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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凉山州光叶紫花苕（Ｖｉｃｉａ　ｖｉｌｌｏｓａ）主要种植区，设置早播、中播和晚播３个播期，轮 作、混 播 和 单 播３种 植 模 式

以及不刈割和刈割１～５次等农 业 措 施，研 究 其 对 光 叶 紫 花 苕 白 粉 病（Ｌｅｖｅｉｌｌｕｌａ　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ａｒｕｍ）、斑 枯 病（Ｆｕｓａｒｉｕｍ

ｅｑｕｉｓｅｔｉ）和叶斑病（Ｓｅｐｔｏｒｉａ　ｍｅｄｉｃａｇｉｎｉｓ）的影响。结果表明，光叶紫花苕病害的发生与不同的农业措施有着直接或间

接的关系。适宜的延迟播期、增加刈割强度、混播可降低光叶紫花苕病害的发生，中播的光叶紫花苕白粉病、斑枯病和

叶斑病的发病率较早播的分别降低了１５．４％、４３．５％和５０．５％。光叶紫花苕刈割３次以上，各病害发病率降低至１０％
以下，甚至不发病。与单播光叶紫花苕相比，光 叶 紫 花 苕 与 黑 麦 草 混 播 的 白 粉 病、斑 枯 病 和 叶 斑 病 的 发 病 率 分 别 降 低

８．２％、４１．９％和２５．６％；与单播光叶紫花苕相比，轮作使光叶紫花苕斑枯病和叶斑病发病率分别降低２３．８％～３０．６％和

６．８％～１９．７％，病情指数分别降低１７．２～２０．３和６．２～９．３，但对白粉病无显著影响（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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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 叶 紫 花 苕（Ｖｉｃｉａ　ｖｉｌｌｏｓａ）是 一 年 生 草 本 植 物，
属于豆科 巢 菜 属 变 种，高 产、优 质［１］，具 有 很 好 的 固

氮能 力，是 优 质 绿 肥、牧 草［２］、蜜 源 植 物［３］。四 川 省

凉山州是光 叶 紫 花 苕 的 主 要 种 植 区 之 一，年 种 植 面

积达６．６７万ｈｍ２［４］，促进了当地的种草养畜 发 展，被

喻为 凉 山 州 冬 春 季 的“绿 色 革 命”［５］。据 调 查，光 叶

紫花苕主要发生白粉病（Ｌｅｖｅｉｌｌｕｌａ　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ａｒｕｍ）、
斑枯病（Ｆｕｓａｒｉｕｍ　ｅｑｕｉｓｅｔｉ）和 叶 斑 病（Ｓｅｐｔｏｒｉａ　ｍｅｄｉ－
ｃａｇｉｎｉｓ）等病害，对牧 草 品 质、产 量 造 成 一 定 的 影 响。
传统农 药 防 治 会 产 生 残 留，污 染 环 境，影 响 牧 草 品

质，且使部分病 害 产 生 抗 药 性。按 照“公 共 植 保、绿

色植保”理 念，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 在 凉 山 州 喜 德 县、盐 源

县、布拖县、昭 觉 县 和 西 昌 市 等 光 叶 紫 花 苕 种 植 区，
设置不同的播期、种 植 模 式 和 刈 割 等 几 种 农 业 措 施，
研究其对光 叶 紫 花 苕 白 粉 病、斑 枯 病 和 叶 斑 病 的 影

响，以期为光 叶 紫 花 苕 病 害 防 控 提 供 一 定 的 科 学 依

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设计

于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选 择 四 川 省 凉 山 州 喜 德 县、
盐源县、布 拖 县、昭 觉 县 和 西 昌 市 等 地，分 别 设 置３
个播期、３种种 植 模 式 和６种 刈 割 处 理 等 农 业 措 施，
对田间进行精细管理和播种，保证全苗、匀苗。

１．１．１　播期 试 验　按 完 全 随 机 区 组 设 计，设 早 播（８
月１０日，Ａ１），中播（９月１０日，Ａ２）和 晚 播（１０月１０
日，Ａ３）３个不同 的 播 期，重 复３次，共９个 地 块。撒

