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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83~1991年 的研究表明 ，白粉病菌主要 在凉赛硐湿的沿山地区 自生麦苗上越 

夏I夏季多雨凉爽年份 ，在平 原秋作物覆盖地 自生麦苗上偶尔也有零星 白粉病发生。侵染 自生 

麦苗的苗源，主要是夏季存活期内的有性世代．病残体上的分生孢子无作用。自生麦苗上的分 

生孢子，是侵染冬麦秋苗的来源l12月上甸停止侵染 。秋苗上的菌丛 ，l2月上甸停止产孢，下旬 

菌丝停止生长，以苗丝主要在茎基叶鞘上越冬l2月上旬苗丝复苏，3月份是病害开始发展期，4 

月份是普发期，5月份是盛发期}春季病情与雨量、雨 日密切相关。 

关键词 小麦，白粉病| 生规建，越夏，越冬，流行病学 

中圉分类号 $435．12，s435．121．46 

80年代以来 ，小麦白粉病在我国许多小麦产区几次流行，上升为小麦病害的主要防 

治对象之一。1990年该病大流行，据陕西省植保总站资料 ，全省发病选 46．67 7／hm：；当年 

笔者曾就此进行了考察 。自 1983年以来 ，作者对小麦 白粉病在关中地区的发生规律进 

行了研究，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病菌的越夏与自生麦苗发病情况 

1．1 盛夏和秋季自生麦苗发病情况 

多年大量调查结果表明，凉爽潮湿的沿 山地区、有河流的山口，不论在盛夏和晚秋 ，自 

生麦苗的白粉病都较普遍 ，特别在山口和海拔较高处发病更重，在广大平原区的 自生麦苗 

上 ，一般很难找到 白粉病(表 1)，但在夏季雨水特多的凉爽年份，在较高海拔平原麦场自 

生麦苗上，也有白粉病越夏的踪迹 。倒如 1989年夏季多雨 ，我校设在澄城县杨家陇的小麦 

试验区的休闲地和麦场边 ，自生麦苗 白粉病株率达 12．7 ～16 ；同年 10月 4日在武功 

县贞元乡马家村 ，发现大豆 田中在豆株隐蔽下的 自生麦苗上有白粉病 1984年夏季也是 

多雨年份，6月中下旬降雨 72．4 mm，7月降雨 146．1 mm ，雨日 14 d，8月 8日调查 ，在 

宝鸡福林堡小豆地中，自生麦苗有 6．6 发生白粉病 。 

1．2 平原分生孢子自然感染试验 

从 1 984年 5月 14日至 9月 2日，分 13期在 田间播种矮丰 3号小麦，除第一期进行 

人工接种，以后各期均在前一期麦行旁边播种，使其 自然感染。结果表明，7月中下旬发病 

受到严重抑制，如 7月 13日出苗的一期麦苗，7月 21日发病 ，98片叶子只有 7片(4．1 ) 

发病 ，每叶仅有 2～3个菌丛，发育很弱，孢子极少。这与平原区自生麦苗夏季很难找到白 

粉病的情况是一致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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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小麦近熟期所产分生孢子的存活期 

病害发展到 5月下旬，旬均气温已达到 23℃以上 ，叶片也已衰老 ，5月底停止产生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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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孢子。5月 28日采集成棣病叶的分生孢子撒在玻片上，置于室温下逐 日取样 ，在 16℃和 

