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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地下水位进行小麦赤霉病流行分区的研究 

井金学 商鸿生 张文军 张 斌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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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陕西关中麦区多个县区小麦赤霉病与地下水位关系的分析，发现地下水 

位与小麦赤霉病菌载体玉米残秆的产壳率、产壳指数以及田同病穗率均有显著的相关性，地 

下水位既髟响病菌的生长发育和侵染t也影响小麦品种的发病程度，因此地下水位可作为小 

麦赤霉病的流行分区指标 据此对关中麦区各县进行了赤霉病流行分区，结果表明，位于j胃河 

平原一、二级阶地老灌区的各县区的有关乡镇为赤霉病的常发重l发区．黄土台塬新灌区的有 

关县区的乡镇为中度流行区，非灌区的有关县区的乡镇为轻度或不发生区。该项研究成果为 

关中麦区和类似麦区小麦赤霉病分区综合治理提供了依据 

美键词 小麦谛霉病，流行分区，地下水位 
中国分类号 $435．121．45 

陕西关中麦区是中国重要的高产麦区之一，由于农田生态条件、耕作制度的改变和小 

麦品种的更替t小麦赤霉病已成为影响该区小麦生产的重要因素和重点防治对象。该病害 

在本麦区呈不均一性分布，这对病害的预测和防治决策造成困难，对病害进行流行分区是 

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 影响赤霉病流行分布的主要因素是水湿朵件，造成农田水湿差异的 
主要因素为降雨和地下水位。应用气象指标对赤霉病进行流行分区已有报道 ，但以降 

雨因素分区结果年际间变幅大和精确度较低。作者试图依据多年的发病调查资料和地下 

水位年际变辐资料的相关性，以地下水位变辐作为赤霉痛的流行分区指标，对关中麦区赤 

霉病进行流行分区，为本区和生态条件类似麦区的赤霉病分区治理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地下水埋深资料来自《陕西省地下水资料》(陕西省地下水工作队，1988年) 病情资 

料为本研究室 1985~1995年历年各地病情普查资料。以本麦区各地历年的菌源、发病率 

分别与地下水位建立回归关系式，以确定地下水位与赤霉病流行的关系，以此作为赤霉病 

流行分区的标准。 

为了解决地下水位与菌源、发病率的对应关系，对同一地区有多个观测井者，以各自 

所占灌溉面积比例的加权平均值代表该地的地下水位值。对某些l无菌源和发病率资料的 

地区，则采用临近类似生态区的资料 

2 结果与分析 
2．1 分区依据 

2-1·1 地下水位与赤霉病茸源的关系 将历年所调查的玉米残杆产壳率 ( )与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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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位 (m)建立如下关系 

1— 88．797— 2．404x】， l： 一 O．958 (1) 

式(1)表明，玉米残杆产生有效菌量与地下水位有密切的关系，即地下水位愈高，产壳 

率愈高。产壳率亦受其他因素影响，但此种效应作用较小。其产壳密度 (个／era：)亦受土 

壤湿度 !( )的制约，两者间的关系为 

Y2一～ 41．1 60-F 1．214x!，r!= O．981 (2) 

据多年观察，土壤稳定的湿度水平为地下水位所决定，可见地下水位显著影响玉米残 

秆产壳的强度。 

从地下水位与赤霉菌源的关系可见，地下水位既可影响玉米残秆带菌的潜势，又可影 

响病菌的产壳强度，是影响病菌发育的重要因素。 

2．1_2 田问茵量与发病的关系 田闻菌量主要取决于田间遗留玉米残秆的多少，更重要 

的是这些病菌载体的带菌势能，这种势能最终决定田间的发病情况。经统计发病率(病穗 

率) 。( )与亩玉米残秆数 ：的关系为 

y3— 0．1607-F 0．0063x3． ： 0．722 (3) 

发病率(病穗率) 与产壳指数 ( )的关系为 

‘= ～ 21．245+ 0．9657x4，r4— 0．973 (4) 