播，播种密度为每亩４ｋｇ（６０ｋｇ·ｈｍ－２），播 深１～２
ｃｍ，每地块取样 面 积≥１０亩（０．６６７ｈｍ－２）。播 种 前

施复合肥每亩１５ｋｇ（２２５ｋｇ·ｈｍ－２）作底肥。

１．１．２　种 植 模 式 试 验　按 完 全 随 机 区 组 设 计，设３
种模式，即轮 作（土 豆（Ｓｏｌａｎｕｍ　ｔｕｂｅｒｏｓｕｍ）－光 叶 紫

花苕、玉米（Ｚｅａ　ｍａｙｓ）－光叶 紫 花 苕、烤 烟（Ｐａｐａｖｅｒ
ｓｏｍｎｉｆｅｒｕｍ）－光叶紫花苕、苦 荞（Ｆａｇｏｐｙｒｕｍ　ｔａｔａｒｉ－
ｃｕｍ）－光 叶 紫 花 苕）、混 播［多 年 生 黑 麦 草（Ｌｏｌｉｕｍ
ｐｅｒｅｎｎｅ）－光叶紫花苕，５０％多 年 生 黑 麦 草＋５０％光

叶紫花苕］和单播，共６个处理，３次重复，共１８个 地

块，每地块 取 样 面 积≥１０亩（约 合０．６６７ｈｍ２）。其

中，混播比例按单播 量 的 百 分 比 计 算，光 叶 紫 花 苕 单

播量为每 亩４ｋｇ（６０ｋｇ·ｈｍ－２），多 年 生 黑 麦 草“凯

利”单播量为每亩１．５ｋｇ（２２５ｋｇ·ｈｍ－２）。

１．１．３　刈割 试 验　按 完 全 随 机 区 组 设 计，设 不 刈 割

和刈割１、２、３、４、５次 共６个 处 理，３个 重 复，撒 播 于

９月１０日，种植密度每亩４ｋｇ（６０ｋｇ·ｈｍ－２），共１８
个地块，每地块取样面积≥１０亩（０．６６７ｈｍ２）。

１．２　调查方法

在光叶紫 花 苕 幼 苗 期 开 始 调 查，按 照 上 面 设 计

随机 取 样 调 查 光 叶 紫 花 苕 发 病 情 况。每 个 处 理 小

区，随机取样５０株调 查 所 有 叶 片 或 按 复 叶 取 样 调 查

１００片叶发病情况。
发病率＝［病 株（器 官、叶）数／调 查 总 株（器 官、

叶）数］×１００％。
病害严 重 度 分 级 参 照 农 业 行 业 标 准“牧 草 病 害

调查与防治技术规程”（ＮＹ／Ｔ　２７６７－２０１５），根 据 发

病 的 植 物 器 官 面 积 或 体 积 占 调 查 的 植 物 器 官 总 面 积

或总体积 的 百 分 率，用 分 级 法 表 示，设８级，分 别 用

１％、５％、１０％、２０％、４０％、６０％、８０％和１００％表

示。待获得 若 干 样 本 的 严 重 度 数 值 后，采 用 加 权 平

均法计算出平均严重度：
平均严重度＝［∑（分 级 数 值×病 叶 数）／总 病 叶

数］×１００％。
病情指数 用 以 表 示 病 害 发 生 的 平 均 水 平，根 据

病害的发病率和严重程度：
病情指数＝发病率×平均严重度×１００。
为便于管理，牧草 病 害 危 害 程 度 一 般 定 为 两 级，

其中发病率达３０％，病情指数在１０～３０定为 严 重 危

害级别，用“＋＋”表示；发病率在３０％以下定 为 危 害

级别，用“＋”表示。

１．３　病害识别与鉴定

１．３．１　光叶 紫 花 苕 壳 针 孢 叶 斑 病　危 害 症 状：叶 尖

（修剪切口 附 近）产 生 细 小 的 条 斑，病 斑 颜 色 灰 色 至

褐色。严 重 时 叶 片 上 部 褪 绿 变 褐 死 亡。有 时，在 老

病斑上产生黄褐色至黑色的小粒点（图１）。病 原：半

知菌亚门的苜蓿壳针孢（Ｓｅｐｔｏｒｉａ　ｍｅｄｉｃａｇｉｎｉｓ）。

０３９１



第８期 刘勇　等：采用播期、轮作和刈割防治光叶紫花苕病害

ｈｔｔｐ：／／ｃｙｋｘ．ｌｚｕ．ｅｄｕ．ｃｎ

图１　光叶紫花苕苜蓿壳针孢叶斑病

Ｆｉｇ．１　Ｌｅａｆ　ｓｐｏｔ　ｏｆ　Ｖｉｃｉａ　ｖｉｌｌｏｓａ
