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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枯病 此病是坦桑 尼亚剑麻最普通的

营养缺乏病
,

它是由缺钾引 起 的
。

在 剑 麻

园
,

此病最初发生在不到一公顷的小块地上
,

尔后逐步扩大
,

可能蔓延到广大地区
。

各类

土壤都会发生带枯病
。

初期症状为直径约 1

一 2 毫米的灰绿色和褐黄 色的细小斑点
,

斑

点发生在叶片背面
,

通常在叶颈部
,

要不就

在球状茎基部
。

叶片基部还可能同时发生普

通的白化即退绿
。

随着病情发展
,

斑点扩大

成紫色斑块或深赤褐色的坏死组织
。

叶缘的

坏死往往是很明显的
,

病部扩展连成形状不

一的下陷大斑块
,

其组织死 亡 干 缩
。

在 后

期
,

坏死的病痕横向发展形成一条宽 10 一 15

厘米的带
。

这就使叶片颈部即最狭窄部位干

缩
,

致使叶液停止流动
,

不久叶尖变黄
,

而

后紫红
,

最后卷曲并凋萎
。

大多数上部叶片

受 害而减小了叶片面积
,

明显削弱新叶的生

长
,

致使新叶逐渐变得短而轻
。

最后植株呈

纺睡状或矮化
,

严重时心轴腐烂
,

不 能抽轴

开花
。

带 枯病最初是W al l a c e
命名的

,

其它植

麻国家则称作
“
叶足病

” 或 “
叶基病

” 。

其

症状虽然不难识别
,

但更重要的是要及时发

现叶片基部显示麻株缺钾早期的淡绿黄色斑

点
,

以便在病症恶化和纤维产量下降之前采

取补救措施
。

带枯病严重的叶片无法治好
,

因此
.

是不可挽回的损失
。

剑麻叶片的叶颈区钾含量通 常 是 最 低

的
,

此处也最容易发病
。

由于植株体内的钾是

容易转移的
,

当钾供应不足时
,

最下部最老

叶片中的钾就会转移到生长点供生长新叶
。

在红土苗圃地的珠芽小植株上已发现缺钾症

状
,

而且施用麻渣之后病株也并不 减少
。

如

果土中含钾很低的话
,

不到一龄的剑麻也会

出现缺钾症状
。

有时
,

剑麻可 以完全正常地

一直主长到三
、

四龄时带枯病才突然爆发
,

往往是在某一生长旺期之后
。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

通常是心轴周 围的直立叶片受害最大
,

且病痕迅速扩展
,

变成紫黑色
,

同时覆着一

层蜡粉
。

叶面往往出现大量胶状渗出物
。

盆栽难以诱发砂培剑麻的带枯病症状
,

可能是由于所用的营养液含有相 当 大 量 的

钠
,

足能弥补钾的缺乏以抑制带 枯 病 的 发

生
。

带枯病流行地区的土壤分析表明
,

如果

土壤代换性钾含量下降到低于 0
.

