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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考察确认甘肃南部是小麦条锈菌越夏的适宜地区 在甘南州和临夏州大部分地 

区．条锈菌在晚熟春麦上越夏．越夏菌源主要侵染临近地区自生麦苗 在陡南地区和甘南州的舟 

曲等地，条锈菌主要在海拔 1 600 m以上地带的自生麦苗上越夏．越夏后侵染冬小麦社占。文中 

讨论丁甘肃省小麦条锈病越夏区捌以及越夏调杳与越夏区治理所面临的主要 问题 。 

关键词 小麦 小 麦条锈病．越夏，甘肃 

中圉分类号 $435．I21 

小麦条锈病是大区流行病害，条锈菌主要在我国西部高寒地区晚熟小麦或自生麦苗 

上以连续侵染的方式越夏。在 6O年代初期、7O年代中期和 80年代初期．曾山国内主要研 

究单位协作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越夏考察，对揭示越夏}见倬和提出越夏区划起了重要作用 

但由于越夏区地域广阔、交通不便、越夏调查的适宜时间较短等原因，仍遗留许多问题未 

能解决。近 lO年来，越夏区小麦生产条件、品种布局和条锈病流行态势等都发生了明显变 

化，有必要加强对越夏区的研究。为此，1991年全国植保总站组织和主持丁心。肃南部小麦 

条锈病越夏考察。 

1 考察目的和经过 

考察由农业部全国植保总站、西北农业大学植保系、甘肃 省植保植检站、中国农科院 

植保所和甘肃省农科院植保所等单位派员参加 ，重点了解临夏回族 自治州、甘南藏族自治 

州和陇南地区辖区内小麦条锈病越夏条件、越夏方式、越夏菌源数量及其可能的影响范 

围。临夏和甘南两州历史上缺乏系统调查，此次作为重点考察地区。 

考察组由 8月 10日至 8月 25日相继考察了康乐、和政、临夏 、积石山、夏河、临潭、卓 

尼、迭部、舟曲、宕昌、武都、文县、康县、成县和西河等县 (市)。在各调查地点都冽定了海拔 

高度、调查记载了晚熟小麦生育阶段或自生麦苗数量，按常规调查方法与记载标准 。 ，取 

样宴测了小麦条锈病病情。同时，系统收集各地气象 肼作制度、小麦栽培和条锈病发生的 

历史资料。 

2 主要结果 

2．1 考察地区的基本情况 

收稽 日期，I902—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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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夏州位于甘肃省中部偏南，为黄土高原与西秦岭褶皱系西延部分的交接地带 ，海拔 

大部 2 000 m 上 。南有白石山、莲花山、太子山等高山，西接小积石 山，地势由西南向东 

北倾斜。全州耕地中川水地占 28 ，半干旱区和高寒阴湿区各占 35 左右。大部地区一 

年一熟 甘南州位于青藏高原东部边缘．境内除步数河』I『谷地外，海拔 3 000～4 000 m，， 

地势由西北都向东南部倾斜。该州所辖 7县中临潭、卓尼、夏河、造部和舟曲为半农半牧县 ． 

或农业县，大部地区一年一熟。舟曲县偏居该J州东南隅，属陇南山地，气候有明显的垂直变 

化，呵一年两熟或两年三熟 。陇南地区位于陇南山地 ，系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地带，农业区 

