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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条锈病的发生特点及防治措施

孙思蓉 杨建萍
韩城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陕西 韩城 715400

摘� 要：小麦条锈病是一种严重危害小麦生产的重要病害，在全球范围内都有分布。中国作为小麦生产大国，每

年因条锈病的发生都给小麦生产带来严重的损失。因此，了解小麦条锈病的发生特点和防治措施对于控制病害的扩散

和保障小麦安全生产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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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随着科技的发展，一些新的防治害虫的药

品被研制出来，农户通过使用这些农药进而促进了庄稼

的生长，控制了病菌的传播。但是由于人们缺乏使用

常识，滥用农药，使得小麦条锈病病菌的抗药性有所增

强。因此，为了有效的防止小麦条锈病的发生，就要加

强治理措施，对该病菌进行有效的防治。基于此，论文

分析了小麦条锈病的特点及防治方法，以期对加强小麦

条锈病的综合防治工作有所帮助。

1 小麦条锈病的发生特点

1.1  分布和传播
小麦条锈病是一种全球性的小麦病害，其分布广

泛。通常情况下，小麦条锈病主要发生在海拔600-1200米
的高海拔地区。该病害可以通过空气传播，远距离传播

主要依赖于气流，短距离传播则是由风和雨滴引起的。

传播范围不仅限于小麦种植区，还可能扩散到邻近的草

地、荒地和林地上。

1.2  症状识别
小麦条锈病主要影响小麦的叶片和茎。在发病初

期，可在叶片背面出现褪绿斑，随后出现黄色或橘黄色

的夏孢子堆，呈长条状，与叶脉平行[1]。随着病情的发

展，夏孢子堆逐渐融合成较大的条状或不规则形状，导

致叶片出现黄斑或枯斑。发病后期，叶片上可能出现黑

色的冬孢子堆。

发病过程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在病害初发期，田间

可能只有零星病株，随着病情发展，病害逐渐加重。在

病害流行年份，小麦抽穗期至乳熟期是病害发生高峰

期。在锈病大发生时，整个田块可能呈黄褐色或黄绿色

“锈海”状。

1.3  发生时间
小麦条锈病一般在春季开始发生，在部分地区可能

会在秋季再次侵染。在华北平原，小麦条锈病一般从3月

下旬开始发生，5月中下旬至6月上旬为病害盛发期，之
后随着气温的升高和雨量的减少，病害逐渐减轻。在西

南地区，由于气候条件适宜，病害的发生时间可能会提

前，同时病害的传播速度也会更快。

1.4  影响因子
环境条件（温度、湿度、降雨等）：温度、湿度和降

雨是小麦条锈病发生和流行的关键环境因素。在湿度高、

温度适宜（日均温10-20℃）和多雨的条件下，有利于病害
的流行。此外，大雾、露水和连阴雨等天气也有利于病害

的侵染和扩展。1）品种抗性：不同小麦品种对条锈病的
抗性存在显著差异。缺乏抗病性强的品种容易导致病害的

大面积发生。在抗病育种方面，应注重选择具有广谱抗性

和持久抗性的品种。2）菌源基数：菌源基数是影响小麦
条锈病发生的重要因素之一。菌源数量充足时，即使环境

条件不利于病害发生，也能导致病害流行。因此，采取有

效的农业措施减少菌源基数，如合理轮作、清除自生麦苗

等，对控制病害发生具有重要意义。

小麦条锈病的发生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季节性和品

种特异性。了解其发生特点有助于采取有效的防控措

施，降低病害对小麦生产的影响。

2 小麦条锈病的发病过程

2.1  初侵染阶段
在春季，当气温逐渐升高时，越冬的条锈病病菌开

始萌发，形成新的侵染体。这些侵染体在气流、风和雨

水的帮助下，传播到周围的小麦植株上[2]。侵染体通过气

孔、伤口或直接穿透表皮进入小麦植株体内。在进入植

株后，侵染体开始繁殖，形成局部的侵染斑。

2.2  潜育和扩展阶段
在潜育阶段，感染的小麦植株不表现出明显的症

状，但是病菌在此期间迅速繁殖和扩展。随着病情的发

展，病斑逐渐扩大并连成一片，最终形成黄色或橘红色

的条纹。这些条纹是病菌的菌丝体，可以随着时间的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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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不断扩展。

