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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病虫害防治项目背景及需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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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项目背景

一、小麦栽培技术及病虫害防治

我国人口数量占世界总人口的五分之一，而小麦是我国

三大农作物之一，其是否稳定发展直接关乎我国的粮食安全

问题，因此，国家以及地方政府都十分注重小麦种植技术以

及病虫害防治技术，以此促进小麦产量的进一步提高，不仅

可以稳定解决粮食问题，还可以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创造更

大的经济价值，提高当地农业工作者的收入。

（一）小麦种植背景

我国小麦种植时间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早先小麦种植

源于长江流域，后来人们发现小麦的气候适应能力强，逐渐

向我国南北方同时发展。因为小麦与水稻的生长时间截然不

同可以实现秋季收稻谷中种麦，夏季收麦插秧的农业运作模

式。因此我国古代的人民在长期经验摸索条件下，开创出许

多合适的农用工具。目前为止，小麦的种植分布比较广泛，

包括东北地区、北方地区、华北地区、西北地区、西南地区

以及华中和华东地区。因为地方区域不同，相应的气候条件

也就不同，所以小麦的防治措施在不同的区域就有些不同。

下面对具体种植以及病虫害防治做出简要分析。

（二）小麦栽培技术



3

1.播种技术

要想提高小麦的产量需要选择合理的播种技术，对于播

种工作者来说需要搞清三点要素即小麦的播种时间、播种深

度以及播种密度。首先对于播种时间来讲，不同的地区有不

同的要求，应该基于品种的选择、气候条件的变化、当地土

壤条件选取合适的播种时间。如果时间过早则会造成麦苗过

早枯萎，如果播种时间过晚则会更容易发生病虫害。其次是

播种深度，主要影响小麦的出苗率，因为播种深度直接影响

着小麦种子的生长条件，播种较浅的时候，可能会因为气候

干旱，导致种子吸收不到水分，进而诱发缺苗的现象发生，

播种土层较深可能幼苗不能突破土层。最后播种密度则会影

响小麦营养吸收情况。因此播种技术对于小麦生长至关重要。

需要注意的是，小麦的种植与其他小麦一样需要充足的水分

最为发芽基础条件，所以工作人员需要选择气候潮湿而又温

暖的时候下种，促进麦苗整齐。

2.田间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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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种子播种进土地之后就进入田间管理阶段，此时田间

工作人员第一件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查苗，由于此时距离第一

批小麦出苗的时间不长，及时补苗不影响小麦最终的产量，

因此工作人员需要细心不放过一次机会。在查苗的过程中还

会出现弱苗现象发生，对于此现象应该先简单观察一下周围

的幼苗的情况，然后对弱苗进行合理施肥，最后隔段时间继

续观察，找到弱苗的原因。另外，还需要合理控制小麦的生

长周期，保证不同时期小麦都可以有充足的营养供应，以此

促进小麦健康生长。

（三）小麦病虫害的防治

1.化学防治措施

化学防治措施只要体现在农药的使用上，在具体的小麦

种植过程中，将种子浸泡在配置好的杀虫剂和杀菌剂的农药

中，并加以搅拌进行浸种，可以有效起到病虫害的防治。此

外，化学方法虽然可以较为有效地防治病虫害，但是在实际

操作时应仔细阅读药剂使用说明书，以免使用不规范造成不

必要的损失。另外，在除草方面需要根据田地里不同的杂草

选取合适的药剂，以便于在对人体伤害最小的前提下，达到

最佳的除草效果。与此同时，喷洒药物时刻注意喷嘴的变化，

防治器材问题造成漏喷的情况发生，并在农药使用结束时及

时清理农业用具，养成良好农药喷洒习惯。

针对以上情况需要注意的是所有的化学药剂多少都有

一些危害，因此工作人员在配置药剂以及喷洒药物时注意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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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防护服，对于剩余的药剂妥善放置在阴凉处，而且废弃的

药剂容器不能随意放到河流等流动性强的地方，防止造成更

大的环境污染。

2.物理防治措施

不同于化学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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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物理防治措施更多集中在除草阶段，利用一些人

