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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受赤霉病常发区小麦抽穗扬花期降雨偏多、品种抗病性差、田间菌源量大等因素影响，２０１８年我国小麦赤霉

病在长江中下游、江淮及黄淮南部大部麦区偏重以上程度流行，明显重于２０１７年。本文分析了２０１８年小麦赤霉病

的重发特点及其原因，提出了下一步小麦赤霉病监测治理的对策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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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麦赤霉病是我国小麦上的重要病害，主要发

生在长江中下游、江淮、黄淮和华北南部等麦区，

近年来发生区域呈北抬西扩的趋势。小麦赤霉病

一般发生年份可造成小麦产量损失１０％～３０％，

重发年份可达７０％～８０％，甚至绝收。该病害不

仅影响小麦产量，其致病菌还在病粒中产生脱氧雪

腐镰刀菌烯醇（ｄｅｏｘｙｎｉｖａｌｅｎｏｌ，ＤＯＮ）和玉米赤霉

烯酮（ｚｅａｒａｌｅｎｏｎｅ，ＺＥＡ）等毒素，严重影响小麦品

质和人畜健康［１２］。２０００年以来，我国主产麦区由

于受麦玉、麦稻轮作和秸秆还田等耕作制度变化，

以及极端气候天气等因素影响，小麦赤霉病重发频

率明显上升，曾于２００３年、２０１２年
［３］、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偏重以上流行，给小麦产量和品质造成严

重影响。２０１２年该病害重发，造成小麦产量损失

超过２００万ｔ
［３］。

小麦抽穗扬花期遇降雨是导致小麦赤霉病流行

的关键因素［１２］。２０１８年，受抽穗扬花期降雨偏多、

品种抗病性差、田间菌源量大等因素的影响，小麦赤

霉病在我国长江中下游、江淮及黄淮南部大部麦区

偏重以上程度流行，明显重于２０１７年。其中，长江

中下游和江淮麦区大流行，黄淮大部麦区偏重流

行，华北大部麦区中等流行，西南大部麦区偏轻发

生。及时总结小麦赤霉病重发年份的发生特点，分

析其影响因素，是记录重发实况、研究该病害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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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规律的重要途径。本文总结了２０１８年小麦赤

霉病在我国的发生概况、重发特点，分析了重发原

因，并对下一步做好该病害的监测预警提出了措施

建议，以期为小麦赤霉病流行规律研究和监测预警

提供参考。

１　发生概况

初步统计，２０１８年小麦赤霉病全国见病面积

５６７．２１万ｈｍ２，占小麦播种面积的３７．５％，是２０１０

年以来的第４个重发年份，发生情况与２００３年、

２０１５年基本持平（图１），主要发生在长江中下游、江

淮、黄淮和华北南部麦区，其中安徽、江苏、湖北、浙

江、上海、重庆等地小麦赤霉病见病面积占小麦播种

面积的比例超过４０％。湖北、陕西、安徽平均病穗率

分别为２７．０％、５．８％和５．０３％，其他省份平均病穗

率一般在５％以下（表１）。病穗率在４０％以上的发

生面积为３６．８５万ｈｍ２，占全部发生面积的６．５％，

重发区域主要集中在江汉平原北部、鄂西北和黄淮

南部麦区。

图１　２０００年以来我国小麦赤霉病发生防治及损失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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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０１８年主要省份小麦赤霉病发生情况及其与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６年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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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份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发生面积／万ｈｍ２

