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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２０１７年小麦条锈病在我国黄淮海麦区大范围流行，表现出汉水流域及黄淮南部见病时间早、扩散速度快、黄

淮海麦区流行范围广等特点。本文在系统总结２０１７年全国小麦条锈病流行特点的基础上，分析认为极端暖冬气

候、春季多雨适温气候条件和主产麦区缺乏抗性品种等因素是导致２０１７年我国小麦条锈病大流行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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狋狉犻狋犻犮犻引起的小麦条锈病是我国小麦上重要的流行

性病害，也是小麦三种锈病中发生范围广、危害程度

最重的一种锈病，具有大区流行性、暴发性等特点，

流行速度快、发生区域广、危害程度重。流行年份，

小麦条锈病可造成小麦减产２０％～３０％，严重的高

达５０％以上，甚至绝产
［１２］。１９５０年、１９６４年、１９９０

年和２００２年，小麦条锈病在我国发生４次大流行，分

别造成６０亿ｋｇ、３２亿ｋｇ、１２．４亿ｋｇ和８．５亿ｋｇ的小

麦产量损失［２５，８］。２００４年以来，经全面监测预警和

综合治理，小麦条锈病在我国大部麦区得到有效控

制［６］，尤其是２０１０年以来，发生面积和发生程度相对

比较平稳，一般维持中等及以下程度发生，年发生面

积和防治面积分别在２６７万ｈｍ２和４００万ｈｍ２以下，

造成的小麦产量损失一般在１．７亿ｋｇ以下。

２０１７年小麦条锈病在我国黄淮海小麦主产区

大范围流行，初步统计全国发生面积约５５６万ｈｍ２，

与重发的２００２年基本持平，是２００２年以来发生面

积最大的一年，但最终病情和损失明显轻于２００２

年。本文在总结２０１７年小麦条锈病流行特点的基

础上，系统梳理了各地病害发生数据，从气候、品种

等因素分析了２０１７年小麦条锈病重发原因，希望有

助于今后进一步做好小麦条锈病监测预警和病害防

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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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０１７年我国小麦条锈病流行特点

１．１　冬繁区见病早、范围广、病情重

四川、贵州、云南和重庆等西南大部，湖北北部

和江汉平原、河南南部、陕西南部和关中地区、甘肃

南部等麦区是我国小麦条锈病菌重要的冬繁区。受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冬季气温偏高影响
［７］，河南南部和湖

北西北部及江汉平原、陕西关中和南部等冬繁区小

麦条锈病见病时间早于常年（表１）。河南省南阳市

唐河县最早于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１４日见病，为该省近３０

年来最早见病年份之一；湖北省十堰市郧西县２０１６

年１２月２２日见病，比近１０年最早见病的２００７年

早６６ｄ；陕西省宝鸡市陇县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２日见病，

为近１０年来较早见病年份。河南南部和湖北江汉

平原的冬繁区发病时间早，增加了病菌繁殖代次、田

间菌源量和病害传播扩散几率。截至２月底，河南、

湖北、四川、云南、贵州、重庆、陕西、甘肃８省６５市

２９０县发病（图１），见病面积为１７万ｈｍ２，同比增加２

倍，是２０１０年以来发生面积最大、范围最广的一年；

其中，为东部主产麦区直接提供菌源的湖北、河南两

省共有１６市４５个县见病，发病面积为５．２万ｈｍ２，县

数和面积分别占全国的１５．５％和３０．６％，是２００６年

以来发生市县数最多、面积最大的一年（图２）。２月

底，湖北、河南和陕西的部分地区已点片发生，局部

地区发生较重，河南南部及湖北汉水流域麦区的大

部早发地区病田率达１０％以上，陕西安康市汉滨区

平均病田率达４３．６％；发病中心１～１５ｍ２，河南潢

川最大发病中心达５０ｍ２，中心平均严重度１０％～

８０％，病情与常年春季流行期相当，病害在冬季提前

进入扩散流行期。河南、湖北冬繁区小麦条锈病发生

早、范围广、病情重，是２０１７年小麦条锈病流行的突出

特点和造成黄淮海麦区大范围流行的重要原因之一。

图１　２０１７年２月底主要冬繁区小麦条锈病发生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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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２００６－２０１７年冬繁区２月底小麦条锈病发生情况

