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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农田生态平衡
,

防洽早稻生理性黄叶病

— 以 在 桂 南 蹲 点 和 调 查 为 例—
侯 学 煌

(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

一
、

前 言

首先应该说明早稻叶片出现黄色的现象和原因是多种多样的
。

有韵只有新叶或第一片叶

先发黄
,

引起这种发黄的原 因
,

常是由于水稻植株基部被三化螟所咬
,

出现枯心苗
。

有的是

由于过量喷撒六六六农药所致
,

不管 新叶或老叶
,
凡接触过多药粉的部分呈不规则的发黄

。

还有的是拔秧时由于稻根受伤
,

插秧初期暂时既难从地下部分吸收养料
,

也缺乏环老叶转运

养料的能力
,

这时嫩叶和老叶不能维持生活
,

都可相继变枯黄而死
。

还有的是施用秧根肥过

i馨霭::肇::藻纂
象扩根部不仅不能吸收养料

; 反而根内细胞中水分倒向根外

至枯死
。

本文所谈的水稻生理性黄叶病的各种症状是与上述

区别
。

这种水稻生理性黄叶病表现出植株下部老叶先黄
,

上部新叶后黄
,

每一叶片的发黄从叶

尖开始
,

顺序到叶缘到叶脉
,

最后全部枯黄
。

这种病症的发生有轻有重
,

严 重 的 易引起注
意

,

但发病轻的
,

一般时间不长约一周左右可以自动恢复正常
,
有的只要经过适当的永肥管

理后
,

枯黄叶死掉
,

长出新叶不再发黄 ; 因此
,

这种生理黄叶病很易被人们所忽视
。

然而绿

叶是水稻制造淀粉的
“
工厂

” ,

叶绿素是
“
机器

” ,

在米粒生产 过 程 中
, “

工 厂竺和
“
机

器” 被破坏一部分扮 最后产量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一定的影响
。

1 9 6 5年秋作者与孙世洲在广西

南部调查晚稻黄叶病
,

严重的每亩减产3 0 0~ 4 0 0斤
,

一般则每亩减产 1 0 。~ 2 0 0斤
。

此项

调查姑系已作过报导
。 、

、 -

为了继续坤肠年的工作
,

_

进一步研究广西南部早稻生理性黄叶病发生的条件
、

症状
、

原

因和防治措施
,

作者于 1 9 66年春又组织植物生态室孙世洲
,

王献溥
、

汤锡坷
、

陈章龙
、

胡肆
慧

、
孔繁志等同志

,

并得广西壮族自治区农垦局韩炜同志的大力支称 派有该局所属各国营

农场的科技人员任传多
、

龚学藉
、

林宗富
、

朱家华
、

肖有书
、

周志鹏
、

书业魁
、

梁士将等同

志
,

在广西西江国营农场进行蹲点栽培试验
。

在蹲点期间作者除调查了该农场外
,

在 4 , 6

月间又应邀到农垦局所附属的四个国营农场以及徽宁
、

武鸣
、

隆安
、

天等
、

大新
、

崇左
、

龙

州等县调查早稻黄叶病发生情况
,

并当时提出防治措施试验
。

本文是根据 19 6 6年春季早稻黄
`

叶病的田间试验和调查的总结
,

由作者负责执笔
,

而工作是集体的
。

这项工作虽然是在十年

浩劫前夕进行的
,

但对南方水稻增产仍不失其一定意又矿特发表出来供有关方面参考
6

.



二
、

早稻生理性黄叶病的发生时期和条件

据我们在广西西江农场蹲点试验和在南宁专区各县的调查
,

早稻黄叶病在不同生育期都

可能发生
:

