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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关区 2023 年小麦条锈病和赤霉病

防控预案

小麦条锈病和赤霉病（以下简称小麦“两病”）均属于一类

农作物病虫害。条锈病具蔓延速度快、成灾频率高、大区域流行

等特点，重发地块可造成产量损失 40%以上，甚至绝收。赤霉病

是典型的气候型病害，若小麦抽穗扬花期遇连阴雨、大雾、重露

等高湿天气，就极有可能暴发流行，不仅造成严重减产、品质下

降，还会导致真菌毒素污染，直接影响人民身体健康。为切实做

好防控工作，最大程度减少危害损失，特制定本预案。

一、今年小麦“两病”发生趋势

据部、省通报，2023 年我国小麦等粮食作物病虫害呈偏重

发生态势，赤霉病在黄淮南部麦区呈大流行态势，条锈病在我省

南部可能偏重流行，近日条锈病在我省还未发现。近期经省市县

有关专家会商分析，根据小麦病虫害发生基数品种抗性、苗情及

3—5 月份天气形势等因素综合研判，预计今年我市小麦病虫害

总体偏重发生，发生面积 1400 万亩次，其中，小麦赤霉病有中

度流行风险；若外来菌源充足，一旦气候条件适宜，小麦条锈病

流行风险高，潜在威胁大，防控形势严峻。

二、防控指导思想、目标要求、重点区域及防控策略

（一）指导思想

贯彻《生物安全法》和《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条例》，按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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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省委和市委决策部署，压实粮食安全主体责任，落实粮食安

全党政同责，准确监测预警、优化防控措施，强化联防联控、实

施统防统治，加强宣传指导、发动群防群治，实现赤霉病应防尽

防、条锈病应治尽治，全力遏制小麦条锈病、赤霉病暴发流行势

头，最大程度减轻危害损失，有力保障小麦生产安全和质量安全。

（二）目标要求

小麦“两病”监测预警及时、准确；小麦条锈病应治尽治，

应急处置率达到 90%以上；小麦赤霉病应防尽防，重点区域小麦

赤霉病预防率 95%以上；“两病”统防统治覆盖率达到 60%以上，

防治效果 80%以上，病害得到有效控制，危害损失率控制在 5%

以内。

（三）重点区域

防控的重点区域是小麦集中连片种植区。

（四）防治策略

对小麦条锈病，大力推行“带药侦查、打点保面”的防治对

策，将其控制在点片阶段，阻止扩散蔓延。对小麦赤霉病，要在

小麦抽穗扬花期主动喷药预防，防在发病之前，遏制病害大面积

暴发流行。

三、主要工作措施

（一）强化责任落实

按照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政府主导、属地负责、科技支撑、

绿色防控”的规定，加强对防控工作的组织领导，统筹协调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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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力、物力，组织动员各地各部门和社会力量，担负起重大病虫

害防治责任，扛稳粮食安全重任。要主动担当、履职尽责，加强

病害监测预报工作，提前制定防控预案和技术方案，开展应急防

治培训和演练，储备必要的应急物资，及时提请启动应急响应，

切实履行“两病”防控的监督管理职责。

（二）加大资金投入

落实《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条例》第一章第五条之规定，将防

治工作经费纳入本级政府预算，加大对小麦“两病”等重大病虫

防控工作的资金支持力度。要整合利用农业生产发展、高质高效

创建、优质小麦生产、防灾减灾补助等项目资金，支持小麦“两

病”防控工作。要按照特事特办、不误农时的原则，简化招投标

程序，提前把防控物资和服务采购到位。

（三）准确监测预警

要切实加强小麦“两病”等重大病虫害的监测预警工作。小

麦拔节后要增加条锈病调查频次，严密监测病情发展动态。对小

麦赤霉病，要密切关注春季尤其是 4 月份天气变化，加强分析会

商，及时发布中期预报、短期预报和防治警报，通过加强专业测

报和群众自查相结合的方法，提高病害测报的准确性。要加强病

情信息调度，严格执行重大病虫随查随报制度，为政府决策提供

科学依据，对瞒报、漏报病情信息及其他违法行为，依法追究当

事人责任。

（四）实施科学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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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小麦条锈病，要坚决落实“准确监测带药侦查，发现一点、

控制一片，发现一片、防治全田”的防控策略，及时控制发病中

心。当田间平均病叶率达到 0.5%时，及时启动应急响应，组织

开展大面积应急防控，选用三唑酮、戊唑醇、粉唑醇、烯唑醇、

己唑醇、丙环唑、氟环唑等高效药剂，控制病害暴发流行。对赤

霉病，鉴于其可防不可治的特点，要把握小麦抽穗扬花关键时期，

密切关注天气预报，一旦有连阴雨、大雾、重露天气过程，见花

打药，主动预防，做到应防尽防；选用戊唑醇、丙硫菌唑、氰烯

菌酯、叶菌唑、氟唑菌酰羟胺、咪鲜胺等高效药剂普防一遍，要

用足药液量，植保无人机施药，亩药液量应在 1.5 升以上。施药

后 3—6 小时内遇雨，应及时补治。如遇特别有利的气候条件，

需在第 1 次防治后，隔 5—7 天再喷药 1 次，以保证防治效果。

同时也要加大对小麦茎基腐病、纹枯病、白粉病、锈病、穗蚜等

重大病虫害的监测防控工作。

（五）推进统防统治

小麦“两病”防控时间紧、任务重、技术要求高，发展统防

统治势在必行。要因地制宜，发展多种形式的统防统治，确保防

在有利时机、治在发病初期。一是继续采取政府购买防治服务的

范围，发挥专业化防治服务组织的骨干作用，开展规模化统防统

治。二是支持家庭农场、种植合作社、种粮大户等新型农业经菅

主体，利用先进施药机械实施自防自治，并为周边农户开展防治

服务。在统防统治覆盖不到的区域，要加强组织，适时引导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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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药预防。

（六）强化宣传指导

各涉农街道、柏庄镇要通过广播、电视、微信、抖音、挂图

标语、明白纸等多种形式，广泛开展宣传，强化对防控工作的指

导，使广大种植户了解小麦“两病”危害的严重性，增强防治意

识，掌握防治方法，主动参与到防控工作中去。同时要在小麦“两

病”防治关键节点，下派领导包片组、技术指导组层层分包，深

入田间地头开展面对面指导，确保防控措施落实到位、防治效果

达到要求，坚决打赢小麦“两病”防控突击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