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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分析灵台县冬小麦条锈病发生特点及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灵台县冬小麦条锈病防控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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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台县地处甘肃东部，属陇东黄土高塬丘陵沟

壑区，东南与陕西长武、彬县、麟游、千阳、陇县

相邻，西接崇信，北靠泾川，海拔 890～1 520 m，

年均气温 10.6℃，年降水量 550 mm，属雨养旱作

农业县［ 1 - 3］。全县现有耕地 5.2万 hm2，冬小麦是

灵台县第一大粮食作物，常年播种面积在 2.33万

hm2左右［ 4 - 6］。近年来，以冬小麦条锈病为主的农

业病虫害一直威胁着灵台县冬小麦生产安全，并

且有逐年加剧趋势，已逐渐发展成为制约冬小麦

产量和品质的重要障碍因素。为此，笔者分析了

冬小麦条锈病发生规律，并提出了相应的防控策

略，以期为灵台县冬小麦生产提供参考。

1 条锈病发生特点

近年来，由于受全球“温室效应”、病源、耕

作栽培条件及技术防御机制等因素的综合制约，

灵台县冬小麦条锈病呈现新的流行动态。

1.1 灾害损失严重

冬小麦条锈病作为北方麦区大面积发生的流

行性病害，灵台县年发生面积在 1.0万 hm2 左右，

灾害损失严重，致使冬小麦产量低而不稳，品质

下降，市场竞争力不强。条锈病发生一般年份造

成冬小麦减产 5%～15%，重则达 30%以上。平均

2～3年中度以上流行 1次，6～7年大流行 1次。

2002年，灵台县冬小麦条锈病发生面积达 1.9 万

hm2，占冬小麦总播面积的 84%，造成冬小麦减产

20.3%；2003年发生面积 1.2万 hm2，2004年发生

面积 1.33万 hm2，2005年发生面积 1.6万 hm2，仅

近 3 a，因条锈病危害造成全县冬小麦减产 1 200

万 kg，损失额高达 1 600万元。

1.2 当地越冬菌源量大、范围广

灵台县冬季最冷月旬平均气温为 -4.2℃，在

此条件下条锈菌可越冬。灵台县西部冷凉山区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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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菌源量大，传播广，早春低温寡照，适逢降水，

