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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小麦全蚀病又被叫做立枯病、黑脚病，顾名思义，

当小麦感染全蚀病时植株根部会出现发黄、黑腐等现象。

从病害发生部位上来看，其主要病害症状体现在小麦的根

部，当然，由此可见小麦全蚀病的爆发将会对小麦种植生

产造成根本上的打击。现阶段小麦全蚀病已经被我国列为

检疫性病害，一旦小麦种植过程中爆发小麦全蚀病，就会

引发小麦种植园区内植株大面积枯败死亡，进而致使小麦

产量大幅度降低，对种植人员造成极大的损失。从小麦全

蚀病的发病周期上来看，在苗期和成株期都容易出现小麦

全蚀病的发作，其中，又以将要成熟阶段小麦植株发病症

状最为显著，从病害的发展周期上来看，在幼苗时期，感

染病菌将会对其根系和地下茎完成，毁灭性打击进而引发

地表小麦苗贴地部位，的叶片发黄，最终导致小麦生长趋

于衰弱直至死亡。可见，小麦全蚀病，是一种毁灭性病

害，小麦受害后分蘖减少，成穗率低，千粒重下降。一般

发生地块减产10%-20%，重者减产50%以上。

1　田间症状

小麦全蚀病是典型的根部病害，整个生育期间都有

不同症状。

分孽期：发病轻者症状不明显，发病重者病株稍矮，

叶色浅，根基地下茎局部或全部变为灰黑色，次生根也

逐渐变色。

拔节期：发病地块返青迟缓。分孽减少。叶片自下

而上变黄，根部大部分变为黑色，茎基部及其叶鞘内侧

可出现较明显的灰褐色菌丝层。

抽穗灌浆期：开始点片出现早枯白穗，潮湿环境下

病根全部变黑，茎基部 1-2 节麦秆表面及叶鞘内侧布满

黑色菌丝，形成“黑脚”，干燥条件下一般不形成“黑

脚”症状。

2　侵染循环

2.1 土壤传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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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蚀病病原菌集中在离地 15cm 以内的病株根茎基