有的在分葵前或插秧后一周即发生
,

有的在分羹盛期或末期出现
,

还有 的 在 拔

节
、

抽穗期才显露病态
。

具体发病时期在 4 月初到 5 月底都可看到
。

引起发病的条件有的是

以一种为主
,

有的是几种条件结合在一起而引起的
。

在各种绿肥田和有机质基肥较多的情况

下
,

主要与绿肥根茎不腐熟或过多施用生牛粪有关
,

常常见到发黄秧苗出现在田内成堆的未

腐熟绿肥根茎上
; 这种情况多发生在分孽盛期

。

有的是原来土壤肥力就不足
,

又未施用有机
、 几

质基肥
、

插秧后下了足够的化肥
,

水稻的早期生长正常全靠化肥维持
; 当化肥用尽后

,

到了

孕穗期需养分较多时
,

因未施追肥
,

土壤肥力供应不上
,

这时就会发生黄叶病
。

有的瘦田插秧

前施下未腐熟的有机质肥如施新鲜牛粪
,

未施或施下不足量的速效性氮肥
,

插秧后久木返青

或反青后不分芡而出现黄叶现象
。

还有些土质粘重的旱地新改水田的
,

由于犁耙次数过多
,

土壤精构破坏
,

空气不透
,

加以犁耙质量不均
,

形成同一块田高低不平
,

低处积水
,

插秧易

鼠
、

稻根发黑
,

以致早期不分莫
,

而老叶发黄
。

另一些沙质土由旱地新改 的 水 田
,

由于插

浅
,

根部不能充分与土壤相接触
,

也会发生同样不分莫
、

发黄情况
。

还有一些是由于伞整土
地

、

或带啼瓦
,

把表土挖去
,

都可出现大片或窝状发黄
。

此外
,

秧田肥料用生牛粪
,

未施才
效性氮肥

,

加以种子用量过多
,

以致秧苗术伍 从而所弓f起的本田水稻发黄也是常见的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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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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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叶色
:
水稻生理性黄叶病是有规律地出现的

。

发黄叶片在植株的位置上是由下部老呼
、

了

向上部新叶逐渐过渡的
,

当第一片老叶全部黄枯时
,

第二片是大部分发黄
,

第三片小部分发

黄
,

第四片只有叶尖发黄
,

而新生出的叶一般是不发黄的
。

就同一张叶片发黄的过程而言
,

发黄是先从叶尖开始
,

继而到叶缘
,

再到叶脉
,

、

叶的基部
,

最后全叶片发黄
。

就每一裸水稻

而言
,
较老的主株先黄

,

新生的分莫株不黄或后黄
。

我们在西江农场曾拔了一棵健壮水稻插

在瓶内清水电
_

经过几天到十几天长出新叶和很多新根
,

就出现上述由老叶到新叶
、

由叶尖

到叶缘
、

由主株到分奠株的发黄现象
。

这显然说明水稻根部得不到养分时
,

即会发生前述叶

片有规律地发黄现象
。

二
.

发病水稻叶片黄色有深浅不同
,

这是为什么? 而是与原来叶子的底色有关的
。

同一品种

在不同的施肥条件下叶片变黄钓深浅是有差异的
:

,

在基肥中未施速效性氮肥的情况下
,

`

全叶

片呈浅绿色
,

叶片中发黄的部分即呈浅黄色 , 在基肥中下了一定量速效性氮肥的
,

全叶片则

呈深绿色
,

而叶片中发黄的部分即呈橙黄色
。

在基肥中施有一定量速效性氮肥的情况下
,

很口使

同一株水稻发黄因叶片的老嫩不同
,

黄色深浅也不同
:
当第一片老叶已经枯黄呈灰黄时

, “ 一

第

二 , 三
、

四片未枯的即呈橙黄色
,

而较嫩的叶片发黄的则呈浅黄色
。

因此
,

黄色的深浅显然

与原来的色素多少有关
。

原来老叶中叶绿素多的
,

则叶黄素也多
,

因而 退绿 变黄后就呈橙

黄或深黄色
,

、

而原来嫩叶色素少的发黄后就呈浅黄色
。

`

有些叶片发黄的部分呈均匀纯黄色
,

而且杂色少
。

但有的存在各种斑点
,

这是什么原因

呢 ? 据在毗间观察
,

凡被叶蝉咬过的
,

就有明显的白色斑点或斑块 , 也有其他原因所形成的棕

色
、

褐色的斑点或条纹
,

这些情况就与发生其他并发病有关
。

一般地说
,

在有机肥多
、

虫害多
·

的田块中并发病多
,

杂色斑点多
,

而在缺有机质基肥的情况下
,

病虫害少
,

叶片发黄时多为



单纯而均匀的黄色
。

2
,

根色
:
生理性水稻黄叶病的根部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发黑的

,

但叶片发黄的不一定都有

黑根
。

由于不腐熟有机肥和土壤透气性不好所 引起的水稻黄叶病
,

大都在发病时或以前根部

先发黑 , 由于土壤中缺乏有机质基肥而速效性氮肥文供给不够所引起的病态
,

根部就不一定

呈黑色
。

-

在早稻烂秧的情况下
,

秧田稻根连同种子壳都会发黑
,

新长 出的白根在一定条件下尖端

也会呈蓝黑色多 水稻成熟时
,

稻根大多呈黄锈色
。

这说明水稻根部呈蓝黑色不是老化现象
。

根黑与根烂或根死也不是一回事
。

黑根从 田内拔出后
,

放在空气里几小时就会变为黄锈色 ,

从横断面可以看出根的巾间是白色的
,

所以蓝黑色物质不是根的本身的
。

而且地下部分 (根 )

与地上部分 ( 茎
、

叶 ) 是相互联系
、

相互依赖
、

相互制约的
,

一方面茎
、 `

叶生长靠根吸收养

料
,
另一方面只要地上部分活着

,

总会维持地下部分的生命的
,

所以
,

只要地上部分未死
,

根发黑就不一定是死根
、

烂根
。

原来一般土壤中所含的氧化铁约占土壤成分的 70 一 8。%
,

水稻新根刚生出时是白色的
,

稍久即被一层含氧化铁的薄膜外衣所包围
,

这种外衣物质在空气通透的情况下是
`

主 氧 化二

铁
,

显黄锈色
,

而在缺氧的条件下
,

即变为氧化亚铁
,

则呈蓝黑色
。

所以 t’ 黑根
” 就是根部

的外衣被氧化亚铁物质包围着的一种现象
。

这种
“ 黑根

”
在空气中暴露二

、

三小时后即会变

为黄锈色便可证明这一解说了
。

稻根呈蓝黑色即说明土壤中有大量氧化铁的存在
,

氧化亚铁的存在即表示土壤缺氧 , 其

原因尸方面与水深
、

土壤不透气有关
,

另方面是由于土壤中存在着缺氧物质即还原物质
,

如

未腐熟有机肥或硫化氢等都是缺氧物质
。

如果没有这些物质的存在
,

即使深水不透气
,

根也

不会变黑
。

.

例如我们曾把正在生长中的水稻植株插到清水中
,

几天后就长 出 很 多 白色的新

根
,

这些新根一直不变黑
,

因为清水中既没有土壤中的氧化铁
,

更无缺氧物质的存在
,

而水

稻茎叶有气孔可从大气中吸收氧气供根部需用
。

但是在土壤中存在缺氧物质的情况毛 根的

周围氧气就会被缺氧物质所夺去
。

’

结果
,

稻根呼吸发生困难
,
吸收养料的机能减弱

,

甚至不

能吸收
,

这样土壤中即使存在大量有效性氮肥和其他养林 水稻也不能吸收$lJ 用
,

因而稻根

变黑时间过久后
,

生长新叶时所需的氮素等养料就不得不从老叶转运
,

老叶退绿变黄就是叶

绿素分解转运的癣状
。

所以
, “

叶黄
”
是经常与

“ 根黑 ” 相联系的
。

正如浙江东湖农场场长

胡香泉同志总结当地老农说的
“
黄根是活命

,

黑根是生病
,

白根是长茎
” 。

黑根不是稻根本身

生病
,

而是土壤
“
生病

” ,

为着解除
“ 黑根

”
病状

,

首先要使土壤中未腐烂的有机物或缺氧

物质及早氧化
,

进而才能使根部得到氧气
。

所以遇到黑根时就需进行排水露田
,

改善止壤供

氧状况
,

`

然后才能施用氮肥
。

在不排水的情况下
,

施用氮肥水稻是不能或很难吸收的
,

`

所以

施肥就不起作用
。

气 .