Ｏｃｃｕｒｒｅｄａｒｅａ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８

发生面积占播种面积比／％

Ｒａｔｉｏｏｆｏｃｃｕｒｒｅｄ

ａｒｅａｔｏｓｏｗｅｄａｒｅａ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８

平均病穗率／％

Ａｖｅｒａｇ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

ｄｉｓｅａｓｅｄｗｈｅａｔｅａｒｓ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８

最高病穗率／％

Ｍａｘｉｍｕｍ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

ｄｉｓｅａｓｅｄｗｈｅａｔｅａｒｓ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８

安徽Ａｎｈｕｉ １７５．６７ １９８．１３ １０１．７８ ６３．８９ ７２．９８ ４１．５３ ９．６ ７．６ ５．０３ ４４ １００ ８０

江苏Ｊｉａｎｇｓｕ １６９．０１ １３１．４１ ９４．２９ ７１．７８ ５４．８６ ４３．７５ １０．８ ６．３ ２．１ １００ ＞８０ ７０

湖北 Ｈｕｂｅｉ ６６．８７ ７９．１４ ８３．６７ ７３．８３ ８１．０８ ７６．０７ ７．６ ３７．８ ２７．０ ９５ ９４ ＞８０

浙江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８．１５ ７．７３ ３．３３ ６７．９３ ８２．２６ ５０．００ ２５．０ ８１．９ １．０ ５６ ８８．７ １０

上海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６．３４ ３．６１ １．０１ ９３．２４ ８３．３１ ９５．００ １４．７ １８．４ ０．０１ ４８ ５６ ３０

河南 Ｈｅｎａｎ ３４１．０１ １６８．５２ １４１．８７ ６４．６５ ３０．８６ ２５．９５ １０．７ ６．２ ４．６ ９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山西Ｓｈａｎｘｉ ７．９０ ５．２０ ２．２０ １１．８３ ８．６５ ３．４４ ６．０ ３．８ ２．２ ７０ ８ ３０

陕西Ｓｈａａｎｘｉ ３１．８６ １７．２７ ３１．２９ ２７．７２ １６．５０ ２９．５２ ３．５ ０．６ ５．８ － ８０ ９５

山东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１１８．８８ ３４．５９ ４１．００ ２８．３９ ８．５９ １０．１５ ２．５ １．１ １．４５ ７０ ４０ １３．５

河北 Ｈｅｂｅｉ ４５．９５ ２４．７９ ６３．５１ ２１．１８ １１．５３ ２７．９７ ０．３ ０．０２ ２．２４ ４５ １ ４３

重庆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３．８０ ２．６９ ０．８８ ２９．３２ ３７．３７ ４４．３０ ６．９ ７．０７ ４．３ ２１ ８３．３ ２１

四川Ｓｉｃｈｕａｎ １３．８６ １１．１１ ２．３７ １１．１６ １０．１２ ２．３２ ３．４ ８．１ １．５ ２１ ６２．４ ２１．９

天津Ｔｉａｎｊｉｎ ０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 ０．０３ ０ ０ ０．１ ０ ０ ２．５

合计Ｔｏｔａｌ ９８９．３０ ６８４．１８ ５６７．２１ ４７．０８ ４１．５０ ３７．５０ － － － － － －

２　发生特点

２．１　重发区域集中在江汉平原北部、鄂西北和黄淮

南部麦区

　　湖北江汉平原北部的荆门市发生面积１５．８２万ｈｍ
２，

平均病穗率３１．３％、平均病粒率４．３％；重发田块面

积５．５２万ｈｍ２，病穗率５３．１％、病粒率８．９％。鄂

西北的襄阳市发生面积２１．３３万ｈｍ２，平均病穗率

１８．２％，严重度多为１级和２级，以部分小穗发病为主，

病粒率３％；严重发生田块面积约３．１３万ｈｍ２，病穗率

５０％、病粒率１７．６％。随州市发生面积４．５３万ｈｍ２，平

均病穗率１５．６％、平均病粒率３．０３％；重发田块面

积１．８７万ｈｍ２，病穗率５４．３％、病粒率１２．３％。河

南南部麦区重发田块平均病穗率、病粒率分别为

４７．７％、１６．３％。湖北和黄淮南部麦区部分未防田

块平均病穗率达８０％以上，甚至１００％。

２．２　发生范围广，发生区域明显北扩西移

２０１８年小麦赤霉病发生范围显著大于常年，北至

河北、天津，西至山西、陕西，均有不同程度发生。其

中，河北、陕西分别发生６３．５１万ｈｍ２和３１．２９万ｈｍ２，

·１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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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小麦种植面积的２７．８％和２９．５％，为历史同期发