2.3  夏孢子形成阶段
在夏孢子形成阶段，菌丝体开始形成夏孢子。夏孢

子是条锈病病菌的一种繁殖体，可以在小麦植株上进行

无性繁殖。夏孢子在叶面上聚集形成黄色的粉状物，即

夏孢子堆。夏孢子堆破裂后，夏孢子会随风、雨和昆虫

等媒介传播到其他小麦植株上，进行再次侵染。

2.4  秋孢子形成阶段
在秋季，由于气温逐渐降低，夏孢子不再萌发，而

是形成秋孢子。秋孢子比夏孢子更大，具有更强的抗逆

性，可以在适宜的气候条件下进行有性繁殖。秋孢子堆

在叶面上形成黑色的粉状物，这是下一季条锈病病菌的

越冬场所。

2.5  越冬阶段
在越冬阶段，条锈病病菌以菌丝体形式在小麦植株

的病叶上越冬。在冬季气温较低的情况下，菌丝体进入

休眠状态，以等待春季气温的升高。越冬的病菌是下一

季小麦条锈病病害的重要初侵染源。

3 小麦条锈病的危害

小麦条锈病是一种全球性的小麦病害，对小麦的产

量和品质产生极大的影响。以下是关于小麦条锈病危害

的详细分析。

3.1  对产量的影响
小麦条锈病是一种严重的叶部病害，它影响小麦的

产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病变叶片的光合作用

能力大幅下降，导致植株整体生产力下降[3]。其次，病

害的侵袭会破坏小麦的繁殖器官，影响种子的形成和发

育，进一步影响产量。特别在严重发病的区域，小麦的

产量可能会减少达50%以上。
3.2  对品质的影响
小麦条锈病不仅影响产量，还会显著降低小麦的品

质。病变后的小麦籽粒发育不良，粒重下降，不完善粒

的比例大大增加。同时，由于条锈病的侵染，小麦籽粒

中各种营养物质的含量也会受到影响，如蛋白质、碳水

化合物、脂肪等，进而影响其营养价值。此外，病变后

的小麦往往更容易受潮、发霉和变质，影响其储存性和

商品价值。

3.3  经济损失估计
由于小麦条锈病对产量和品质的严重影响，它给全

球小麦产业带来的经济损失是巨大的。根据多项研究报

告，小麦条锈病在全球范围内每年造成的小麦产量损失

约为10%，相当于数百万美元的经济损失。此外，由于品
质下降导致的小麦售价下降以及因防治病害所产生的人

力、物力和财力消耗也是一笔不小的经济损失。

总的来说，小麦条锈病对小麦的生产、品质和经济

方面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为了降低这些影响，我们需

要采取有效的措施来防治小麦条锈病。这包括培育抗病

品种、改进农业防治措施和合理使用药剂等。只有通过

综合防治，我们才能有效地控制小麦条锈病的发生和危

害，从而降低其对我们生活的影响。

4 防治措施

4.1  种植抗病品种。抗病品种是指对小麦条锈病具
有较强抗性的小麦品种。通过选用抗病品种，可以有效

地降低小麦条锈病的发生风险，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量

和使用频率，提高小麦生产的品质和安全性[4]。在种植抗

病品种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要选择经过国内

外权威机构认证的抗病品种。这些品种通常具有较好的

抗性和适应性，能够有效地抵抗小麦条锈病的侵害。其

次，在种植抗病品种时，要注意合理布局和轮换种植。

避免单一品种的大面积种植，以降低条锈病菌的适应

性。同时，在轮换种植时，要避免使用同一品种连续种

植，以减少病菌的积累和扩散。

4.2  合理施肥
小麦条锈病的防治措施中，合理施肥是一项重要的农

业措施。一般来说，小麦生长需要适量的氮、磷、钾等元

素，但是过度施肥会削弱小麦的抗病能力，容易引发条锈

病的发生。因此，在施肥时应该注意以下几点：首先，应

该控制氮肥的用量。过多的氮肥会使小麦生长过快，组织

柔嫩，抗病能力下降，容易感染条锈病。因此，在施肥时

应该根据小麦的生长需求来适量施用氮肥。其次，应该适

量施用磷、钾肥。磷、钾肥能够增强小麦的抗病能力，促

进小麦健康生长。因此，在施肥时应该根据土壤状况和小

麦生长需求来适量施用磷、钾肥。

此外，应该注意施肥的时间和方式。在小麦生长前

期，应该以施用基肥为主，而在小麦生长后期，则应该

以追肥为主。此外，施肥时应该均匀、深施，以减少肥

料的流失和浪费。

4.3  化学防治
1）药剂选择及使用。化学防治是小麦条锈病防治中

常用的方法之一。在药剂选择和使用上，应注意以下几

点：第一，选择高效、低毒、低残留的农药，避免使用

高毒、高残留的农药；第二，在防治适期内施药，不宜

过早或过晚；第三，根据病情和天气情况适量用药，避

免盲目加大用药量；第四，不同药剂要交替使用，避免

产生抗药性；第五，使用正确的施药方法，确保药剂效

果。2）防治时间及频率。化学防治的最佳防治时期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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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抽穗前和灌浆期间。在这两个时期，小麦对条锈病