海拔 600～2 500 m，气候垂直变化大、生境复杂，-u一年两熟或两年三熟。 

条锈菌越夏的主要限制因素是环境温度 。凡夏季晟热一旬(一般为 7月下旬或 8月上 

旬)旬均温 20℃以下的地区，条锈菌可顺利越夏；旬均温超过 23~C，完全不能越夏。一般把 

旬均温 22~23℃定为条锈菌越夏的温度上限 。临夏和甘南两州除舟曲县白龙江谷地低 

海拔地带外 ，夏季最热旬旬均温皆低于 2O‘C(表 1)。即使海拔较低的临夏市川区，夏季旬 

均温亦适于越夏 ．且年度间变动较小．1980～1991年 12年中仅 1981年 7月下旬、8月上 

旬．1988年 7月中旬、8月上旬和 1991年 7月中旬略高于 20"C，仍低于 22℃。因而可以确 

认临夏．甘南两州绝大部分地方适于条锈菌越夏 

表 l 临夏州和甘南州 7月中旬"v8月中旬的甸均疆 c 

在 198(]年和 1981年的越夏考察 中已探 明陇南地区海拔 1 600～1 650 m 以上地带 

具备条锈菌越夏的温度条件。 甘南州的舟曲县和迭部县部分地区亦低于 1 600 m，不能 

越夏 。上述基本情况迄今没有改变 。 

2．2 越夏寄主数量和分布 

小麦条锈菌的越夏寄主主要是晚熟春麦、晚熟冬麦及自生麦苗 。 

临夏州小麦播种面积达 6 99万公顷，3月上旬～4月上旬播种，7月中旬～9月中旬 

收获。冬小麦不超过 0．27万公顷．主要分布在临夏市和临夏县，9月下旬播种，7月上、中 

旬收获。8月上、中旬以晚收获的春小麦达 3．63万公顷，晚熟春麦是主要越夏寄主。以康 

乐县为例，在 1 23万公顷的小麦中，7月 20日以前收获的jff区小麦仅占 l0 左右，海拔 

1 9∞～2 200 m地带 8月中下旬收获的占 54 ，海拔 2 2∞～2 500m，8月末、9月初收 

获的占 32 ．垒州 自生麦苗发生面积约 6．5万公顷。』II区小麦收获后多复种葬麦、马铃 

薯、蔬菜等作物。你闲地耕魏 1～2次 收获较早的麦田，自生麦苗能作为越夏寄主的．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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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近 2万公顷。据考察组调查 ，复种地自生麦苗密度为 31．2～124．0株／m ，休闲地为 

29．1～99．0株 ／m (表 2)。 

甘南州小麦播种面积 1．36万公顷，其中春小麦 n g7万公顷，主要种植在洮河和大夏 

河流域 海拔 2 200~2 600 m地带有春小麦 0．5万公顷，3月 7日～3月 2O日播种， 月 

20日～8月 20日收获{海拔 2 600~2 800 m地带种植小麦 0．3万公顷，3月柬～4月 10 

日播种，8月 20日～8月末收获；海拔 2 800~2 950 m地带种植小麦 666．67公顷，4月上 

中旬播种，8月末～9月中旬收获。晚熟春麦是主要越夏寄主，8月上旬以后收获的晚熟小 

麦面积约为 0．53tO．67万公顷。 

甘南州冬小麦有 0．49万公顷 ，分布在舟曲县和迭部县旺藏寺以下地区。海拔 1 1 40 

～1 700 m 的河谷温暖区冬小麦早在 6月上、中旬收获 ；海拔 1 700~2 000 m的半山干 

旱区收获期延至 7月上旬；海拔 2 000m 上的高寒阴湿区收获期为 7月下旬以后 能够 

作为越夏寄主的晚熟冬小麦在 333．33公顷以下。冬麦区自生麦苗发生较普遍 ．河各温暖 

区小麦收后多套种玉米。半山干旱区主要复种养麦，高寒阴湿区多休间，翻耕 l～2次 。总 

计复种地 0．2万余公顷。休闲地 0．27万公顷。据调查，春茬地 自生麦苗平均密度 0．6～ 

46 2株／m (表 2)。自生麦苗是冬麦区主要越夏寄主。 

陇南地区小麦播种面积 12．53~13．2万公顷，其中冬小麦 l2．O7万公顷，晚熟春、冬 

麦面积较小，主要分布在宕 昌县 ，冬小麦 自生麦苗是重要越夏寄主。麦茬复种地常年约 2 

67～3．33万公顷。白龙江流域复种玉米、水稻，徽成盆地多复种玉米和豆类，西和与礼县 
一 般复种荞麦 休闲田皆伏耕灭槎 ，伏耕地面积 1990年 8．93万公顷(其 中 翻 耕 两次者 

1．33万公顷)，1991年 8．1 3万公顷。据以往研究，陇南越夏下限为 1 600 m，该高度以上 

的麦田共 4．33万公顷。据考察组调查，武都和文县复种田自生麦苗密度 21．6～136株／ 

m ，体闲地 6．O～29．0株／m ，西和县大部分休闲地翻耕 2次 ，自生麦苗极少(表 2)。 

衰 2 甘肃南部小麦自生麦苗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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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小麦条锈病的发生情况 