上述关系表明，在田间特定的生态条件下，赤霉病菌的载体玉米残秆的数量t特别是 

所产生有效菌量(产壳指数)的势能对田闯发病有决定性的影响，但此种产壳势能如前所 

述与土壤的水湿状态有密切关系。决定土壤水湿状态的因素有降水和灌溉及地下水t前二 

者是地下水的来源但其发生频率不稳定。地下水则是稳定影响土壤水湿条件的因子。因 

此需要研究地下水位作为赤霉病分区指标的作用。 

2．1．3 地下水位与发病的关系 根据 1985 1995年所调查的发病率 y与地下水位 

的回归关系，分别依据病情的轻重建立了3类回归关系式。 

轻度或不流行区 

Y】 24．]37— 0．728x1， 一 一 0．40179一 ，t1 I．7551> t01一 I．7459 (5) 

中度流行区 

Y2 52．1067～ 0．7258x2， = ～ 0．41853一 ，t 2— 1．7243> to】一 1．7612 (6) 

常发重发区 

Y3— 59．241一 O．7943 t 3一 一 O．4422⋯ ，屯 一 2．9585> o】一 2．7227 (7) 

上述各方程的相关性均达显著或极显著水平，其可信度达 90 或 90％以上。可见地 

下水位与田问病穗率有极密切的关系。这揭示了地下水位造成的小气候环境既影响赤霉 

病菌的生长发育和侵入，又影响寄主的发病，因此将地下水位作为赤霉病流行的分区指标 

是一可行的稳定指标。 

2．2 分区指标 

依据关中麦区赤霉病历年流行情况将分区标准定为：病穗率O～2O 为不发生或轻 

度流行区，20 ～4O％为中度流行区t>40 为常发重发流行区。根据本区的流行标准由 

回归方程(5]、(6)、(7)求得各流行区的分区地下水位的临界值(表 1)，并得出关中麦区小 

麦赤霉病的流行分区指标。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第 6期 井金学等：以地下水位进行小麦赤霉病流行分区的研究 3 

往 ：袁中百丹敢为赤霉病I前搏率 ． 

2．3 分区结果 

依据分区指标对关中麦区32个县(市、区)内的乡镇进行赤霉病流行分区，由分区结 

果(表 2)看，户县等 4个县区各乡镇均为常发重发区；临潼等 4个县区绝大多数乡镇为常 

发重发区，个别为中度流行区；长安等 lO县区绝大多数乡镇为常发重发区，部分为中度流 

行区，个别为不发生或轻度流行区；宝鸡等 5个县大多数乡镇为中度流行区一部分为常发 

重发区和不发生或轻度流行区；三原等 4县区各乡镇中中度发生区和不发生或轻度流行 

区各占一半；华阴市等 5县区绝大多数乡镇为不发生或轻度流行区，个别乡镇为中度流行 

区 

表 2 差中麦区各县小麦赤霉病流行分区 个 

县区 蔓发鲞 盅行凄 i2 蒸发美 盅行凄 
户 县 17 O O 秦帮区 z 2 

未央 区 8 0 o 渭城 区 5 3 2 

雁塔区 6 o 0 宝鸡县 5 6 6 

盘台区 5 O o 风翔县 6 9 3 

临潼县 18 1 o 岐山县 6 i0 2 

高睦县 9 1 O 扶风县 5 1O 2 

蓝臼j县 6 2 o 扬凌区 1 1 1 

梢滨区 1 1 O 三原县 0 6 8 

长安县 26 3 1 尢荔县 O 17 1i 

渭南市 18 7 2 渣荚县 0 2 2 

周至县 15 5 1 华阴县 0 1 4 

眉 县 13 3 1 礼泉县 0 1 i0 

兴平市 t0 4 3 乾 县 O 1 16 

武功县 7 1 5 蒲城县 o 3 27 

华 县 6 】 1 泾阳县 O 7 9 

灞桥区 5 l 1 富平县 0 2 23 

挂：袁中数 字褒币 乡镇敦 ． 

．上述分区结果与关中麦区各县区域内的地貌特征和灌溉特点基本一致。凡各县所属 

乡镇均为常发重发区和中度流行区者基本都处于渭河一二级阶地的老灌区。凡均有三类 

流行区分布的各县区，其地形均由渭河阶地和黄土台原组成，属老、新灌区并存地区。而凡 

各县区所属乡镇绝大多数为不发生或轻度流行区和个别为中度流行区者均处于黄土台 

原，属新灌区或非灌区。由不同流行区与其对应的地形地貌和灌溉关系可以看出，小麦赤 

霉病的流行区分布与地下水埋深关系极为密切，地下水位是决定小麦赤霉病局部流行分 

布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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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验证分析 