　ａ：症状；ｂ、ｃ：病原菌菌落；ｄ：病原菌分生孢子。

　ａ：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ｂ，ｃ：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ｉｃ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ｄ：Ｃｏｎｉｄｉａ　ｏｆ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

１．３．２　光叶 紫 花 苕 白 粉 病　危 害 症 状：病 株 叶 片 两

面、茎部和叶柄上 有 一 层 白 色 雾 层，病 斑 白 粉 状。初

期小圆 形，随 着 病 情 加 重，可 逐 渐 扩 大 直 至 覆 盖 全

叶，末期叶背面霉层呈淡褐色或灰色（图２）。
病原：子囊菌亚门的豆 科 内 丝 白 粉 菌（Ｌｅｖｅｉｌｌｕｌａ

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ａｒｕｍ）。

１．３．３　光叶 紫 花 苕 斑 枯 病　危 害 症 状：植 株 感 病 后

枝条萎蔫 下 垂，生 长 缓 慢，叶 片 变 黄 枯 萎，常 有 红 紫

色变色。部分枝条 局 部 出 现 小 黑 点，发 病 一 周 后，病

枝逐渐死亡（图３）。
病原：半知菌亚门的木贼镰孢菌（Ｆｕｓａｒｉｕｍ　ｅｑｕｉｓｅｔｉ）。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播期对光叶紫花苕病害的影响

播期对光叶紫花苕斑枯病、叶斑病、白粉病发病程

度均有影响（表１）。３个播期中，早播期处理光叶紫花

苕斑枯病和叶斑病发病最重，发病率分别为６３．８％和

７５．２％，病情指数 分 别 为３５．４和３３．８，程 度 均 为 严 重

危害；晚播期处理叶紫花苕斑枯病和叶斑病发病最低，
发病率分别为１８．９％和１９．６％，病 情 指 数 分 别 为８．６
和１０．７。早播的光叶紫花苕斑枯病、叶斑病发病率和

病情指数均显 著 高 于 中 播 和 晚 播 的（Ｐ＜０．０５），晚 播

的发病率和病情指数最低，但与中播期的无显著差异

（Ｐ＞０．０５）。光叶紫花苕白粉病发病率和病情指数则

在中播期处理发病最低，分别为７．８％和２．８，显著低于

早播的和晚播的（Ｐ＜０．０５）。早播期光叶紫花苕白粉

病发病率和病情指数均高于晚播期的，但两者之间无

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综合３个播期光叶紫花苕病害发病情况，在四川

凉山州地区光叶紫花苕不宜早播。

图２　光叶紫花苕豆科内丝白粉菌白粉病

Ｆｉｇ．２　Ｐｏｗｄｅｒｙ　ｍｉｌｄｅｗ　ｏｆ　Ｖｉｃｉａ　ｖｉｌｌｏｓａ
　ａ：症状；ｂ：闭囊壳；ｃ：粉孢子和分生孢子梗。

　ａ：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ｂ：Ｃｌｅｉｓｔｏｔｈｅｃｉａ；ｃ：Ｏｉｄｉｕｍ　ａｎｄ　ｃｏｎｉｄｉｏｐｈｏ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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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光叶紫花苕木贼镰孢菌斑枯病