2毫克 当 量

/ 10 0克土 ( 用 I N醋酸按 提 取 )
,

那 么
,

就很容易出现缺乏病症
。

但是
,

情况并不总

是这样
,

有时施氮肥
一

也会出现病症
,

或者使

病症更为严重
。

植物体内钾的作用之一就是

要和氮保持适当平衡
,

并调节氮素以免过量

吸收
。

在氮
、

钾含量低的瘦地上生长缓慢的

弱株却往往不会发生带枯病
,

据信关健在于

这种土壤的氮钾比控制了此病的发生
,

事实

上
,

土壤缺钾的条件下
,

带枯病严重程度是

随土壤氮素状况的不同而变化的
。

施钾肥容易防治带枯病
, 1 9 4 7年坦噶地

区某剑麻园的一个肥料试验已证明这点
,

该

园剑麻原先严重遭受带枯病害
,

试验历时七

年
,

只有一半小区每公顷共施钾肥 5 00 公斤
,

其中硫酸钾 2 70 公斤
,

氯化钾 2 30 公斤
。

头五

年的每公顷施肥量是
,

第一年即剑麻幼小 时

施 45 公斤
,

其后几年随着植株长大而增加到

每年 90 公斤 ; 有两年因为出现带枯病的早期



症状而表明钾量不够
,

故每公顷分别增施钾

肥 4 5公斤
。

同一试验配合施氮和 磷 肥 的 小

区
,

对纤维产量没有影响
。

但如表 1所示
,

施钾肥增产近 63 %
。

表 1 钾肥消除带枯病后对纤维产量的影响

不施钾 施钾

剑麻带枯病如此严重
,

要想保持纤维的

高产
、

优质
,

就非施钾肥不可
。

紫色先端卷叶病 此病是剑麻的一种营

养缺乏症
, 虽在耗竭的酸性土上最易发生

,

但并不限于某种特定的土类 ; 此病在穆陵格

诺大流行
,

且在一些最老的剑麻 植 区 最 严

重
。

最初症状发生在最老叶片上
,

近叶尖端

刺的叶缘呈黄色
。

随后每片叶尖端的颜 色逐

渐发红进而发紫
,

同时边缘开始向上卷 曲
。

随着病症恶化
,

紫色自叶缘向内扩展
,

并自

叶尖向下部扩展
,

叶片愈卷曲
,

直至叶缘会

合呈管状
,

其长度可达叶长之半
。

最后叶片

自尖端开始变黑
,

并慢慢向下发展
,

直至病

叶死亡
。

到 目前为止
,

还不能确定其真正病因
,

因它似乎不单是由于缺乏某一种矿质养分所

致
。

这些病症会使植株过早衰老
,

并且会妨

碍植株体内养分的吸收和转移
;
事实证明

,

病叶所有主要元素的含量总是很低的
,

同时

也看到
,

偶然砍伤健康叶片的中部时
,

由于

叶液停止流动
,

致使叶梢那一段变成黄色和

紫色
。

缺钙的砂培植株出现严重的紫色先端卷

叶病症 , 整片叶都会卷曲起来
,

而最下部一

些叶片则坏死并回枯
。

穆陵格诺的田间试验

记录表明
,

这种病症的严重程度和石灰施用

量呈反比
。

这就是剑麻在盐基供应充足的土

壤上很少出现此病的原因
。

众所周知
,

剑麻是喜钙植物
,

需要吸收

大量的钙
。

从组织测定的结果来判断
,

剑麻

吸收的钙似乎超过了所需
。

穆陵格诺的其它

盆栽试验证明
,

在缺钙砂培或水 培 的 情 况

下
,

剑麻不能长根而死亡
。

大 田剑麻缺钙
,

则植株发育不良
,

叶片狭小
,

叶色灰绿
,

如

果土壤严重缺钙
,

则叶轴会慢慢腐 烂
, 最终

植株翻倒死亡
。

可惜没有肯定此病的病 因就是缺钙
。

因

为缺磷乃至缺钾
,

都会导致紫色 先 端 卷 叶

病
,

而这些病株在施这三种养分和氮素时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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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带枯病对单株产叶数无影响
,

所以

每公顷相当于 7
.

7吨纤维 的钾肥效 应
,

几 乎

全是来自施了钾肥的健康植株上的优质大叶

片
。

当按照带枯病严重程度对叶片进行分级

时
,

可以看出
,

割自经施钾的健康麻株的叶

片
,

近 90 %为无斑疵的纤维
;
而病株的只 占

5 7%
。

余下的叶片受害非常严重
,

只能产生

有斑疵的没什么价值的纤维
。

1 9 5 2年D i e k m a h n s
分析了该试验各小区

第四次割叶的叶片
。

结果 ( 见图 1 ) 表明
,

叶片钾含量的临界水平 ( 在本试验条件下 )

为烘干叶重的 O
。

5一 0
.

6%
。

在处理带枯病的

第二个大 田施肥试验里
,

每公顷每年按五种

剂量 ( 。 一 80 公斤氧化钾 ) 施用钾肥
。

结果

表明
,

每公顷每年施氧化钾超过 60 公斤
,

并

不能继续提高纤维产量
。

这就进一步证明
,

钾肥用量不必超过消除缺乏症所需的数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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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剑麻带枯病施肥试验 36 个小区的

纤维产量和 叶片钾含量的关系



能恢复健康
。

1 9 5 5年布置了一个砂和心土栽

培试验
,

一年后取出植株测定鲜重和干重并

分析氮磷含量
,

结果列于表 2
。

表 2 氮
、

磷和钙在砂和心土栽培中对剑

麻生长的影响

仁
.

