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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赤霉病可防不可治，防控

时间紧、任务重，技术要求高。植

保专家指出，必须立足于预防，综

合施策，坚持“主动出击、见花打

药”的防治策略，全面实施二次预

防，确保防治效率和效果。

一是要适期用药。小麦赤霉

病的防治要坚持“适期防治，见花

打药”的原则，在小麦始花期第一

次施药，5-7 天后第二次施药，连

续防治两次。如始花期遇连阴雨

天气，要抢雨停间隙施药。

二是要对症选药。防治药剂

可选用氟唑菌酰羟胺、氰烯菌酯、

戊唑·咪鲜胺、肟菌·戊唑醇、咪铜·

氟环唑、丙硫菌唑·戊唑醇等，兼治

锈病可选用三唑类药剂及其复配

制剂。

三是要科学施药。施药时要

用足水量，采用细喷雾，喷药要均

匀，避免漏喷，药后6小时内下雨，

需及时补治。注意轮换使用不同

作用机理的农药，延缓抗药性产

生。

本报记者综合

防治技术抓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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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赤霉病别名麦穗枯、烂麦

头、红麦头，是一种真菌性病害，也

是我省小麦的主要病害。赤霉病属

于典型的气候型病害，其发生流行受

小麦生育期、气候条件、菌源量、品种

抗性、农业生态环境及栽培管理措

施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尤其与气象

条件关系密切。一般来说，小麦抽

穗后的温度条件都能满足病原菌发

育生长，流行的关键是阴雨天气。

当春季平均气温在9℃以上，小麦抽

穗扬花期遇连续3天以上有一定降

水量的阴雨和长时间结露天气，田

间空气相对湿度达80%以上时，就

可造成小麦赤霉病的发生和流行。

小麦赤霉病发生特征

未雨绸缪抓预防

连日来，宁波市各级植保部门

积极行动，组织农民和植保服务组

织抓住雨停间隙，全面落实防治措

施，小麦赤霉病防控战已全面打

响。宁波市农技推广总站植保小

分队先后来到象山县西周镇、慈溪

市观海卫镇和江北区慈城镇，实地

查看了田间小麦病虫害发生情况，

并与大户进行了交流。技术人员

告知种植大户，近期阴雨天气较

多，今年小麦赤霉病等穗期病虫呈

偏重发生态势，要抓好预防措施。

针对今年防控工作，植保小分

队指导农户要采取以下防控措施：

一是由于今年前期低温影响，一些

田块小麦主茎冻死、冻伤，导致不

同田块以及同一田块的不同区域

小麦花期不一，要准确把握田间小

麦花期做好预防。二是部分农户

在3月底未下雨时已开展了1次防

治，针对当前出现的连阴雨天气，

接下来要采取第 2 次、甚至第 3 次

防治；一些地方小麦白粉病和锈病

发生普遍，应做好兼治。三是在防

治中，由于田间湿度大，推荐使用

植保无人机开展飞防，并在防治中

选用高效对口药剂，以确保防效。

据统计，截至目前，宁波市累

计出动防治力量近500人次，开展

小麦病虫防治面积近 15 万亩次。

接下来，宁波市各级植保部门将继

续加强监测预警，积极指导农户落

实后续防控措施，及时解决农户在

防治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为今年小

麦优质丰产保驾护航。

今年赤霉病发生态势重

小麦赤霉病是影响我省小麦

生产的主要病害，症状表现为发病

植株在干燥环境下整穗枯白或者

半截穗枯白，穗部腐烂，气候潮湿

时，病穗颖片合缝处或小穗基部产

生粉红色霉层。一方面赤霉病会

造成小麦千粒重降低，影响产量，

另一方面由于病菌分泌的毒素对

人和动物有害，病粒率高于 4%的

小麦就不能收购，影响小麦质量和

农民增收。

植保专家介绍，小麦赤霉病是

一种典型的气候型病害，小麦抽穗

至扬花期是赤霉病侵染的最适时

期，尤其是小麦扬花期最易感病，

若扬花期遇连续2天阴雨、雾霾或

大面积露水天气，日照不足每天5

小时，平均温度在15℃以上，将有

大面积流行发生的可能。近年来，

随着异常气候增多，我省小麦赤霉

病流行频率增加，不仅使小麦产量

造成严重损失，更为严重的是病粒

中含有的毒素影响食品安全。

小麦是我省第二大粮食作物，

种植面积约150万亩，以“扬麦20”