生较重年份。陕西、河北、山东等省发生面积较

２０１６年分别增加８１．２％、１６０％和１８．５％，发生程

度重于２０１６年。病害扩展到河北廊坊，连常年极少

见病的天津也见发病田块。陕西省发病情况是

２０１０年以来第３个重发年份，仅轻于２０１２年与

２０１５年，渭南、西安、咸阳、汉中部分区域发生较重，

全省平均病穗率、病粒率分别为５．８％、２％，病穗率

重于２０１７年同期的０．６％，但低于２０１５年同期的

７．１％，其中重发面积０．８４万ｈｍ２，关中、汉中等地

重发田块病穗率在４０％～７０％，最高达９５％。

２．３　后期病害显症面积增长迅速

由于４月３０日至５月２日、５月４－７日、５月

１０－１２日小麦赤霉病常发区普遍降雨
［４］，加重了小

麦赤霉病的侵染危害，５月下旬出现集中显症。据

各地５月上旬调查，全国发生面积１１１．７３万ｈｍ２，

病穗率多在３％以下，江汉平原和安徽沿江麦区分

别在１３．８％和６．７％～１７．７％；５月下旬调查，江汉

平原平均病穗率多在２５％左右，黄淮南部麦区病穗

率多在１０％～１５％，较５月上旬有很大发展。

２．４　江苏、安徽等常发区病情得到较好控制

安徽、江苏、上海等常发区小麦赤霉病得到较好

控制，安徽和江苏的发病面积分别为１０１．７８万ｈｍ２、

９４．２９万ｈｍ２，占小麦播种面积的４１．５３％和４３．７５％，

低于大流行的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６年。三省（市）的小麦

赤霉病平均病穗率多在５％以下，病粒率在１％以

下，病情得到有效控制；局部少数未防田块病害发生

较重，病穗率在５０％～８０％。

３　原因分析

２０１８年小麦赤霉病严重流行，除田间菌量大、

主栽品种感病外，主要影响因素还有抽穗扬花期大

部麦区多次连续降雨，特别是４月中旬至５月中旬，

长江中下游、江淮、黄淮等麦区降雨多，加重了小麦

赤霉病的发生危害。

３．１　轮作等耕作措施导致田间菌源数量大

长江中下游、江淮、黄淮和华北等常发区，麦

稻、麦 玉轮作，田间稻桩和玉米秸秆存量大，带菌率

明显高于常年和２０１７年。据２０１８年４月上旬各地

调查，常发区稻桩平均株带菌率为３．０％～７．６％，

田间菌源量满足大流行条件。其中，安徽稻桩株带

菌率同比高１～２倍，沿江麦区达１１．１％～２４．３％；

淮北麦区玉米秸秆带菌率一般为１０．０％～２８．６％；

江苏稻桩株带菌率大多在１％～５％，沿淮及淮北部

分地区超过１０％，且单个稻桩带菌量也显著高于往

年；河南平舆玉米秸秆带菌率为２．５％。另据专家

测定，江苏小麦抽穗期穗带菌率近１００％，麦壳也成

为病菌的载体。田间稻桩和玉米秸秆等植株残体存

量大、带菌率高，导致病菌数量巨大，极大地增加了

小麦受侵染的概率。

３．２　品种抗性差，大部麦区主栽品种易感病

江汉、江淮重发麦区小麦主栽品种易感赤霉病，

加之其他麦区感病品种跨区引种到长江中下游麦

区，抗性普遍较弱，抗性品种比例低；黄淮及其以北

麦区主栽品种大都表现高感，导致赤霉病流行风险

加大。江苏等地的扬麦、宁麦等当地品种虽有一定

抗性，但在有利的气候条件和菌源量大的年份仍发

病较重，且栽培面积有限，大部麦区主栽品种为鄂

麦、郑麦、襄麦、周麦系列和‘烟农１９’、‘百农２０７’、

‘淮麦３３’、‘济麦２２’、‘华成３３６６’等，多表现感病，

部分品种病情发生严重。

３．３　扬花期大范围多次连续降雨过程与小麦易感

病期吻合度高

　　４月中旬至５月中旬，大部麦区气温偏高１～

４℃，且出现多次连续降雨过程，４月１２－１５日、４月

２１－２３日、４月３０日－５月２日、５月５－７日、５月

１１－１２日多次连续降雨
［４］，致使与长江中下游、江

淮和黄淮大部麦区小麦抽穗扬花易感病期相遇，加

重了赤霉病的扩展蔓延，也促进了病菌的侵染和显

