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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丰东部沿海地区小麦白粉病和叶锈病的
发病特点、发病原因及综合防控技术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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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20年江苏大丰沿海地区小麦白粉病、叶锈病相继重发,严重影响了该地区的小麦生产.本文总结了

2020年该地区小麦白粉病和叶锈病重发特点,并分析了其重发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综合防控策略,

并对今后小麦病虫害的防控工作进行了展望,以期为该地区的小麦白粉病和叶锈病的治理提供参考.同时,通过绿

色防控理念的建立,减少田间化学药剂的使用量,保护环境健康,保障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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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outbreakofwheatpowderymildewandleafrustin2020inthecoastalareasofDafengDis-
trict,JiangsuProvince,seriouslyaffectedthewheatindustryinthisarea.Here,wesummarizethecharac-
teristicsofwheatpowderymildewandleafrustreoccurrenceinthisregionandanalyzethecausesfortheir
outbreak.Onthisbasis,weputforwardthecorrespondingpreventionandcontrolstrategiesandgivea
prospectofthecomprehensivemanagementmeasuresofwheatpestsanddiseasesinthefuture,inorderto
providereferencesforthecontrolofwheatpowderymildewandleafrustinthisregion.Inaddition,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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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dthattheestablishmentofagreenpreventionandcontrolconceptforplantdiseaseswillhelptoprotect
environmentalhealthandensurefoodsecuritywithlesschemicalag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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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白粉病(Wheatpowderymildew)和叶锈病(Wheatleafrust)是小麦生育期频发的两种重要病害,
小麦被白粉病菌(Blumeriagraminisf.sp.tritici)和叶锈病病菌(Pucciniareconditavar.tritici)侵染后,叶

片光合效能显著降低,而呼吸和蒸腾作用又大为增强,致使病株成穗数、结实率和千粒质量明显下降,严

重影响小麦的产量和品质.草庙镇是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东部沿海地区重要的小麦种植区,2020年草庙镇

小麦种植面积达7200hm2,当年小麦白粉病、叶锈病严重暴发,给麦农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本文总结

了该地区田间小麦白粉病和叶锈病的发生情况和危害特点;同时,对造成本年度小麦白粉病和叶锈病重发

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同时,提出小麦病虫害综合防控的建议和展望,旨在通过科学防控措施与精准药剂施用

技术实现对小麦病虫害的有效防控,同时减少田间化学药剂的使用量,减轻环境污染[1-4],保障粮食安全.

1 2020年小麦白粉病和叶锈病发生情况和特点

与往年相比,2020年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田间小麦白粉病和叶锈病呈现出发病时间提前、危害程度加

重的趋势.
1.1 小麦白粉病

2013年之前,小麦白粉病发病程度总体为中等偏轻,2013年之后白粉病自然发生程度均为大发生.
2020年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东部沿海地区小麦白粉病发生情况调查结果如表1、表2所示,总发生面积达

6800hm2,表现出发病期早、高峰期明显的特点.2月15日,小麦白粉病于系统观测田始见,比2019年提

前了40d,比往年(2018年及以前)提前了55d(表1).田间白粉病发病高峰期病叶率达14.38%~21.38%,
显著高于常年同期.到采收期,观测田病叶率达62.47%,采用药剂进行统防统治之后,田间白粉病得到有

效控制,采收期病叶率降低为6.71%.
通过普查32块小麦田发现,在小麦白粉病发病初期(2月23—24日),病田率为12.5%,病株率平均为

0.41%,病叶率平均为0.2%.发病高峰期(4月28-30日),病田率达到73.47%,病株率最高可达100%,
平均33.21%,病叶率最高可达62.58%,平均为21.38%(表2).

表1 2020年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东部沿海地区观测田小麦白粉病发生情况

最初发病时间

2月24日(发病初期)
病株率/%

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病叶率/%
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4月28日(发病高峰期)
病株率/

%

病叶率/

%

采收期

病叶率/

%

病情

指数

2月15日 1.17 0.00 6.00 0.61 0.00 1.67 56.31 14.38 62.47 43.24

表2 2020年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东部沿海地区普查田小麦白粉病发生情况

2月24日(发病初期)

病田率/%
病株率/%

均值 最小值最大值

病叶率/%
均值 最小值最大值

4月28日(发病高峰期)
病田

率/%

病株率/%
均值 最小值最大值

病叶率/%
均值 最小值最大值

采收期

病叶

率/%

病情

指数

12.5 0.41 0.00 4.00 0.20 0.00 2.83 73.47 33.21 0.00 100.00 21.38 0.00 62.58 6.71 3.67

