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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开展当前小麦种植的实践过程中，结合自身从事小麦种植工作的实践经验，分析了小麦赤霉病防治中

存在的病害诊断不清、用药时间不准、施药方法及用量不当等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以预防为主的

小麦赤霉病防治措施，希望对保障实现小麦高质量种植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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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ing the current practice of wheat planting, combining with my own expe-
rience in wheat planting, analyze the problems i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wheat scab such as 
unclear disease diagnosis, inaccurate medication time, improper application method and dosage, 
propose preventive measures for wheat scab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 order to realization of 
high-quality wheat cul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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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小麦赤霉病是世界范围的小麦病害，在很多国家经常大流行，至今尚缺乏行之有效的防治方法。赤

霉病是一种毁灭性病害，可引起穗腐，常常造成小麦减产、品质降低，且受侵染的小麦籽粒中含有真菌

毒素，可引起人畜中毒和严重疾病[1]。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应高度重视小麦赤霉病的防治工作，并能

结合实际开展加强小麦赤霉病防治的宣传工作，开展种植知识的培训，不断提升小麦赤霉病防治管理水

平。 

2. 小麦赤霉病的危害 

赤霉病是小麦种植过程中发生的一种重要的病害，在全国的小麦种植中都会发生，在该病的流行年

间可能会引起小麦产量损失 10%~40%。小麦赤霉病会引起其苗枯、穗腐、茎基腐、秆腐和穗腐，在幼苗

到抽穗的过程中都会发病，而穗腐受其影响最大[2]。在这样的背景下，存在着小麦中病麦率含量达到 4%
之上的情况下，应避免食用的情况，这样就说明这种小麦并没有商品价值所在。 

3. 小麦赤霉病发生特点及原因 

3.1. 小麦赤霉病发生特点 

考虑到小麦赤霉病的情况，主要是存在着各种类型的镰刀菌感染所致，这样会意味着比较快的发生

速度，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范围。在这样情况下，如果没有及时的措施，容易造成本地区的疾病扩散，

这样会造成小麦的品质和产量受到影响。小麦的不同生长阶段中，都存在着小麦赤霉病的问题，如果不

加以管理则会造成一系列的苗枯、茎基腐、秆腐、穗腐等问题。从实践中来看，最为普遍的问题就是存

在着穗腐的情况，这样容易造成小麦穗部分或全部腐烂问题，肯定对小麦种植的产品及品质有很大程度

的影响。据相关数据统计，在正常化年份中，如果存在着小麦赤霉病的影响，会造成产量降低 5%~15%，

而中等年份产量则会造成产量降低 20%，如果在比较大的规模影响下，则意味着产量会降低至 50%~60%。

这种方式下的小麦生产往往受到比较大的影响，会造成整体的品质及实用价值的明显下降，具体来说，

主要涉及到颜色变浅、面粉质量下降、出粉率下降、面筋含量下降以及价值下降等[3]。 
同时，考虑到病株的情况，则会意味着存在大量的真菌毒素，主要是由于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的影

响，在出现人、畜食用的情况下，容易造成发烧、眩晕、腹泻以及恶心等问题，严重的还会造成大量出

血的情况，引发生殖功能、免疫功能的下降。同时，结合相关的研究数据，如果存在着小麦赤霉病的病

发率超过 4%的情况，则意味着超过人类和动物的食用安全标准，这样就应开展严格化的控制工作。 

3.2. 小麦赤霉病发生原因分析 

1) 气候条件 
考虑到小麦赤霉病的特点，其往往表现为喜阴、喜潮的病菌特点，当小麦处于抽穗扬花期时，特别

是存在种植密度大、光照不足、通风不良等情况时，容易出现多种镰刀菌滋生蔓延的问题，进而会造成

小麦赤霉病发生。 
2) 传播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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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小麦赤霉病的发展，在一段时间内在很多地区都存在着大流行的情况，随着时间推移，还存在