“扬麦12”“扬麦19”等“扬麦”系列

品种为主，这些品种对赤霉病的抗

病性较差。据省植保检疫与农药

管理总站调查，截至3月底，全省主

要麦区稻桩子囊壳平均株带菌率

为12.5%，高于去年及常年，田间菌

源基数满足小麦赤霉病偏重流行

条件。另据省气候中心预测，4月

中旬至5月上旬，全省大部分地区

气温偏高，以过程性降水天气为

主，降水量接近常年或偏多，降雨

天气与小麦抽穗扬花期高度吻合,

也有利于后期赤霉病菌为害。所

以，今年我省小麦穗期赤霉病偏重

以上流行风险高。

近年来，赤霉病在我省连续多

年发生大流行，严重影响春粮生产

安全。为切实做好以小麦赤霉病为

主的穗期病虫害防治工作，确保小

麦生产安全，省植保检疫与农药管

理总站要求各地压实防控责任、强

化监测指导、落实关键技术、加强信

息调度，切实打好防病保产攻坚战。

眼下正是早稻育秧时

节，今年江山市实行统一

集中育秧，大力推广应用

水稻叠盘暗室育秧技术，

提升水稻专业化服务水

平，促进水稻生产提质增

效，保障全市粮食生产安

全。

4 月 7 日，笔者来到

位于江山市石门镇长山

源村的佳源家庭农场，跃

入眼帘的是排在田间的

一幢幢连体育秧大棚。

大棚里的秧苗整齐粗壮，

已有三四叶。农场主张

中海笑着说，这些大棚都

是统一育秧，棚室内的温

度和湿度是根据秧苗生

长需要自动调节，和露天

育秧相比，不用担心会遇

到“倒春寒”。

俗 话 说 ：秧 好 一 半

稻。江山市农业农村局粮

油首席专家占才水介绍，

过去农户使用箩筐和塑料

薄膜等育秧模式，一家一

户，各管各的，不仅劳动力

成本高，操作麻烦，而且春

季天气多变，易遭遇“倒春

寒”，发生烂种、烂秧现象，

需重播育秧，导致移栽推

迟，影响晚稻生产。

如何破解育秧难题？

占才水介绍，前两年，在早

稻育秧上，江山市开始推

广使用养分配比合理的水

稻育秧基质。这种基质营

养全面且有杀菌等功能，

以替代传统的就地取材的

育秧土，同时，推广叠盘暗

室催芽技术，恒温恒湿的

温室催芽，育秧效果好，效

率高，取代传统催芽方式，

使 早 稻 出 芽 率 从 60%-

70%提高到95%以上。

由于春天气候多变，

早稻催芽后到大田育苗

过程中，如田间管理不

当，极易出现烂秧问题。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江山

就着手探索早稻育秧专

业化服务模式，开始实行

统一集中育秧。通过争

取到“水稻绿色高质高效

行动”项目资金，于今年

初在佳源家庭农场和香

田农场，各建成6000多平

方米的育秧连体大棚，今

年开始为全市农民提供

早稻育秧服务。从3月上

旬开始育秧，在农技人员

的精心指导下，如今秧苗

长势喜人。从 4 月 5 日开

始向种桹大户供秧。来

自峡口镇的种粮大户姜

雅敏，今年预订了 120 亩

早稻秧苗，这两天已运去

部分秧苗进行机插。她

高兴地说：“统一育秧好，

省心省力又省成本。只

是要秧的人太多，要去

‘抢’的。”张中海说，由于

大棚数量有限，他这里只

能提供 3000 多亩大田秧

苗。

据了解，目前江山市

有近 20 家拥有统一育秧

设施的农场，一个育秧点

可为周边农户提供育秧服

务，大幅度提高商品化育

秧能力。“统一集中育秧的

优势很多，从农户角度出

发，通过集中育秧可以减

少育秧环节、节省育苗成

本、提高秧苗素质。从整

个江山面上来说，统一集

中育秧可以充分保证水稻

种植计划，有利于提高早

稻生产水平，种粮效益更

有保证，粮食安全更有保

障。”占才水表示，目前，江

山市粮食生产已全程实行

社会化服务模式，从耕田、

育秧、插秧、收晒等环节都

有专业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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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正值小麦抽穗扬花期，这种病可防不可治

专家提醒：防控小麦赤霉病切不可“轻敌”

统一育秧好 省心又节本

江山种粮大户“抢”秧苗

宁波植保人员在田间查看小麦赤霉病发病情况宁波植保人员在田间查看小麦赤霉病发病情况。。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最近，全省迎来了一波较明显的降雨，部分地

区出现中到大雨。持续的雨水在促进春花作物生长的同时，也给病虫害发生

流行创造了有利条件。省植保检疫与农药管理总站有关专家提醒，眼下，正值

小麦抽穗扬花期，也是小麦赤霉病防控的关键时期。受入春早、气温高影响，

今年我省小麦生育期较常年偏早5-10天，当前小麦田间生育进程差异大，扬

花期长，阴雨天气十分有利于赤霉病流行为害，广大农民切不可“轻敌”，要积

极落实防治措施，全面防控小麦赤霉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