植徐 因缺钙死 亡

表 2 鲜卫和干重数拐着重表明
,

营养乎

衡对于剑麻正常生长的必要性
。

表 2 资料再

一次说明
,

全{j麻非常震要钙
,

而别的主要元

素的重要性也是很
’ 1月显的

。

总之
,

此病的病

因尚不明确
,

原 因
一

也许是复杂的
,

但发病与

酸性土有某些相关
,

因此
,

施用石灰无疑是

应该采取的一项补救措施
,

而在某些特定环

境下
,

还必需施磷或钾
。

褪绿病 剑麻株褪绿病叶片的颜 色
,

轻

症为绿兰色
,

中症为淡绿或黄绿色
,

重症为

鲜黄色
。

病株生长通常受阻
。

在后期叶缘变

成紫红色
,

叶尖刺特别粗
。

严重的病株将导

致老叶过早萎枯
;
叶片末端干缩

,

但还不至

完全卷曲起来
,

由于干缩部位整齐地向下扩

展
,

所以新鲜组织之间有一条明显的界线
。

大多数植物褪绿病
,

通常是缺氮 的 一 种 症

状
,

盆栽试验表明
,

剑麻也是如此
。

缺氮麻

株决不会具有健株的深兰绿色
,

以及营养良

好植株所特有的一层蜡粉
。

生长在水涝地或

通气不 良土壤上的剑麻
,

因土中硝化作用受

抑制而易患褪绿病
,

在土层浅薄
,

土层下是

铁子结核或岩石的土壤上种植剑麻时
,

这种

症状往往非常明显
。

施氮肥可以消除褪绿病
。

但是
,

如果土

壤排水不良
,

则限制或阻碍土壤硝化作用而

导致氮素不足的土壤物理 性质
,

才是发生病

症的主要原因
。

D i e k m a h n s 指出
,

用W
e b b砂培技术

,

由于缺铂阻碍了有效硝酸盐的同化作用而引

起褪绿病
,

因此出现典型的缺氮症状
。

缺硫

砂培也会使剑麻叶片发生明显褪绿病
,

但通

常不象缺氮那样严重抑制生长
。

缺硫叶片 的

硫含量为 。
.

04 %
,

正常叶片为 。
.

08 一 。
.

1 0%
。

褪绿斑驳病 此病是与褪绿病完全不同

的
。

它不象普通褪绿病那样伴随着叶片回枯

或者植株矮化
,

其特征在新展开的嫩叶上很

明显
,

而较老叶片则较少发生
。

其斑驳为灰

绿色的叶片上衬托着深绿色的纲纹即镶嵌图

案
。

严重时
,

叶片底色变成绿黄 甚 至 淡 黄

色
,

叶片中部可能出现窄而短的纵向坏死斑

痕
。

D i e k m a h sn 在中性和酸性的培养基中加

入高量的钻或锰并加不同量的铁进行水培
,

曾成功地诱发了幼龄麻株褪绿斑驳病
。

O s b -

or en 把褪绿斑驳病的剑麻叶片进行 光 谱 分

析
,

结果表明
,

一些样品虽含有高量的锰
,

但致病的原因主要是吸收了过量的钻
。

生长

在含铁丰富的酸性土壤上的剑麻
,

常可看到

此病
。

这是应该施用石灰来矫正土壤酸度的

一种可靠的标志
。

枯斑病 在穆陵格诺
,

试验中的缺镁砂

培剑麻老叶的叶面上
,

起初散布出现颇为深

陷的深棕 色坏死小病痕
,

随后这些病痕扩展

并连接起来而致叶片枯死
。

在其他国家
,

错

把这些症状当作带枯病
,

但其真正的病因是

缺镁
,

而不是缺钾
。

下陷处好似 日光灼伤
,

只是发病部位不同
。

上部叶片看 来 是 健 康

的
,

并没有出现紫色先端卷叶病症状
,

在剑

,卜臼..kr.已里..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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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园缺镁症状不可能与缺钙症状区别开来
,