RH100 条件下 ，培养 48 h后，镜检 1 300~2 000个孢子。结果表明，小麦近熟期所产分 

生孢子萌发率低 ，寿命短；采样当日和保存 1，2，3，4，5，6，7 d的分生孢子的萌发章分别为 

31．9 和 10．9 ，5．7 ，4．4 ．3．9 ，2．5 ，1．9 ，0．9 ．麦收后过一段时间，田间才 

有自生麦苗 ，因此小麦成熟前所产分生孢子 ，不可能成为侵染自生麦苗的来源。这与很多 

学者的研究结果一致 。 

1．4 有性世代侵染夏播麦苗田间试验 

1 986年小麦 收获期问，在位于秦岭终南 山山 口的长安县太乙镇郭 氏农户菜地，播种 

矮 丰 3号小麦 ，并在麦行上撤施 当天就 地采集的病株 (闭囊壳极多)切段 ，接 种区面积 

21 m ；不接种的对照区 10 m ，为清除了明显可见麦株残体的小麦白粉病地。7月 18日 

(三叶期)观察记载(表 2)，接种区的病株率为非接种区的 4．1倍，为邻近麦场的 51倍 ，多 

数病叶都有多个 蘸丛 ，形状小而匀称，显然为子囊 孢子集 中放射产生的一次性侵染，尚未 

发生再侵染 对照区发病是因为微小病残体上的或直接散落在土壤中的闭囊壳起了传病 

作用。以上侵染是闭囊壳在存活期引起的 ”，他是侵染白生麦苗的来源。但闭囊壳在平原 

地区极少侵染 自生麦苗，可以说在侵染循环中基本无作用。’“，这是 由于高温影响了子囊 

孢子的形成和侵染。 。 

表 2 有性世代接种结果 

2 病菌对冬麦秋苗的侵染 

2．1 大田小麦秋苗病情 

大 田秋苗上的白粉病很难发现，1983年 11月中旬作过调查，未发现 ；1985年．10月 

底 ，在户县太平 口和长安县太乙镇有 自生麦苗发病(病株率分别为 13、7 和 14．8 )的邻 

近麦田调查 ．仍未发现。但是 1 989年 由于夏季多雨特凉，越夏蘸源多，u 月在澄城县杨家 

陇旱农试验 区品种(37个)观察圃中，普遍发生白粉病 }同年 12月 ，在省植保总站召开的 

病虫测报会上 ．渭南和成阳地区的几个县 ，报告小麦秋苗普遍发生白粉病 ．有的病株率高 

达 30 ～50 ’，继而 1990年小麦白粉病大流行。秋苗发病难发现的原因．一是提供侵 

染秋苗的越夏菌源一般情况下主要存在于高寒、阴湿处的三边(路边、地边、麦场边)的自 

生麦苗上 ．绝对数量较少；二是越夏菌源繁殖增加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侵染秋苗较晚．冬 

前症状不明显 ，即是发病也多为零星斑点，容易漏检 ，早春菌源较秋苗发生多可表明这一 

点 。 

2．2 秋季侵染与播期的关系 

从 1983年 9月 1 7日至 10月 22日，每 7 d播种一期矮丰 3号小麦 (穴播)，于二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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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区中心，用抖落法接种一穴小麦(不保湿)，3 d后开始观察 ，记载潜育期(以多数病叶 

现症 日为准)，并检查病害向四周扩散的情况砖 果表明，白粉病的潜育期随播期的推迟而 

加长}30／9，7／10，14／10，22／10，29／10和 4／11接种的，潜育期分别为 5(期间 日均气温 

18-2℃)，6，8(12-4℃)，7，8和 10(9．9'C)d．播种早的冬前再侵染多，新病 叶多，播种晚的 

则相反(表 3)。但在关中灌区，9月 3O日播种虽属适期早播，再侵染秋苗发病也还是很少， 

因此在非冷湿越夏年份 ，越夏菌源少，秋苗病情难检查。 

2．3 冬前侵染、发病终止期观察 

1983年 u 月 12日，在二叶期的大田矮丰 3号幼 

苗上，用抖落法接种后逐 日观察 ，至 l2月 11日(29 d 

后)，在接种的 252株中，只有 l株(O．4 )在茎基部出 

现了一个 白粉菌丛 ；1984年 lO月 27日，在 已普遍发 

病的诱发行旁边播种 矮丰 3号 小麦，l1月 8日出苗 

(即病菌开始接种 日)，冬前未见发病，到 1985年 2月 

8日检查，病 叶率 3．3 ，每片病叶上有 l～2个菌丛 ， 

毫!!苎兰竺!：苎苎苎里堡竺! 
检查时间 各播期小麦的病叶散 

(日／,q) 17／9 2419 30／9 

24／10 Bg 

2g，10 137" 

