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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代替GB/T15795—1995《小麦条锈病测报调查规范》。
本标准与GB/T15795—1995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本次修订增加了小麦条锈病预测方法等方面的内容,将原标题中的“测报调查规范”改为“测报

技术规范”;
———增加了小麦条锈病发生程度分级指标;
———修改了“发病程度记载标准”,将其中的内容归入“术语和定义”,增加了“病情指数”的定义和计

算公式,将“普遍率”规范定义为“病叶率”,删除了“反应型”的定义和相关调查项目;
———增加了“外来菌源空中孢子捕捉监测”内容,主要采用空中孢子捕捉仪监测外来菌源,并对捕捉

时间和管理、孢子捕捉仪和载玻片的设置、镜检和记载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规定;
———删除了“冬季麦苗室内病情观察”内容,因不能代表田间实际情况;
———修改了“病点发展系统调查”、“传病中心越冬后潜育病叶调查”和“病田定点系统调查”三项条

目,将其内容合并为“病情系统调查”;
———修改了“春麦区调查”条目,将其内容分别归入“病情系统调查”和“病情普查”;
———删除了正文中分别出现的各调查项目表格,将其内容编成一系列完整的样表,作为规范性附录A,

并在该份样表中增加了“小麦条锈病年度发生情况统计表”;
———增加了小麦条锈病秋季和春季模式报表,作为规范性附录要求定时汇报;
———增加了小麦条锈病跨区流行中关键区域定位的研究成果(“越夏区”、“非越冬区”、“越冬区”、

“潜育越冬区”和“冬繁区”的定义和范围),作为资料性附录供各地对照,且按特定区域执行相

关的调查项目;
———增加了小麦条锈病预测模型和危害损失估计方面的研究成果,作为资料性附录供各地借鉴。
本标准的附录A、附录C为规范性附录,附录B、附录D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姜玉英、曾娟、商鸿生、姜瑞中。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T15795—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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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条锈病测报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小麦条锈病发生相关的术语和定义、发生程度分级指标、病情系统调查、病情普查、越
夏区病情调查、预测方法及测报资料收集、汇报和汇总等方面的技术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小麦条锈病病情调查和预测。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2.1
病叶率 incidence
发病叶片数占调查叶片总数的百分率,用以表示发病的普遍程度。

2.2
严重度 severitylevelofdisease
病叶上病斑面积占叶片总面积的百分率,用分级法表示,设8级,分别用1%、5%、10%、20%、

40%、60%、80%、100%表示,对处于等级之间的病情则取其接近值,虽已发病但严重度低于1%,按1%
记。对群体叶片,需按式(1)计算病叶平均严重度。平均严重度的使用,在病害初发期可严格计数计算;
当病害处于盛发期且需调查点数繁多时,某点的平均严重度则根据目测估计给出。

D=∑i×l( )i

L
…………………………(1)

式中:

D———病叶平均严重度;

i———各严重度值;

li———各严重度值对应的病叶数,单位为片;

L———调查总叶数,单位为片。

2.3
病情指数 diseaseindex
病害发生的普遍性和严重程度的综合指标,用以表示病害发生的平均水平。按式(2)进行计算:

I=F×D×100 …………………………(2)
式中:

I———病情指数;

F———病叶率;

D———病叶平均严重度。

2.4
病田率 diseasedfieldrate
调查发现条锈病的田块数占全部调查田块数的百分率。

2.5
传病中心 diseasetransmissioncenter
由病菌潜育的病叶及其产生的孢子再侵染形成的相邻病叶构成。实际操作中,小麦苗期调查,条播

麦田单行33cm内或撒播麦田0.11m2(33cm×33cm)内有3片以上条锈病病叶时即为1个传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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