在酸性土壤上
,

两种缺乏症也许同时发生
。

给叶病 在穆陵格诺进行砂 培 试 验 期

间
,

确定剑麻叶片外皮出现网状络纹这一症

状
,

是由于缺硼所致
。

给叶病有时也叫做裂叶病
,

其发病率不

高
。

最初症状通 常是在叶片上下表面出现一

种黄色斑纹
,

斑纹限于叶片上半部
。

不久叶面

的表皮出现网状给纹 ; 给纹从叶缘出现一条

裂纹开始
,

以后分支横贯叶身
。

当表面严重破

裂时
,

会出现不规则的下陷区
,

表皮变形并

栓化
。

这些症状差不多总是在新展开的叶片

( 有时是在叶轴上 ) 最严重
,

同一叶片上又

以距尖端几厘米的叶梢部严重
。

正常的平滑

叶缘会在裂纹处形成缺刻
。

植株根系纤弱
,

叶尖刺不突出
,

叶尖似套了个罩
,

这可能是

由于叶缘生长受阻所致
。

最后
,

生长点和分

生组织遭破坏
,

因此新叶变短
,

呈树椿状
,

不易展开 ; 这是出现鳞茎状小植株的主要原

因
。

缺硼植株在后期
,

其叶片扭曲而狭窄
,

明显呈畸形生长
。

在试验所用营养液中加入硼酸。
.

6 6 p p m

时
,

植株能迅速复原
,

在十周内新叶恢复正

常
。

分析资料表明
,

叶片硼的含量降低至 12

p p m 以下为缺硼
。

叶尖碎枯病 此病是指尖刺下约 2 厘米

处突然发生组织枯萎的病症 ; 死活组织之间

有一明显分界线
。

当枯萎不大严重时
,
不会

造成经济损失
。

可是
,

有时叶片也会每 10 匣

米分段枯萎下去
,

每段枯萎部分形似一个波

纹
。

此病并不常见
。

叶片分析结果尚不能确

定病因
,

但此病似乎与缺钙有关
。

平行条纹病 此病是指叶上有黄色或浅

绿色组织的纵向条纹带
,

这些条纹带从叶基

部沿叶缘 向上扩展至叶长的一半左右
。

带宽

很少超过 1厘米
,

此病后期
,

表 皮则 木栓

化
, 变成淡褐色

,

随后就坏死
。

尚缺乏足够

证据来肯定其病因
,
到 目前为止

,

叶片分析

还不能说明是缺乏哪一种养分
。

症状的严重

程度似乎取决于季节
,

因为在某些年份
,

其

症状过一段时间后就消失了
。

平行条纹病不

应和木栓化淡绿组织的叶缘条纹相混淆
,

这

种淡绿色组织也是出现在剑麻叶片两边
,

长

达全叶
。

病 因迄今不明
,

但认为不是一种营

养缺乏病
。

簇顶病 病株心轴增生
,

出 现 大 量 短

叶
,

整株呈现一种簇生株型
。

纵剖茎干时
,

其分生组织呈碟形
,

这表明细胞分裂可能受

阻
,

因为新长出的叶片不能伸长
,

因而形成

了一种致密的莲座状叶丛
,

其叶一片比一片

短
。

此病发生与土壤条件有密切关系
,

病因

尚不明
,
也许是缺乏某种微量元素所致

。

麻疯病 主要出现在麻株叶背表皮上的

淡绿黄色或黄褐色斑疹
。

因为叶片纤维未受

影响
,
也不致增加剥麻困难

,
因此不会直接

造成经济损失
。

植地排水不良的剑麻易患此

病
,
但在排水和通气都良好的土壤上也常发

此病
。

病因未明
,

但其发病和导致缺氮的条

件有关
,
尤其是病株通常都有褪绿现象

。

从

病叶上未能分离出病原
。

芽融病 这是一种稀见病
,
心轴上的叶

片融合在一起
,

导致生长突然停止
,
终至植

株死亡
。

茎部绿色条纹病 此病系指在鳞茎状叶

基部发展起来的小范围鲜绿色和无蜡质的组

织
。

在穆陵格诺
,
特别是一种植在酸土上的

剑麻已发现这种病
。

其组织通常不致坏死
,

其症状随当年季节变化
, 因此

,

不一定是营

养缺乏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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