Ｆｉｇ．３　Ｓｐｏｔ　ｂｌｉｇｈｔ　ｏｆ　Ｖｉｃｉａ　ｖｉｌｌｏｓａ
　ａ：症状；ｂ、ｃ：病原菌菌落；ｄ：病原菌分生孢子。

　ａ：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ｂ，ｃ：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ｉｃ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ｄ：Ｃｏｎｉｄｉａ　ｏｆ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

表１　不同播期光叶紫花苕病害的发病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１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ｏｆ　Ｖｉｃｉａ　ｖｉｌｌｏｓａ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ｏｗｉｎｇ　ｄａｔｅｓ

播期

Ｓｏｗｉｎｇ　ｄａｔｅ／

（ＭＭ－ＤＤ）

斑枯病Ｆｕｓａｒｉｕｍ　ｅｑｕｉｓｅｔｉ

发病率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

病情指数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ｄｅｘ

危害级别

Ｈａｚａｒｄ

ｌｅｖｅｌ

叶斑病Ｓｅｐｔｏｒｉａ　ｍｅｄｉｃａｇｉｎｉｓ

发病率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

病情指数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ｄｅｘ

危害级别

Ｈａｚａｒｄ

ｌｅｖｅｌ

白粉病Ｌｅｖｅｉｌｌｕｌａ　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ａｒｕｍ

发病率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

病情指数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ｄｅｘ

危害级别

Ｈａｚａｒｄ

ｌｅｖｅｌ

早播／（０８－１０）

Ｅａｒｌｙ　ｓｏｗｉｎｇ
６３．８±４．３ａ３５．４±２．７ａ ＋＋ ７５．２±５．４ａ３３．８±２．１ａ ＋＋ ２３．２±２．１ａ１１．５±１．８ａ ＋

中播／（０９－１０）

Ｍｉｄｄｌｅ　ｓｏｗｉｎｇ
２０．３±２．２ｂ１１．５±１．３ｂ ＋ ２４．７±３．２ｂ１３．６±１．５ｂ ＋ ７．８±０．９ｂ ２．８±０．５ｂ ＋

晚播／（１０－１０）

Ｌａｔｅ　ｓｏｗｉｎｇ
１８．９±１．９ｂ ８．６±０．８ｂ ＋ １９．６±２．７ｂ１０．７±１．９ｂ ＋ １８．４±１．１ａ１０．２±０．９ａ ＋

　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不同播期间差异显著（Ｐ＜０．０５）；＋＋表示严重危害级别；＋表示危害级别；下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ｏｌｕｍ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ｏｗｉｎｇ　ｄａｔｅ　ａｔ　ｔｈｅ　０．０５ｌｅｖｅｌ；＋＋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ｈａｚａｒｄ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ｈａｚａｒｄｓ；ｓｉｍｉｌａｒｌ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ａｂｌｅｓ．

２．２　不同种植模式对光叶紫花苕病害的影响

轮作和混播均可 降 低 光 叶 紫 花 苕 斑 枯 病 发 病 率

和病情指数（表２）。在３种种植模式中，单 播 时 光 叶

紫花苕斑枯 病 发 病 率 和 病 情 指 数 均 为 最 高，分 别 为

５３．２％和３０．８，显 著 高 于 其 余５个 处 理（Ｐ＜０．０５）；
光叶紫花苕 与 多 年 生 黑 麦 草 混 播，斑 枯 病 发 病 率 和

病情指数最低，分别为１１．３％和６．９，显著低于其余５
个处理（Ｐ＜０．０５）；轮 作 显 著 降 低 光 斑 枯 病 发 生，但

与不同作 物 轮 作 的４个 处 理 之 间 无 显 著 差 异（Ｐ＞
０．０５）。

在３种种植模式处理中，单播时，光叶紫花苕叶斑

病发病率和病情指数均为最高，分别为４３．６％和１７．９，
显著高于其余５个处理（Ｐ＜０．０５）；混播时表现最低，

分别为１８．０％和５．４，显著低于与玉米轮作处理（Ｐ＜
０．０５）；轮作显著 降 低 叶 斑 病 发 生，但 与 不 同 作 物 轮 作

的４个处理之间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光叶紫花苕白粉病发病率和病情指数在３种不同

