh 
PAGE, HRM TSE, ANREP RAR MMBS BE, 
AUR ARIE, FERRER ACI AURA 

fal, Mm ABER, 雨水 较 多 , WESABE, Seda @. fu- 

hu 侵害 所 和 致 者 旭 以 个 别 籽 粒 腐烂 为 其 特征 ， 请 请 之 粒 腐 。 前 

— 后 着 多 让 温 全 相生 和 村 

区 。 
受 病 的 果穗 内 部 常 有 苗 粹 。 ATE REE RDA IH 

A, TAMRAC RIE, TEIORIDRLLUE, rh 
AUGERRAN— ik, AM OEHAL, NN ORAL H A 
aR; IPR A BA C6, WR, NAS BAS Hea ist BE by, 有 时 种 子 内 部 虽 有 ， 

南 炎 而 外 部 卉 不 表现 症状 ， HE TAR i baie ILA, 渐 能 | 

FE UR AL Ba 

Ja FAS NORPRO AEE, i SB 枯 。 iy i at ¥ 

G. zeae 者 ; 大 都 发 生 于 幼苗 HE 前 或 HE 后 的 1 一 3 个 叶片 时 

期 ， SARE PY AEE 腐烂 。 昔 枯 之 导 产 于 9. 入 

者 , BAR HBAS LE, HARASS, 

DEPP RS BE SBS, 致使 植株 早熟 或 折 扬 。 EMR 

AIDE HBS SRA 66k BS, FMEA CARN ET, Jad 

者 能 产生 黑色 粒状 的 了 予 训 沉 。 蔡 腐 也 发 生 于 董 基部 分 和 蔓延 至 根 

部 , 以致 植株 倒伏 。 

蕊 上 两 种 病 苦 的 生活 史 颇 相 类 似 ， SH RE VLA bis 

和 腐生 。 PRR ET EAE 初 侵 桨 来 月 土 壤 或 带 商 种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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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CSM BALMER, ， 
人 
REL, Re, WFR, MARA 
is mapas eae ie a 28) Ae 
VORA TET DE, RATE 

徐 的 腐烂 ， 从 而 减少 病原 昔 的 数量 。 发 病 较 重 的 玉米 地 可 考虑 输 
作 。 其余 参考 小 麦 亦 老病 一 节 的 材料 。 feet 

2. ER FB ee 
— HOK-F II (Diplodia spp. ) Heth lO CARS 

致 。 已 往 在 美国 及 南非 为 玉米 上 的 严重 病 书 ， 此 外 ， 并 分 布 于 日 
本 、 阿 根 延 \ 巴 西 、 新 南 威尔士 . 索 局 里 兰 \ 性 尼 亚 、 南 罗 得 西亚 、. 苏 ， 
REE, 在 国际 检疫 上 为 重要 病害 。 我 国 辽 宁 、 云 南 、 贵州 等 省 较 ， 
多 , 并 在 广东 、 山 西 \ 湖 北 、 四 川 分 别 发 现 。 为 对 内 检疫 对 象 之 一 。 

”王府 病 以 在 果穗 和 董 部 的 症状 为 最 明显 ， 此 病 虽 可 导致 妃 a 

ATE, MEAT BAS. | os 
ANTAEET-, BADAOReNRN Rae 

片 均 腐 。 病 害 常 系 从 穗 的 基部 向 上 端 发 展 。 交 粒 问 有 头 白 色 苗条， 
体 , AE GEIL, BAAR, MAME, 病 部 有 ， 
黑色 粒状 体 , 为 分 生 孢 子 器 ,分 布 于 苞 片 、 交 粒 及 护 颖 等 不 A 
LS, AP USER. RSS 
PSE STARR AG HEME, HIS ECTS, 与 于 腐 病 不 
同 。 ch 
，， 董 部 干 腐 发 生 较 退 ， FARMER, NR | 
SULTON, OER RIE A SUE EES 
部 及 节 间 。 He SU ee, Kl AAA 
CO LGE, PEAR RR HHT DAR, 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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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RA RTE, RRM, 
REARS : 

Ay Diplodia zeae #630°F (NH Wat, 广东 、 mai ea 
PAB, SAFARI, 埋 生 , LOE, BFE ， 
FRM BRR, BE, A, 尺度 15-83 x3—7 微米 