部。小麦大部分病茬在收获后留在田间，病原菌逐年在

土壤中积累，病害日益严重。土壤中病害和残留数量越

多，土壤病害传播越强。该病通常在田间聚集开始，并

通过耕作、自来水和风等农业操作反复传播。反复感染，

导致疾病由点向面，由少向多地发展。

2.2 粪肥传病

收割小麦，都使用大型矿车收割小麦秸秆大部分遗

留在现场后，小麦秸秆和根，茎，如病人的身体，高温

发酵秸秆还田机直接或不尽管沤麻肥料，都不能杀死细

菌，但要在田间放大量病原体，污染无病地块，导致病

害蔓延。

2.3 种子传病

患病植物的种子不携带细菌，不传播疾病，所谓种

子传播疾病是与病残体混合在种子之间，由种子携带病

残体而传播疾病。小麦种子收获后，经过筛选，夹带残

留的数量很小，播种后小麦植株根系受损很轻，因此，

仅靠夹带种子的碎屑病害，在 1-2 年内，田间不容易发

现患病植株。

2.4 传播途径

小麦全蚀病主要依靠含有病根残茬的土壤，以及夹

带有病根、病叶鞘等病组织残屑的粪肥和种子传播病菌，

其残存的病菌菌丝具有很强的传染能力。

3　影响因素

3.1 小麦全蚀病的病原菌主要来源于土壤，对寄主植

物有很强的依赖性，因此耕作制度对小麦全蚀病的影响

非常重要。内湟县长期实行小麦 - 玉米 - 小麦轮作栽培制

度，有利于病原菌的积累。随着病原菌数量的增加，该

病逐年加重。同时，由于长期单一的种植方式，土壤养

分、理化性质、微生物群落也在相应缓慢变化，为细菌

的发生发展创造条件，也有利于疾病的发生。

3.2 土壤营养

土壤中磷、氮等营养物质的缺乏是全蚀病加重的重

要原因之一。在氮、磷、钾肥充足的土壤中，小麦次生

根的长度、根数和根重明显增加，小麦的抗侵染能力和

恢复生长能力明显提高，从而降低了小麦病害的发生。

增加施用有机肥还可以全面营养小麦，增强抗病能力，

改善土壤理化性质，促进土壤微生物之间的竞争，可以

减少病原菌数量，抑制其生长。

3.3 感病寄主

小麦全蚀病是一种较弱的寄生虫，具有兼宿主特性。

当宿主活着时，病原体是活跃的，当宿主被收获后，病

原体被转移到腐生生物，这比专性寄生虫对自然选择的反

应更少。同时，其宿主广泛，难以找到抗性来源。由于易

感寄主的广泛存在，全蚀病病原菌的发生和发展提供了物

质基础，许多地区种植制度的调整压缩了非寄主作物。

3.4 气候条件

全蚀病的危害程度与气候条件密切相关。通过近年

来的观察，我县小麦早播病害严重，病原菌侵染小麦幼苗

根系的适宜温度为12~19℃。随着播种时间的推迟，土壤

温度逐日降低，有效侵染期缩短。从而减轻了晚播病害。

3.5 深翻土地

深耕可以使土层加深，改善土壤通气性，调节土壤

中空气和水的关系，为有益微生物的活动提供有利条件，

从而提高小麦的抗性，促进病害和残渣的分解，并能将

有效菌压在 O~20cm 土层底部，使小麦根系受到的伤害减

少，从而起到抑制病害的作用。

4　发生规律

全蚀病是一种土壤寄居菌，种子带菌和机械作业是

造成远距离传播的主要途径。还可危害大麦、玉米、谷

子、杂草等，发病适温在 15℃ ~24℃。近几年推行的小

麦秸秆还田有利于病菌在土壤中积累与存活。

5　防治方法

5.1 农业防治

5.1.1 合理轮作

小麦全蚀病是一种典型的土传病害，病残体能在土

壤中越夏或越冬。小麦连续种植有利于土壤中的细菌，

合理的轮作可以阻止病虫和宿主之间的接触，同时，一

些轮作也会对病原菌产生抑制作用。豫北主要以大蒜、

蔬菜、薯类、棉花为主要品种，在有条件的地区可以进

行水旱交替种植。盲目的轮作，会造成土壤微生物群落

失衡，从而影响全蚀病的自然退化。另外，小麦作为我

国的主要粮食，长期轮作是不现实的，所以轮作方式存

在着一定的限制。

5.1.2 晚播深翻，增施肥料

全蚀病菌以菌丝形态存在于土壤中，无休眠，适宜

的生长温度为 15~25℃。在 20℃下，细菌的孢子外壳是

最适合的。适于播种，可使土壤气温逐步降低，缩短病

原菌的侵染期。在播种前进行深翻，可以使大量的病残

体倒伏在底层，从而降低土壤表面的微生物含量，提高

土壤的透气性；采用高温沤肥、沼气燃料发酵残渣、磷

肥、氮肥的合理搭配，可以促进小麦根系的生长，提高

小麦的抗病性。在产麦区，不能实行轮作倒茬的情况下，

可在发病区进行土壤处理，这是最有效的防治方法之一，

即每亩用农药 2.5kg（五氯硝基苯 1kg，多菌灵 1kg，粉锈

宁 0.5kg）加细土 15kg，混拌均匀全田撒施，或用 50% 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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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津 2.5kg 加细土 15kg 撒施。发病严重地块连续使用 2-3

年，可有效地杀灭病菌，达到防治的目的。种麦前没

有进行土壤处理的，在春天小麦起身——拔节期，亩用

15% 粉锈宁 50-80g，或力克菌 30-40g 对水 40-50kg 喷施

（注意用水量不能太小）。药水顺叶片流入根部土壤内，

可有效地杀灭根部土壤中的病菌，减轻病害发生程度。

5.2 化学防治

化学药剂对小麦全蚀病的发生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不过，化学药剂的成本相对较高，长期使用对细菌的抗