4，11 317 

注：各播期为方形小区．各区亢散相等，每 

穴苗敷太体一鹫． 

表明 l1月上旬末侵染 的植株当年不发病；1983年 l2月 8日，用抖落法接种 4盆矮丰 3 

号小麦 ，一直未发病 ，至 1984年 1月 5日，将其移入室内，在 12～18"C每天 12 h光照，经 

6 d后发病 ，病 叶率 31．6 ，平均每叶病斑 1．6个 ，虽然接种都很充分，而且加了保湿措 

施，但仅有零星病斑产生，说 明 l2月上旬侵染已基本停止。 

3 病菌的越冬 

3-I 初冬时期田间病叶上分生孢子的存活期 

1983年 l1月 13日，从宝鸡县坪头村麦场采集 白生麦病苗，将其上分生孢子抖落在 

玻片上 ，置于室外阴处 ，逐 日取样在 16"C和 RH100 条件下培养 ，48 h后镜检孢子萌发 

率，结果分生孢子一般只能存活 5 d，第 8 d只有个别孢子尚能萌发(表 4)。 

表 4 韧冬田间病叶上分生孢子存活期蔫定 

注 t孢于萌发散为两十重复的结果． 

3．2 隆冬时期叶部 白粉菌丛的生长和产孢力 

1983年 l2月 4日和 22日，将 田问人工接种的矮丰 3号小麦生机旺盛的病叶上的新 

鲜白粉菌丛，用脱脂棉球轻轻抹掉，逐日观察再生情况。12 d后．12月 4日抹去的 29个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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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有 16个(占 55．2 )重新再生出来 ，但不向四周扩展，继续观察也无分生孢子产生；12 

月 22日抹去的 19个菌丛，一直未能再生。这表明菌丛在 12月上甸已不再产孢 ，12月下 

旬已停止生长。 

1984年 1月 5～12日，每 2～3 d，在人工接种的田间病株上采集病叶，将分生孢子抖 

于玻片上 ，照前述方法作孢子萌发，结果萌发率极低(0．4 ～1．5 )，表 明秋季产生的菌 

丛此时也已停止产孢，已有的分生孢子都已基本死亡 ，因而不能以分生孢子直接越冬。 

3．3 越冬末期新老痛斑动态现察 

为了解病菌越冬终止重新开始活动的时期，分别在 1984年 10月 19日和 27日，在诱 

发行两侧播种同一品种 ，令其 自然感染。自1985年元下旬开始，隔 日观察一次老病斑再生 

和新病斑出现情况。 

观察表明，原有的病斑菌丛，越冬期间变为棕色或咖啡色，表面塌陷紧贴叶面。生机衰 

老叶色变黄或黄绿不匀的叶片上的老病斑和周围组织变黄的老病斑 ，一般在温度开始回 

升后 ，都无再生菌丛的能力 ，即死病斑。生机旺盛的绿叶上的老病斑，大多数都有在病斑同 

缘再生的能力。新生的病斑是很小的白色菌丛。在 2月 8日，已见到有再生力的病斑长出 

了新菌丛，并有 1．2 的叶片产生了新的菌丛 (表 5)，说明病菌在 2月上旬已开始重新活 

动。新出现的菌丛是越冬前入侵的，越冬后首先显症。 

寰 5 越冬末期新老痛斑动态(1985年 2月 8日调查) 

为了验证 目测再生病斑 、死病斑的准确性和再生病斑早期的传病作用，在病菌经过一 

段时间的生长后 ，于 2月 15日分别取单个再生病斑、死病斑和新病斑，将其上的分生孢子 

按单斑分别抖在玻片上作萌发试验。结果表明，目测判断的情况基本正确，对照和新生病 

斑分生孢子的萌发率最高，其次为再生病斑，而枯黄病斑有的分生孢子不萌发，有的病斑 

根本无健全的分生孢子 ，少数病斑上的分生孢子仅有很低的萌发率(表 6)。因此，准确地 

识别病斑类型 ，在早春调查中可供分析菌原越冬情况，作为预测病情的依据之一。 

寰 6 越冬末期新老痛斑的分生孢子萌发率 

注一8十枯冀斑中有 4个投有健垒的分生孢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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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病害在春季的发展 