犉犻犵．２　犗犮犮狌狉狉犲狀犮犲狅犳狑犺犲犪狋狊狋狉犻狆犲狉狌狊狋犻狀狋犺犲犿犪犻狀

狅狏犲狉狑犻狀狋犲狉犻狀犵犱犻狊狋狉犻犮狋狊犻狀犾犪狋犲犉犲犫．犳狉狅犿２００６狋狅２０１７

表１　各省（区、市）小麦条锈病发生情况

犜犪犫犾犲１　犗犮犮狌狉狉犲狀犮犲狅犳狑犺犲犪狋狊狋狉犻狆犲狉狌狊狋犻狀犿犪犻狀狆狉狅狏犻狀犮犲狊犻狀犆犺犻狀犪

省份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入冬后始见

日期／年 月 日

Ｆｉｒｓｔｏｃｃｕｒｒｅｄｄａｔｅ

始见地点

Ｆｉｒｓｔｏｃｃｕｒｒｅｄｓｉｔｅ

见病市数／个

Ｎｏ．ｏｆ

ｏｃｃｕｒｒｅｄ

ｃｉｔｉｅｓ

见病县数／个

Ｎｏ．ｏｆ

ｏｃｃｕｒｒｅｄ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发生面积／

万ｈｍ２

Ｏｃｃｕｒｒｅｄ

ａｒｅａ

病叶率／％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一般

Ｒａｎｇｅ

平均

Ａｖｅｒａｇｅ

最高

Ｍａｘｉｍｕｍ

主要发生区域

Ｏｃｃｕｒｒｅｄａｒｅａ

四川Ｓｉｃｈｕａｎ ２０１６ １１ ０５ 阿坝黑水 ２１ １０７ ２８．８６ １．３～６０ ３０．２ １００
沿嘉陵江、涪江、沱江、

岷江流域，攀西和川南

云南Ｙｕｎｎａｎ ２０１６ １２ ２１ 丽江古城 １４ ９５ ８．２１ ３．４～６０ ２８ １００ 东北部、西南部

贵州Ｇｕｉｚｈｏｕ ２０１７ ０１ ０３ 毕节赫章 ９ ４８ ６．４３ １６～７０ ４０ １００ 东南部、西北部

重庆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２０１７ ０１ ０４ 永川 ０ ２２ ３．３７ ３．８～８１ １１．６ １００ 全市

甘肃Ｇａｎｓｕ ２０１６ １２ ２５ 陇南文县 ７ ４２ １６．４９ ０．４～１０．２ ２．７ １００ 陇南、陇东

陕西Ｓｈａａｎｘｉ ２０１６ １１ ０２ 宝鸡陇县 ８ ６９ ５９．５０ ２．５～５５．６ ６．９ １００ 陕南、关中

湖北 Ｈｕｂｅｉ ２０１６ １２ ２２ 十堰郧西、郧阳 １５ ６５ ６７．９５ ２．５～４０ ２５．７ ９５ 西北部和江汉平原

河南 Ｈｅｎａｎ ２０１６ １２ １４ 南阳唐河 １８ １１７ １６３．５１ ０．０１～５０　 ５．１ １００ 黄河以南麦区

·３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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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犜犪犫犾犲１（犆狅狀狋犻狀狌犲犱）