药性较强，防效也相对较差，而且用量也不好控制，一

旦超过安全剂量，就会对环境造成污染，影响发芽、分

蘖和根系发育，从而影响产量和质量。秸秆燃烧虽能阻

止细菌与宿主植物的接触，使其持续衰弱，从而降低全

蚀的发病率，但燃烧秸秆不仅浪费资源，污染环境，还

会对土壤生态系统产生直接的破坏，使土壤有机质含量

大幅度降低。微生物菌肥不但富含有机质和大量的生物

菌，还具有一定的植物生长所必需的 N、P、K 养分和中

微量元素，它不但能使土壤恢复活力，促进植株的生长，

同时还能抑制微生物的繁殖，降低疾病的发病率，是一

种对环境无害的控制措施。因此，在目前还没有合适的

抗性品种和高效的化学防治药物的条件下，通过微生物

间的相互对抗来控制小麦全蚀病是目前最好的方法。

5.3 生物防治

植物病害的生物控制技术主要是利用有益生物自身

和其代谢产物来控制疾病。在农业生产中，使用生防细

菌最多只能用于植物的根际真菌，例如芽孢杆菌、假单

胞菌属等。魏国荣等人从小麦根中分离出一株 hw-5 型荧

光假单孢杆菌株，采用不同浓度的菌种、悬液浸泡、土

壤灌溉，试验证明，经过处理的小麦种子对全蚀病菌具

有一定的抗性。植物内生菌是一种细菌、真菌、放线菌

等细菌，它们可以在正常的植物组织中进行定殖，而不

会造成明显的疾病。一些具有固氮、促进生长、增强抗

逆性、抗病虫害等功能的植物内生菌，因其具有很好的

应用和发展前景，已逐渐成为人们普遍关心的生物防治

技术。期间不仅需要加快种子检疫，杜绝引进病区种子，

还需要不要到有病区引种，调运种子要严格检疫手续，

严防病害的传入。并且还需要杜绝病区粪肥传播扩散。

全蚀病菌在湿热状态下不耐高温，长时间浸水即窒息死

亡。据此特点，在高温季节，将带有病根、病茎、病叶

等组织残屑实行高温沤肥，42 度以上保持 2 天可灭菌，

或利用死水沟进行浸泡，经过 20 至 25 天即可。在小麦种

植之前，需要对小麦种子进行消毒。通过采用 52-54 度

温水恒温浸种 10 分钟的方式，然后捞出晾干。

6　结束语

结合上文叙述进行综合分析不难看出，在新的种植

行业发展趋势下落实病害防治工作对于提高小麦产量至

关重要。全蚀病作为一种小麦种植常见病，对于种植质

量影响较大，所以针对小麦全蚀病开展防治工作研究并

积极采取行动控制病情爆发蔓延举足轻重。对于实际的

小麦全蚀病防治工作落实而言，从业人员应该从小麦全

蚀病的田间症状分析开始进行具体的工作实践。基于小

麦全蚀病的发病症状，结合种植经验对全蚀病的传播途

径进行分析探索，进而通过切断土壤传病和种子传病以

及粪便传病来降低小麦全蚀病在种植区域内的大规模爆

发概率。此外，相关人员还应该通过合理控制土壤质量

和养分含量、积极消灭染病寄生虫等方式对全蚀病传播

进行管控。当然，病害防治人员也应该结合小麦全蚀病

发生规律设计行之有效的防治方法，从小麦种植的全流

程入手进行病害防控。在选种阶段加强检疫力度，并对

种子进行消毒处理；在种植准备阶段充分优化土壤条件，

合理进行施肥；在苗期管理阶段，加强对小麦日常状态

的监测观察，落实早发病早治疗的基本防治原则。由此，

实现预防治理两手抓的小麦全蚀病防治，为小麦高产优

产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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