临夏州是条锈病易发区，1950年以来有 8年大流行 ，9年中度流行。田间条锈病始见 

期各地有所不同，临夏川区为 5月中旬，康乐川区 5月下旬，春麦区 6月下旬 若陇南菌源 

到达较早 ，5月中旬～6月下旬降雨量高于 80 rtlril，则条锈病将大流行。 

甘南条锈病流行的历史情况无系统记载，从近年情况分析 ，流行频率与临夏相似 ，甘 

南州春麦区常年 6月中旬开始发病 ，6月下旬～7月上旬迅速蔓延。洮河流域为主要病区， 

1972年、1974年、1985年和 1986年都曾大流行，1989年和 1990年中度流行。舟曲冬小麦 

最早 4月上旬～5月上旬开始发病 ，高寒区 5月束发病 ．1985年以后有 5年中度偏重流 

行 ，每年发病面积 0．33～O．4万公顷。1981年曾在下迭一带冬麦 自生麦苗上发现条锈越 

夏菌源。 

陇南地区为条锈病常发区，条锈菌既可越夏又可越冬。条锈春季流行的频率甚高 ， 

文县为例 ，1950年～1965年有 5年大流行 ，5年中度流行。1966~1975年因推广抗锈品种 

而没有流行 。1975年以后又有 5次大流行 ，5次中度流行。1990年达到防治指标的麦田面 

积 6．46万公顷，1991年 4万公顷．陇南自生麦苗发病也比较普遍，7O年代时，7月 10日 

最早发病 ，8月中下旬普发。8O年代中期以后多在 8月下旬至 9月上旬开始发病。 

1991年为条锈病中度 流行年，考察组实查了 5O块田共 l2．98公顷晚熟春麦的病情 

(表 3)。结果表明 ，康乐县的上湾、普巴、苏集 、八松诸乡，和政县的吊滩、买家集、三河等 

乡，积石山县的小关乡、临潭县的长川、流顺、羊永 、新城、店子、三岔各乡都普遍发病，大部 

分感病品种病叶率均达 8O 上。夏河县的城关 、达麦、完尕滩、下卡加和卓尼县的木耳、 

阿子滩各乡调查田块种植抗病品种，病叶率低，但抗病品种群体中的杂株都发病，严重度 

都相当高。考察组还实地调查了 8县 (市)64块麦茬田自生麦苗发生情况。各调查点自生 

麦苗苗龄与密度已列入表 2．除在临夏县的黄泥湾乡及和政县的城关两处发现感染条锈 

病的 自生麦苗外 ，其他调查点均未发病 ，主要原因是调查时间早 ，尚未达到常年发病时期。 

9月份在陇南诸县的补充调查发现各地均有发病。 

以上考察结果表明甘肃南部适于小麦条锈病的流行，常年存在较丰富的越夏菌源。 

衰 3 甘肃南部晚鼎春麦束锈病调查结果 

考察地区小麦品种因条锈菌优势小种变化而“丧失”抗锈性的现象十分普遍。自50年 

代以来已因病更换了 5～6批品种。当前的主要品种临夏州为广临 135、临农 14、甘春 l 6、 

临麦 28等。甘南州推广高原 602、甘春 l 6、广l描1 35、07802等，当地农家品种老红麦 ，老白 

麦等种植仍较多，但混杂退化严重。陇南地区冬小麦品种繁杂，主要有绵阳、清山、武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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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和中引诸系统的品种。调查结果表明各地主裁品种大部分感病，春小麦中仅高原 60Z， 