3
.

茎矮
:
有人称水稻黄叶病的植株为 产矮缩

”
或

“
矮化

” ,

这是一种错觉或自己设想中

的现象
。

根据我们在西江农场试验站的田间试验
,

同品种在早期不施速效氮肥的处理芍下
,

.

不

分羹
、

生长慢
,

与早期施用速效氮肥的处理相比
,

稻根就较矮 10 一 20 厘米
,

显 然 看
、

出生长

慢
,

不长高是由于早期土壤缺氮的原因
,

因而相对地较矮
,

而不是由原来高的变矮了
。

另在

西江农场三队甩曹子作基肥的同一处理中
,

因菩子施用方法不当
,

未能与土壤相融
,

加以耙田

不均
,

绿肥茎杆在插后一个多月仍有部分未分解
,

秧苗直接插在绿肥渣堆上的
,

根部得不到

养料
,

虽施了速效性氮肥也被分解绿肥茎杆的细菌所夺去
,

所以植株又矮又黄
,

而在同块田

的同一处理 中秧苗插在已分解的绿肥渣的土壤上则植株高大
、

不发黄
,

高度相差可达加一 30

厘米
。

据此
,

可以明显地看出水稻黄叶病的植株较矮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

,

但决不是什么
“
矮



缩
”
或

“
矮化

” 的过程
,

而是由于分莫期病株比健株生长慢些
,

以致植株相对矮一些而已
。

水稻黄叶病植株的高矮不是绝 对的
,

这就要看是在什么生育期发病
。

如在分羹
、

长茎期

发病的
,

植株一般就会矮些
,

这主要是由于这一时期缺乏长茎的原料一氮素
。

据我们调查和

观察
,

在同一块田内由于未腐熟的有机肥施用不均匀而发黄的
,

生长较缓慢
,

加以老叶逐渐

枯黄而死
,

而其他健株则正常长葵长茎
,

结果就显得发黄植株变矮
。

因此矮缩是一种错觉
,

没有从动态发展上去看
。

然而在孕穗期发黄的
,

植株高度 已较稳定
,

发黄时就不一定较未黄的矮
。

相反地
,

我们

也看到在这一生育期发黄的一些植株较不黄的反而高些
。

例如西江农场一队 2 号地的南京 1

号品种
,

因无基肥
,

土壤肥力不足
,

孕穗期在局部低洼处
,

叶茂密而茎 较 高
,

因 低处易积

水
,

晒田不透
,

茎叶继续不断生长
,

因而生长新叶时只得从老叶中转运养料
,

以致引起老叶

发黄现象
。

但同一块 田的局部地势较高处土层浅
,

排水露田较易
,

新叶生长很早被控制
,

叶

少而矮
,

新叶和老叶之间的矛盾不易产生
,

所以不发黄
。

由此看来
,

我们所看到的水稻这种病态与其叫
“
黄矮病

”
不如称

“
黄叶病

”
较为符合客

观情况 , 因为叶黄是共同的特点
,

而茎矮则不一定
。

4
.

病田窝状或不均匀的发黄现象
:

黄叶病在同一块 田里发生的情况
,

有的成片均匀地发

黄
,

在更多的情况下
,

尸块田内有的部分发黄严重些
,

有的部分较轻些
,

也有的同一块田内

有不同形状的窝状发黄
。

根据早稻的调查
,

发生各种形状的不均匀的窝状发黄的原因
,

归纳

起来不外下列几个方面
:

( 1 ) 有机质基肥施用不均
: 由于绿肥施人田内时

,

犁耙不均匀
,

未腐熟的茎杆堆积成

堆
,
在绿肥渣上的植株就会发生窝状发黄

。

同一块田内部分施用大量生牛粪的较施用绿肥的

发黄严重
。

相反地
,

有些田块基肥中并未施不腐熟有机质作基肥的
,

田内因缺肥致使大片水

稻发黄
,

但田块中局部地方用过塘泥作基肥的则不发黄
,

从而也就表现出窝状或不均匀发黄

的现象
。

( 2 ) 局部表土被挖或其他原因使土层过浅
:
有的水稻田表土被挖去制造砖瓦

,

田内发

黄的形状即与无表土的范围相符合
。

还有的水 田内原有石块
,

表土很浅 ( 6 ~ 10 厘米 ), 当

水稻生长到一定阶段时
,

根部与石块接触
,

发黄面积的形状即与石块面积的大小相似
。

在平

整土地时
,

当田内原有大石头被除去而填进周围表土的情况卞
,

便在周围表土被刮的部分发

黄
。

有的老田块因扩大面积
,

新垦的部分表土为缺乏腐殖质红土的
,

水稻易发黄
。

有的把若

干小块田合并为一块大田
,

平整土地时原来田埂处因土层浅
,

发黄就较早
,

且比原来田块内

为严重
,

在这种情况下
,

严重发黄面科的形状就与原来的田埂面积相一致
。

.3 整地不平
、

不均
:
有的由旱地新改为水 田的情况下

,

由子土壤质地粘重
,

在拖拉机犁

耙时同一块田内有的地方犁耙次数过多
,

过深
,

有的地方未犁到
,

因而造成士地不平整
。

在

犁耙过多过深处
,

局部地势低洼积水
,

土壤不透气
,

稻根发黑
,

形成窝状发黄
。

有的新改水

田虽犁耙均匀
,

但 田块两边高低不平
,

在肥料不足的情况下
,

低的一边水分过多
,

稻株茎叶

茂密
,

长到孕穗时土壤中肥料供应不够
,

发黄最严重 ; 而地势较高的一边
,

因露田较乳 生

长被控制
,

稻叶就没有发黄现象
。

可是在肥料充足的田块
,

由于跪着耘田
,

田内形成高低不

平
,

拔节期晒田后
,

高处正常转黄
,

而局部低洼处却保持青绿
,

这种 情况 就不同 于黄叶病

了
。

吐
.