省份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入冬后始见

日期／年 月 日

Ｆｉｒｓｔｏｃｃｕｒｒｅｄｄａｔｅ

始见地点

Ｆｉｒｓｔｏｃｃｕｒｒｅｄｓｉｔｅ

见病市数／个

Ｎｏ．ｏｆ

ｏｃｃｕｒｒｅｄ

ｃｉｔｉｅｓ

见病县数／个

Ｎｏ．ｏｆ

ｏｃｃｕｒｒｅｄ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发生面积／

万ｈｍ２

Ｏｃｃｕｒｒｅｄ

ａｒｅａ

病叶率／％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一般

Ｒａｎｇｅ

平均

Ａｖｅｒａｇｅ

最高

Ｍａｘｉｍｕｍ

主要发生区域

Ｏｃｃｕｒｒｅｄａｒｅａ

安徽Ａｎｈｕｉ ２０１７ ０３ １８ 芜湖无为 １３ ４４ １７．２７ ０．５～８．８ １．１ ６０ 沿江和沿淮西部

江苏Ｊｉａｎｇｓｕ ２０１７ ０４ １２ 常州金坛 ６ １３ １．００ ＜１％ ０．１ １２ 苏南、沿江地区

山东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２０１７ ０４ ２０ 菏泽东明、成武 １７ １０４ １４３．４２ ５～２０ ３．５ １００
鲁西南、鲁中、鲁

南、鲁西北

山西Ｓｈａｎｘｉ ２０１７ ０４ １９ 运城芮城 ３ ２０ ７．０７ ０．３～４　 ３．４ ７７ 南部

河北 Ｈｅｂｅｉ ２０１７ ０４ ２８ 沧州泊头 ７ ５８ １９．２５ ０．１～５　 １．０ ６２ 廊坊以南麦区

新疆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２０１７ ０４ １３ 克州阿克陶 ７ ２７ ７．５１ ７～２７ ２３ １００ 伊犁河谷、喀什

宁夏Ｎｉｎｇｘｉａ ２０１７ ０５ １８ 固原原州 ５ １４ ３．８ １．３～９７．２１５．３ ９７．２ 南部

青海Ｑｉｎｇｈａｉ ２０１７ ０５ １８ 海东民和 ３ ３ ０．０１ ０．０１～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５ 东部

内蒙古Ｉｎｎｅｒ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２０１７ ０６ ２７ 呼和浩特土默特左旗 ２ ３ ０．０１ ０．０１～５．０　 ３．０ ５．０ 西部

