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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小麦病虫草害发生与监控》在吸取前人研究的丰硕成果和经验的基础上，重点介绍近年来我国
小麦主要病虫草害发生规律的新变化和新的监控方法与技术，旨在更广泛地吸收国内外有关的最新研
究成果和有效的生产实践经验，更全面和科学地指导我国小麦病虫草害监测、预报和控制工作。
书中还收录了部分病虫草种类，由于其发生范围相对较小、为害程度相对较轻，近几年未引起足够的
重视和研究，但因其对小麦生产的潜在威胁，希望通过阅读《小麦病虫草害发生与监控》引起广大生
产技术人员和科研工作者的充分关注，对其进行较为深入的观测和研究，以更好地储备技术力量，防
患于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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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侵染循环病菌主要以菌丝体随病残体在土壤中越夏或越冬，成为第二年的初侵染源。
存活于未腐熟有机肥中的病残体也可作为初侵染源。
以寄生方式在自生麦苗、杂草或其他作物上的全蚀病菌也可以传染下一季作物。
上述各类初侵染源中以病残体上的菌丝作用最大。
子囊孢子落人土壤后，萌发和侵染受到抑制，虽能导致一定发病，但其作用远不如病残体中的菌丝重
要。
小麦播种后，菌丝体从麦苗种子根的根冠区、根茎下节、胚芽鞘等处侵入。
在菌量较大的土壤中，冬小麦播种后约50d，麦苗种子根即受侵害变黑。
病菌以菌丝体在小麦的根部及土壤中病残组织内越冬。
小麦返青后，随地温升高，菌丝增殖加快，沿根扩展，向上侵害分蘖节和茎基部。
拔节后期至抽穗期，菌丝蔓延侵害茎基部1～2节。
由于茎基部受害腐解，阻碍了水分、养分的吸收、输送，致使病株陆续死亡，田问出现白穗。
小麦全蚀病菌为土壤寄居菌，病原在土壤中存活年限因试验条件和方法不同其结果也不一致，从1～2
年至3～5年不等。
　　小麦全蚀病菌主要依靠土壤中的病根残茬、混杂有病根、病茎、病叶鞘等残体的粪肥、种子3种
途径传播。
　　1.土壤传病全蚀病菌集中分布在病株根部及茎基部距地面15cm范围内，小麦收割后病根茬大部分
遗留在田问，菌丝体在病残体上营腐生生活，度过夏季和秋冬季。
病菌在土壤中逐年积累，病情日趋加重。
土壤中病残数量越多，土壤传病力越烈。
病害在田间开始往往成簇成片发生，随着农事操作，如耕地、流水、风的携带，使病原菌反复传播，
反复侵染，致使病害由点到面、由少到多地发展起来。
这是因为全蚀病菌的寄生阶段只能寄生在活的寄主根部，而腐生阶段却存活于寄主植物的病残组织中
。
　　2.粪肥传病病区实行拔麦或人工低茬割麦，在麦场土和麦糠、麦秸中都夹杂着病根、茎秆等病残
体，将带病秸秆直接还田或不经高温发酵沤制土粪，均不能杀死病菌，而只能把大量病菌带入田问，
污染无病地块，导致病害蔓延。
在此病已普遍发生的地区，病菌的初侵染来源主要来自土壤，粪肥传病的作用与土壤相比就是次要的
了；若病害在个别地块发生，其他大多数地块还尚未发病时，那么病菌随粪肥传播的作用就十分重要
。
　　3.种子传病国内外试验证明，病株种子内部不带菌、不传病，所谓种子传病是种子问混有病残体
，由种子携带病残体而传病。
用自然释放方法，使大量的子囊孢子喷射到种子表面或使残断菌丝体附着在种子上也不传病。
只有在种子问夹带病体残屑才导致远距离传病。
病残体数量愈多，传病能力愈强。
但需指出，病区收获的麦种，经晒干扬净后，夹带残体数量很少，播种后对麦株根部为害很轻。
因此，单靠种子夹带的残屑传病，在l～2年内，田间不易发现病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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