插秧过深或过浅
: 同一田内

,

特别是粘土田
,

有些地方秧苗插得过深 ( 6 一 .10 厘米或

更深 )
,

早期因得不到养料和空气
,

生长很慢
,

就会发黄
。

相反
,

在一些沙质土田内局部地方

因插秧过浅
,

稻根与土壤接触不够
,

吸收不到土壤中养分
,

也会造成局部窝状发黄的现象
。



四
、

早稻生理性黄叶病的发生原因

l .从联系发展中看
:
探讨水稻黄叶病的发生原因

,

必须弄清它的各种症状
。

对于症状不

应孤立地
、

片面地看
,

而要全面地看
,

把握和研究它的一切方面
。

把各方面症状联系起来看

时
,
尤其要注意不能用静止的观点去看它的病态

,

而要从它的发生
、

发展和 变化 的 情况去

看
,

这样才有可能找出其发病的规律性
。

因此
,

对水稻黄叶病症状的了解
, 既要观察易见的

地上部分的茎
、

叶
、

穗
,

也应注意易被忽视的地下部分即稻根
。

既要看植株本身的表现
,

又

要对水稻赖以生活的稻田土壤加以详细观察
,

更要弄清病株各器官之间以及病株与病田之间

的相互依赖和相互联系性
。

对于什么时期发病
,

各生育阶段的病情
,

根
、

叶颜色的变化以及

采用各种措施后的效果如何
,

等等
,

都应一一加以观察研究
。

从早稻生理性黄叶病各方面症状看
,

植株病态与病田特点
,

叶色与根色
,

上叶与下叶
,

都是互相联系着的
。

根据我们在西江农场和南宁专区各县和几个国营农场的调查和观察
,

不

少地方早稻黄叶病的发生是与田里各种绿肥的茎杆不腐熟有关
。

发黄植株经常看到是擂在未

腐熟的绿肥渣上的
。

绿肥渣的成分主要为纤维素
,

含氮极少
,

不能满足水稻早期需要
。

而且

当绿肥渣发酵时
,

分解纤维的细菌大量繁殖
,

发酵微生物为着建造自身的细胞原生质
,

也需

大量氮素供应
,

势必要从稻田里摄取速效性氮肥
,

因而根际土壤微生物就与稻根产生了争氮

的矛盾
。

同时
,

在分解纤维时
,

土壤微生物也需要氧气
,

因而两者又产生了争氧的矛盾
,

黑

根就是土壤缺氧的征象
。

稻根虽从叶
、

茎也能得到一部分氧的供应
,

但根周围缺氧呼吸发生

困难
,

土壤中即使存在大量氛肥和其他养分
,

稻根也不能正常吸收
。

所以使得水稻对养分的

收支就失去了平衡
。

另一方面
,

早稻黄叶病的发生
,

在许多地方也与原来土壤肥力不够和缺乏有机或无机基

肥有关
。

在这种情况毛 如果插秧时或擂后未能及时施用速效性氮肥
,

则插后就会很久不返

青
,

或返青后
、

分奠前发黄
。

也有的虽未施基肥
,

但早期已及时施下速效性氮肥
,

因而分奠

拔节期生长正常
,

可是到了孕穗期如土壤养分供应不上
,

也会发生黄叶病
。

以上在缺乏有机

质基肥的情况下发黄的
,

稻根一般是不发黑的
。

水稻在长叶
、

长茎时期
,

或由一个生育期转人另一生育期时需氮和其他养分较多
,

由于

土壤中缺氮及其他养分
,

或土壤在缺氧情况下
,

根黑不能吸收
,
都可引起发黄

。

但不管是缺

肥
、

缺氧
,

对水稻来说都是根部不能从土壤中得到足够的养料
,

所以当新 叶 或新 器官生长

时
,
氮素来源就不得不靠分解自身老叶的叶绿素转运

。

当老叶叶绿素分解丧失后
,

原来叶子里

所含的黄色素和萝 卜素就显示出来
,

这就是发生生理性黄叶病时从老叶到新叶逐渐过渡退绿

变黄的原因
。 1 9 6 5年我们分析了晚稻植株下部发黄老叶和上部绿色的化学成分的结果表明

,

黄叶所含的氮素较绿叶为少
,

相差约一倍
,

这显然是氮素由老叶转运到新叶的证明
。

从该年

早稻各处发黄时我们建议所采取的措施效果看
,

在彻底排水晒田后
,

施用速效性氮肥犷 水稻

很快转青
,

而且叶尖原来发黄的也可变为绿色
。

这就进一步证叭稻叶发黄的原因确实在于水

稻植株内部所需氮肥等养分和供应氮肥等养分的不平衡所引起的
。

2
.

透过现象看本质
:
研究水 稻 黄 叶 病的发生

,

必须揭开某些症状的假象
。

前面已谈到茎

的 “
矮缩

”
是错觉

,

根发黑不是根的本身腐烂
,

而是根外的物质即土壤缺氧的现象
。

有些人

把田里水稻窝状发黄认为是
“
发病中心

” ,

前面已说明
,

早稻窝状发黄的多种原因了
。

这些

窝状发黄有的不再扩大
,

有的窝状发黄的确出现先后的现象
,

’