西藏Ｔｉｂｅｔ ２０１７ ０６ ２７ 林芝波密 ５ １５ ２．０ ２０～７０ ４０ １００ 东部

全国１８省（市、区）Ｔｏｔａｌ １６０ ８６６ ５５５．７

１．２　春季北扩东移明显，扩散流行速度快

河南、湖北的主要冬繁区２０１６年１２月中旬

见病后，病菌持续繁殖扩散，春季扩散速度明显

加快。３月下旬，条锈病跨过河南境内的沙河后，

继续向北向东扩散。３月３０日，四川、云南、贵

州、重庆、陕西、甘肃、湖北、河南、安徽９省７２市

３８４个县见病，发生面积６３．８万ｈｍ２，同比增加

１．９倍；４月中旬，江苏、山东、山西陆续见病，其

中，安徽安庆、池州、铜陵、芜湖、宣城、合肥、六

安、淮南、阜阳、亳州１０市３０个县点片发生，江

苏省常州市金坛和溧阳２县见病，东扩速度为多

年罕见。进入４月份，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安

徽、江苏、河北等黄淮海麦区见病县数和面积呈指数

增长（犚２＞０．９７），平均每周增加５０个县、６０万ｈｍ２

（图３）；４月２０日，山东省菏泽市东明县见病，条锈

病已越过黄河扩散至东部主产麦区；４月２８日，条

锈病北扩至河北省沧州泊头市、邯郸大名县，其中

泊头市为近２０年来首见。４月上旬至５月中旬，

黄淮海麦区小麦条锈病进入快速扩展蔓延期，见病

面积和县数呈指数增长，见病范围逐日扩大（图３），

如山东省４月２７日、２９日，５月２日、５日、９日见

病县数分别达１２、１７、６１、７２个和８８个，见病面积

相继突破１３．３万、３３．３万、６６．７万、１３３．３万ｈｍ２

和２００万ｈｍ２。

１．３　黄淮海麦区发生普遍，局部病情较重

据初步统计，２０１７年小麦条锈病在我国西南、

西北、黄淮和华北等麦区１８省（区、市）１６０市８６６

个县发生约５５６万ｈｍ２，发生县数比偏重发生的

２００９年增加２４６个；发生面积分别比近１０年均值

和２００９年增加１．６倍和４７．０％，略低于大发生年份

２００２年的５５８万ｈｍ２。其中，安徽、江苏、河南、陕

西、山西、山东和河北等黄淮海麦区４２５个县发生

４１１万ｈｍ２，占全国发生总县数和总面积的４９．１％

和７４．０％。河南、陕西、山东中西部、山西南部以及

河北、山东２省和河南接壤的所有市县均见发病，最

北扩展至河北省廊坊市文安县，见病范围为近年最

广。其中，山东省１７市１０４县见病，陕西省８市６９县

见病，见病面积占小麦种植面积均达５０％以上，山东

省发生范围和面积超过大发生的１９９０年
［８］。陕西南

部、河南南部、湖北江汉平原局部地区病情较重，汉水

流域平均病叶率超过５０％，西南麦区大部平均病叶率

超过３０％，重发地区超过６０％；山东济宁等市重发地

区病叶率超过８０％，河北发病晚、病情相对较轻，重发

田块平均病叶率在１０％左右；全国１３９个监测点小麦

条锈病病叶率一般在５％～４０％，平均为２５．１％；严

重度一般在１５％～４０％，平均为２２．３％（图４）。

图３　黄淮海麦区２０１７年４－５月份小麦条锈病

发生面积和见病县数

犉犻犵．３　犗犮犮狌狉狉犲狀犮犲犪狉犲犪犪狀犱犮狅狌狀狋狉狔狀狌犿犫犲狉狅犳

狑犺犲犪狋狊狋狉犻狆犲狉狌狊狋犻狀犎狌犪狀犵犎狌犪犻犎犪犻狑犺犲犪狋

犪狉犲犪犳狉狅犿犃狆狉犻犾狋狅犕犪狔犻狀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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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全国主要流行区１３９个监测点小麦条锈病平均病叶率与严重度分布

犉犻犵．４　犐狀犮犻犱犲狀犮犲犪狀犱狊犲狏犲狉犻狋狔狅犳狑犺犲犪狋狊狋狉犻狆犲狉狌狊狋犪狋１３９犿狅狀犻狋狅狉犻狀犵狊犻狋犲狊犻狀犿犪犻狀犲狆犻犱犲犿犻犮狕狅狀犲狊