(BAX 5.5 BOR), 
| Diplodia macrospora 在 广 #2 四川、 HRA Hee Re ; 

Bi, APRN AE FA WEA, RE 35.02—95 x 4.9418 HK 
(678x618), “EMKIEHI D. zene HES. — ALA HS 

“个 ; 地 有 一 或 三 隔膜 甚至 无 隔膜 的 。 
: | Physalospora zeicola(D. plodia frumenti) ARE TEES, 我 ， 

国 所 见 分 本 孢 子 世 代 的 孢子 为 深 褐色 ， 袜 轩 形 。 一 般 有 一 隔膜 或 
无 隔膜 。 尺 优 19 一 31x 11—15 微米 (25.3x 13.3 BOK), ACA 
的 子 训 世代 的 子 考 壳 黑 色 , LOE, AS, FRAREN 

iG, WAFRIOT 8 枚 ， 作 双 行 排 烈 。 子 变 孢 子 痪 图形 ,无 色 ， 单 
FA, 20-23 x 8—9 BK, : A ia : 
-— Physalospora zeicola St MER MMA, SRE 
“有 长 形 裂口 , GORA, 分 生 孢 子 器 隆起 , 成 堆 聚 生 , 不 伺 其 
他 两 种 的 孢子 器 分 散 着 生 》 这 种 病菌 所 致 的 果穗 干 腐 产 重 时 全 入 

BEL, 病 粒 黑色 , 常 复 有 深 褐 至 黑色 菌 煌 体 。 
Di zeae 以 苗 糙 及 分 生 孢 子 器 在 病 瑟 物 上 越冬 。 如 寄主 死亡 

较 早 则 当年 秋季 印 产 生 分 生 孢 子 器 ， 一 般 柔 在 来 年 春季 或 夏季 才 
Pe, WHET EAT RRR TESTES. WRITE 
MATRA ARLE, FEELERS AEM, 

IE ANS ROE) COHEN EK aR 
A He Moun ea 吏 如 王 米 叶 戎 内 如 有 臣子 落 ， RHR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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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 Fo 

| i a, 
REHM, CAKE ESSASEMRA MD, 病菌 还 可 经 、 
MAE, BLA A, SRR Ae er 
FHA, LTA ARIE AST PR, TER 
SORBENT e, PAAR OAR NS Te fete EE 

| D.zcae 生长 的 最 适宜 温度 为 28—30°C (BAK 10—-15°C), 分 

生 犯 子 器 须 明 收 水 分 才能 放出 孢子 。: 列 子 经 由 气流 传播 ， 大 和 致 可 

达 960 米 之 远 。 一 般 久 有 雨水 为 发 病 的 重要 条 件 。 Flin 8,9 A 
ZOUK, ATPASE PARR RRR 
eA, BHRE PA SEN ODL CAH FPR A WORDS 

FERRI EME PULA: (—) BAe, 彻底 搜 华 iS 
病 残 物 井 子 集 中 销毁 ， (二 ) 发 病 严 重 的 玉米 地 须 输 作 2 一 3 年 5 = 

(=) BRIO. PES AR RS, 但 并 不 能 防止 成 
a a 

第 五 节 ME 

1. 玉昌 和 邓 神 班 病 
ee ae 

EAP ALT, WR AE, MTP TEA 
HOTA KR EA IA HS, PRT OL, 此 病 的 病 
FI oa AE ARE, PEI APS 
SASH, CS, MKT bE eH 

色 小 点 , 浙 变 为 神色 或 此 褐色 形状 不 定 的 病 班 , MEP LE 
米 , 归并 合成 长 方块 状 ;以 在 叶片 及 叶鞘 交界 处 为 最 多 。 病 班 发 生 
于 寻 脉 及 主 脉 附近 者 常 较 大 ， 直 径 移 5 毫米 。 市 附近 的 时 和 入 
一 204 一 、 



ARMIES, Ae TORNEEMCINNE, eae eH BPR 

%, DRAGER, sh F OMIA, LIBEL A 
PB TREE PK, REELS OT A, RAB 
折断 。 ，， ie 

a a 病原 菌 Physoderma zene-maydis 为 一 种 葛 菌 ; 未 古 生 苗 网 。 ， 

无 具体 的 菌 糙 ， 系 以 营养 体 寄生 于 寄主 细胞 内 。 营 养 体 为 一 组 无 
和 色 肛 大 的 营养 彰 胞 , 由 分 歧 的 类 状 物 将 其 互相 联系 , eb SUA 
“ 帮 用 的 条 胞 体系 。 每 一 寄主 逢 胞 内 有 营养 体 网 胞 一 个 至 数 个 。 除 

