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黑龙江农业科学２０２１（１１）：１０２１０５
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ｈｔｔｐ：／／ｈｌｊｎｙｋｘ．ｈａａｓｅｐ．ｃｎ

ＤＯＩ：１０．１１９４２／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２２７６７．２０２１．１１．０１０２

王春，黄元炬，滕险峰，等．寒地盐碱稻田主要病虫草害的绿色防控策略［Ｊ］．黑龙江农业科学，２０２１（１１）：１０２１０５．

寒地盐碱稻田主要病虫草害的绿色防控策略

王　春１
，２，黄元炬１，２，滕险峰１，２，王　芊１

，２，张　岩１
，２，刘　凯１

，３，来永才１，３

（１．国家水稻耐盐碱技术创新中心东北分中心，黑龙江 哈尔滨１５００８６；２．黑龙江省农业科

学院 植物保护研究所，黑龙江 哈尔滨 １５００８６；３．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１５００８６）

摘要：为提高寒地盐碱稻田病虫草害绿色防控技术水平，本文概述了寒地盐碱稻田主要病虫草害发生特点，

并总结了对应的绿色防控策略，包括选种耐盐碱兼抗病品种、应用植物免疫诱导剂、适时辅以高效杀菌剂、合

理施肥、虫害绿色防控措施、草害可持续防控措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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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我国共有内陆盐碱面积近１亿ｈｍ
２，滩

涂面积２３４万ｈｍ２
［１］。松嫩平原盐碱地是世界上

三大片苏打盐碱土集中分布区之一，也是我国北

方寒地荒漠化、贫瘠化严重的地区之一，其主要分

布在东北平原的中西部地区，面积达３４２万ｈｍ２，

占总土地面积的２０％
［２］。嫩江和松花江将此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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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碱地区分割成南北两大区，分别为以镇赉、大

安、前郭、长岭、通榆等县市为集中的吉林省分布

区和以杜蒙、大庆、安达、肇源等市县为集中的黑

龙江分布区，该盐碱地区是我国不可多得且综合

利用潜力巨大的土地后备资源［３］。由于盐碱地开

发利用技术的进步和水稻作为盐碱地改良的首选

粮食作物，盐碱稻田成为松嫩平原盐碱地开发利

用的重要方式。但是，盐碱地土壤盐渍化和次生

盐渍化致使农业生态环境脆弱［４］，导致水稻自然

免疫力差，极易受到病虫草害的侵袭。因此，开展

盐碱稻田病虫草害的绿色防控研究，作为盐碱地

稻田开发利用的配套技术，对加强我国的粮食生

产和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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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盐碱地稻田主要病虫草害及发生特点

