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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水稻病虫害防御方面,针对水稻根结线虫病仍然没有成本低且安全有效的防控方式。为更好

地研究出有关防控方式,本研究以田间小区验证评价在不同状况下种植水稻其展现出的病虫害危机情

况。最终结果表明,直播相比下移栽田,移栽后25d的水稻根结重抑制率可以达到95.62%,其根结指数为

2.12,与直播前施撒相应化学药剂处理的有很大差异；移栽后54d水稻根线虫的抑制率可以达到59.42%。

另外,移栽田移栽后25d合54d根线虫2零幼虫虫口锐减率可以分别达到78.24%和73.12%。另外,移栽田水

稻的株高与根长都平均高于直播处理组以及直播前施撒过一些化学试剂的处理组更高,产量比直播处

理组增加了25.87%。而直播处理组的产量和直播前撒施农药处理的组别并没有太大差异。由此可见,水

稻根线虫病可以通过移栽方式来进行一定的抑制,这种方式安全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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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水稻生产来说,水稻根线虫病

是其极为厉害的病害之一,其元凶就是

拟禾本科跟线虫。这种线虫主要分布在

中国,美国以及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我国

发现该线虫 早在海南岛水稻上。而

近几年,随着水稻种植的方式发生改变,

水稻根线虫病也从海南逐渐延伸到江

苏、四川等多省,其病害导致产量损失了

12%～74%,有的地区甚至达到绝收。这也

就直接导致了拟禾本科根线虫成为了制

约我国水稻产量提升的重要病虫害。在

2016年到2019年,联合相关调查结果表

明,新县城带来的病虫害正在逐年扩大,

对于湖南水稻产业来说,其成为重要制

约因素。这直接表明了解决和有效防御

水稻根线虫病何其迫切。 

1 材料与方法 

1.1材料及试验设置 

本次实验所提供的水稻品种为感病

品种湘早籼32,通过市场进行购买而得。

土壤选为沙壤土,回力为中等,其表现为

多年来连续遭到水稻根结线虫病的迫害,

情况严重。本次实验共分设三种不同的

栽种方式：直播处理、移栽处理和直播

前撒施食噻唑磷GR处理,这种处理方式

设三个重复,避免发生偶然性。自2019

年3月开始进行翻耕,整地划区,没小区

域划分为50㎡,采取随机一组排列的方

式,对每个区域进行单独灌溉。播种数

量相同。在实验的过程中,所有肥水管

理以及相关病虫害防御均保持相同。实

验中使用的相关农药为官方认证并保

持统一。 

1.2方法 

1.2.1处理方法 

移栽水稻：该种水稻育苗中并不存

在水稻根线虫。水稻从3月28日开始进行

浸种催芽,自3月31日采用穴盘播种育苗

的方式进行为期一月的育苗,在4月30日

进行移栽。 

直播水稻：在4月7日时进行浸种催

芽,于4月10日左右进行播种。 

在直播前进行相关的药剂处理：因

浸种催芽的时间是4月7日,所以应在4月

9日施撒相映化学试剂,并同时进行翻地

混匀,等4月10日进行播种。 

1.2.2调查方法 

(1)根结线虫发病率及虫口调查 

在不同时间段对水稻病虫害情况进

行随机取样调查,按照正常的抽样调查

流程,对每个区域进10蔸水稻植株和根

围土样的抽取。将抽取出的水稻进行根

部清洗,同时观察其根部线虫的发生情

况,同时对其总株数和发病著述以及跟

接指数进行计算和记录,同时对防治效

果进行分析。 

(2)不同处理方式对水稻生长及产

量的影响 

再一次在不同时期对水稻进行抽样

调查,抽样方式同上。在7月19日水稻成

熟期对水稻进行收割验产。每小区域选

取3㎡,调查水稻的有效穗数以及相关产

量,同时计算水稻的效穗率和增产率。 

1.2.3数据分析 

运用数据统计分析的相关软件进行

单因素方差分析,对比所有的数据进行

统计分析,运用Duncan新复极差法对差

异显著性进行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不同种植方式对水稻根结线虫

病的控制效果 

根据相关得出的表格和数据分析,可

以看出与直播水稻相比,移栽田移栽后25

日水稻根结线虫的抑制率已经达到了

95.62%,与加入化学药剂的直播水稻根线

虫防护效果相比差距不大。但移栽田中根

结线虫的幼虫虫口锐减78%,这一效果就

显著高于播前施撒化学药剂的稻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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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栽田移栽后54天的水稻发病株率