症，特别是５月上中旬的降雨对小麦赤霉病的显症

十分有利。２０１７年秋季小麦播期降雨偏多，稻茬麦

播期普遍推迟且不整齐，生育进程差异大，扬花期极

不整齐。江苏等地调查，同一地区生育期相差７ｄ左

右，即使同一地块，差异也在３～５ｄ，由此造成易感病

期拉长，遇连阴雨天气几率增加，同时也增加了统防

统治的难度、降低了防效，加重了病害流行危害。

３．４　预防力度和效果各地差异大

小麦赤霉病重在预防，预防的及时性和预防的

效果直接影响病害的流行危害程度。２０１８年，江苏

和安徽等常年重发的地区在防控药剂上以氰烯菌

酯、戊唑醇、咪鲜胺等的复配剂为主，多菌灵、多酮等

为主的复配剂使用较少；剂型以耐雨水冲刷的超微

粉、胶悬剂等为主，粉剂使用较少；施药机械以自走

式宽幅施药机械、无人机等为主，且统防统治面积大，

·２６１·



４５卷第２期 黄冲等：２０１８年我国小麦赤霉病重发特点及原因分析

如江苏、安徽统防面积分别占防治面积的６３．８％和

４４．５％，保证了大面积取得较好的防治效果。江苏

小麦赤霉病总体发生较轻，田间病穗率平均在２％

以下，严重度大多为１级。一些地区出现漏防、弃防

情况，导致田间病情严重，如湖北个别田块病穗率在

８０％以上。黄淮北部和华北麦区预防意识普遍不

强，不想防、不愿防，遇到流行年份，往往措手不及，

造成病害严重发生。

４　预防控制对策建议

小麦赤霉病已成为影响我国小麦产量和质量安

全的第一大病害。在小麦赤霉病监测治理上，应在

加大选育抗性品种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好精准监测

和预警，坚持预防为主、分区治理的原则，大力实施

统防统治，最大限度减轻病害流行和危害程度。

４．１　加强抗病品种选育和农业措施的应用

预防控制小麦赤霉病，抗病品种是基础。应加

大抗病品种选育力度，培育和筛选一批适用长江中

下游、江淮和黄淮等小麦赤霉病常发区的抗病品种。

在赤霉病连年重发区，应考虑结合种植业结构调整，

尽量避免稻 麦、玉 麦轮作，或者直接调减小麦种植

面积。同时，应认真总结各地利用品种合理布局、秸

秆粉碎深翻还田等农业防治措施减轻病害发生、降

低田间菌量的做法；尽量适期整齐播种，避免生育期

差异过大而增加病菌侵染几率和统防统治难度。

４．２　加强小麦关键生育期与病菌孢子释放过程监

测，实施精准预警

　　抽穗扬花期是小麦赤霉病菌最关键的侵染时

期。当此期与病菌子囊孢子释放期吻合且遇连阴雨

天气时极易造成病害大范围流行。应准确监测病原

菌子囊壳成熟度、病菌孢子释放高峰期和弹射高度

等，分析其与天气条件、小麦生育期、不同品种发病

的关系，突破小麦赤霉病精准预测的技术瓶颈，利用

现代技术手段，建立各生态区不同品种的精准预报

模型［５］。结合短期天气预报，实现对小麦赤霉病的

精准预警和适时预防，助力农药减施增效。同时，应

做好病菌抗药性、病菌结构变化等的监测，及时指导

科学合理用药，延缓抗药性产生［６］。

４．３　坚持预防为主、分区治理策略

根据不同麦区病害发生规律和危害特点，提出

分区治理目标和策略、技术路线和措施，以及防控工

作要求等，指导各地实施科学防控、可持续治理，实

现农药减量增效，保障小麦生产稳定发展［７］。研究

病害全程防控技术措施，提出从播种到收获全程各

环节、各节点小麦赤霉病防控要点和具体措施，进一

步优化防控技术指导意见。同时，充分发挥植保专

业服务组织作用，大力开展统防统治，推行统一组织

发动、统一技术方案、统一药剂供应、统一防治时间、

统一施药作业等“五统一”服务，切实提高防控组织

化程度和防控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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