田间湿度大，气象条件适宜，易形成由点到片迅

速循环侵染的扩散态势。冬前降水少，对条锈病

越冬不利，但春季降水多，可导致锈病的中度流

行。在感锈品种大面积种植和秋苗普遍发病的基

础上，冬季覆雪和次年春季降水量是病害流行的

关键因素，外来菌量也起到一定的作用。如遇冬

季降雪多，覆盖时间长，会起到有效的覆盖保温

作用，有利于锈菌的越冬，为早春条锈病流行提

供大量菌源。

1.3 发病始见期早

通过多年观察发现，历年多在 3月底至 4月

初发病。但 2005年发病最早，3月 14日在独店告

王村查到越冬菌源。

1.4 外来菌源与本地越冬菌源交叉侵染

进入 4—5月份后，由于本地春末夏初东南季

风气候的盛行，如陕西关中地区条锈病中度偏重

或大发生，大量病菌孢子随风飘移至灵台县麦区，

加之当地越冬菌源量大，气象条件适宜，可造成

条锈病大面积发生流行。

1.5 呈现区域性

灵台县冬小麦条锈病多年以山地及部分川地

麦田发病最重，主要区域集中在东部和南部山区

及达溪河、黑河流域部分川地麦区。

2 存在问题

2.1 防治经费拮据，设备差，测报防治手段落后

由于灵台县财政紧困，农业技术推广机构“有

钱养兵，无钱打仗”。冬小麦条锈病发生流行后，

只能靠国家和省市补助的防治经费补贴发动群众开

展防治。冬小麦条锈病测报主要靠人跑、眼观，防

治靠人工拌种、手摇喷雾器喷雾。缺乏先进的测报

仪器和防治器械，影响了预测预报质量和防治效

果，很难适应新时期农业发展的需要。

2.2 群众联防意识亟待提高

部分群众对冬小麦条锈病的危害认识不足，

特别是联防统治意识谈薄，亟待加强培训，更新

观念，树立现代农业的综合防治观。

2.3 感锈品种面积较大

目前，部分冬小麦种植户一味追求高产，常

年种植易感病品种或者已丧失抗锈性的品种，如

陕西、山西系列品种常年种植面积在 0.5万 hm2左

右，抗锈性差，感病较重，遇条锈病大发生则损

失严重。清水系列（如兰天、陇鉴类）和平凉等系

列品种抗锈性强，不感病或感病较轻，但种植面

积相对较少。

2.4 植保服务体系不够健全

灵台县植物保植检站和灵台县农业技术推广

中心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植保技术人员既搞植

保，又兼农技、土肥、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业环

境保护等技术推广，不能很好地开展条锈病测报

和防治工作。部分乡村虽有植保专业防治队伍，

但劳务费用难以解决，大面积组织防治困难较大。

3 防控策略

3.1 建立植保监测防治服务网络，开展全方位综

合治理

一是制定冬小麦条锈病防治预案，建立县乡

村快速反应机制。二是组建条锈病监测、防治信

息化服务网络，及时通报冬小麦条锈病发生发展

动态。三是在重点区域建立统一协调的植保专业

化防治队伍，配备机动喷雾器、防护服等现代化

防治装备，实行统防统治，全面提高植保现代化

水平。

3.2 科学调查，严密监控

依托县植保站，在重点区域设立冬小麦条锈

病定点监测点。制定完整的冬小麦条锈病普查日

程，确定专职专业技术人员严格按冬小麦条锈病

测报方法和普查规范开展普查测报工作，并建立

定时调查上报制度和重大病情通报机制，为冬小

麦条锈病防治决策提供可靠依据。

3.3 提早动手，重点布防

一是提早动手，打点保面，严防蔓延。灵台

县两河川区及东部山区冬季气温相对偏高，开春

后地温回升快，如越冬菌源数量大，初春病菌孢

子萌发早、侵染早、危害早。针对这一规律，应

在 2月份就安排部署监测调查工作，早发现、早

防治，发现一处，扑灭一处，清除一处。可有效

扼制病害的发展和蔓延，使其在未扩散之前，就

将其消灭于“老巢”，最大限度地降低其危害。二

是重点布防，严控泛滥。进入 5月份以后，由于

东南季风气候的盛行，陕西关中地区的大量病菌

孢子随风飘移至我县麦区，可造成条锈病发生呈

大面积流行。针对这一规律，应根据地理位置增

加调查点数，严密监控。同时根据调查情况，及

时组织人力、物力，重点发动，发现一片，喷防

一片，一旦发现有蔓延之势，就立即会同县、乡

政府部门，采取果断措施，群防群治，争取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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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病害控制在蔓延之前，最大程度地降低病害损