LISA IR HS ABIDE Me, Fee SEEM, 扩大 其 体系 。，“ 
二 病原菌 的 营养 体 成 熟 时 , MOAT. see ASHEN ES, 成 
IRIE, BBE, MII. A 18-24 x 20-30 Ht 

米 。 RAR, TERE, ARITA, SE, hile 
cont 20—30 枚 。 游 动物 子 为 风 状 ; 直径 鹊 为 57X3 一 和 微米。 
区， 

”休眠 孢子 囊 能 抵抗 不 良 环 境 , 能 耐 O—10°C 的 低温 ， 在 土壤 内 
ee eal niermenueniiKEns keh 
| RCI, “CLES A ASE, BE 
PUTO BE, SWINE NEA 20H SE FART BH Bev HE 
28—29°C, BARNA 23°C, MEKPRAMRON TT, mA 

PRB, HERES EBSA 12—48 小 时 , OME MNT SR, HE 

BAS, WAANFRDOT OARS, ieee 
| BE LUE, 蒜 毛 收缩 , Wi ERR, Br IL A, 但 也 能 直接 、 

” 禾 破 表皮 而 大 途 。 侵 入 以 后 , 在 寄主 的 细胞 内 形成 膨大 的 营养 体 ， 
FARR HE BSE EN, 形成 营养 站 胞 的 体系 * 最 后 
FE KMRL, 完成 其 生活 哆 。 

病 画 的 活动 需要 雨水 和 高 湿度 ， 并 且 需 要 23°C LA | 38 3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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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温度 , SORA ARPT NR, Ae, ALT 
RS RE, AKER, ES SER, 高 燥 地 
DORE, TEMES ohh, EER, ORR 

， 发 生 。 在 一 般 的 情况 下 , DORA RE Fe BER ROTTS, CHE 
现 于 玉米 生长 的 中 期 或 后 期 。 田 间 排 水 不 良 者 ， are ne 

FAR, 
| Lh ROTATE aE ESRI HOP REA, 因此 在 防治 

”上 应 注意 士 亡 传染 问题 。 体 眼 孢子 训 能 在 土壤 中 保持 第 活力 达 ' 
1 一 2 年, 故 在 王 米 速 作 地 内 ， 常 因 休 限 孢子 囊 随 同 残余 病 钥 纺 在 ， 
LARHRAMRARS HAA, ATES, 玉米 地 进行 TR 

AEM AL, APR. 发 

7 

RAM IKMAUTER, UML RR, CREA 
ASEH, MARR, TUS, BURA 
nhisetmltatimentiiepigislaictel i: 
TERE, 专 免 原 肥 受 其 沾染 。 包 用 带菌 感 肥 HEF RR, ve ae 

SIAN. 255 RA SOAS I CAN, 在 低 湿 

地 带 是 必要 的 。 选 育 抗 病 品 种 固 为 基本 防治 途径 ， AARNE | 

。 病 品 种 可 和 推广。 从 有 待 于 研究 和 选 青 工作 的 开展 。 
2. LRAARM (ERE ERAEM) - 
RAST, Me EERE, | 
CACO ACI, CLIO, an 
年 发 生 情况 轻重 不 一 ， 故 损失 脊 难 估计 。 

病 班 发 生 在 叶片 上 。 有 时 也 能 延伸 到 叶鞘 上 。 最 初出 现时 星 
KER, MEHR OE RE. EAT ROR, 
边 统 褐色 ， 有 时 发 展 为 不 规则 的 长 条 状 。 在 温暖 潮湿 的 气候 条 件 “ 导 
下 ， 病 班 上 产生 分 生 孢 子 模 及 分 生 苞 子 。 尤 以 时 的 背面 为 多 。 作 、 四 
—206— , | ee 



re ie 
* 人 

ies, BOLIRURES, 
AER SOBER, ME, UBS ASE, ne 

Srp, HEARTS, DRT RBS, aH HEF ISIE SIL 
ae 但 比较 少见 。 _ 

eR a PES ES Hilititthon pisrilies turcicun, ~4EAeKTE 

| 病 班 内 部 扩展 到 成 熟 阶段 时 ， 即 生出 分 生 孢 子 醒 , 每 从 2 一 6 He, LAI ， 
PSHE Z Hh ST E48 FA BE 4, 有 隔膜 2 一 4 处 ， 醒 的 尺度 约 为 150— 
250 x7—9 微米 ， CRSA ARP ASI Hs AK, PATS AVE IR, 

