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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性病害
,

又称之为非侵染性病害
。

这类病害
,

病因复杂
,

诊断颇具难度
。

目前

对其诊断
,

主要是采用 田间现场诊断
。

现结合本人的诊断实践
,

对生理性病害的特点与

田间诊断技术
,

作简单介绍
,

以供读者参考
。

一
、

生理性病害的共同特征
:

1
.

病株表面或内部没有任何病征
。

侵染性病害在病部有病征
,

如菌脓
、

细菌液
,

霉层
、

粉状物
、

颗粒状物
,

虫痰
、

沈状物等
,

而生理性病害却没有
。

2
.

没有传染性
,

不存在发病中心
,

不存在病害从病株 向健株不断扩展
、

蔓延的现象
。

有些病毒症状和生理性病害相似
,

可依据有无发病中心与是否扩展蔓延将二者区别开来
。

3
.

病区内
,

或大面积或全 田或局部同时发病且分布均匀
、

病株症状一致
。

尤其是非土

壤因素造成的生理病害
,

其发生表现为暴发式
,

可在 1一2 天
,

甚至儿小时内突然发生
,

没有明显的病理过程
。

根据以上特征
,

可 以对是否是生理病害作出初步诊断
。

究竞是哪类 (个 ) 生理因素

所引起的
,

须根据各类生理性病害 田 间发生特点
,

作进一步诊断
。

二
、

现将各类生理病害田间发生特点分述如下
:

1
、

土壤因素生理病害特点

( 1) 局部或个别 田块发病
,

田块间差异明显
,

有病重的
,

有病轻的
,

有无病的
。

这

是 由于不同田块茬 口
、

施肥多少
、

肥料种类不同与积水与否
、

地势高低等因素所造成
。

有的稻田低洼或淹水
,

根系长期处于缺氧状态
,

影响根系发育
,

阻碍养份吸收
,

还原性

物质增多
,

稻株叶面布满不规则红色斑块而呈赤枯症状
。

施入大量绿肥或未腐熟有机肥

田块
,

水稻栽插后
,

有机肥腐熟发酵产生有毒气体 HZS
、

C4H 等
,

伤害根系
,

使之发黄发

黑甚至腐烂
。

有的田块
,

施肥不当导致土壤中缺 N
、

P
、

K 或微量元素
,

植株表现为叶色

变淡或变浓
,

或叶色呈黄紫兰白等到不 同颜色
,

叶片变形
、

变小
、

卷曲
、

脱落等
,

植株

矮小
、

凋萎或死亡
。

这类病害诊断时
,

要注意观察周围的无病田
,

与之作 比较
,

从中找

出二者在施肥
、

地势
、

茬 口等方面的差别
,

从而有助于作出准确诊断
。

( 2 ) 全 田同时发生均匀发病
,

并伴随有一个由轻而重的渐进过程
。

这类病害
,

其原

因不论是 H Z S 等有毒物质存在
,

还是某种元素缺乏
,

原因存在于土壤之中
,

而症状表现

在根系或叶片上
。

有害物质的产生有个逐渐积累的过程
,

植株对有害物质也有个逐步吸

收的过程
;
某元素缺乏

,

随植株生长
,

也有个愈演愈烈过程
。

所以这类病害发生有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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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的由轻而重的渐进过程
,

不能误认为这是再侵染过程
,

否则就导致误诊
。

( 3) 一旦土壤环境改变
,

症状随之逐步消失
。

长期深水灌溉条件下发生的赤枯病
,

一旦排除田间积水
、

晒 田
,

土壤通气条件得 以改善
,

则赤枯症状也随之逐渐消失
。

缺氮

田块
,

施入氮肥后
,

叶色则由黄转绿
。

依据这一特点
,

下列两种简易方法
,

可用于 田间

准确诊断
。

①异地种 (移 ) 植试验
:

把病株移植到无病田
,

或把健株移植到病田
,

也或

二者同时进行
,

若病株症状逐渐消失或无病株上逐渐表现症状
,

这就证明此系土壤因素

所致的生理病害
。

②单因子测试法
:

把土壤中可能缺乏的元素
,

用含有这些元素的化肥

分别施入到不同小区 中
,

然后观察
,

若某小区症状消失或减轻
,

则证明该小区所施入的

元素就是土壤中所缺的元素
。

为尽早及时作出准确诊断
,

上述两法可同时进行
,

其结果

可相互补充
、

相互佐征
。

依据上述特点诊断土壤因素所致生理病害时
,

需注意排除蛾姑
、

蟒蜻
、

根蛆等地下害虫的为害
。

其地上症状
,

二者有相似之处
,

但地下部位受害状
,

二

者截然不同
,

易于区分
。

三
、

气象因素生理性病害的特点

( l) 大范围突然暴发
,

大范围是指几个乡
、

几个县
、

几个市甚至几个省
,

突然暴发

是指仅几个小时内就 己发生
。

这是由于低温霜冻
、

高温旱热风
、

台风暴雨
、

龙卷风
、

酸

雨等灾害性天气
,

是为大气候所控制的
,

是在大范围内几乎同时发生的
。

需说明一下
,

雷害是局部性的
,

受害区域成圆形
、

椭圆形或半圆形 (邻近堤坝
、

建筑物或水扩 )
,

受

害 田块中植株伴有枯焦味
。

( 2 ) 地势地貌不同
,

发生轻重有别
。

地势地貌不同
,

农 田小气候不同
,

气象因素所

致生理病害发生轻重也随之不同
,

这在冻害
、

旱热风害表现得更为明显
。

阳坡较阴坡
、

洼地较高地
、

谷地较山地冻害都轻
。

这特点在诊断时很有实用价值
。

( 3 ) 植株受害部位有一定规律性
。

受早热风为害
,

愈接近植株顶层
,

叶片受害愈重
,

愈接近基部则愈轻
;
低温冻害

,

在不同植株相 同叶位的叶片上表现出相同症状
。

田 间观

察时可发现受害叶片处在同一水平线上
;
灼伤受害部位为阳光直射到 的果表

。

在这类病

害现场诊断时
,

及时发现其规律
,

有助于准确诊断
。

四
、

农药
、

化肥与厂矿排污等因素生理病害的特点

( l) 发生范围不大
,

多为局部性
。

农药
、

化肥等所导致的生理病害
,

通常发生范围

不大
,

仅 限于几块 田
、

一块田
、

甚至一块田中的部份植株
。

药肥施用方法不当或过量会

导致田块 中部份植株发生药害或肥害
,

错用农药 (尤其是除草剂 ) 会导致数块 田或一块

田全田发生药害
。

前者在 田间分布很不均匀
,

后者则比较均匀
。

( 2 ) 肥害药害田 间分布与相应的操作轨迹有明显关系
。

撒施肥料时
,

常是一片一片

的
,

片与 片之间既有重叠也有间隙
,

故 田间有重病株
,

有轻病株
,

也有无病株
;
用弥雾

机或喷雾器喷药时
,

打 药人边走边喷
,

喷头的活动轨迹总是呈现为
“ S

”

形
,

药害在 田 间

的分布也为
“ S

”

形
,

在
“

S
”

形轨迹之外 的植株受害轻或不受害
。

在 田头现场诊断时
,

要注意观察全田
,

及时发现其分布特点及与农事操作间关系
,

这有助于对肥害
、

药害作

出准确诊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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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发病和高温
、

低气压
、

风向等气象因素有关
。

撒施碳铰
,

若在高温季节
,

易发

生氨气烧苗
。

化肥农药等化工 厂排出的 同态或气态有害化学物质
,

在低压闷热天气条件

下
,

不能升入高空而易于沉降到植株表面而导致药害
。

化工厂排出的有害气体 5 0 2 、

1C
2

等常顺着风向飘移
,

导致对下 风 田块 中植物的伤害
。

这表现为位 于工厂下风的 田块受害

重
,

上风的则轻
:
树木受害表现为迎风的一面受害重

,

背风的则轻
。

在化工厂周 围诊断

化学物质污染时
,

要注意结合前儿天的气象资料作出判断
。

( 4 ) 多种植物同时发病
,

这在除草剂造成的药害与化工厂排污物造成的伤害中更为

常见
。

在化工厂周 围田块
,

不论是麦 田还是油菜 田
,

也不论是玉米 田还是水稻 田
,

其 田

间的作物与杂草都出现生长停滞
、

叶片变色等症状
,

也就是多种植物同时发病
,

由此即

可作出结论
,

这些症状是 由化 卜厂排 出的化学物质污染所造成
。

相邻 田块的不同作物或

同块 田中的两种作物
,

播后均生 长缓慢
、

植株矮小
、

叶色不正常
,

若 田间没有杂草或杂

草种类特别少
,

这种状况可诊断为本茬或前茬所用除草剂的药害
。

植物种类不同
、

同种

植物生育期不同
,

对药物的敏感性也不 同
,

故多种植物同时发病时
,

症状可呈现多样化
,

有整株死亡的
,

有生 长停滞的
,

有 叶片脱落的
,

有叶片变色的
。

在实地诊断时
,

注意把

病区 ( 田 ) 内的多种植物和其周围或相邻无病 田块的作比较
,

以便发现其受害特征
,

从

而作出结论
。

大多数除草剂是进入土壤为植株根系吸收后才表现药害的
,

因此它和土壤

因素的生理病害有相似特点
。

异地种植法与单因子测试法
,

也适用于除草剂药害的诊断
。

要注意单因子测试应在无病 田进行
。

侵染性病害其病原生物和病害症状可同时在同一空间并存
,

也就是说
,

在同一植株
、

同一器官
、

同一部位上可 同时存在病原生物和病 害症状
,

这可称之因果时空并存
。

生理

性病害其症状表现在植株上
,

病因却在植株体之外
,

可来 白十壤
,

可来自空间
,

也就是

说
,

病因和症状在空 间上是分离的
;
多数生理性病害在显症之前病因 己经消失

,

即原 因

在前结果在后
,

二者之间存在时 间差
。

这可称之因果时空分离
。

这两类病害其病因和症

状 间在时空方面存在明显差异
,

因此诊断方法也截然不同
。

侵染性病害诊断
,

可 以从微

观入手
,

在实验室中从一个病株或一张病叶上
,

既可看到症状又可能查到病原物
,

就可

以作出结论
;
生理性病害诊断

,

在实验室中从一个病株一张病叶上
,

只能看到部份症状

且查不到原因
,

而就无法作出结论
,

只有从宏观入手
,

深入到现场
、

田头
,

根据 田间病

株发生与分布的特点
,

结合对田 间状况和周 围环境的观察
、

分析
、

综合
、

去伪存真
、

由

表及里
,

才能作出正确结论
。

简而言之
,

生理性病害发病原因和症状表现
,

在时空间上

是分离的
;
对其诊断是从结果 ( 症状 ) 去寻找

、

追朔
、

揭示其原因
,

故颇具难度
; 只有

从宏观入手
,

切忌闭 门造车
,

才能作出正确结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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