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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摘 要 〕 通过大量试验调查
,

分析 了陕西省小麦全蚀病发生 分布情况
,

并将其划分为 个不 同区域 渭北旱

源老病 区
、

洛河渭河滩灌概地新病区
、

秦岭北 麓旱源轻发病区 和关 中西部灌区零星病区
,

研究 了轮作倒茬年限
、

轮

作作物种类等对小麦全蚀病 的控制作用
。

结果表明
,

不 同种类作物轮作后对小麦全蚀病 的控制效果不同
,

以非禾本

科蔬菜类作物轮作效果最佳 轮作 年对小麦全蚀病有很好的控制效果
,

之后控制效果逐年降低
。

并提 出了
“ ”

短期轮作防治小麦全蚀病的技术措施
,

经推广后对小麦全蚀病 白穗率的控制效果达 以土
,

轮作后 小麦全蚀病

白穗率由 降低至 一 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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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麦 全 蚀 病 乙‘ 乙‘,二‘ , ,

即 。
,

” , “
·

孔 沂“ 是小麦上 的毁 灭性病 害
,

在 世界范

围内均有分布
。

世纪 年代初
,

我国北方麦区逐

渐有小麦全蚀病危害的报道
,

之后该病在北方小麦

种 植 区逐 年加重
,

山东
、

甘肃
、

陕西
、

内蒙
、

宁夏
、

河

南
、

河北等省都有小麦全蚀病加重并扩大危害的报

道卜
‘」。

小麦全蚀病已成为我 国北方小麦产区 的重要

病害之一
。

由于 目前推广的小麦品种中几乎没有抗

全蚀病 的品种川
,

也没有有效 的防治药剂厂习 ,

因此
,

该病 已成为小麦生产上 的一大难题
。

年在陕西

大荔 县灌 溉小麦 田 首 次发 现 小麦 全蚀病 的发 生
,

年陕西关 中 个县也相继发现小麦全蚀病 田

块
,

到 年该病 已扩大到全省 个县 市
、

区
。

由于该病为陕西省补充检疫对象
,

对小麦生产和种

子调运的威胁很大
,

引起陕西省政府的高度重视
,

随

立项研究
。

本研究从 年起对陕西省小麦全蚀病

发病规律
、

分布情况及防治对策进行 了系统研究
,

现

将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

材料和方法

病情调查方法

自 年首次在陕西省大荔县沙底 乡沙苑地

区洛河滩灌溉地发现小麦全蚀病后
,

小麦全蚀病在

陕 西 小 麦 产 区 相继 发 生
,

并逐 年加重
。

本研究从

、 年连续 年在小麦全蚀病表现 白穗症

状 时期 。 一 。一
, ,

从东到西对全省尤其是关

中灌区小麦 田进行系统调查
。

调查采用普查和重点

田块抽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
,

每点采样
,

带 回实验室

进行分离鉴定
,

确定病原菌种类
,

然后划分小麦全蚀

病发生分布图
。

“ 一
卜 ”

短期轮作技术要点

通过多年调查发现
,

在大荔县沙苑地 区小麦全

蚀病发生严重 田块
,

由于小麦全蚀病严重发生
,

农 民

第二年改种 了其他作物
,

结果第 三年再种小麦时小

麦全蚀病几乎不发病
。

根据这一现象
,

笔者对轮作作

物种类
、

轮作年限等与小麦全蚀病发病的关系进行

了大量调查
,

并选择重病 田块进行试验
。

最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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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 日期
仁基金项 目 」

仁作者简介 」

一 一

国家
“

十五 ”

科技攻关项 目 洲 陕西 省科技攻关项 目 。〔玲
一

拼 。 西北 农林科技 大学 创新 团 队建设
计划

”

王 保通 一
,

男 陕西合阳 人
,

教授
,

硕士生导师
,

主要从事小麦病 害综合防治和 条锈病抗性机制研究
一

·

乏
·

“
·



第 期 王保通等 陕西省小麦全蚀病发生分布及短期轮作防治效果

了
“ 十 ”