力物力做一些基础防治措施。在麦田种植区域，田间的杂草

会与麦苗争夺土壤中的养分，从而降低小麦的生长质量以及

生长速度。因此需要人为除草帮助麦苗充分吸收养分。此外，

人为除草的过程中需要注意清理田间的杂物，因为杂物可能

滋生出一些有害菌，造成有害菌大量滋生的情况。而及时清

理杂物可以保证麦田里有良好的通风条件以及水源补给，给

予小麦适合的生长环境。另外物理防治相对于化学防治效率

较慢，因此物理防治更多用于小规模田地的种植，但是其效

果较为明显，没有对人体以及环境造成伤害，随着科学持续

发展，物理防治会出现更多使用的生产工具，促进小麦病虫

害体系全方面发展。

3.生物防治措施

生物防治措施更多建立在生物食物链上，对于一些对小

麦有伤害的害虫放入一些害虫的天敌进而帮助人们消除害

虫。例如：常见的害虫为蚜虫，于是工作人员选择放入草蛉

等有益虫消灭有害虫。虽然生物防治措施可以没有污染高效

地进行防治，但是有些地区的生物防治技术不成熟，没有研

究清楚后加入生物的食物结构，也没有考虑清楚当地的生物

容纳量，如果生物防治开展时没有足够调查，很有可能造成

更大的经济损失，因此采用生物防治技术的时候一定要仔细

调查生物特性。

总而言之，小麦是我国重要粮食之一，如果提高产量关

乎地区的粮食安全问题，因此小麦种植人员需要根据时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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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保证小麦的健康生长，并在

此基础上做到科学播种、选择良种以及科学田间管理，提升

小麦的产量，促进农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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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麦中后期病虫害防治技术要点

1.中后期（拔节后，孕穗、抽穗到灌浆期）病害发生的

种类

主要有：赤霉病；白粉病；锈病；蚜虫侵害等。发生于

小麦叶部的有：白粉病；锈病（包括叶锈病和条锈病）；蚜

虫；黏虫等。好发于小麦穗部的有：赤霉病；白粉病；蚜虫

等。

一般发生于小麦茎秆的有：纹枯病；茎基腐病（这两种

病害应在小麦拔节初期加以预防）。这些病害都应在小麦发

病初期进行很好地预防和防治、会有理想的效果。

2.近年来小麦生长中后期病虫害发生的特点

近些年来小麦赤霉病流行的风险较高；白粉病有持续重

发的趋势；条锈病传入率逐年增高；局部地区叶锈病，蚜虫

发生加重。

3.小麦中后期病虫害发生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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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综合来看呈偏重发生态势。赤霉病在苏南、沿江、

里下河、沿海、沿淮等地流行风险较大；白粉病在沿江、沿

淮、里下河、淮北大部地区可达 4到 5级；锈病总体为 2级；

沿江、沿海局部地区达 3级；蚜虫在淮北、沿海、南部丘陵

等地达 4级。

4.导致病虫害发生的因素

结合赤霉病流行高发的趋势来评估预测，其将在 10 年

内仍维持较高流行的风险。其主要因素有：

（1）耕作方式：秸秆还田菌源累积（还田秸秆生物量

巨大，镰刀菌成为秸秆上主要真菌类群）、迟播、密植等；

（2）品种结构：抗病性弱、缺少多抗与高抗品种、品

种多、乱、杂等；

（3）气候条件：其流行与否的关键因素是春季温暖多

雨、雾霾、结露、高温高湿、多雨低温等；

（4）菌源情况分析：菌源充足，高致病性 Fa 替代 FG

成为发病优势种

5.中后期病虫防治技术要点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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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粉病：把握好防治白粉病的两个关键阶段，拔节孕穗

期（压基数），和扬花灌浆期（保功能叶），在其发病初期

及时防治。孕穗期（3 月下旬至 4 月上旬）进行用药预防。

以病株率达到 5%至 10%，或病叶率达到 1%至 5%（对于感病

品种，或密植度较高，湿度较大的密闭田块指标从严）及时

防治以减轻后期压力。抽穗杨花至灌浆期，以病株率达 15%

至 20%，或病叶率在 5%至 10%，即可进行“一喷三防”，以

保护好植株上部三张功能叶（对保产增产意义极大）是重点。

1）防治药剂：

EBI 类，环丙唑醇、氟环唑、丙硫菌唑、腈菌唑、戊唑

醇、已唑醇、丙环唑、苯醚甲环唑等；

QOIS：醚菌酯、嘧菌酯、氟嘧菌酯、吡唑醚菌酯、氯啶

菌酯等。

这两类（EBI、QOIS）药剂的复配剂，40%环丙唑醇 15

至 20毫升、12.5%氟环唑 Sc50至 60克；30%醚菌酯 50至 60

毫升，20%丙环唑 EC30至 40毫升，40%腈菌唑 WP15至 20克，

5%已唑醇 Sc80毫升，25%比唑醚菌酯 30至 40毫升等。

苯菌酮、四氟气醚唑。12.5%四氟咪唑 EW40 毫升、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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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菌酮 Sc15至 20毫升对白粉病的效果很好。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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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次数：正常情况下在抽穗扬花期 1至 2次；对发病