4．1 早春菌源情况 

在病害流行年份，早春菌源是比较普遍的，例如 1990年 3月 19~22日在关 中各地广 

泛考察 。所查 32处 ，除 2处未发现白粉病外 ，其余 3o处都有 白橱病 (病点率 93．8 )，病 

茎率为 0．1 ～6．7 。 ，这是该年病害流行的重要前提。 

4．2 春季病害的发展 

在杨陵地区，于 2月 8日即见到老病斑复苏再生，并有零星新病斑出现。不同播期小 

麦的病情 。春季有明显差异。1983年 9月中下旬播种，3月中下旬病害开始蔓延 ，且病情较 

重}10月上中旬播种的，4月上旬开始发罹，且病情较轻。从 3月到 5月，随着气温增高潜 ． 

育期缩短。不断再侵染，病情逐渐加重。以9月24日播种的矮丰 3号为例，3月份是病害 

的始发阶段，病株率一般在 3 以下；4月初到 4月底是病害的普发期，4月 30日病株率 

可达 33 }5月份是盛发期，5月 5日病株率 56+4 ，比4月 30日高出23．4 ，到5月1O · 

日病株率猛增至 96 ，比5月5日高出近 4o ．病情的猛增，除了与 5月5日以后日均温 

达到 17℃以上有关外，还与 5月 2～4日连续 3 d降雨 1 7．1 mm有密切关系。 

在早春，小麦白粉病大多数首先发生在茎基部 叶鞘上 ，少数发生在低层叶片上；4月 

10日田问调查结果．9月 30日、10月 8日、10月 15日播种的小麦 。其茎基部与叶片发病， 

分别占 73．3 与 26．7％，95．3 与 4．7 ，100 与 oH+此后，随着时间的推移 ，病害逐渐 

向上层叶片发展 。 

4．3 扁害危害程度的地区差异 

关中南部灌区病重，北部螈区病轻；常发和严重危害区，主要是秦岭北麓沿山灌区．从 

山脚起，自南向北病情逐渐减轻。渭北塬区早春北山脚病重向南病轻。 。这种情况与越夏 

菌源的分布是密切相关的，但在早塬后期危害不大。 

西北袁大檀慑专韭毕业生摩棒城，廖建军、张宗值 ，张壬平、贾明贵、董军、剜红卫 曾先后参加部分调查工怍，一并 

致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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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aws of Oceurenee of Powdery M ildew of W heat 

in Central Area of Shaanxi Province 

Zhang Zhide Li Zhenqi Zoag Zhaofeng 

tPlant Protection Department，Northwestern Agrlgultural Univ~sity，Yah ing．Shaanxi，Chitta 7l210o) 

Abstract The 1 983～ 1 991 years studies jndieated that the fungus overw[ntered on 

voluntary seedlings of wheat mainly in the cool and wet areas along the mountains．and 

that occidentally the sporadic powdery mildew occured on voluntary seedlings of wheat 

in the field covered by crops when rainy and cool in summer．The fungous souroe to in— 

feet voluntary seedlings of wheat is mainly eleistothcia on the diseased survival in the 

limited period lNed irl summer．and the conidia on the diseased survivaI are not of effee— 

tlve．The eonidia on voluntary seedlings of wheat are source to infect seedling of wheat 

in autumn，and the fungus stops infection to the seedlings in the first decade of Deeem— 

her．The colonies on autumn seedlings of wheat stop sporu[ation in the first decade of 

December，and stop growing in the third decade of December．The fungus overwintered 

with hyphae mainly on leaves sheath of stem base of wheat．The hyphae r~eover growth 

in the first decade of February．The beginning development period of the disease wss in 

M arch·and the disease oeeured generally in April and greatly in M ay．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sease ws$closely related to rainfalI and rainy days in sp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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