1.2 小麦叶锈病

2013年以前,大丰区田间小麦叶锈病只零星发生.2020年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东部沿海地区小麦叶锈病

发生情况调查结果如表3所示,总发生面积为1200hm2.2020年2月13日在“镇麦12”“扬麦101”品种上零星

始见叶锈病,为10年最早发生年.小麦抽穗后,4月22日调查,叶锈病病田率为5.42%,病叶率为最高,可达

20.2%,平均1.02%;5月11日调查小麦叶锈病病田率为15.47%,病叶率最高,为35.65%,平均为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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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2020年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东部沿海地区观测田小麦叶锈病发生情况

最初发病时间

4月22日(发病初期)

病田率/%
病叶率/%

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5月11日(发病高峰期)

病田率/%
病叶率/%

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2月13日 5.42 1.02 0.00 20.20 15.47 2.18 0.00 35.65

2 小麦白粉病、叶锈病重发原因分析

2.1 秸秆还田面积增加,田间病原基数上升

近年来,为落实土壤保育政策,有效提升农田土壤有机质含量,江苏省全面推广秸秆还田措施.
2015年之前,田间小麦白粉病、叶锈病和条锈病的发病面积约为20%,12.7%和0%,属于轻微发病,因

此,田间没有集中对感病小麦秸秆进行区分并集中销毁,而是与健康小麦秸秆一同进行还田处理,带菌病

株秸秆还田造成田间病原的逐年累积,直接导致2020年本地白粉病暴发.
2.2 感病品种规模化种植面积增加,为小麦白粉病、叶锈病暴发提供了必要基础

为防止成熟期多雨天气引起麦穗发芽的现象,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地区大面积种植的小麦品种多为宁麦

系列、镇麦系列、扬麦系列等感白粉病的红麦品种(约80%)[5],从而导致该病害极易发生和流行.同时,随

着集约化、规模化、机械化的不断推进和深入,种植模式和制度也在不断改变.目前,大丰区小麦种田大

户、家庭农场等种植模式的面积逐渐增多,大面积机械化的统一管理增加了病原传播的途径和风险,为病

害发生和大面积流行提供了可能.
2.3 播期推迟,播种量大,大量偏施氮肥增加了病害发生风险

受直播水稻让茬晚的影响,小麦播期较往年明显推迟.2013年以前,本地小麦播期基本在10月下旬至

11月5日.近年来,小麦播期已渐渐推迟到11月10日至12月,育苗温度相对较低,从而直接影响小麦的

出苗和生长,造成普遍出苗差、长势弱,间接影响田间小麦的抗性.此外,氮肥的大量使用也破坏了小麦植

株体内的营养平衡,进一步削弱了植株的抗性,为病原侵染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为保证田间小麦基本

苗,小麦播种量由原来的每667m2 的10kg提高到如今的15kg以上,导致田间植株密度增大,郁闭度增

加,有利于病害发生.
2.4 气候异常加重白粉病、叶锈病的发生与发展

在品种布局和栽培条件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气象条件是该病发生程度的关键因素.有报道表明,小麦

白粉病在0℃左右不发病,4~6℃病情发生缓慢,15~20℃病情扩展加快[6].冬春季气温高,有利于白粉

病、叶锈病病原菌越冬.小麦返青后,田间降水量多,相对湿度较高,田间小气候有利于病菌孢子萌发和病

情扩展.2020年,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东部沿海地区3—4月阴雨天气偏多,田间湿度偏大,温度适宜,加

重了白粉病、叶锈病的发生.
2.5 病害防控不及时,错过最佳防治时间

小麦白粉病发病初期症状相对隐蔽,通常在植株的中下部、根部或叶片背面,不易查见,而大部分农

户存在“不见病不防治,发病初期不用药”的心理,没有把握好正确的施药时间和施药方式,在病害发生高

峰时才进行药剂防治,导致防控效果不佳,损失较重.

3 小麦病害防控技术

3.1 农业防治

(1)加强栽培管理,重视健康栽培技术的落实,适当增加有机肥的施用量,多施磷肥、钾肥,少施氮肥,

平衡小麦植株营养,增强植株抗病性[7].
(2)合理布局抗感品种.在考虑品种生态适应性的前提下,针对病害发生情况不同的区域,合理布局抗病

品种和感病品种,在病害发生风险较高的区域应提高抗病品种的种植面积,同时,注意抗病品种的轮换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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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推广精量播种技术,合理播种和密植,及时清除田间杂草,做好灌根排水工作,提高田间通风度,
降低田间湿度,以达到控制病原基数的目的.