早发病重的，可在拔节孕穗到扬花灌浆期进行 2至 3次防治。

3）注意事项：

①早发田块须提早预防，重发田块须用足药量；

②齐穗后不提倡使用醚菌酯类药剂防治白粉病；

③停用三唑酮；

④用足水量（尤其注重植保无人机施药时水量要足），

喷匀喷透。

（2）锈病（叶锈、条锈病）防治技术要点

发病初期是防治最佳的窗口期。以穗期防治（结合白粉

病、赤霉病共同防治）为重点。当病叶率达到 1%到 5%是条

锈病始防的指标，病叶率达 5%到 10%为叶锈病始防的指标。

1）药剂选用：已唑醇、戊唑醇、氟环唑、丙硫菌唑、

烯唑醇、吡唑醚菌酯、醚菌酯、嘧菌酯等。

2）注意事项：穗期总体防治中须用足药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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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粘虫防治技术要点

属于偶发性虫害，主要发生在东部沿江、沿海等区域。

1）防治时期：幼虫 3 龄前。一般在 3 月下旬到 4 月上

中旬对达标田块进行防治（可结合白粉病、锈病、蚜虫等其

它病虫害一并防治）。以 6000头/亩为防治指标。

2）可选药剂：氯唑苯甲酰胺、灭幼脲、毒死蜱等。

二、小麦病虫害的防治现状及对策

小麦作为我国重要的粮食作物，在保障我国粮食供应方

面起着关键作用。我国在农业方面受病虫害侵袭的现象极为

严重，病虫害对于我国经济建设和维持生态可持续发展起较

大阻碍作用。其中，小麦病虫害造成的问题尤为突出，病虫

害使得小麦的产量及质量都有所下降，对我国人民生活造成

严重影响。

（一）小麦病虫害发生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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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我国小麦病虫害主要分为如下几种，即小麦锈

病、小麦纹枯病和小麦蚜虫。其中，小麦锈病发生时间大多

在小麦变青后的两个月之内，主要显示症状为小麦叶子上逐

渐出现大红斑，起初依附于单个叶子，后以病叶为中心向四

周大面积扩散，最终使全田受害。

而小麦纹枯病作为最常见的小麦病虫害之一，近年来随

着田间小麦产量的不断提高，发病趋势也逐渐加重。小麦纹

枯病的发病旺盛时期多为小麦拔尖时，该病害一般侵害小麦

的茎秆与叶鞘，随时间推移，受到侵害的小麦会逐渐变黑，

最终腐烂，因而许多小麦在初期就已经死亡。

最后提到的麦蚜虫，即为大家俗称的“腻虫”，腻虫的

发病时期不固定，在小麦生长的整个期间均有可能，而其发

病特点也随着小麦生长时期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变化。在

小麦尚在苗期时多位于小麦叶鞘、背面以及心叶部分，待到

小麦拔穗阶段，便转移到小麦茎秆处和麦穗处进行危害。受

到侵害的小麦起初会出现黄色的小斑点，后来逐渐扩大，严

重时导致整棵小麦死亡。

（二）小麦病虫害防治现状

1.防治方式少

多数农民对于小麦病虫害带来的危害性认识不足，不够

了解发生原因及防治方法，对发生的病虫害中的病虫种类分

辨不清，无法做出多样积极对策，只能采用单一的防治方法。

且多半采用化学方法，即为大量使用农药在田间喷洒，短时

间内解决了病虫害的威胁，但有效期短，且农药对于小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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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更为严重，部分农民使用农药杂乱，不能对症下药，时

间一久，残留农药对环境的污染加重，并且容易出现病虫害

尚未根治，小麦已经受到农药毒害的局面，得不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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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防治效率低下

小麦种植在农村田间，生产方式和防治方法都较为落后，

不能得到有效根治。农村劳动力不足，且人口素质高低不齐，

很难使用科学有效的防治方法防治病虫害，且大多人缺乏主

动意识，时常存在侥幸逃脱心理，不能做到及时向有关农业

部门汇报病虫害情况，从而耽误病虫害防治的最佳时期，使

得防治效率低下，田间损失严重。

3.病虫害反复

由于近来全球变暖趋势渐渐明显，且有上升趋势，故而

小麦病虫害能够得以快速繁殖，加之部分小麦种植区降水量

偏大，空气温暖湿润，更是为病虫害的生长发展起了加速作

用，直接地帮助了有害虫虫卵的越冬和羽化，即使遭到人为

捕杀，恢复速度也较快，使得病虫害反复发生。

（三）防治小麦病虫害对策

1.加大综合治理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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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部门应运用现有的生物研究技术，积极培育新型品