本研究所获小麦赤霉病流行分区结果与历年该病发生实况基本相符，反映了小麦赤 

霉病在关中麦区的流行地域分异特点。另外将本分区结果与应用l8个气候因子将关中麦 

区划分为轻度流行或不发生区、中度流行区和常发重发区三个流行气候区的结果比较 ， 

发现常发重发乡镇大多数位于常发重发气候区内，也多位于老灌区；中度流行乡镇大多处 

于中度流行气候区内，处于新老灌区交错地带；轻度或不流乡镇多位于新灌区和非灌区， 

处于轻度或不流行气候区内，与气候分区结果一致。 

可见本区小麦赤霉病的流行分布主要受气候和地下水位两者共同制约．前者主要作 

用于轻发或不发生区范围的大小和中度流行区、常发重发区的流行强度，而地下水位则稳 

定控制常发重区和中度流行区的发病，特别是对某些低凹潮湿田块更为重要。表明利用地 

下水位分异规律进行赤霉病的流行分区反映 该病害流行分布的客观规律 

3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首次利用地下水位与小麦赤霉病的关系对关中麦区的小麦赤霉病进行了流行 

分区，结果发现地下水位的分异规律与赤霉病的流行分布极为密切，以其作为该病流行分 

区指标所得结果与气候分区结果口J，及历年的调查结果基本一致。地下水位所造成的土壤 

水湿和麦田小气候既影响赤霉病菌的生长发育和侵染，又影响小麦发病。此种效应反映了 

赤霉病的流行客观规律，可作为本区小麦赤霉病分区的依据。 

本研究结果亦揭示农田生态改变导致本麦区赤霉病流行的实质，地下水位的变化主 

要受降雨和灌溉影响，在农田生态系统内，此种变化更多地受灌溉的影响 陕西关中具有 

悠久的灌溉历史，但真正实现大面积水利化是解放以后，关中平原近 66．67万 hra。耕地 

基本实现水利化，此种大面积水利化导致本区耕作制变为玉米小麦连作，可使赤霉病菌辗 

转接续，同时采用大水漫灌使地下水位升高和地面积水，泾惠灌区地下水位由灌前的 1s 
～ 30 m上升到 3 m以上的面积占灌溉面积的6O ，宝鸡峡灌区 1981年地下水位较灌前 

的1972年上升了1O．18～30．90 m，灌区各县均出现大面积水地。此类积水地和地下水位 

高的地带是赤霉病的重发区 J。地下水位上升是导致有利赤霉病流行的农田生态改变的 

导因，因而改变本区农田灌溉方式和搞好排水设施是减少发病面积和综台治理赤霉病的 

重大工程 

本研究提供的赤霉病流行分区结果为关中麦区小麦赤霉病宏观综合治理提供了依 

据，本区对赤霉病治理的重点区域应放在沿渭灌区t应用综合治理技术对其进行控制。黄 

土台原新灌区应抓好测报，作好灾变应对措施。其余地区正常年份可不考虑赤霉病的防 

治 同时该项成果亦为各县指出了治理该病的重点乡镇，大大提高了防治赤霉病的针对性 

和经跻、生态效益。 ， 

本研究结果对个别县区的乡镇的分区出现误差，可能由于其清除田间玉米残秆等作 

务措施或特殊的生态环境所致，尚需深人研究以作出更精确的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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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Epidemiological Zone Classification for W heat 

Head Blight according to Groundwater Level 

Jing Jinxue Shang Hongsbeng Zhang Wenjun Zhang 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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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data of incidence of wheat scab and ground． 

water 1evel of counties in Shaanxi Guanzhong area，it is discovered that there is a notabl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rate and index of ascocarp of Gibberela zeaf on in。field cotn 

stubble and the groundwater level，and it is also demonstrated that the growth and de。 

velopment of the Fus~rium graminearum and diseased head of wheat cuhivars are affect— 

ed by the groundwater leve1．SO the groundwater level could work as the standard for 

epidemiological zone classification of wheat SCab．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ownships 

located in old irrigated area in first and second terrace of Wei River plain belong to the 

heavy epidemic zone．that those Iocated in new irrigated area of Ioess platform the mod。 

erate epidemic zone，and that those located in the non—irrigated area the light epidemic 

zone．The results mentioned above could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integrated manage。 

merit of wheat scab according to zol~e classification． 

Key W ords wheat scab(Fusarn~m graminearum)，epidemic zone classificatioia， 

groundwater I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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