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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0_8F_E9_BA_A6_E6_c36_326735.htm 农业部关于印发《小

麦条锈病中长期治理指导意见》的通知 农农发［2006］9号河

北、山西、安徽、山东、河南、湖北、重庆、四川、贵州、

云南、西藏、陕西、甘肃、宁夏、新疆、青海省（自治区、

直辖市）农业（农牧）厅（委、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

业局： 小麦条锈病是影响我国小麦生产的第一大病害，具有

发生区域广、暴发性强、流行频率高、危害损失重等特点，

严重威胁着我国小麦生产安全。为进一步贯彻全国植物保护

工作会议精神，落实“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

统筹规划小麦条锈病中长期治理工作，加大源头治理和综合

防控力度，稳定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我部组织有关专家

研究制定了《小麦条锈病中长期治理指导意见》。现印发给

你们，请结合当地实际情况，认真贯彻落实。 农 业 部 二六

年十一月三日 小麦条锈病中长期治理指导意见 小麦条锈病是

一种突发性、大区流行性病害，主要发生在甘肃、四川、陕

西、湖北、重庆、河南、河北、山西、山东、安徽、贵州、

云南、青海、宁夏、新疆等小麦主产区，常年发生面积6000

－8000万亩，一般发生区可损失产量10-20%，严重流行区可

达30%以上，严重威胁着我国小麦生产安全。新中国成立以

来，党中央、国务院一直十分重视小麦条锈病防控工作，早

在1964年，周恩来总理提出要像对付人类疾病一样来抓小麦

条锈病防控工作；1965年，国务院发文批转《农业部关于小

麦条锈病防治方案》，农业部和有关省份相继成立了小麦条



锈病防治指挥部。在各级政府的重视支持和农业部门的共同

努力下，我国小麦条锈病治理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基本摸

清了其发生与流行规律，初步建立了监测预警体系和应急防

控机制，研发推广了一系列综合防控技术，较好地控制了小

麦条锈病暴发危害局面。但是，由于菌源地面积大、主栽品

种抗源背景单一、高致病性生理小种（条中31号、条中32号

）相继产生以及气候和环境条件变化等，小麦条锈病暴发流

行和严重危害的态势尚未得到根本性解除。 为进一步贯彻“

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统筹规划小麦条锈病中

长期治理工作，加大源头治理和综合防控力度，稳定提升粮

食综合生产能力，特制定小麦条锈病中长期治理指导意见。 

一、重要意义 小麦是我国主要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和产量均

占夏季粮食作物的80％以上。小麦生产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头

季，也是夏粮主产区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其产量直接影响

粮食市场价格和农民种粮收入。同时，小麦是我国北方地区

人民生活的主要口粮，也是我国短缺的粮食品种，目前国内

生产仍满足不了消费需求，每年需要从国外进口，弥补国内

生产不足。发展小麦生产、提高小麦自给水平是确保我国粮

食安全的迫切需要。小麦条锈病是影响我国小麦产量和品质

的重要因素之一，采取科学有效的综合措施，搞好小麦条锈

病中长期治理工作，实现可持续控制，直接关系到小麦增产

、农民增收，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此外，通过越夏菌源区

中长期治理，调整种植结构，推广抗病品种，实施生物多样

性和遗传多样性等综合措施，可以发展特色农业，优化种植

结构，减少化学农药使用量，减轻环境污染，有利于推进资

源节约型农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发展。 二、思路和目标 （



一）基本思路 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贯彻“预防为主，综

合防治”植保工作方针，建立小麦条锈病持续治理机制，坚

