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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麦全蚀病是河南省规定的植物检疫对象 ,是

危害小麦的主要病害之一 。近年来 ,随着市场经济
的不断发展 ,农作物及其产品调运频繁 ,增加了以小

麦全蚀病等检疫对象传播扩散的机会 。因此 ,了解

其发生传播原因 ,探讨出一套综合治理技术 ,对保证

小麦高产 、稳产 、优质 、安全稳定发展 ,扩大出口是十
分必要的 。

1　发生与危害

小麦全蚀病于 1997年传入郑州市 ,1998年开始

在个别县零星发生。由于认识不足 、措施不力 ,小麦

全蚀病曾一度迅速蔓延 ,波及全市三分之一的县(市 、
区),平均病株率 0.1%。个别地块病株率高达 30%,

为遏制其迅速蔓延的势头 ,郑州市植保植检站制定了

严格的普查与控制措施 ,每位专职检疫员负责 1个疫

情发生县(市 、区),监督并参与小麦全蚀病的普查和

封锁控制工作 。在小麦全蚀病零星发生区 ,采取果断

措施 ,拔除销毁病株 ,发生普遍的麦田采取一系列措

施 ,如按照省农业厅统一安排 ,从 1999年起 ,连续 3

年实施了小麦全蚀病临时检疫检查 、药剂防治(土壤

处理 、种子处理 、药液喷浇)工作 ,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

通过几年的努力 ,全市发生面积缩小了近 90%,有效
遏制了小麦全蚀病蔓延危害的势头。

2　发生原因分析

2.1　无证违章调运小麦种子是小麦全蚀病传入蔓

延的主要原因

随着我国加入WTO ,经济快速发展 ,农民商品
意识不断增强 ,效益高 ,品质优的农作物种植面积不

断扩大 ,小麦种子需求量不断增加 ,一些单位和个人

受直接或间接的利益驱动作用 ,不经检疫擅自调运
种子的现象十分普遍 ,致使小麦全蚀病的传播蔓延

失去控制 ,发生范围随之扩大 。

2.2　地方保护主义制约检疫工作的开展

少数地方出于对本地农产品的保护 ,对当地发

生的检疫性病虫害 ,不如实上报实际发生面积 ,从而

影响检疫工作的开展 ,亦导致病害蔓延。
2.3　农民防治意识淡薄

只重视小麦地下害虫的防治 ,对小麦种传和土

传病害的防治认识不足 ,播种时只用杀虫剂拌种而

不用杀菌剂或使用低劣的种衣剂 ,导致小麦全蚀病
的发生越来越重。

3　防治对策

3.1　保护无病区

无病区严禁从病区调运种子 ,不用病区麦秸做

包装材料外运 。从病区调进种子要严格检验 ,播前
用药剂拌种 ,杀死种子表面的病原菌 。

3.2　农业措施

3.2.1　合理轮作　有水源的地区采用水稻 、小麦一
年两作或轮作 ,旱田采用小麦—非寄主作物(甘薯 、

棉花 、大豆 、马铃薯 、瓜类等)轮作 ,可显著减轻病情 ,

对全蚀病处于下降期和控制期的田块要保持小麦 、
玉米连作 ,利用自然衰退控制病情。

3.2.2　合理施肥　增施有机肥和磷肥 ,施用铵态氮

肥 ,避免偏施氮肥和带有病残体的有机肥 ,促进小麦
健壮生长 ,提高其自身的抗病能力。

3.2.3　清除病残体　妥善处理收获后的带病谷物

及秸秆 。不要用病残物积肥 。混有病残物的堆肥要

充分发酵。防止病区土粪和病残体传入无病田块。
3.3　药剂防治

①土壤处理 。70%甲基托布津可湿性粉剂或

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每公顷 30 ～ 40 kg ,加土 300

kg ,混匀后施入播种沟内 ,防效可达 70%。 ②种子

处理。12.5%的全蚀净悬浮剂 ,按 0.2%～ 0.3%的

比例拌种 ,对全蚀病防效可达 90%以上 。粉锈宁 、

烯唑醇和戊唑醇等药剂拌种也有一定的防治效果。
③药液喷浇 。15%的粉锈宁可湿性粉剂 3 kg/hm2 ,

加水喷浇麦苗 ,防效达 60%;敌力脱 ,烯唑醇 、羟锈

宁等也可用作喷浇 ,防治小麦全蚀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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