种植模式中无明显变化，且均较低，但仍在单播时相对

较高，混播时相对较低。单播和混播的发病率和病情

指数差异 显 著（Ｐ＜０．０５），轮 作 和 混 播 无 显 著 差 异

（Ｐ＞０．０５），单 播 和“玉 米－光 叶 紫 花 苕”轮 作 差 异 不

显著（Ｐ＞０．０５），与 其 余３个 轮 作 处 理 发 病 率 表 现 出

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上述结果表明，采用轮作、混播等种植模式降低光

叶紫花苕斑枯病和叶斑病的发病率和病情指数，对白

粉病发病率和病情指数则无明显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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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不同种植模式光叶紫花苕病害的发病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２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ｏｆ　Ｖｉｃｉａ　ｖｉｌｌｏｓａ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种植模式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ｐａｔｔｅｒｎ

斑枯病

Ｆｕｓａｒｉｕｍ　ｅｑｕｉｓｅｔｉ

发病率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

病情指数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ｄｅｘ

危害级别

Ｈａｚａｒｄ

ｌｅｖｅｌ

叶斑病

Ｓｅｐｔｏｒｉａ　ｍｅｄｉｃａｇｉｎｉｓ

发病率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

病情指数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ｄｅｘ

危害级别

Ｈａｚａｒｄ

ｌｅｖｅｌ

白粉病

Ｌｅｖｅｉｌｌｕｌａ　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ａｒｕｍ

发病率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

病情指数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ｄｅｘ

危害级别

Ｈａｚａｒｄ

ｌｅｖｅｌ

轮作

Ｃｒｏｐ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

玉米－光叶紫花苕

Ｚ．ｍａｙｓ－Ｖ．ｖｉｌｌｏｓａ
２６．５±３．３ａｂ　１３．６±１．３ａｂ ＋ ３６．８±２．９ｂ ９．８±１．１ｂ ＋ １２．１±１．２ａｂ　４．８±１．１ａ ＋

土豆－光叶紫花苕

Ｓ．ｔｕｂｅｒｏｓｕｍ－

Ｖ．ｖｉｌｌｏｓａ

２２．６±２．７ｂ １２．４±０．９ｂ ＋ ２５．３±２．３ｂｃ　１０．２±１．６ｂ ＋ ５．０±０．８ｃ ２．５±０．３ａｂ ＋

苦荞－光叶紫花苕

Ｆ．ｔａｔａｒｉｃｕｍ－

Ｖ．ｖｉｌｌｏｓａ

２９．４±２．６ａｂ　１３．３±１．５ａｂ ＋ ３４．０±２．８ｂ ８．６±１．１ｂｃ ＋ ８．５±１．６ｂｃ　３．７±０．８ａｂ ＋

烤烟－光叶紫花苕

Ｐ．ｓｏｍｎｉｆｅｒｕｍ－

Ｖ．ｖｉｌｌｏｓａ

２４．７±３．４ａｂ　１０．５±１．６ｂ ＋ ２３．９±２．０ｂｃ　１１．７±１．４ｂ ＋ ５．０±０．７ｃ １．８±０．５ｂ ＋

混播

Ｍｉｘｅｄ

ｓｏｗｉｎｇ

黑麦草

Ｌ．ｐｅｒｅｎｎｅ
１１．３±１．３ｃ ６．９±０．８ｃ ＋ １８．０±２．３ｃ ５．４±０．９ｃ ＋ ５．０±０．９ｃ １．５±０．３ｂ ＋

单播

Ｓｉｎｇｌｅ

ｓｏｗｉｎｇ

光叶紫花苕

Ｖ．ｖｉｌｌｏｓａ
５３．２±４．２ａ３０．８±２．３ａ ＋＋ ４３．６±５．３ａ１７．９±２．４ａ ＋＋ １３．２±１．１ａ ５．２±１．０ａ ＋

表３　不同刈割次数光叶紫花苕病害的发病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３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ｏｆ　Ｖｉｃｉａ　ｖｉｌｌｏｓａ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ｏｗｉｎｇ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