的抵抗力较弱，此时采取化学防治可以有效控制病情的

发展。防治频率应根据病情和气候条件来确定。在病情

严重的情况下，每7-10天应喷施一次药剂；在病情较轻的
情况下，每10-15天喷施一次药剂即可。同时，应注意在
收获前一周停止喷药，避免对小麦和人体造成危害。

4.4  生物防治
生物防治是一种环保、高效的病害防治方法。小麦

条锈病的生物防治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实现：1）促
进有益微生物的繁殖。有益微生物如芽孢杆菌、假单胞

菌等可以分泌抗菌物质，抑制条锈菌的繁殖和传播。因

此，可以通过施用微生物菌剂或采用其他措施来促进有

益微生物的繁殖，从而降低小麦条锈病的发病机率。比

如，在小麦拌种时可以加入适量的芽孢杆菌或假单胞菌

菌剂，提高小麦对病害的抵抗力[5]。此外，采用生物有机

肥等措施也可以促进有益微生物的繁殖，提高土壤中的

有益微生物群落，进而抑制条锈菌的繁殖和传播。

2）植物源抗菌物质的应用。植物源抗菌物质如印
楝素、苦参碱等可以抑制条锈菌的繁殖和传播。这些物

质可以通过提取或人工合成来应用于农业生产中。在应

用过程中，应注意使用方法和浓度，避免对小麦造成伤

害或产生药害。可以将植物源抗菌物质与叶面肥混合使

用，直接喷施在小麦叶面，抑制病害的繁殖与传播。

4.5  加强小麦条锈病防治的宣传和普及
首先，要深入了解小麦条锈病的发生原因和危害。

小麦条锈病是由条锈菌引起的一种真菌性病害，主要侵

染小麦叶片和茎秆。病菌在侵染小麦后，会导致叶片

出现黄色或橙色的条纹，并最终形成黑色的孢子堆。这

种病害会导致小麦植株早衰、籽粒不饱满，甚至枯死，

严重影响小麦的产量和品质。其次，为了加强小麦条锈

病防治的宣传和普及，政府和农业部门应加强合作，开

展宣传活动，提供技术指导和资料发放。同时，要加强

对农民的培训和教育，提高他们的防治意识和技能。此

外，应积极开展科学研究，不断探索新的防治方法和措

施，为防治工作提供科技支撑。

4.6  做好病害预报工作
小麦条锈病是一种严重危害小麦生产的病害，做好

病害预报工作对于及时采取防治措施、保护小麦生产具

有重要意义。下文将介绍小麦条锈病的病害预报方法及

内容、预报时效和应用价值，以供参考。

在病害预报方面，常用的方法包括传统经验和现代

技术。传统经验包括专家评估、田间调查等，这些方法

虽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对于了解病害发生趋势和

制定初步防治方案具有重要作用。现代技术则包括气候

预测、监测网监测等，这些技术能够更加精准地预测病

害发生的时间和程度。例如，利用监测网可以实时监测

病菌孢子的数量和分布情况，为预测病害发生趋势提供

重要依据。

预报内容主要包括病情分布、流行趋势和危害程度

等方面。通过对这些内容的预报，能够帮助农民及时了

解病害发生情况，制定合理的防治计划。例如，当预报

显示病害即将大范围流行时，农民可以提前进行药剂防

治、加强田间管理等措施，以减轻病害对小麦生产的影

响。预报的时效可分为短期、中期和长期预报。短期预

报通常是指在病害发生初期，对病害发生的时间和程度

进行预测；中期预报则是预测病害未来的发展趋势；长

期预报则是对病害未来的变化趋势进行预测。这些预报

对于农民制定防治措施具有重要意义。随着科学技术的

发展，未来病害预报将面临更多的挑战和发展机遇。例

如，数据挖掘和智能预测等新技术的应用将进一步提高

病害预报的精准度和时效性。同时，随着全球气候变化

和农业种植结构的调整，小麦条锈病的发病规律也将发

生变化，这需要我们在预报工作中不断学习和适应新的

变化，以更好地服务农业生产。

结语

小麦种植阶段，为防止条锈病的发生，影响小麦产

量和品质，导致种植收益受损，需优先选择对条锈病具

有较强抗性的品种，种植期间应合理利用栽培技术，保

证小麦田间生长环境优良;要加强病害监测，及时应对条
锈病发生，注重此类病害的技术宣传，采取综合防治手

段，在小麦生长各时期，通过农业防治、药剂防治等方

式预防病害，降低条锈病对小麦种植效益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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