因而有人就认为是传染现象 ,

其实这是一种假象
, 由于有机肥施入田内时犁耙不均匀

,
未腐熟的有机物质堆积有厚有薄

,



引起土壤发酵的时间有早有迟
,

因土壤微生物繁殖时也需要养分
,

从而水稻缺乏氮素等养分

也就有先有后
,

所以在同一块由内
,

水呀舀发黄就有先后的不同
。

尤其发黄在植株上是从老叶

开始
,

在同一叶片上从叶尖
、

叶缘开始
,

都是有规律地从老组织过渡到新组织 , 特别是抗病

力较弱的新生部分反而发黄或不发黄
,

这是不能用传染病说法来解释的
。

许多早稻黄叶病初

发生时、 只要及时排水露田
,

施用速效性氮肥
,

几天内就可恢复正常
。

甚至有些大田未经特

别处理
,

·

后期都可长出新叶
,

自动恢复
,

当然结果是减产的
。

这些事实也是很难用传染病来

说明钓
。

有人说水稻黄叶病是黑尾叶蝉传染的
,

我们在西江农场一队 2 号地看到 2。多亩由早

地新改的水田
,

在完全没有任何叶蝉的情况下
,

有大面积水稻不同程度的发生黄叶病口相反

地
,

在第三队的试验田里
,

下了大量绿肥的同一处理中有很多黑尾叶蝉
,

长在未分解的绿肥渣

上的发黄严重
,

而长在没有绿肥渣上的
,

则生长极好
,

它们虽然长期被叶蝉咬食
,

也不发黄
。

对于水稻黄叶病的各种现象
,

必须分别弄清其本质
,

然后才有可能找出其共同本质
。

所

谓高温引起发黄的说法
,

只是表面现象
。

晚稻发黄时的确气温较高
, 当田内存在不腐熟有机

肥时
,

气温高了
,

土温随着增高
,

有利于土壤微生物活动
,

从而促进未腐熟有机物质的发酵

分解
,

所以气温高时微生物繁殖就快
,

需氮就增多
,

同时在高气温下水 稻生 长快
,

需氦也

多
,

这就促使早稻需肥和供肥不平衡的激化
。

因此
,

从表面上看起来
,

气温高时水稻发黄就

严重些
。

但是
,

气温高是土温增高的条件
,

如果土壤中无未腐熟有机肥
,

也就不会有发酵现

象
,

’

从而也就不会发生热量
,

土温也就不会较高
,

当然水稻发黄便不会产生了
。

水稻发黄一

方面与气温高有联系
,

另方面与气温高又是两回事
,

尤其有些水稻发黄是由于土壤缺乏氮肥

等养料
,

’

并未施有机肥
,

这就谈不上与气温的关系了
。

我们从早稻发黄的季节来看
,

更说朋

发黄与气温无关
,

因为早稻在四月初即出现黄叶病
,

而这时气温只有即℃左右
。

在土
、

肥
、

水等管理相同情况下
,

水稻发黄程度因品种不同而异
,

是客观存在的现象
。

尤其是矮秆品种
,

叶宽
、

根系发达
、

产量高
,

自然需肥较多
,

所以对于氮肥等养分的需要和

供给的不平衡所表现出的矛盾自然较为突出
,

就容易发病
。

但是同一早稻品种在不同的管理

情况下
, ,

也不一定都发黄
。

甚至同一品种在同一块田内
,

也不一定都发黄
。

在西江农场矮秆

品种如广选 忽号
,

有发黄的
,

而高秆品种也有发黄的
。

所以发黄与品种的关系不是绝对的
,

本质问题在于人们给予它的肥 ( 氮肥为主 )
、

水条件等是否符合该品种的要求
,

而品种本身

不是发黄的根本原因 `
卜 「

卜 .3 农田生态平衡失调是早稻生理性黄叶病的根本原 因
`

探讨早稻生理性黄叶病的发生原因
,

固然不可忽视水稻品种及稻田的土壤
、
施肥

、

局部

她形等引起发病的影响
,

但是
,

根本的原因
,

还是 由于水稻等禾本科作物在长叶
、

长茎或由

一个生育期转到另一生育期生长新器官时
,

总需要土壤中足够的充分养分的供应才能正常进

行
。

如果在某一时期土壤中养分的供应赶不上水稻等禾本科作物的需要
,

一

或在一定生态条柞

下如田中渍水过多
,

出现土壤次生潜育化
,

水稻根部即失去吸收土壤养分的能力
,

这时水稻

对所需养料由于收支不平衡
,
就不得不从自己体内老叶的叶绿素中摄取养分转运到新叶

,

老

叶由于叶绿素分解而丧失
,

就显出原来叶中的黄色素来
,

所以表现出植株下部老叶先黄犷上

部新叶后黄
,

每一叶片的发黄又从老组织的叶尖开始
,

顺序从叶缘到 叶 脉
,

最
」

后才全叶枯

黄
。

一

所以早稻生理性黄叶病的发生
,

根本上是水稻在农田内生态平衡失调的表现
。

五
、

对早稻生理性黄叶病防治措施的意见

在水稻生育期间出现发黄现象时
,

首先要观察植株和病 田
,
看是否是三化螟虫害造成的

枯心苗
, 一

或受药害、 :秧苗机械损伤
,

以及秧根肥中化肥过浓或其他病虫害
_

等所引起的
6
找出



具体原因
,

才能对症下药
。

早稻黄叶病的本质虽然是植株内养分供需的不平衡
,

但是在具体田块和具体时
{

间里经常

包含着许多具体原因
。

必须弄清诸方面原因的相互关系
,

才能解除病因
,

所以在预防早稻黄

叶病方面应注意下列各点
:

1
.