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区治理、综合防治”策略，以

越夏区治理为基础，以冬繁区控制为关键，以流行区预防为

重点，统筹规划，全面推进。 （二）技术路线 以生态区为单

元，配套组装关键防控技术。坚持科研和推广相结合，进一

步明确小麦条锈病流行规律和区域分布，加速培育和合理布

局抗病品种；坚持试验和示范相结合，试验先行，示范为重

点，建立不同生态区小麦条锈病综合治理配套技术体系；坚

持培训和宣传相结合，通过举办培训班，编印宣传材料和组

织现场会等多种形式，提高技术入户率和到位率；坚持专业

防治与群众防治相结合，扶持发展多元化、社会化专业防治

组织，提高科学防治水平。此外，还要建立与技术路线相适

应的物资保障体系，为防治工作提供有力支持。 （三）总体

目标 力争到2010年， 基本实现80％常发县（市）开展病情电

视预报，长、中、短期预报准确率分别达到85%、90%和95%

以上；显著降低条锈病流行频率和强度，年均流行面积控制

在5000万亩以下，专业服务组织防治的面积比率提高20个百

分点，达到30%以上，发生区平均为害损失率控制在6%以下

。到2015年，基本实现所有小麦条锈病常发县（市）开展病

情电视预报，长、中、短期预报准确率分别达到88%、93%

和98%以上；进一步降低条锈病流行频率和强度，年均流行

面积控制在4000万亩以下，专业服务组织防治的面积比率再

提高20个百分点，达到50%以上，发生区平均为害损失率控制

在4%以下。各区域具体目标如下。 越夏区：改造小麦条锈病

新小种产生的策源地（陇南海拔1400-2000米麦区，川西



北1800-2800米麦区），减少核心越夏区小麦种植面积20％左

右。抗病品种种植比例70％以上，药剂拌种（包衣）率80%以

上，专业服务组织防治的面积比例达到30%以上，发生区平

均为害损失率控制在10%以下。 冬繁区：小麦抗病品种种植

比例60％以上，药剂拌种（包衣）率90%以上，专业服务组织

防治的面积比例达到50%以上，发生区平均为害损失率控制

在5%以下。 流行区：小麦抗病品种种植比例50%以上，专业

服务组织防治的面积比例达到60%以上，发生区平均为害损

失率控制在3%以下。 三、技术措施 小麦条锈病重点治理区

域为甘肃、四川、陕西、湖北、重庆、河南、河北、山西、

山东、安徽、贵州、云南、青海、宁夏、新疆等15个省（区

、市）。根据病害发生规律，划分为三大区域，即西部高寒

越夏区，中西部低山盆地冬繁区和黄淮海平原流行区。针对

不同区域的发生特点，采取不同的治理措施。 （一）越夏区 

我国小麦条锈病越夏区主要包括西北越夏区（甘肃、青海、

宁夏）、川西北越夏区（甘孜、阿坝、凉山等）、云南越夏

区（中部、西部及西北部等）、新疆越夏区（伊犁、阿克苏

、喀什等）和其它越夏区（山西北部高原、陕西南部及关中

西部、湖北西北部和贵州西部等）。该区域常年种植小

麦2000万亩左右，其中西北和川西北是小麦条锈病菌核心越

夏区，是源头治理的重点。 1、改造越夏基地。利用生物多

样性技术减少菌源地面积。在病菌新小种产生的策源地（陇

南海拔1400-2000米麦区，川西北1800-2800米麦区）实施退麦

改种，因地制宜发展油菜、豆类、薯类、中药材、蔬菜、青

稞等作物，逐年减少高海拔区域小麦种植面积。 2、优化品

种布局。种植与冬繁区和流行区抗病遗传背景差异大的小麦



品种，采取多抗源品种布局，延缓病菌变异。推广适期晚播

，避开病菌侵染高峰期。 3、铲除自生麦苗。在常规冬麦种

植地带要引导农民做好下茬作物规划，减少因撂荒致使散落

田间麦粒形成自生麦苗。在休闲地自生麦苗产生菌源的关键

时期（9月中旬至10月下旬），进行有组织、有计划地深翻或

铲除（7月下旬及以前收割的麦田应耕翻或铲除两次），有效

减少菌源。 4、科学用药防治。推广小麦药剂拌种，降低秋

苗感染率和减少早期菌源。根据病情监测，在秋季和春季小

麦条锈病发生期实施带药侦察、早期预防，控制发生面积和

程度，有效减少外传菌源量。 5、加强监测预警。开展病菌

生理小种变异和主栽小麦品种抗病性监测，搞好小麦条锈病

发生动态监测和预警预报，提高测报准确率，为综合防控和

应急防治提供决策依据。 （二）冬繁区 我国小麦条锈病冬繁

区主要包括四川盆地、陕西南部、河南南部、重庆、湖北西

北部、贵州、云南等地的低山、河谷、山坝或平原。在这一

区域，小麦条锈病菌不但能顺利越冬，而且还可以在冬小麦

上生长繁殖，是病菌越冬的关键地区，也是当地和流行区小

麦条锈病春季流行的重要菌源地。该区域小麦种植面积

约3000万亩，是降低大面积流行强度的关键治理区域。 1、选

用抗病品种。淘汰近年来生产上严重感病的品种，种植与越

夏区和流行区不同抗源的抗病品种。根据生态区域特点，每