着发病频次和发病率也逐年增加的情况，肯定会造成本地区的小麦品质及产量受到严重的影响。同时，

如果在本区域存在过度使用杀菌剂的情况，会导致植物的耐药性问题，造成防治难度提升，进而造成小

麦的生长发育受到严重影响。 
3) 药剂预防不到位 
在具体的农户管理的实践中，存在着小麦赤霉病防治不足的情况，主要是由于部分农户存在着一定

的侥幸意识，并没有采取有针对性的防治措施。另外，部分农户并没有正确的防治认识，在四月中旬开

始进行施药处理，但在随后的四月中、下旬小麦麦穗、花蕊生长期时并没有药剂保护作用，农民也没有

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考虑到五月份存在着连续阴雨天气的影响，这样会造成喷洒药剂存在困难，则会

错过最佳防治时期。特别是在一定的阴凉、潮湿的环境下，会造成赤霉病菌对小麦的侵染速度较快，存

在着赤霉病菌蔓延的情况，意味着危害得以进一步加剧[4]。 
4) 小麦品种抗病性差 
当前，由于人们越来越重视小麦品种的抗病能力，但考虑到实践中存在着小麦表面都裸露在外的情

况，这样会导致小麦赤霉病的侵染能力比较强。从这个角度来看，还需要寻找具有较强抗病性的小麦品

种。 

4. 小麦赤霉病防控配套技术 

4.1. 大力推广耐病良种 

结合小麦种植的实践情况，在相关的病害程度影响下，特别是不同控制环境中，应考虑品种的受害

程度、毒素产生水平、药效等情况，在进行品种选择方面应选择耐病良种，应从实际出发尽可能避免选

择北方品种，以保障种植纯度提升，尽可能避免出现混杂的情况。 

4.2. 预测预报 

结合具体的病虫害防治技术规程来开展大面积的调查及监测工作，并积极加强与气象部门的协作，

从气候变化情况入手，充分考虑区域气候、品种、菌源、病害特点，做好相应的中长期预测工作。在此

环节中，还应加强抽穗开花期温、雨、雾、露的变化情况，能及时把握赤霉病的发病趋势，以保障信息

得以准确化发布。 

5. 小麦赤霉病防治存在的问题 

5.1. 病害诊断不清 

从小麦赤霉病防治实际来看，还存在着病害诊断不清晰的问题，部分农户结合自身习惯经验来进行

判断，存在着容易错过最佳防治机会的情况。考虑到小麦赤霉病的特点，其和气候环境有着重要关系，

特别是在湿度较大且梅雨季节的环境影响下，往往很可能会出现小麦赤霉病，如果这样的环境持续时间

较长则会容易出现小麦赤霉病爆发。部分农户都是依靠自身经验，并没有系统化掌握小麦赤霉病的爆发

规律，难以采取有针对性的解决措施，容易出现小麦减产及质量受到影响的问题。 

5.2. 用药时间不准 

小麦赤霉病如果发作，往往难以保障特效药物，属于可防不可治的病害类型。部分农户缺乏科学有

效的管理模式，在实践中容易忽视最佳用药防治的时间，大都是小麦赤霉病发作之后方开展药物治疗，

这样就会造成最佳治疗时间的错过。在防治环节，不同生长阶段防治也意味着不同的用药效果，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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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大都是选择小麦抽穗前或者小麦扬花后开展防治，这样则难以发挥出药物应有的作用，难以实现预