SERB ESE, — fH 45—132 x 15—25 BOK, HWE 3—8 Ae, Ha 
于 的 形状 大 直 棒状 ， 有 时 稍微 次 曲 Hp AE, 两 出 多 BEC, 由 顶端 萌 ， Re | 

”这 种 病菌 除 侵 嘎 王 米 外 ， 还 能 侵害 高 粱 和 苏丹 草 。 但 在 不 同 
fn 上 所 得 测 的 背 种 世 政 病 力 党 有 关 异 。 例如 苏丹 草 上 的 条 班 病 

“ 邯 不 能 优 染 玉米 。 一 般 座 为 有 生理 小 种 的 存在 。 
WRAL RARER AAR E TBA, Be 
| FARRER, AGREE Let TB, 传播 并 扩大 . 
BRR, ALOT iy AE 20—28°C 为 最 适宜 , 但 11+_19eC 即 
可 产生 ， 最 高 不 超过 30 一 33"C。 发 病 的 最 适 温度 在 30°C LA, 慢 

, 度 高 而 温 诬 不 过 高 时 划 有 利于 病害 之 发 生 。 一 般 常 发 生 于 晚 夏 和 
Mca FE I es BALI) 4 WS BS FBS, 晚 播 的 玉米 受害 较 重 。 

2 这 个 病害 的 防治 着 重 于 田间 卫生 。 苏丹 草 上 的 条 斑 病 菌 虽 能 
Cc a 但 在 王 米 , et re 

| EE, RRR, HSS R EMILE, 对 
AGRE Shi, ORRIN eR, 过 到 秋 初 风雨 时 
极 易 遭 受 此 病 侵害 ， 故 在 秋季 多 雨 地 区 搞 避 锡 晚 播 。 品 种 的 抗 病 
性 不 有 差异 ; 外 来 品种 常 遭 严重 侵 桨 ,， 故 选 育 抗 病 品 种 上 正 为 重要 ， 
MAE, RE TONE See m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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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 

3. EBRD ER. ere err | 

” EAU P EERE DO MEP, 以 及 东北 、 江 苏 :J “- 西 等 地 的 于， 
ORM AEA RUE, JARRE RZ BAB, Hee 
这 90% WER, WEA PI AST RE Se 1 1 

BEY AEP He WER RBI EB, “FEE SE RS 
PEMA, WR RADE Hc RE 
A, HED RBS WEIS, RTE, SEAL 23 ‘ss 

FAIA ERBVES, Tae ER. IOEEE | 
AH ERE HOBERR, XS ALE IN ARNE, EAE , 
SSL PRP EBS, 

病原 9, Cochliobolus heterasitopbins 为 一 种 pam. cama 

产生 于 枯 老 的 病 组 织 .E， 黑色 稀 贺 形 , REA 400 Qik, AME ea 
状 孔 口 。 子 囊 为 棍棒 形 。 每 一 子囊 内 有 和 线 状 的 子囊 孢子 本 校 ; 子 

ROTA, VES AR ORE IE i ee 
(St LT BW BOLO RD EO (Helmin | 

Thosporium maydis), 47H 78+ 2—3 EIA, PARAL SAL : “3 

让， 长 度 条 120—170 BOK, HEE, aateriie “4 
DE, BRA SETH OR ET, EE, FLU lh, 两 
端 略 国 。 分 生 孢 子 的 尺度 狗 为 30 一 115 x 10—17 微米 5 rsd 

这 个 病害 的 侵 桨 循环 与 条 斑 病 颇 相 类 做 。 也 是 在 国 问 三 余 病 - 入 
RUA, ROI. WER, HN 
+, aU. AEE HSI ET BER BE RISE 
fRALE. SEERA DIR, TATA WOT AE ERD 
26— 82°C 为 最 适 。 故 一 般 以 在 南方 温 蚂 的 玉米 产 区 发 生 为 重 