个生态区域推广种植不同抗性品种5个以上。 2、合理作物布

局。提倡多抗源品种布局，增加品种抗病遗传多样性，防止

品种单一化。结合旱地改制，推广小麦与大麦、蚕豆、蔬菜

、玉米、马铃薯等其他作物的间作和套作。 3、加强系统监

测。加强田间病情调查，掌握发生流行动态，系统监测病菌



致病性、抗药性和主栽品种抗病性，及时发布病情预报，为

大面积防治提供科学依据。 4、科学用药防治。开展小麦药

剂拌种和秋季发病防治，减少春前菌源。春季以控制发病中

心和中心病团为重点，选择高效低毒的三唑类杀菌剂，带药

侦察，打点保面，控制本地发生面积和程度，减少外传菌源

量。 （三）流行区 我国小麦条锈病流行区主要分布于黄淮海

平原、长江中下游大部冬小麦种植区，是我国优质小麦主产

区和最重要的小麦商品粮基地。该区域常年种植小麦2亿亩左

右，是防控的重点。 1、推广抗病品种。推广种植与冬繁区

、越夏区不同抗源的抗病品种。根据生态区域特点，每个生

态区域推广种植不同抗性品种3个以上。 2、加强监测预警。

准确掌握冬繁区病情发生发展动态，强化田间监测调查，结

合本地气候变化情况，及时发布中、短期预报，做到早发现

、早预警。 3、开展科学防治。大力推广药剂拌种和种子包

衣，苗期采取“带药侦察，发现一点，防治一片”等措施，

控制发病中心和中心病团，防止小麦条锈病大面积迅速扩散

蔓延。中后期加强应急防治，控制小麦条锈病大面积流行危

害。 四、保障条件 （一）加强组织领导。小麦条锈病是大区

流行病害，其有效监测和防控是一家一户难以做到的，也是

跨地区、惠及广大农民的公共服务。小麦条锈病是突发性农

业生物灾害，已纳入社会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范围。各级农

业行政主管部门要积极争取当地政府支持，将小麦条锈病中

长期治理纳入当地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规划，成立政府主管

领导牵头，农业、财政、发改、科技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的小麦条锈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小麦条锈病防控应急

预案，落实防控资金、物资和技术力量，确保中长期治理工



作顺利进行。 （二）开展攻关研究。各级农业部门要积极组

织农业科研、教学、推广（植保）机构，整合和加强技术力

量，利用现代技术和设备，及时监测和掌握小麦条锈病发生

动态，科学勘测越夏区、越冬区的界线和范围，大力开展小

麦条锈病灾变规律、病菌致病性和品种抗病性变异规律及其

监测预警和综合治理技术等攻关研究，并根据气候、环境、

耕作、栽培等因素的变化，不断进行综合技术的组装集成和

示范推广，提升中长期治理工作的科技支撑能力。 （三）搞

好服务指导 各省（区、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在组织小麦品

种审定过程中，要加强品种抗病性鉴定和风险评估，并把抗

病性作为品种审定的重要指标之一，促进小麦抗病育种。各

级农业部门在指导小麦生产过程中，要搞好品种合理布局和

更换规划，避免长期连年大面积种植单一品种或遗传背景相

同的品种。要组织植保机构建立小麦条锈病综合防治试验示

范区，大力开展防与不防、单一技术与综合技术的对比试验

示范，通过现场会、农民田间学校、明白纸和广播电视等及

时发布病情信息和防治技术，扶持发展多种形式的专业防治

组织，为农民提供技术、物资和劳务相结合的防治服务。同

时，在小麦病虫害防治用药的关键季节，组织开展有关农药

监督抽查活动，依法打击制售假劣农药行为。 （四）增强监

控能力 积极争取有关部门支持，继续实施植物保护工程，完

善小麦条锈病监测预警防控体系和相关基础设施，建立小麦

条锈病系统调查田和定点观测圃，组织开展病情电视预报，

提高病情测报的准确性和时效性。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化改

革加强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的意见》（国发〔2006

〕30号）有关精神，保证各级公共植保机构履行小麦条锈病



监测、预报、防治及其关键技术的引进、试验、示范等公益

性职能所需经费，并纳入地方各级财政预算。同时，争取中

央财政给予适当补助，确保小麦条锈病综合治理措施的落实

，实现中长期治理的目标。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