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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麦赤霉病历年发生程度情况表
单位：万亩

年份
种植

面积

发生

程度

发生

面积

花期

雨日

花期

雨量

防治

面积

病株率（%） 病粒率（%）
防治

一次

防治

二次

防治

一次

防治

二次

2000 0.3
大发

生
0.2 4 15.9 0

2001 0.4
大发

生
0.3 4 17.4 0

2002 0.2 偏重 0.2 6 35.4 0

2003 0
----

-
---- 8 26.6 ---

2004 0
----

-
---- 3 19 ---

2005 0
----

-
---- 4 21.3 ---

2006 0
----

-
---- 4 14.2 ---

2010 4 轻发 1 4 17.5 0.8
2011 7.9 轻发 0.1 6 46.9 5.2
2012 9.8 偏轻 9.47 3 28.3 4.5
2013 10 轻发 5.2 8 77.2 7.5
2014 14.5 偏轻 2.6 0 0 5.5
2015 15 偏重 12.75 6 12.9 17

2016 15
大发

生
15 9 148.1 25 24.2 7.88 5.3 0.55

2017 12.5 偏重 10.5 2 5.5 20 18.36 5.2 4.8 0.43
2018 9.1 偏重 9.1 5 20.7 15.85 15.35 5.6 0.64 0.33
2019 4.5 偏重 4.2 5 47 7 13.2 4.5 0.78 0.12
2020 7.5 轻发 1.5 0 0 13.4 5.06 1.03 0.22 0.04

二、发生特点
从小麦赤霉病历年发生程度情况表可以发现有几个明显特

点。论作换茬田对小麦赤霉病有明显抑制作用，2000—2002 年全
县小麦赤霉病发生程度高导致小麦产量和品质严重下降，百姓对
种植小麦丧失信心，改为种植油菜，直到 2010 年陆续实行土地流
转，这种情况才有所改观。花期雨日、雨量直接影响小麦赤霉病
发生程度。在小麦赤霉病呈大发生态势情况下，防治二次的效果
明显。

三、原因分析
轮作换茬可以改变病菌寄生主体，抑制病菌生长从而减轻

危害。作物的病原菌一般都有一定的寄主。如果连续种植同种作
物，一些通过土壤而传播的病害，必然会大量发生。实行抗病作
物与感病作物轮作，更换其寄主，改变其生态环境，降低传染
源，从而达到减轻农作物病害和提高产量的目的。含山县每年小
麦花期集中在 3 月底至 4 月中旬。在发生较重的年份，4 月前后
花期雨日、雨量都较高，不但湿度有利于子囊盘萌发，而且不利
于开展防治，即使防治田块，因不在花期，防治效果不理想。
2020 年预测偏重发生，但花期几乎没有明显降雨，最终病情为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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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含山县小麦的产量因种植水平低和土壤结构差等因素影响，散户亩产量在 350kg左右，大户 250kg就算是较好的收成了，2013 年以前冬季空

闲田较多，13 年以后全县加大土地流转力度，为提高土地利用率，在政府推广下，小麦种植面积增加幅度较大，稳定在 7 万亩左右。影响含山县小麦产量的

病虫害主要是赤霉病，蚜虫、麦蜘蛛、黏虫等发生很轻，几乎未见达标防治田块，除兼治蚜虫外，无需对麦蜘蛛、黏虫进行防治。种植户一度忽视对赤霉病

防治，在大发生年份，造成严重减产甚至绝收。植保站在中央财政救灾资金的支持下，加大对小麦赤霉病的防治，提过政策宣传、政府重视、资金奖励、督

查、培训等一系列方式加大对小麦赤霉病防治，实现 2015—2018 年小麦赤霉病大灾之年不减产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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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发生，且病粒率只有 0.04%。2015 年含山县加大对小麦赤霉病
防治力度，开始出现对小麦赤霉病开展二次防治，2016 年起二次
防治面积达五成以上。2019 年通过田间试验统计，防治二次的病
株防效和病指防效均明显高于防治一次防效。

四、结束语
试验结果显示：未防治病穗率平均 26%，病指平均 16.4 ；防

治一次病穗率平均 13.2，病指平均 4.95 ；防治两次田块病穗率平
均 4.5%，病指平均 1.35。

防治次数 病穗率% 病指 病株防效 病指防效
防治一次 13.2 4.95 49.2 69.82
防治两次 4.5 1.35 82.7 91.77

未防治 26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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