这 个 病害 的 防治 途径 与 玉米 条 斑 病 相 同 ， TS 
_208_-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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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s ssn! papigae 

A. BURGER ATER 

RRA TM, OAT HOA, HE BAN 

TRS REP HRA aM. Uh Eee ME eR 

- R, PU, WEE VE, ICTR OTEK AS 

Tel, WeeRT ARR Tee, SS SRMIE, Biase eve HP 

aL LOTHAR CEE LRAT RAN LIE 
BE, 受害 较 重 者 叶 部 枯死 。 ates 

病原菌 为 ES ite: (EDK AT 1% Colleto- 、 

| trichum lineola 列 为 其 病原 着 。 Nae eR WRN C: graminico- 

lum 一 种 之 内 。 此 外 ;在 江苏 .河北 及 湖北 合 发 现 有 Vermicularia 

graminicola RBCZLR AS, 其 症状 与 此 颇 相 类 似 。 
| _ Colletotrichum graminicolum Nass Ea AM ELIE, 有 长 

TAME, 分 生 孢 子 无 隔膜 , MIC (S26 x 3 一 人 微米 )， 拓 庙 略 
he Colletotrichum lineola 的 分 生 FR JER 20 —28 xX 3-—6 

微米 。 Vermicularia graminicola 的 分 生 孢 子 盘 能 着 生 于 病 斑 内 

Tho WFR pA E, TEA TI, BMI 

GE. graminicolum BRAT MEF ORAS, BR HLL AE Bi 
| PEF PWN, HI AK Kesh (30°C) BAF LEY URRB. N 

BR NODD Te 5 ME TH AR Be nA MUSES BEY ik Ze 

FRYERS 

2) Te ER 7G RI) @ 

 OBRSRBE ITE FeAl RUG 09] RICAN ALICE, H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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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 BR, ol 
RAP ROHAN, MEESTER, RAL, teh 0 
i, AWA ; 
病原 菌 Cercospora sorghi Nay AS RI AE REE, on 

WARK, RBERIS 69 一 96 x 5.5 Wok, EIT Tes; BER, 尺 
betes 69—88 x 5—7 微米。 基部 钝 圆 ; TR, DER 、 

| ERR AT A EE, FRE, ae 
aA AIR IRL, Se 

| we aren 

Laem) Wis See 
 SRIDRE TE Bea ewe, 东北 ` 华 北 -河南 : LBA 

_ 现 。 有 时 为 害 甚 天 。 tee AS og 

HE REP BRE 上 。 ee Te 
青 褐色 , 其 后 扩大 ARM 3-7 X1—4 eK, WR, 中 部 
灰白 至 灰 褐 色 , Tein wR, SRE EID, wine, 发 展 较 
烈 时 , 叶片 粘 死 - 3 
De) Piricularia setariae 0 HUSPHHAS YER 状 ， fara 

= ee —A Ay, ERT 14—35 x B—12 BOK; Ab ROM, ae 

稻 瘟 病菌 同属 , 除 侵害 小 米 外 , FR, ra Oss 
RAR LAME, TR ER 

GE, HOT WTO REE BE A 25°C, 在 20°C BAM, HE 
35°C FE 6 SAW, 7CISSETR ALS SE RIE WI 26—28°C, 最 
低 8—9°C, 最 高 86—37°C, LIRIAS, 

、 防 治 途 径 : (1) RAISE HIB FR aa, 人 
at 

er ae, ee 

mA 

eet 



ee a oo a 全 ee’ a ~- 和 
和 se > Peace 办 2 - a 

ye rvs” f. - <4 = R 

oo 4 

sana (6) 各 更 过 多 的 施用 氮肥 。 
1 2. SOWA We 3 CE SA FH) 
| repre 
eases ee eT ae A, ee (EO AK A: : 
RT BE: DE AM ATE De STE (WAR A EB. WK 

— ARE a MILE, REE AT 15 x 0. 5—L5 EK. 较 ， 
7. 且 无 灰白 色 中 心 部 分 。 
a “病原菌 Helminthosporium setariae 的 4y HE 欧 子 为 ee HOH, 

简 CRAWL, WANE, JR BER) 20 一 135 x 10 一 20 微米 ; 有 隔膜 
112 kh, AB BOS 8 处 。 发 育 最 适 温 ‘ei 为 30—82°C, BAR 7 

80, 最 高 35°C. , 

| PSEA, |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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