短期轮作控制小麦全蚀病技术要点 把种

植 田块分成 和 两块
,

第一年
,

块地种植小麦
,

块地种植非禾本科
一

作物 第二年
,

块地种植非禾

本科作物
,

块地种植小麦 第三年 同第一年
,

第 四

年同第二年 ⋯ ⋯如此循环
。

这种栽培技术 由于有效

的控制了小麦全蚀病 的发生
,

小麦产量较原来单种

小麦的高
,

不但解决了农 民的吃粮问题
,

而且通过与

经济作物轮作提高了农 民收人
。

结果与分析

陕西省小麦全蚀病的发生和分布

对陕西省关 中地 区小麦全蚀病发生分布调查结

果表明
,

小麦全蚀病在陕西关 中地 区 年发现只

有 个县
,

年发展到 个县
,

止 年 已扩

大到 个县 市
、

区
,

发生面积约 万
。

根

据调查结果将陕西省小麦全蚀病发生划分为 个 区

域
,

其分布和特点如下

渭北旱源老病 区
。

包括咸 阳市北部旱源的长

武
、

彬县
、

永寿
、

旬 邑
、

淳化等地和宝鸡市 的麟游
、

凤

翔 北 部 和 岐 山 北 部 旱 源 麦 区
,

发 病 面 积 约

万
,

占当地小麦种植面积的 写
。

该地 区在

世纪 年代初期就有小麦全蚀病发生
,

主要 以

长武县较重
,

但大部分地区都是点片发生
,

对小麦生

产未造成大的损失
,

仅作为一个对 内的疫 区进行控

制
,

采取 的防治方法是在 白穗期拔除病株焚烧或深

埋 到 年代
,

由于雨水充足
,

加之土地承包到户后

农 民放松了防治
,

病害发生稍有加重
,

但仍为点片发

生
,

在一些重病地 区 主要采用粉锈宁药剂拌种和深

翻土壤进行防治 到 了 。年代
,

小麦全蚀病在长武

县个别 乡镇发病较重
,

严 重 田 块 白穗率可达 一
,

但 由于采取 了 以药剂拌种和深翻土壤等综合

防治措施
,

到 年代末病害基本得 以控制
。

洛河渭河滩灌溉地新病区
。

包括大荔
、

蒲城

洛河滩地和华县
、

华 阴
、

渭南市临渭 区渭河滩地
。

该

地区位于洛河河滩地
、

沙苑地区和渭河河滩地
,

土壤

质地 为沙地
,

有机质含量特别低
,

保水 和保肥 能力

差
,

在正常年份小麦抽穗灌桨期每隔 需灌水一

次
,

以满足小麦后期对水分的需要
,

因此土壤湿度较

大
,

有利于小麦全蚀病的发生
。

年大荔县植保

植检站进行小麦病虫 害普查时
,

在该县沙底乡王谦

村 组 的麦 田 中发现有疑似小麦全蚀病 白穗症状

的点片发生 田块
,

拔 出后发现小麦根部变黑
,

茎基部

有黑色膏药状病症
,

经西北农业大学植保系鉴定后

确认为小麦全蚀病
。

之后小麦全蚀病在该县迅速蔓

延成灾
,

病情十分严重
。

年在对全省小麦全蚀

病考察时发现
,

同类地 区还有临近洛河上游的蒲城

县洛河河滩地
,

年以后该地 由于推广大棚西瓜

和蔬菜
,

小麦全蚀病得以有效控制
。

但大荔县沙苑地

区人多地少
,

农 民为 了保证 口 粮
,

年前后小麦

播种面积 占到耕地 面积 的 左右
,

到 了年大

荔县洛河沙滩地和沙苑沙土地小麦种植区小麦全蚀

病发病达
“ ,

占小麦种植面积的
,

重

发病面积 占发病面积的 以上
,

小麦产量仅 一
,

籽粒砒瘦
,

只 能作为饲料
,

绝 收 田块有
,

而且病害有逐年扩大之趋势
。

年前调 查

时
,

与洛河相邻 的华县
、

华 阴
、

渭南等渭河滩地 尚未

发现小麦全蚀病 田块
,

但到 年调查时
,

在大华

公路渭河桥两侧麦 田首次发现有小麦全蚀病发病 田

块
,

且 个别 田 块 发 病严 重
,

白穗 率 达 到 左 右
,

年渭河河滩地小麦全蚀病大面积发病
,

给 当地

小麦生产造成威胁
,

致使有的田块停种了小麦
。

年 以后 由于产业结构调整
,

该地 区小麦全蚀病得到

有效控制
,

年小麦全蚀病发病面积不到
,

仅 占小麦面积的 左右
。

秦岭北麓旱源轻发病区
。

该地 区包括秦岭北

麓的蓝 田
、

长安南部源 区
、

户县
、

周至
、

渍桥区等部分

麦 区
。

年调查时在蓝 田
、

长安 的秦岭北麓旱源

地 区有发病麦 田
,

之后逐渐扩大
,

户县
、

周至
、

漏桥平

原灌 区 主要发生在靠近渭河
、

宁产河附近 的麦 田
。

发

病程度 明显高于长武
、

彬县等老病 区
,

发病晚
,

但发

病重且传播较快
,

蓝 田 县旱源麦 区 白穗率最重的 田

块达
,

户县 号公路旁的一块发病麦 田 白穗

率达
。

。年 以后小麦全蚀病发病逐渐减

轻
。

关中西部灌 区零星病区
。

包括武功
、

杨凌
、

扶

风渭河滩地和渭惠渠老灌区
。

该地 区小麦全蚀病随

降雨量多少发生轻重不 同
,

有 的干旱年份几乎不发

生
,

但是在武功靠近渭河河滩地的个别 田块小麦全

蚀病发病较重
。

年调查 时
,

调查 的 块麦 田

中
,

发病 块
,

发病严重 的田块 白穗率达到

同年
,

在杨凌示范 区 的河滩地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农作一站小麦育种试验 田也发现小麦全蚀病
,

并有

明显 的发病 中心
,

大的发病 中心 面积达
,

且在

一 。。 年连续 年发生
,

年以后 由于进行

了药剂拌种
,

病害发生逐渐减轻
。

在扶风县的北部几

个县调查 时偶然可 以发现零 星病株
,

经室 内分离鉴

定属于小麦全蚀病菌
。

这些地区属于陕西省的零星

发病 区
,

这可能是 由于该地区土壤质地为豁土
,

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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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不 良
,

不利于小麦全蚀病的生存和蔓延
。

“ 十 ”