刈割次数

Ｍｏｗｉｎｇ　ｔｉｍｅｓ

斑枯病

Ｆｕｓａｒｉｕｍ　ｅｑｕｉｓｅｔｉ

发病率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

病情指数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ｄｅｘ

危害级别

Ｈａｚａｒｄ

ｌｅｖｅｌ

叶斑病

Ｓｅｐｔｏｒｉａ　ｍｅｄｉｃａｇｉｎｉｓ

发病率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

病情指数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ｄｅｘ

危害级别

Ｈａｚａｒｄ

ｌｅｖｅｌ

白粉病

Ｌｅｖｅｉｌｌｕｌａ　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ａｒｕｍ

发病率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

病情指数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ｄｅｘ

危害级别

Ｈａｚａｒｄ

ｌｅｖｅｌ

不刈割

Ｎｏ　ｍｏｗｉｎｇ
５７．２±４．９ａ３１．３±２．８ａ ＋＋ ６８．７±５．４ａ３４．１±３．２ａ ＋＋ ２０．３±２．１ａ８．６±１．７ａ ＋

刈割１次

Ｍｏｗｉｎｇ　１ｔｉｍｅ
６０．８±５．１ａ２１．３±２．９ｂ ＋＋ ４６．５±２．６ｂ１８．５±１．９ｂ ＋＋ １８．６±２．６ａ７．１±０．９ａ ＋

刈割２次

Ｍｏｗｉｎｇ　２ｔｉｍｅｓ
３１．６±３．７ｂ ９．６±１．３ｃ ＋ ２５．８±２．３ｃ ８．２±１．２ｃ ＋ １０．５±１．４ｂ３．６±０．６ｂ ＋

刈割３次

Ｍｏｗｉｎｇ　３ｔｉｍｅｓ
９．６±１．２ｃ １．５±０．４ｄ ＋ ２１．５±１．９ｃ ８．５±１．３ｃ ＋ ０．０ｃ ０．０ｃ

刈割４次

Ｍｏｗｉｎｇ　４ｔｉｍｅｓ
４．０±０．６ｄ ０．４±０．１ｅ ＋ ０．０ｄ ０．０ｄ ０．０ｃ ０．０ｃ

刈割５次

Ｍｏｗｉｎｇ　５ｔｉｍｅｓ
０．０ｅ ０．０ｆ ０．０ｄ ０．０ｄ ０．０ｃ ０．０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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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刈割对光叶紫花苕病害的影响