种，并在选取种植的小麦苗时着重选择抗病耐病的优良品种。

在育种时格外注意各类病虫害因素，使小麦在生长过程中不

但能有效抵抗外界恶劣的自然环境，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挡

住病虫害的侵袭，确保小麦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高产。同时努

力研制有关农药，针对不同地区不同虫害种类，研发出小麦

专用的药物，并适时简化小麦农药用药步骤，方便农民使用。

并且加大农药推广力度，帮助农民区分各类农药，防止造成

农药滥用而使环境遭到污染。

2.制定防治对策

对于小麦病虫害中出现的几类较为常见的问题进行有

效防治和解决。如对于小麦锈病，应选择在合理时期内进行

小麦播种，适当增加施放有机肥、磷肥等肥料，并学习合理

使用氮肥，定期进行农业灌溉，掌握适度，避免旱涝情况的

出现。同时对小麦病虫害部分区域进行药物治疗，可选择在

小麦播种前对小麦种子进行药物拌种处理，严格把握药物剂

量大小，避免出现小麦被药害的情况，或选取无公害污染小

的农药，如用 20%的粉锈宁以田间喷雾的形式进行处理，病

虫害防治效果显著。

对于小麦纹枯病在防治过程中，应注意如果使用农药进

行喷雾，需掺入大量水，保证每株小麦都能得到药物，又不

至于发生毒害，且防治时期要选择在早春，及时进行中耕处

理。而在防治麦蚜虫时应注意，在小麦播种前将种子拿出，

保证种子得到充分翻晒，可大大减少麦蚜虫害发生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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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农业部门实施相应政策，积极建立小麦病虫害监测

系统，以此保证工作人员能及时获取最新数据，掌握准确信

息，以便对发生的情况作出应对。政府部门方面对农民进行

认真引导，鼓励农民建立统一防治的制度，方便共同管理，

并向农民发放病虫害治理补贴，努力调动农民防治的积极性。

成立一支专业化机械化的防治队伍，配合使用先进技术，保

证小麦病虫害得到大面积的防治，共同提高病虫害防治的效

率与质量，降低人民劳动成本，做到省时省力，并且实现真

正意义上的提升小麦农作的效益。

3.积极进行病虫检疫

通常情况下，跨区作业能使小麦播种和收割速度大大提

高，且减轻了人力负担。但近年来，机手为求获取更多报酬，

逐渐只注重工作速度和效率，而忽略了质量，许多由于机器

收割造成的飞尘中含有大量的有害病菌和一些害草种子，遇

到凤时，便被四处传播出去，洒落到有小麦作物的田间，加

速了病虫害的传播，扩大了病虫害发生的范围，直接对小麦

造成了不可忽略的影响。

因此应在检疫区的关键处设置二次检疫点，加大对小麦

的检疫力度，避免有害物质和有害病原被携带到田间，从根

本上阻断小麦病虫害的源头。

总之，小麦病虫害的出现和扩大对我国社会稳定和生态

发展都构成了不小的威胁，因此防治小麦病虫害格外重要，

应积极开展相关工作，保证防治对策的时效性和有效性，这

对以后我国的环境发展和粮食保障都起着较为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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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麦病虫害的发生和危害概况

我国小麦常见病虫有 70 多种，危害严重的病害主要有

小麦锈病（条锈病、叶锈病、秆锈病）、白粉病、纹枯病、

赤

霉病、病毒病（小麦梭条花叶病、黄矮病、丛矮病

等）、黑穗病及全蚀病、根腐病、黑颖病、叶枯病等。其中

条锈病主要发生在西北、西南、淮北及鄂北等麦区；白粉病

除西南、长江麦区严重发生外，黄淮麦区、西北麦区近年危

害也较重；纹枯病在江淮流域、黄淮平原的危害逐年上升，

已成为小麦上最重要病害之一；赤霉病在长江中下游麦区、

淮河以南麦区及东北三江平原发生为害普遍，黄淮灌区有些

年份也严重为害。病毒病多分布于北方麦区，局部地区发生

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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