短期轮作防治小麦全蚀病的效果

大荔县小麦全蚀病主要发生区 的洛河南岸沙苑

地 区
,

土壤质地为沙质土壤
。

该地 区原来为内陆沙

丘
,

不能耕种
,

后经平整改造成农 田
。

由于农 民观念

和 生 态 条件 的 限制
,

种 植 作 物 比较单 一
,

主 要 以

小麦一 花生一年两熟制为主
,

很少种植其他经济作

物
,

因而很难进行长期轮作倒茬
,

造成小麦全蚀病在

该 区大面积发生
。

近年来
,

随着农 民思想观念的变化

以及种植业结构的调整
,

农 民开始种植各种经济作

物
,

使利用轮作倒茬 防治小麦全蚀病成为可 能
。

为

此
,

笔者通过多年定点定地块调查和试验
,

研究 了轮

作倒茬与小麦全蚀病发生 的关系
。

不 同作物轮作对 下 茬作物 小 麦全蚀病 的控

制效果 经多年大量系统的调查发现
,

在大荔县沙

苑地 区很 多农 民在原来小麦全蚀病发病严重 的田

块
,

改种一年蔬菜或者非禾本科经济作物后
,

第 年

再种植小麦时几乎没有全蚀病的发生 轮作的作物

种类不 同
,

控制的效果也不 同
。

由表 可见
,

种植非

禾本科作物后
,

第二年再种植小麦时
,

小麦全蚀病 白

穗率很低
,

种植胡萝 卜
、

马铃薯
、

大葱
、

洋葱
、

棉花
、

油

菜后再种植小麦对小麦全蚀病 白穗率控制效果都在

以上
,

种植西瓜
、

大豆也有一定 的控制作用
,

轮

作花生
、

玉米
、

大麦等生长季节短的作物或禾本科作

物几乎没有控制效果
。

表 不 同作物轮作 与 小麦全蚀病发 生 的关 系

一 一

轮作作物
一

调查 田块数 发病 田块数
,

发病田块率
〔

一

平均 白穗率 环
一

,

相对防效

「

胡萝 卜

马铃薯 健 了

大葱 斗

洋葱
,

棉花
,

油菜

西瓜
‘

大豆

花生

玉米

大麦

小麦 一

不 同轮作年 限对 小 麦全蚀 病 的控 制 效果 结果 表 表 明
,

轮作年 限在
, ,

年后再种植小

在大荔县沙底乡王谦村 组 的 块小麦 全蚀病 白 麦
,

对小麦全蚀病的控制效果都在 以上
,

个处

穗率达 的 田块
,

分别轮作大葱
, ,

年再种植 理间无显著差异
。

表明在该地 区生态环境条件下
,

采

小麦
,

研究轮作年限对后茬小麦全蚀病发病的影响
。

用一年轮作对小麦全蚀病有很好的控制效果
。

表 不 同轮作年 限对小 麦全蚀病的控制效果
一

轮作年卜 平均 白穗率 相 , 。、效 ⋯一一⋯ 轮作年 。。 平均 白穗率 才目对防效效

尺尺 。‘ ‘, , , , , 。二 ”‘ , , , 搜 ,“‘, “ , “
理 , ” 丁

, “ , , ‘

一一一 , ,‘ ‘ ‘‘

二 一一

,

轮作 年对 小 麦全蚀 病发病 的持 续控制 效

果 由于沙苑地 区人多地少
,

农 民为 了保证 自己 口

粮的需要
,

每年必须保证有一定的小麦种植面积
,

所

以在这些地区不可能采用传统的多年轮作来控制小

麦全蚀病
。

为此
,

本研究进行 了轮作 年非禾本科作

物对控制小麦全蚀病 的持效性试验和调查 表
,

结果表明
,