失，确保冬小麦生产不受影响。

3.4 种植抗病品种，优化农艺措施

冬小麦条锈病是气传病害，必须采取以种植

抗病品种为主，药剂防治和栽培措施为辅的综合

防治策略，才能有效地控制其为害。为适应无公

害农业的发展，在重点应用化学防治的同时，有

针对性的开展生物措施防治探索。首先要合理布

局，选用高抗低感锈品种。总结历年锈病发生发

展规律可以得出，不同品种对锈病反应程度差异很

大。同一个区域，感锈品种与抗锈品种的病害发生

程度非常明显，感锈品种的感病率已达 50%～

60%，而抗锈品种的感病率只有 5%～15%，部分

高抗品种甚至不感病。可与种子部门采取实地调

查与研究分析，筛选一批高抗低感品种，如陇原

081、陇原 061、兰天 28 号、兰天 32 号、陇原

101、灵选 4号、陇原 04341、陇鉴 386等。在抗

锈品种布局方面，同种子部门密切合作，通过 2～

3 a的努力，争取使抗锈品种推广面积达到总播面

积的 90%以上，尤其是敏感高发区域的东部和南

部山区及达溪河、黑河流域部分川地麦区，要彻

底更换陕西、山西系列感锈品种的种植，以扼制

锈病的发生和危害。其次要优化农艺栽培措施，

开展生物措施防治探索。一是实行轮作倒茬，破

坏病菌的原始宿主（冬季），打破其病源传播链。

针对条锈病“原发”、“突发”性强的特点，在年度重

发区根据病害发生范围，加倍扩大改种除麦以外

的其它作物面积，进行合理的轮作倒茬，2～3 a

后再种植麦类作物，以验证条锈病在斩断其传播

链，改换其生存环境后的存活能力；二是深耕灭

茬，彻底清除地内埂边杂草枯叶等病菌孢子宿主，

斩断盛夏严冬病菌孢子传播通道，同时深耕晒垄

可杀灭土传病菌。因此，在每年秋播中拿出一定

资金，在 3 个敏感高发病区，采取大面积拌种，

以扼制锈病的发生危害，力争使高发区 100%的地

块进行拌种。三是适期播种，科学施肥。适期播

种，避免早播，减轻秋苗发病，减少秋季菌源。

越夏区要消灭自生麦苗，减少越夏菌源的积累和

传播；提倡施用腐熟有机肥，实行配方施肥，搞

好氮磷钾合理搭配，增强植株抗病性，减少锈病

发生。速效氮施用不宜过多、过迟，特别是春季

追施尿素宜早不宜晚，防止冬小麦贪青晚熟，加

重受害。

3.5 药剂防治

在锈病暴发流行的情况下，药剂防治是大面积

控制锈病流行的主要应急措施。一是药剂拌种。药

剂拌种是冬小麦条锈病常发易变区控制菌量必不可

少的重要手段。用 25%三唑酮可湿性粉剂 15 g拌麦

种 150 kg，或 12.5%特谱唑可湿性粉剂 60～80 g拌

麦种 50 kg，持效期可达 50 d以上。二是推广种子

包衣技术。种子包衣不但可以克服由于药剂拌种技

术掌握不当影响出苗的问题，也可通过种子包衣兼

治多种病虫害。三是药剂喷雾。冬小麦拔节或孕穗

期病叶普遍率达 3%～5%、严重度达 1%时，用

25%粉锈宁可湿性粉剂 1.05～1.20 kg/hm2，或 12.5%

禾果利宁可湿性粉剂 450～525 g/hm2，或 20%三唑

酮乳油 750 g/hm2对水 750 kg喷雾防治。普治与挑

治相结合，一次施药即可控制成株期危害。

3.6 广泛宣传，保证防治效果

利用广播、电视、网络、简报等各种媒体播报

宣传冬小麦条锈病发生发展动态，发动群众防治冬

小麦条锈病。同时广泛深入地开展条锈病防治技术

培训，使村村有农民技术员，户户有明白人。

3.7 深入开展试验研究，加强技术贮备

冬小麦条锈病发生、发展、蔓延是一个系统

过程，影响因素诸多。一方面可设置不同播期试

验，以验证不同播期对诱发冬小麦条锈病的影响，

从而系统、全面地研究总结控制冬小麦条锈病的

方法，提高冬冬小麦条锈病防御水平。另一方面

可根据病害多年盘踞一处的特点，开展病害抗药

性规律试验，筛选适用于惯发性地区使用的药型

剂量。积极探索冬小麦条锈病防治最佳药剂及用

量、最佳用药时期等防治技术，为农作物病虫害

防治贮备技术。主动防御，有效应对锈病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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