１．１　主要病虫草害的种类

寒地盐碱稻田主要以松嫩平原西部的苏打盐

碱地为主，由于盐分的制约性，水稻的自然免疫能

力低下，极易受到病虫草害的威胁。目前，病害主

要有立枯病、恶苗病、赤枯病、稻瘟病、纹枯病、稻

曲病和秆腐菌核病等；虫害主要有潜叶蝇、二化螟

和水蝇蛆等；草害主要有禾本科稗草、芦苇，莎草

科扁秆草、莹蔺、牛毛毡，阔叶杂草野慈姑、雨久

花、泽泻，以及小茨藻和眼子菜等。

１．２　发生特点

通常水稻病虫草害的发生除与土壤有关外，

与天气、季节和旱涝情况存在着紧密联系，也与作

物的品种、栽培措施有着密切的关系。寒地盐碱

稻田由于土壤类型的独特性，病虫草害发生的主

要种类及特点与盐碱地土壤环境密切相关。

１．２．１　病害发生特点　水稻立枯病是盐碱地育

苗期的一种严重病害，是由于温度低、湿度大、昼

夜温差较大、光照不足、土壤偏碱，播种量较大以

及秧苗较弱等多种因素所致。

赤枯病也叫缩苗病、红锈病、僵苗病，是一种

生理病害，从分蘖到抽穗都可发生，因土壤条件不

良、通风透气不好或是缺锌、缺钾造成水稻生理功

能失调而引发，是当前盐碱地水稻主要病害

之一［５］。

水稻秆腐菌核病在吉林省西部盐碱地稻田中

出现，且在盐碱稻田有发生加重的趋势，该病盛发

于水稻抽穗期，具有发生快、危害性强、不易发现、

较难防治等特点［６］。

１．２．２　虫害发生特点　潜叶蝇以６月为主要为

害时期，幼虫首先进入叶片内取食叶肉，造成不规

则白色条斑，危害严重时整个叶片枯死。

二化螟也叫钻心虫，在松嫩平原西部盐碱稻

田成虫产卵盛期为６月末至７月上旬，幼虫为害

盛期在７月中下旬，其钻入茎秆内可造成枯萎、死

穗和秕粒，导致产量损失严重，并以老熟幼虫在稻

草、杂草上越冬。

水蝇蛆是新开垦盐碱稻田的重要害虫，在寒

地盐碱稻田年发生约３～４代，以成虫在田埂周围

的缝隙和芦苇、碱草等杂草残枝下越冬。第二年

春季，于稻田灌水后，成虫从排水沟或死水坑迁入

稻田，田水清彻度越差，成虫聚集且着卵量越多，

从而幼虫发生量就越大。因为幼虫水生且只能生

活于ｐＨ７～９的水中，所为该虫只在盐碱性较重

的稻田发生，包括新开垦的碱清洗不彻底盐碱稻

田或有白碱、黑碱田梗的稻田，半干枯的浅水田和

死水田。

１．２．３　草害发生特点　在寒地盐碱地新开发水

田中，芦苇、香蒲为优势杂草种群，其他的稗草、水

蒿、菰、针蔺、鬼针草、毛茛等水旱兼有的杂草数量

较多。但随着水稻种植年限的增加，田间生态环

境发生变化，优势种群则变为稗草和三棱草［７］。

因此，控制住稗草和三棱草的危害就可以解决盐

碱稻田的草害问题。

２　盐碱地稻田病虫草害的绿色防控

盐碱稻田病虫草害的绿色防控应坚持“预防

为主，综合防控”的病虫草害治理原则，推广应用

以农业、生物、物理为主，辅以高效化学防治的病

虫草害绿色综合防控技术，科学合理控制盐碱稻

田的化学用药量和用药次数。

２．１　选种耐盐碱兼抗病品种

由于水稻较耐碱而对盐中度敏感，故水稻种

植可作为盐碱地改良的有效措施之一。虽然耐盐

碱水稻品种较少，但是经过水稻育种工作者的多

年努力，目前已选育出一些耐盐碱性水稻品种，并

且兼抗部分水稻病害。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耕作

栽培研究所及国家水稻耐盐碱技术创新中心东北

分中心选育出的新品种龙稻１２４，具有耐盐碱、优

质、稳产、抗稻瘟病、耐冷等特性，选宜在黑龙江省

第一积温带种植［８］。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

生态研究所在耐盐碱水稻品种选育上获得突破，

培育的水稻新品种东稻４号不仅超高产，而且耐

盐碱、抗病，现已在吉林西部进行大面积推广［９］。

盐粳９３９是辽宁省盐碱地利用研究所选育的耐盐

碱多抗品种，抗早衰、抗倒伏、耐盐碱，在盐碱地对

稻瘟病表现为中感，纹枯病发病指数较低，无白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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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病，稻曲病很少发生［１０］。