科 37．07802，老红麦、老自麦等较抗病 ，冬小麦中绵阳系统诸品种抗病。 

3 讨 论 

考察确认甘肃南部是小麦条锈菌越夏的适宜地区，很可能是甘肃省境内越夏菌源最 

多的地区。在临夏州和甘南州大部分地区，条锈菌在晚熟的春麦上越夏。当地夏季凉爽多 

雨，8月份春小麦多处于灌浆 、乳熟阶段，锈病普遍发生 。但是 ，除了 9月底收获的少量麦 

田对 8月末、9月初播种的早播冬麦秋苗可能有所影响外，晚熟春麦上保存下来的越夏菌 

源主要侵染临近地区自生麦苗 ，自生麦苗发病产孢后，再向冬麦秋苗上传播。晚熟春麦上 

的茁源与最早出土的 自生麦苗有 4o d以上的重叠时间，有利于菌源衔接。陇南地区和甘 

南州舟曲，下迭等地海拔 1 600 m以上山川地带的自生麦苗也是重要越夏寄主 ，发病后就 

近侵染低海拔地带的自生麦苗，进而感染早播秋苗。 

根据 自然地理区划、条锈病越夏特点和传播关系等指标，过去曾将甘肃省划分为陇东 

晚熟春麦与自生麦苗越夏区、洮氓和中部地区晚熟春麦与自生麦苗越夏区、陇南半山地带 

自生麦苗越夏区和天祝等高寒山区晚熟春麦越夏区等 4区。由于缺乏系统调查，60年代 

初曾将夏河划入天祝高寒山区晚熟春麦越夏区，将临夏、临潭划入洮岷和中部地区晚熟春 

麦与自生麦苗越夏区。1980年陕、甘、川三省毗连地区越夏考察组将武都、文县、宕昌、成 

县、舟曲、迭部等县划为陇南南部 自生麦苗与晚熟冬、春麦越夏区 。1981年宋位中等建 

议将卓尼、临潭、夏河和迭部县大部划入洮岷越夏区。本次考察证实临夏、甘南两州越夏特 

点相似，东接洮岷和中部地区，西北毗邻天祝等高寒山区，越夏条件、方式与越夏菌源的作 

用相似 ，建议将上述地区统一命名为甘肃中南部晚熟春麦与自生麦苗越夏区。陇南地区的 

宕 昌县亦应归入该区。 

陇南地区、舟曲县以及迭部县部分地域以高海拔地带 自生麦苗为主要越夏寄主。越夏 

特点与渭河上游地区(包括天水市大部分辖区)基本一致。仍应统一称为陇南自生麦苗与 

晚熟冬春麦越夏区。该区是条锈病的常发易变区，条锈菌可就地越夏与越冬，往往是新小 

种的策源地，也是秋季向广大冬麦区提供菌源 ，春季向西部春麦区提供菌源的主要基地 。 

在考察中还发现了一些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甘南州现种植青稞 2万余公顷，毗邻青 

海省和川西北亦有较大面积。现需避一步鉴定青稞上的条锈菌是否为小麦专化型，以确定 

青稞是否为小麦条锈菌的越夏寄主。另外陇南等地小麦自生麦苗和冬麦秋苗的发病时间 

已大幅度推迟，需要研究推迟的原因，进而阐明自生麦苗发病规律，提出控制措旋。甘肃南 

部地 区越夏菌源的定量数据是广大冬麦区小麦条锈病中长期预测的重要依据，需尽快开 

发简便易行的越夏监测方法，进一步研究各越夏 区的菌源传播路线和影响范围。 

综合治理甘肃南部越夏区，特别是陇南自生麦苗越夏地带，是懈决我国小麦条锈病问 

题的关键。越夏区治理应以发展小麦生产为前提，综合运用耕作改制、调节播期、品种防治 

和药剂防治等措旋。选育多抗性小麦 良种 ，实旌品种台理布局是当前越夏区综合治理的薄 

弱环节，急需加强，三唑类药剂拌种可有效防止叶部侵染，控制秋苗发病，适于在冬麦区推 

广： 。三唑酮叶面旌用有优异的保护作用和治疗作用，持效期长选 56 d以上“ ．在缺乏抗 

病品种的地区是控制条锈病的关键措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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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int Survey of Oversummer of W heat Stripe Rust 

in Southern Gansll 

Jiang Ru|zhong Shang Hongsbeng Pu Congj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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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 ract The joint survey confirmed that the southern Gansu is the suitable area 

for rsummer of wheat stripe rust(Puccinia striiformis West．)The pathogen over— 

sur ~ered on the plants of late—spring wheat in the major parts of Gansu and Linxia au— 

t(．OlEIOUS Prefecture wherein the rust inocula spread and infect volunteer seedlings。 In 

Longnan Prefecture and Zhouqu county in south Gansu，the pathogen oversummered 

mainly on the volunteers of winter wheat in the belt at an altitude of 1 600 m above sea 

level and produced urediospores，which infected seedlings of winter wheat after autumn 

sowing。The oversummer[ng regionalization，surveying method and the main problems 

of management of ovcrsummer regions were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Key words wheat．Stripe rust(Puccinia striiformis West)，oversummer，Gansu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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