期的小麦赤霉病防治效果，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用药时间不准的问题。 

5.3. 施药方法及用量不当 

除了上述情况外，在小麦赤霉病的防治过程中，还应重点落实适当的施药方法及用量。具体来看，

在具体防治环节，用药数量并没有明确的固定要求，相关的用药剂量及频次也应符合实际的要求，应结

合实践中小麦的发病情况、病菌规模以及药物治疗效果等方面因素进行综合性考虑。同时，对于存在着

有过发病几率的田区，应明确选择两次以上的防治措施。从这个角度来看，大部分农户在具体的防治环

节中存在疏忽，往往施药一次后就停止施药，这样自然难以实现预期的防治效果。 

6. 小麦赤霉病的防治对策 

6.1. 药剂防治 

小麦扬花初期遇雨易造成小麦赤霉病的大流行，而且小麦赤霉病一旦发生很难防治，因此要提前预

防。在小麦齐穗期或抽穗 50%~70%时期，每亩用 25%氰烯菌酯悬浮剂 100~200 毫升、或 40%戊唑·咪鲜

胺水乳剂 20~25 毫升，兑水 30~45 公斤喷雾，进行第一次防治，兼防条锈病、白粉病；间隔 7 天，再防

一次。赤霉病的防治要用足药量和水量，推荐使用自走式宽幅施药机械、机动弥雾机、电动喷雾器等高

效的施药机械，尽量避免使用担架式喷雾机，自主飞行植保无人飞机要尽量增加用水量，控制好飞行速

度和飞行高度。一定要做到雨前用药，雨后补喷。要做到防治时间、防治药剂及时到位，以确保防治效

果。 

6.2. 加强田间管理 

在保障小麦品种具有较强的抗性的基础上，应合理化控制小麦赤霉病发病之后的传播速度，通过高

水平的田间管理降低损失。具体来说，应结合实际来控制田间的湿度，这样有助于实现麦株尽快成熟与

健壮的要求。 

6.3. 加强宣传以及田间检测 

在开展病虫检测的过程中，应加强农技人员的监管工作，并应结合病害的实际情况，以及具体的天

情、苗情、品种抗性、严重程度等因素，从整体上开展分析，以便于更好地落实小麦赤霉病防治工作，

同时，应结合小麦穗期病虫的防治方案，保持针对性要求，落实小麦穗期的小麦赤霉病的防治要求，并

发挥出示范点作用，有效宣传小麦赤霉病的防治技术，进而有效提升小麦的病虫害防治水平。 

6.4. 加强小麦病虫害预测预报 

通过加强气象关注，便于实时掌握具体的天气环境变化状况，应重点关注小麦抽穗扬花期的天气趋

势，这样能有效开展有针对性的病虫害预防工作。应综合考虑小麦赤霉病发生时间、生育进程、品种抗

病性、关键生育阶段天气变化等相关因素来明确小麦赤霉病发生趋势，这些都是开展大面积防治工作所

需的重要基础性内容。在病害防治的关键时期，应加强向相关主管部门进行必要的信息汇报，这些都是

防治工作的重要基础。在此环节中，应结合实际开展系统化调查及大田普查，以便更好地明确不同品种

病害以及不同生态类型发生的情况，提出因地制宜的有效防治措施。同时，还应发挥新媒体平台的优势，

通过多种渠道重点开展小麦赤霉病等重大病害发生和防治信息知识的宣传，通过循环报道以及无死角传

递等方式，让广大农户充分掌握小麦病害防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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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增强农户防范意识 

一方面，应重视加强统防统治工作，实现预期的防控目标。植保单位应重点开展专业化的统防管理

工作，特别是关注到防灾意识较为薄弱的农户，借助于签约以及参加合作社等模式，有效实现防控工作

成效提升。通过采取综合防治措施，能有效降低农户的经济负担，有利于实现预期的最大化经济效益目

标；另外，还能实现小麦种植控制效果提升，借助于专业化的检测方式，进而控制小麦赤霉病的发病率。 
另一方面，还应重点加强技术服务，借助于有效措施有侧重地加强科技服务工作。在此环节中，应

聘请专业化的预防及治疗专家，开展有针对性的技术指导工作，以便保障农户掌握病虫害防治的最新动

态。另外，植保单位应充分掌握重点监测麦田的具体情况，并有针对性地给出相应的有效防治措施，帮

助农户从实际出发，主动地接受相关的小麦病害防治知识，实现整体防控效果的全面提升。 

7. 总结 

由此可见，考虑到当前小麦赤霉病防治工作的开展情况，这就要求从实际出发来明确病害发作规律，

并能在此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防治措施。小麦赤霉病防治，重在预防。通过各种有效的宣传措施，帮

助广大农户掌握科学知识，并能积极开展小麦赤霉病的科学防治工作，从病情出发，优化用药时机，尽

可能地保障小麦的产量和质量要求，全面推动小麦种植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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