刈割次数 明 显 影 响 光 叶 紫 花 苕 病 害 的 发 病 情 况

（表３）。随着刈割次数增多，光叶紫花苕斑枯病、叶斑

病和白粉病的发病率和病情指数均逐渐降低，当刈割

次数达到５次时，试验区的光叶紫花苕没有发生病害。

光叶紫花苕白粉病的发病率和病情指数在不刈割和刈

割１次之间无 显 著 差 异（Ｐ＞０．０５），而 叶 斑 病 和 斑 枯

病则表现出 显 著 差 异（Ｐ＜０．０５）。从 整 体 上 看，刈 割

有助于降低光叶紫花苕病害的发生，因此，适时刈割可

以有效预防光叶紫花苕病害的发生。同时考虑到高产

等原因，适宜的刈割次数有待进一步研究。

３　讨论与结论

播期对光 叶 紫 花 苕 斑 枯 病 和 叶 斑 病 的 影 响 最 明

显，适宜推迟播期，有利于降低这两种病害的发生。这

与当地气候特点有关，推迟播期可以适当错开高温高

湿（雨季）气候。适宜地早播或晚播可有效地延缓一些

病害的发生［６－９］，结合生产实际考虑，建议在凉山 地 区

９月１０日左右播种。

种植模式对光叶紫花苕斑枯病和叶斑病有明显影

响，轮作 和 混 播 均 可 显 著 降 低 其 发 病 率，分 别 降 低

８．２％～３０．６％和８．２％～４１．９％，病 情 指 数 降 低０．４～
２０．３和３．７～２３．９；白粉病发病率有所降低，但不显著。

有研究表明，轮作改善了土壤生态环境，使之适合多种

真菌的繁殖生长，真菌种群数量增加，多种真菌共同存

在，互相制约，防止了病原真菌过度繁殖，抑制了病害

的发生［１０－１２］。另外，学者研究发现，红豆草壳二孢茎斑

病（Ａｓｃｏｃｈｙｔａ　ｏｎｏｂｒｙｃｈｉｄｉｓ）在 与 苜 蓿（Ｍｅｄｉｃａｇｏ　ｓａ－
ｔｉｖａ）混播处理下相对单播，其发病率降低４０％左右，

病情 指 数 降 低３０左 右；苜 蓿 褐 斑 病（Ｐｓｅｕｄｏｐｅｚｉｚａ
ｍｅｄｉｃａｇｉｎｉｓ）在与红豆草（Ｏｎｏｂｒｙｃｈｉｓ　ｓａｔｉｖａ）或 无 芒

雀麦（Ｂｒｏｍｕｓ　ｉｎｅｒｍｉｓ）混播情况下相对 单 播，其 发 病

率可降低３５．０％～６０．０％［１３］。不 同 的 种 植 模 式 对 作

物的病害有着不同的影响［１４－１６］，更多的种植模式对光

叶紫花苕病害的影响机制尚需进一步研究。

随着刈割次数的增加，光叶紫花苕斑枯病、叶斑病

和白粉病的发病率和病情指数均逐渐降低，可能因多

次刈割清除了田间病原菌，从而直接降低了病害的发

生。研 究 表 明，适 宜 的 刈 割［１７］或 放 牧［１８］将 染 病 寄 主

植物移除并清清除了病原体，切断了真菌的进一步侵

入与繁殖途径，从而降低了植物病害的发生机会，作物

病害随之减 少。苏 生 昌 等［１９］在 研 究 苜 蓿 褐 斑 病 时 发

现，苜蓿经提前刈割，其各种病害病情可得到有效地控

制，病害发生 减 少，牧 草 产 量 提 高。侯 天 爵 等［２０］研 究

表明，６月中旬刈割，对苜蓿锈病发病率可降低７０％。

绛三叶草（Ｔｒｉｆｏｌｉｕｍ　ｉｎｃａｒｎａｔｕｍ）经１１月份刈割，其

冠／茎腐病（Ｓｃｌｅｒｏｔｉｎｉａ　ｔｒｉｆｏｌｉｏｒｕｍ）在 翌 年 的 发 生 显

著降低［２１］。本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

本研究结果表明，光叶紫花苕病害发生与不同的

农业措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因病害不同，各种

措施的影响作用不同。在利用农业措施防治牧草病害

时，要充分考虑病害的三角关系，合理地利用农业措施

达到有效地控制牧草常见病害的目的，提高农业防治

的有效性。另外，选择对一些牧草病害病原菌有较明

显的拮抗作用的生防菌株，接种于牧草，利用生防菌株

对于病原菌的抑制作用达到控制病害发生的目的［２２］。

生产上农业措施多种多样且在不停地变革，在未来的

牧草病害防治中可以考虑利用分子生物学技术进行病

害的早期诊断和检测［２３］，再通过适宜的农业措施并结

合杀菌剂［２４］等进行病害的防控。因此，具体而又详尽

的农业措施对光叶紫花苕病害的影响规律和机制尚需

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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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编辑　苟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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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第８期《草业科学》审稿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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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天刚　　刘慧霞　　刘　坤　　刘长仲　　娄燕宏　　马　飞　　马向丽　　曲家鹏　　

　　尚占环　　苏军虎　　邰建辉　　王虎成　　王　晶　　王　岭　　王佺珍　　徐林波　　

　　杨成德　　杨永胜　　袁明龙　　曾　兵　　曾彦军　　张建全　　张金林　　张巨明　　

　　张兴旭　　　　　　　　　　　　　　　　　　　　　　　　　　　　　　　　　　　　　

承蒙以上专家对《草业科学》期刊稿件的审阅，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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