轮作后第 年对小麦全蚀病 白穗率的平

均 防效可达
,

第 年继续种植小麦
,

防治效

果 为
,

第 年 防效下降至
,

第 年小

麦全蚀病发生基本恢复至未轮作之前
。

说明短期

年轮作对小麦全蚀病控制作用以轮作后第 年种植

小麦效果最佳
,

第 年控制效果明显下降
,

之后发病

逐年加重
,

到第 年基本无控制效果
。

因此
,

生产中

采用小麦 一 非禾本科作物一 小麦 一 非禾本科作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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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

短期轮作模式
,

对小麦全蚀病有很好 的防治 效果
。

表 轮作后年 限对小麦全蚀病的持续控 制效果
一

轮作后年限
调查 田块数

工飞

平均 白穗率 相对防效 写

工

月八仍乃月︺任护

八污曰曰

既

结论与讨论

小麦全蚀病是小麦生产上最严重 的根部病

害
,

由于缺乏抗病品种和有效的防治药剂
,

因而成为

较难防治的小麦病害之一
。

多年来
,

防治小麦全蚀病

主要依靠农业栽培措施
,

最常用 的方法就是轮作倒

茬
。

据前人川研究
,

轮作防治一般至少需要 年才有

较好的控制效果
。

但是 由于小麦全蚀病发生重 的地

区
,

如大荔县沙苑地 区常年小麦播种面积 占耕地 面

积的 以上
,

大部分 田块无法进行长期轮作
。

本

研究通过大量调查和试验证实
,

在大荔县沙苑地 区

小麦全蚀病发病严重地块
,

种植非禾本科作物进行

一年轮作倒茬
,

可有效控制小麦全蚀病的发生
,

而且

控制效果 的持效期 以 年最好
,

第 年后控制效果

明显降低
。

因此
,

建议采用
“ ”

短期轮作控制小麦

全蚀病
。

该方法经试验推广控制小麦全蚀病效果显

著
,

一 般 可 以 将 小 麦 全 蚀 病 白穗 率 控 制 在 一
,

控病效果可达 以上
。

该技术 已经在大荔县

小麦全蚀病发病地区广泛应用
,

并有效 的控制 了当

地小麦全蚀病的危害
。

由于小麦全蚀病菌是一种土壤寄居菌
,

土壤

类型
、

土壤微生物群落变化和栽培措施对小麦全蚀

病菌的生存
、

繁殖和小麦全蚀病 的发生均有重要影

响
。

陕西省不同地区小麦全蚀病的发生历史
、

发病程

度均有不 同
,

如咸阳北部旱源老病 区发生历史长
,

但

扩展慢
、

发病轻
,

而洛河
、

渭河滩地和沙苑灌 区
,

小麦

全蚀病发生较晚
,

但扩展迅速
、

发病重
,

其原 因除灌

区有充足 的土壤水分外
,

与土壤类 型 和栽培习惯等

都有很大关系
,

这些 因素都会影响土壤 中微生物群

落
,

进而影响小麦全蚀病的发生和扩展
。

因此
「

,

研究

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

对小麦全蚀病 的防治有重要

的指导意义
,

需要进一步的调查和研究
。

小麦全蚀病
“

自然衰退
”