２．２　应用植物免疫诱导剂

通过应用诱导植物免疫来提高作物抗性是近

年来快速发展起来的一项新兴技术。植物免疫诱

导剂可以促进植物自身基础抗病性，既能提高对

其他病原物入侵的防御能力，同时也可以降低农

药使用量。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从极

细链格孢（犃犾狋犲狉狀犪狉犻犪狋犲狀狌犻狊狊犻犿犪）获得主效蛋白

激发子ＰｅａＴ１和Ｈｒｉｐ１，并将其开发为寡糖·链蛋

白制剂（商品名称阿泰灵），成为国内首次登记的

植物免疫蛋白制剂。因为该制剂可以激活植物天

然免疫系统，所以其能增强植物的抗性、减轻多种

植物病害的发生和保障植物健康生长［１１］。在水

稻分蘖初期或发病初期喷施阿泰灵免疫诱导剂，

药剂用量为７５～１００ｇ·６６７ｍ
２，兑水喷施于水稻

叶片上，可增强水稻植株抗病性。此外，苯并二噻

唑、噻酰菌胺、异噻菌胺和烯丙异噻唑等人工合成

的植物免疫诱异剂也能激活水稻对稻瘟病的

抗性［１２］。

２．３　适时辅以高效杀菌剂

水稻病害的防治应坚持农业防治为主，药剂

防治为辅的原则。当田间病害发生较重，且农业

防治、生物防治等措施达不到防治效果时，应适时

辅用高效、低毒、低残留的农药进行防治。立枯病

和恶苗病的防治可选用０．３％多抗霉素水剂，用

量５～１０ｍＬ·ｍ
２；稻瘟病的防治，叶瘟和穗颈瘟

都可选用２％春雷霉素可湿性粉剂，用量１２０～

１５０ｇ·６６７ｍ
２；纹枯病和稻曲病的防治可选用

２４％井冈霉素水剂，用量１５～４０ｍＬ·６６７ｍ
２；秆

腐菌核病的防治可选用５０％异菌脲可湿性粉剂，

用量１００～１５０ｇ·６６７ｍ
２。

２．４　合理施肥

因苏打盐碱地的可溶性盐及交换性钠含量较

高，同时ｐＨ高、分散性强和渗透性差，所以其稻

田秧苗返青滞后，生长发育较慢［１３１４］。一般松嫩

平原西部盐碱地稻农习惯加大施肥量来促进秧苗

生长，通常施用纯氮约２４０ｋｇ·ｈｍ
２左右，施肥量

甚至比常规稻田多一倍［６］。在水稻分蘖盛期前完

成施肥，将导致营养生长旺盛，无效分蘖增加，倒

伏严重，病虫害也增加。

因此，应将传统的盐碱地稻田前期施肥且过

量的技术模式转变为水稻中、后期追施肥料，从而

减少氮肥施入总量，促使追肥后移。应用减少分

蘖肥、重施穗肥的技术模式可促进水稻植株增强

抗病虫能力，更符合盐碱地开发种稻。

２．５　虫害的绿色防控

目前在水稻生产上对虫害主要采用农业防

治，“以虫治虫”“以菌治虫”和性诱等绿色防控技

术手段。可应用螟黄赤眼蜂、性诱剂等方法防治

水稻二化螟；也可用苏云金杆菌可湿性粉剂（活芽

孢１００亿个·ｇ
１），在幼虫蛀茎前进行常规喷

雾［１５］；潜叶蝇防治上可通过铲除稻田附近的杂

草，减少越冬虫源；采取浅水灌溉，避免深水飘苗、

淹苗，可减少潜叶蝇落卵量；发生严重地块可排水

晒田。改造治理盐碱地环境如建设单灌沟渠系

统，创造不利于水蝇蛆发生的条件；排水晒田１～

２ｄ，利用阳光暴晒消灭幼虫
［１６］。在害虫的产卵

盛期及孵化期，可以辅以化学药剂三唑磷、杀虫双

等防治。

２．６　草害的可持续防控

寒地盐碱地杂草防除首先应强化农艺措施控

草，秋季深翻，使芦苇、扁秆草等宿根杂草漏出，

经冬季晾晒冷冻而死，同时降低耕层杂草种子库

容量，减低越年杂草发生基数，降低化学除草压

力。化学除草方面，鉴于寒地盐碱地不同地区稻

田杂草种类差异较大，萌发时期及发生盛期也不

一致，在应用除草剂防控时，可采取在不同时期分

次施药和不同种类除草剂混用等方式，达到对稻

田整个生育期杂草的防控，克服一次施药难以控

制整个生育期杂草的不足。立足杂草早期治理，

采取递进式封杀结合策略，依据田间杂草实际发

生情况以及田间管理和气象条件等因子，采用“两

封一补”“一封一杀”的具体施药方案，在第一次用

药的基础上，有效选择相应药剂与模式进行第二

次用药的有效跟进和衔接，建立以封闭为基础的

盐碱地稻田全程除草技术。在除草剂品种选择

上，则因时间的推进，除草剂的发展，以及地区气

候、栽培方式、土壤类型、经济条件和农民用药习

４０１



１１期 　　王　春等：寒地盐碱稻田主要病虫草害的绿色防控策略　　　　

惯的差异，以减施增效为目标，针对恶性及抗性难

防杂草，采取靶向精准施药，合理选择药剂。

３　结语与展望

综上所述，开发利用盐碱地作为稻田是我国

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策略，其不仅促进土

壤资源的有效利用以及农业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

发展，同时也能改善生态结构，提高农民经济收

益［１７］。寒地盐碱稻田病虫草害不仅影响水稻的

质量，而且影响水稻的产量，同时传统的化学防治

措施又会破坏盐碱地脆弱的生态环境。因此，病

虫草害的绿色防控技术作为盐碱地稻田开发利用

的配套技术显得尤为重要，今后应针对不同的盐

碱地生态环境开展病虫草害监测预报，基于有害

生物大数据技术对盐碱地病虫草害进行绿色精确

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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