和根结指数均比直播田的低,而移栽水

稻的结根线虫的抑制率明显比施加化学

药剂的水稻根线虫防护率低。 

2.2不同种植方式对水稻生长及产

量的影响 

实际上,不同的种植方式对水稻的

生长也有很大的作用。根据相关的调查

结果表明,移栽的稻株比植栽的稻株更

大。经过相关实验表明,同移栽和直播田

对比,经调查发现,移栽田的移栽后水稻

株高可以达到22.12%,其根长增长率为

28.10%。在24天后,其根高和根长增长率

分别达到了41.23%和15.12%。而采用施

播化学试剂处理水稻的水稻增长明显低

于不添加化学试剂的水稻。而与之相比,

未进行药剂处理的直播水稻,其在移栽

田移栽54天后,水稻株高和根长的增长

率分别达到了4.23%和5.46%。 

另外,水稻的种植方式对水稻的产

量也有很大的影响,对比直播田的水稻

产量,移栽田水稻产量增产了2872%,而

直播处理组产量和直播前进行化学药剂

喷洒的组别并没有产量的显著差别。 

3 防治措施 

3.1开展病情监测 

水稻的根线虫病在发病初期具有一

定的隐蔽性,通常情况下,相关管理人员

很难发现新病情。因此对于病情监测方

面就要进行加强,在水稻播种出苗开始,

坚持对秧苗,颜色以及根系进行查看,对

根苗附近的土壤进行检测,让其提早对

病情进行发现,以便采取相应措施进行

科学防护。 

3.2农业防治 

(1)苗床地的选择对于防控工作来

说十分重要。水稻的生长效率与苗床质

量有直接关系,严格对苗床进行管理,将

相关土壤水分和温度等多种因素和条件

进行合理监管和控制,争取为水稻提供

一个合适的生长环境,以此来保证水稻

秧苗的正常生长。 

背风向阳的土质较为肥沃,依次来

选做培育秧苗的苗床土壤 好不过。同

一片土壤作为育秧苗床不得超过3a。另

外,水草轮作的田块作为苗床地,应按

照严格的有样技术要求进行相关技术

的落实。 

(2)对于连续多年用作育秧的床块

苗床地,必须在进行水稻播种前微施石

灰粉与其让土壤充分混合,平整铺设到

苗床后,再进行相应的播种工作,这样才

能有效的防止根结线虫病。在保证水稻

健康的同时也增长其水稻的产量。 

(3)肥料的施撒是水稻生长必不可

少的内容,结合相应的测土配方施肥技

术,增施钾肥和有机肥,能够帮助秧苗更

好的成长,并且拥有抵抗病虫的能力。 

3.3药剂防治 

就目前来看,我国农业生产商主要

采用一些化学杀虫剂来进行稻苗病虫的

预防。例如棉隆,氯化苦等等,首先先用

这些试剂对土壤进行熏蒸,他们就是利

用各种化学试剂在播种前提前施撒,以

此来进行秧苗的保护。这些化学防治的

手段和技术不但操作复杂,而且成本很

高,农民一般都无法接受,以至于其很大

程度上限制了水稻根结线虫病的防御工

作。 近几年,氟吡菌酰胺是市场上新出

的一种比较新型的杀线虫药剂,运用包

衣处理的方式对水稻根结线虫病进行防

治。其防治效果可以达到59.2%,显著了

减少土壤中根结线虫的数量,对于水稻

根结虫病防护工作有很大的辅助作用,

在该方面具有很强大的潜力。 

在保证对根结线虫病情的监控基础

上,进一步对发病的床苗使用相映的杀

线虫剂以及根腐病预防药剂可以更好的

保证秧苗不受病虫侵害。其使用过程可

以根据不同的使用药剂来进行不同的运

用。通常情况下,药剂泼浇一两次,而药

剂泼浇的过程要匀称一致。第二次的是

要应根据第一次是要效果来定。要想让

秧苗尽快的恢复正常的生长,可以对秧

苗喷射一些微量元素,促进其水稻根叶

生长。 

4 总结 

随着时代的进步,农村劳动用工也

出现了紧缺问题。而且这工价的上涨,

传统的手工育秧,插秧种植方式费用也

逐年增高。拟禾本科根结线虫在水稻根

部繁衍速度很快,而且它可以随着水流

和肥料在农事活动中进行快速蔓延。哪

怕是水稻收获后,他也可以继续在田间

杂草中越冬,而导致第二年病虫害的力

度增大。相比于移栽水稻,直播水稻更容

易在苗期受到侵害,很容易给稻谷的产

量带来巨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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