现象 已在世界众多

小麦全蚀病发生 区得 以证实川
。

产生 自然衰退 的原

因
,

目前公认是与土壤 中拮抗微生物
,

尤其是荧光假

单胞杆菌 尸 绷 、 湘、、二 的发展有关
。

美

国植病学 家 等困指 出
,

自然 界 中假单胞杆菌

存在于土壤有机质 中或含 营养丰富的根系表面
,

细

菌在根系损伤部位生长繁殖
,

其分泌的抗菌素 吩嗓
一 一

梭酸 可抑制小麦全蚀病菌
,

但应避免轮作与土

壤消毒
,

以防抑制作用消失
。

中国农业大学
、

中国农

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均开展 了利用荧光假单胞

杆菌 防治小麦全蚀病 的试验
、

示范
,

并取得一定成

效
。

但本研究 中大荔县沙苑地区从 年发现小麦

全蚀病
,

到 年小麦全蚀病大面积发生
,

至 目前

已 有 多年 的历史
,

却 尚未发现小麦全蚀病的
“

自

然衰退
”

现象
。

根据调查分析认为
,

这可能与 当地独

特的土壤类型有关
。

该地区原为 内陆沙丘
,

后通过平

整改造成农 田
,

土地基本为沙质土壤
,

土壤中有机质

含量极低
,

保水保肥能力差
,

不利于土壤微生物群落

生存
, ,

微生物种类单一
,

因此小麦全蚀病菌一旦定植

就很难有其他 的拮抗微生物对其造成影 响
,

使小麦

全蚀病菌得 以迅速繁殖和危害
,

因而很难形成 自然

衰退现象
,

其原因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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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麦吸浆虫成灾规律及控制技术研究 ”

通过省级鉴定

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袁锋教授主持的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农业倾斜项 目
“

小麦吸浆虫成灾规律及控制策

略与防治方法研究
” ,

年 月 日通过 了陕西省科技厅组织 的成果鉴定
。

该项研究成果总体上达到 国

际先进水平
。

该课题组在通过 年资料搜集
、

基础研究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
,

又 自筹资金 万元进行了 年

的应用推广研究
,

取得如下重大突破和成绩

根据农业灾害学与系统控制论的原理与方法
,

通过室 内和 田间试验
,

明确了灾害发生的时间和空间特

点
,

提 出 了灾害分级标准
,

明确 了成灾的关键因子
、

重要 因子和其他 因子
,

首次将灾害发生过程分为 个阶

段
,

提出 了
“

以发现和治理灾害团块为主
,

将灾害控制在孕育期与潜伏期
,

消除于预兆期
,

控制不发展到暴发

期
”

的灾害控制策略与措施
。

根据室 内外实验和化学物质分析
,

结合前人的研究
,

首次将吸浆虫滞育划分为越夏滞育
、

越夏一 越冬

滞育
、

二次滞育和延长滞育等 种类型
,

明确 了部分化学物质变化可作为判断滞育深度的指标
。

采用分子生物学方法
,

首次研究揭示 了小麦吸浆虫地理种群的遗传分化和基因流特点
,

明确了不 同地

理种群的分化处在种下水平
,

中西部冬麦区为遗传多样性 中心
,

春麦 区为扩散 区
。

记载了小麦吸浆虫

的 个单倍型序列 登录号为
一 。

改进了吸浆虫淘土调查方法
,

设计 出快速
、

简便
、

准确的袋筛箩磁盘法
,

提高了调查效率
。

科研与生产紧密结合
,

研究成果经在陕西省和河北省邢台市推广应用
,

年累计挽 回小麦损失

万
,

取得 了明显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

完成《小麦吸浆虫成灾规律与控制 》专著一部
,

在 国内外重要 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 篇
,

培养博士

研究生 名
,

硕士研究生 名
,

本科大学生多名
。

董应 才 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