(4)麦收后及时铲除各种场合的自生小麦,减少病原的越冬寄主,减少来年的初侵染源.
3.2 化学防控

化学防控具有直接、快速、高效的特点,但是采用化学防控手段防控病虫害时,应注意药剂的精准施

用、药害规避和农残控制,做到“选用正确的药剂和浓度,采用正确的器械和施药方法,在正确的时间进行

药剂处理”,才能发挥药剂最大的防控效果,保障农产品和环境的安全[8-15].
病害防控以预防为主,尽量在病害发生初期或病害高峰期前进行药剂防控处理.根据4年的调查研究,

盐城市大丰区东部沿海地区小麦白粉病发病初期在3月下旬,此时病害防控可与小麦纹枯病、蚜虫防治同

时进行,每667m2 采用15%三唑酮可湿性粉剂50g或者30%苯甲·丙环唑悬浮剂30g进行处理.白粉病

发病高峰期在4月下旬至5月上旬,此时病害防控可与小麦赤霉病、蚜虫、黏虫防治同时进行,采用醚菌酯

+戊唑醇组合,同时兼治小麦赤霉病.

4 展望

目前,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田间病原基数大,田间气候有利于病害发生流行,种植模式和耕作制度有

待优化改进,小麦及其他农作物的病害防控将是一项长期的任务,需要从多方着手,因此,在今后的工作

中应加强以下3方面的工作:
(1)引导农户树立“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绿色防控”的植保理念.在病害防控过程中应做到“压前控后,

适时防治”,将病害发生程度以及作物损失控制在适当范围内.同时,在保障小麦产质量的前提下,还要注

意小麦生产安全,保护生态环境,保障人民健康.
(2)加大技术培训力度,让农户用对药,用好药.选准药剂,用对时间和方法是保证病害防治效果的先

决条件.因此,针对新药剂和新防控技术,如无人机病害防控等,应及时组织农户进行观摩和培训,以提高

农户的知识技能和病害防控水平.
(3)加强政府管理和政策引导.行政推动有利于及时有效地组织开展病虫害统防统治工作.首先,针对

田间各种病虫害和突发情况,政府部门应制定好相应的政策和应急预案.同时,做好病虫害的预测预报工

作,加强各部门间协作,并及时组织人员进行病虫害统防统治工作.

参考文献:
[1] 田子华,吴佳文,朱先敏.江苏省推进绿色防控与统防统治融合的做法与发展思路 [J].中国植保导刊,2015,35(1):

76-78.
[2] 陈贤均,赵祖国.我国农产品农药残留现状及农药遗传毒性研究进展 [J].毒理学杂志,2010,24(4):324-327.
[3] 华小梅,江希流.我国农药环境污染与危害的特点及控制对策 [J].环境科学研究,2000,13(3):40-43.
[4] 叶贞琴.大力实施绿色防控 加快现代植保建设步伐 [J].中国植保导刊,2013,33(2):5-9,23.
[5] 杨立军,曾凡松,龚双军,等.68个主推小麦品种的白粉病抗性分析及基因推导 [J].中国农业科学,2013,46(16):

3354-3368.
[6] 刘万才,邵振润.我国小麦白粉病大区流行的气候因素分析 [J].植保技术与推广,1998,18(1):3-5.
[7] 郭小山,周长勇,熊战之,等.小麦白粉病的发生与防治 [J].现代农业科技,2010(12):156-157.
[8] 王永青,郭庆海,张秀成,等.新药剂防治小麦白粉病筛选 [J].安徽农业科学,2015,43(29):135-136.
[9] 王玉国,徐东祥,谢长春,等.小麦白粉病防治药剂筛选试验研究 [J].福建稻麦科技,2015,33(2):36-38.
[10]徐东祥,王玉国,李东明,等.不同药剂防治小麦白粉病应用试验研究 [J].农业开发与装备,2015(10):80-81.
[11]杨共强,宋玉立,何文兰,等.几种杀菌剂对小麦白粉病的防治效果 [J].河南农业科学,2011,40(8):153-155.
[12]高海峰,努尔孜亚·亚力买买提,李广阔,等.几种杀菌剂对小麦白粉病的防治效果 [J].新疆农业科学,2013,50(7):

1260-1264.
[13]余苹中.欧盟评估九种农药有效成分的最大农药残留限量 [J].农药科学与管理,2015,36(1):62.
[14]于基成,刘 秋,朱桂清,等.不同生物源药剂对小麦白粉病的防治效果及机理探讨 [J].沈阳农业大学学报,2007,38

(4):512-517.
[15]张宏军,武 鹏,吴进龙,等.农用飞防专用制剂的现状与发展 [J].农药科学与管理,2018,39(5):13-17.

22 植 物 医 生        http://xbbjb.swu.edu.cn       第34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