１．４　西北及西南麦区发生相对平稳

２０１６年秋季，甘肃、宁夏等西北麦区小麦秋苗

发病面积为１１．７８万ｈｍ２，是２０００年以来发病面积最

小的年份。受春季干旱气候影响，西北大部麦区小麦

条锈病扩散速度相对较慢，总体发生比较平稳。３月

上旬，甘肃仅在陇南的文县、徽县２个县发生０．１７万

ｈｍ２，平均病叶率一般在０．０５％左右；５月上旬，发病

盛期各监测点平均病叶率多在５％以下，早发的文

县、通渭县达２３％和２５．２％，平均严重度多在２０％

以下，文县、宁县达４０％，至６月底小麦条锈病在陇

南、天水、平凉等７市４２县发生１６．５万ｈｍ２。宁夏

彭阳、西吉、中宁发生盛期平均病叶率在０．１％～

４．８％，平均严重度在５％～１１％，原州区病叶率在

１．３％～９７．２％，平均病叶率１５．２７％。新疆发生相

对较重，拜城、额敏、阿克苏平均病叶率为２５．８％～

２７％，平均严重度在４．３％～１２．５％，阿克苏为

３１．９％。青海东部麦区发生较轻，病叶率一般在

０．０１％～０．０５％。常年少雨干旱的内蒙古西部，

２０１７年６月－７月在呼和浩特土默特左旗、巴彦淖

尔临河区和五原县春麦上见发病田块，病叶率一般

低于５％。小麦条锈病在西南部分麦区偏重发生，

主要发生在四川沿江河流域、攀西和川南地区，以及

云南临沧、曲靖、昭通，贵州东南部和西北部，平均病

叶率在１１．６％～３０．２％，重发田块病叶率达８０％～

１００％，重于２０１６年。

２　２０１７年小麦条锈病重发原因分析

２．１　暖冬气候条件有利于冬繁区病情发展，为春季

流行区提供了丰富菌源

　　据国家气象部门监测，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冬季为

１９６１年以来我国最暖的冬季
［７］，云南、贵州、四川、

重庆、河南、陕西等小麦条锈病冬繁区１２月或１月

气温距平偏高１．６～２．７℃，除陕西２月份位居１９６１

年来第２位外，其他省份气温均为历史首位；主要冬

繁区雨水充沛、田间湿度大，夜间小麦叶片上易形成

水雾或露水，有利于条锈病菌的侵入和扩展。明显

的暖冬气候导致小麦秋苗生长旺盛，为病害侵染扩

展提供了良好的寄主条件，条锈病在冬季也一直处

于繁殖扩散状态。同时暖冬加速了病情的扩展，导

致冬繁区小麦条锈病发生范围广、病情重，为春季流

行区提供了丰富的菌源。

２．２　春季多雨适温气候条件有利于病害流行，黄淮

海麦区发病普遍

　　春季３月－４月份，我国大部麦区降水偏多

１０％以上，其中黄河和长江流域降水量分别偏多

３１％和１８％。４月份，华北南部、江淮西部、江汉、山

东西南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２成至１倍，局

部偏多１倍以上；４月和５月上旬，黄淮海麦区最高

气温多维持在２５℃以下，且春季北方出现几次大范

围大风扬尘天气，天气条件对病害流行极为有利，加

速了小麦条锈菌大范围扩散蔓延，造成黄淮海麦区

条锈病发生比较普遍。

２．３　主产麦区缺乏抗性品种，条锈菌抗逆性增强

黄淮海地区为我国小麦主产区，特别是黄淮北

部和华北麦区为小麦条锈病偶发区，一般年份发病

较轻或不发生，生产上普遍缺乏抗条锈病的品种，小

麦主栽品种普遍不抗病或抗性较差，加重了病害的

扩散流行危害。条中３４号（ＣＹＲ３４）小种已在西南、

西北、江淮麦区９省（区、市）发现，频率呈上升趋势，

在部分麦区已成为优势小种之一，可侵染大部分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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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和绵农系、川育和川麦系、兰天系、洮字系和小偃

系等我国西部主栽小麦品种［９］，也是造成条锈病在

西南及陕西、湖北等麦区发生较重的重要原因。一

般认为，２５℃以上的高温天气会抑制条锈病的扩散

危害［２］，但近年来发现了小麦条锈病耐高温菌株，抗

逆性增强［１０］，病菌在田间明显表现出耐高温性，导

致小麦生长后期黄淮北部、华北大部和西北西部病

情继续快速扩散蔓延。

３　讨论

３．１　历次病害大流行原因比较分析

历史上，我国小麦条锈病曾于１９５０年、１９６４

年、１９９０年和２００２年大流行。一般发生年份，小麦

条锈病主要发生在西北、西南、黄淮南部及长江流域

麦区，华北麦区只在少数范围零星发病；大流行年

份，病害则向东发展至江苏、安徽，向北扩散至华北

麦区。前４次小麦条锈病大流行的共同原因主要包

括：秋苗发病面积大、病情重，冬季气温偏高和春季

降雨偏多，条锈菌的优势种群克服当年主栽品种抗

性，导致大面积发病。其中，条中１号、条中１０号、

条中２５和条中２３号、条中２８号和条中２９号、条中

３２号上升为优势小种，克服大面积种植的小麦品

种，分别引起１９５０、１９６４、１９８３、１９９０和２００２年条锈

病大流行。２０１７年小麦条锈病大范围流行的原因

与前几次的不同点在于秋苗发病较轻和病菌小种的

作用不突出，而适宜的气候条件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２０１６年秋季，小麦条锈病在西南和西北麦区发生面