冬种绿肥田不仅沤田时间要够
,

同时应创造腐熟条件
:

田内既不能过干
,

也不 能淹

水
,

特别要注意土
、

肥相融
,

才可促使其加快分解腐熟
。

其他不腐熟有机肥如生牛粪等不宜

施用
,

以免田内发酵引起水稻根部与土壤微生物产生争氮
、

争氧的矛盾
,

从而使早稻对养分

的需求和供应发生不平衡现象
。

“
·

肇调施用腐熟有机质基肥外
,

在面肥和分璧肥中应施用足够量的速效性氮肥
,

尤其

对耗肥较多的矮秆品种更应注意
,

以避免分孽期出现矛盾
。

在孕穗期如稻叫
一

晕著退绿而且 由

下叶到上叶
、

叶尖先发黄
,

应及时施用适量的速效性氮肥作壮尾肥
。

3
.

为了创造条件使早期秧苗根部能充分吸收土壤养分
,

对于 由粘土红壤旱 地 新 改 的水

田
,

犁耙次数不能过多
,

以免破坏土壤结构
,

阻塞土壤空气流通 , 尤其犁耙质量要均匀
,

做

好土地平整
,

以避免低洼处水深
,

导致插深
,

根黑吸收不到养料
。

至于新开沙质土稻田
,

插

秧时应注意使稻根与表土充分接触融合
,

不能插得过浅
。

4
.

地势低洼的田块特别要注意排水工程
,

在可能范围内要做到每块田排灌分家 , 插秧后

实行浅灌
、

露田
、

晒田等干干湿湿的灌概方式
。

在水稻生长期间
,

特别在早期要经常检查稻

根是杏出现发黑现象
,

如果发现黑根很多
,

即排水露田
,

改善土壤供氧条件
,

以增进稻根吸

收养分的能力
。

5
.

原来土壤肥力不够的
,

尤其是由旱地新改水田
,

倘土壤酸性过强
,

应施用适量石灰或

石灰岩粉末
,

以中和其酸度
,

有利于土壤氨化细菌
、

硝化细菌和固氮细菌的活动繁殖
,

从而
、

增加土壤中的有效性氮素
,

有利于解决水稻需氮肥等养分的矛盾
。

新土熟化要经过一定的过

程
,

最快的办法就是施用腐熟的有机质堆肥
,

增加土壤腐殖质
,

改良土壤结构
,

增加肥力 ,

同时也可采用在田内烧土和烧草皮灰措施
,

以增加有效磷
、

钾成分
。

在土壤肥力暂时尚不能

改善的情况下
,

应正确处理密植程度 ( 不能过密 )
、

耕作制度 ( 与旱作轮作 ) 和 品 种 推广

( 耗肥较少的高秆品种与耗肥较多的矮秆品种应有一定比例 ) 的关系问题
。

.6 在不少情况下
,

秧苗不壮或秧 田肥水管理不当
,

也与发黄有一定关系
。

每亩秧田种子

不能过多
,
秧田肥应特别注意腐熟有机肥和速效性氮肥

,

切不可用生牛粪等
,

水的管理应湿

润灌溉
,

不宜淹水
,

以免烂秧
。

如果发黄植株是由老叶到新叶逐渐过渡发黄
,

根部不发黑
,

就可直接施下一定量的速效

性氮肥如硫按
、

尿素或腐熟人粪尿等
,

如果根发黑
,

就说明土壤供氧状况不良
,

首先要排水

露田
,

待黑根消除
,

长出新根后
,

即可施用速效性氮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