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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条锈病是我国小麦最重要的病害和主要防治对象。
本书系统介绍了小麦条锈病的基本知识和主要研究成果，主要内容包括：病原菌、症状、生理病变、
周年发病过程、大区流行规律、病原菌生理小种、品种抗病性，抗病性鉴定，抗病育种，持久抗病性
，病情调查，预测预报以及防治技术等方面内容，还重点分析了条锈病间歇式大流行的成因和相关对
策。
本书内容丰富，叙事明白，阐释清晰，有助于读者全面、准确、深入地了解小麦条锈病。
适用于专业技术人员、农技推广人员、农药种子营销人员、农业院校及科研院所相关人员阅读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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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小麦条锈病的症状与危害　　一、症状　　症状是患病植物外在的不正常表现，通常由“
病状”和“病征”两类特点构成。
病状为植物本身的不正常表现，而病征则为发病部位所出现的病原菌营养体和繁殖体。
症状不仅是识别病害的主要依据，而且也是鉴定抗病植物或抗病品种的主要依据，只有熟悉症状类别
及其特点，才能准确判断抗病类型和抗病程度。
　　条锈病主要发生在叶片上，也可危害叶鞘、茎、穗部、颖壳和芒（彩图1至彩图7）。
发病部位最初生成小型的褪绿病斑（俗称花斑），随后迅速出现黄色或鲜黄色的夏孢子堆。
叶片上夏孢子堆呈卵圆形、椭圆形或长椭圆形，凸起，被叶表皮覆盖，成熟后表皮破裂而外露，并散
放出黄色粉末，此为病原菌的夏孢子（彩图4）。
覆盖夏孢子堆的表皮开裂较轻柔，肉眼观察不甚明显。
夏孢子堆周围可能出现褪绿、枯黄等异常。
在小麦成株叶片上，夏孢子堆两端附近还可陆续产生新的孢子堆，以致多个夏孢子堆沿叶脉呈“虚线
”状排列（彩图3）。
发病严重时，叶面布满夏孢子堆，叶片黄化、枯死。
　　在幼苗叶片上，有时以最初出现的夏孢子堆（侵入点）为中心，在周围形成一圈夏孢子堆，翌日
在其外围又生成一圈夏孢子堆，如此不断向周围扩展，成为同心环状（彩图2）。
当中心的孢子堆破裂散粉、变为枯黄色后，四周各圈的孢子堆依次处于正在散粉、刚刚破裂、尚未破
裂和正在产生等不同状态，最外一圈为褪绿晕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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