积为近１０年来最小，导致２０１７年黄淮海麦区小麦

条锈病大面积流行，主要是由于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冬季为

近６０年来最暖冬季
［７］，气温异常偏高，条锈病在河

南南部及汉水流域见病早、范围广、病情重，病菌在

冬季一直处于繁殖扩散状态，为黄淮海麦区提供了

十分丰富的菌源，且此区域菌源作用更为直接和有

效；加之春季东部麦区多雨低温、品种不抗病，局部

弃防或漏防田块病情较重，加速了病害扩散，导致

２０１７年小麦条锈病在黄淮海麦区大范围流行。

３．２　加强监测预警和综合治理

小麦条锈病暴发性强，大流行对小麦产量影响

大，但该病可防可控。从２０１７年小麦条锈病的监测

防控工作实践看，及时准确的监测预警是病害防控

的关键和基础。通过当地植保技术人员监测，２０１６

年１２月１４日在河南南阳唐河县发现小麦条锈病，

比常年早２－３个月；１２月２０日在湖北十堰郧西和

郧阳２个县发现条锈病，比最早见病的２００７年还早

６６ｄ。病害的及时发现和防控处理，减少了田间菌源

量，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东部麦区的防控压力。３月

－５月份，河南、江苏、安徽、山东、河北均加密监测

力度和范围，及时掌握条锈病发生分布，为政府防

控决策和指导防治提供了科学充分的信息支撑，是

２０１７年小麦条锈病流行范围大而总体病情轻的重

要原因之一。今后，小麦条锈病的监测应根据测报

技术规范，进一步加强监测，同时要加强科研、教

学、推广等单位间的信息交流和技术研究，保证条

锈病监测及时、到位。小麦条锈病综合治理技术体

系经过多年的实践，菌源区药剂拌种、春病秋（冬）

防、药剂应急防治等一些成熟的综合治理技术被各

发生区推广应用，在近年来的条锈病有效治理上发

挥了重要作用［６］，被证明是有效的。今后应进一步

完善综合治理体系，加强技术推广，加速各项技术

真正落地。

３．３　加强大区流行规律研究

小麦条锈病一直是我国小麦病害研究的重点之

一，在致病机理、流行规律、综合防控技术等方面取

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但是随着气候变化、耕作制

度变迁和品种更替，以及病菌有性阶段的发现，条锈

病流行规律需要进一步加强研究。在小麦条锈病测

报实践中，一般认为甘肃等西北麦区小麦条锈病秋

苗发病情况是全国小麦条锈病发生趋势预测的重要

依据［１１］。据调查，２０１６年小麦条锈病越夏面积小，

西北、西南麦区秋苗发病面积和范围也是近１０年来

最小的一年，但是２０１７年汉水流域和河南南部小麦

条锈病发生早、发生重。除了受暖冬气候影响外，

２０１６年小麦条锈病在西南麦区多地偏重发生，西南

地区菌源对全国东部小麦条锈病发生的作用，以及

各流行区之间的关系，都值得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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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卷第２期 张河庆等：一种新的豇豆根腐病病原菌鉴定及室内药剂筛选

度的敏感性存在差异。

为了筛选抑制犉狌狊犪狉犻狌犿犮狅犿犿狌狀犲生长的化学药

剂，为防治犉狌狊犪狉犻狌犿犮狅犿犿狌狀犲引起的根腐病提供依

据，我们测定了７种杀菌剂对ＭＷ４１１菌株的室内毒

力，结果（表３）表明，７５％肟菌·戊唑醇水分散粒剂对

该病菌菌丝生长的抑菌效果最好，最高浓度下抑制率

为９４．５５％，ＥＣ５０为０．０３０μｇ／ｍＬ，其次为３０％霉

灵水剂、１６％二氰·吡唑酯水分散粒剂、２２．５％啶氧

菌酯悬浮剂、５０％烯酰吗啉水分散粒剂，它们均可作

为豇豆根腐病防治的候选药剂。豇豆根腐病的传统

防治药剂为霉灵，而本研究结果表明，７５％肟菌·

戊唑醇水分散粒剂对豇豆根腐病病原菌的生长抑制

效果好于３０％霉灵水剂；２２．５％啶氧菌酯悬浮剂对

豇豆根腐病病原菌的生长抑制效果与３０％霉灵水

剂的相当。本研究拓宽了防治豇豆根腐病的药剂选

择范围，为豇豆根腐病的防治提供了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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