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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小麦主要病虫害遥感监测预警结果显示： 

今年小麦条锈病、纹枯病、赤霉病、蚜虫将呈重发态势，预计发生面积约

2.4 亿亩 

 

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原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综合利

用国内高分（GF）系列、环境（HJ）系列等，以及美国 MODIS 和 Landsat 

TM、欧盟 Sentinel 系列等卫星遥感数据，结合全国气象数据和调查数据，

依托自主研发的作物病虫害遥感监测与预警系统，开展全国主要作物主要

病虫害遥感监测与预警，并定期在线发布病虫遥感专题图和科学报告。 

2019 年冬季小麦主产区气温高于往年同期，有利于病虫害的越冬繁殖。

2020 年春季华北大部麦区气温偏高，江汉、江淮和黄淮等麦区降水偏多，

为小麦条锈病、纹枯病、赤霉病、蚜虫的扩散流行提供了有利条件。通过

融合遥感、气象等多源数据和病虫害模型，研究结果表明，2020 年全国小

麦主产区病虫害预期总体呈重发态势，小麦条锈病（Puccinia striiformis）、

纹枯病（Rhizotonia cerealis）、赤霉病（Fusarium graminearum）、蚜虫

（Sitobion avenae & Rhopalosiphum padi）预计累计发生面积约 2.4 亿亩。

其中，受菌源充足及有利天气等因素影响，小麦条锈病和赤霉病监测预警



结果显示总体偏重发生。主要病虫害的空间分布情况和发生面积具体监测

预警结果如下。 

1、小麦条锈病 

小麦条锈病预计全国发生面积约 3768 万亩，主要在华中、华北及西北

麦区，包括甘肃、陕西、四川、湖北、河南、山东等省份。 

 

图 1  2020 年全国小麦条锈病遥感监测预警结果 

表 1  2020 年全国小麦条锈病预计发生面积统计 

地理分区 
面积 / 万亩 

不发生 适宜发生 总种植面积 危害比例/% 

东北区 168  0 168  0 

华北区 4925  267 5192  5 

华东区 13451  754 14205  5 

华南区 4  0 4  0 

华中区 8718  1609 10327  16 

西北区 3562  853 4415  19 

西南区 1546  285 1831  16 

全国合计 32375  3768 36143  10 

2、小麦纹枯病 



小麦纹枯病预计全国发生面积约 9396 万亩，主要在华东及华中麦区，

包括河南、山东、安徽、湖北和江苏等省份。 

 

图 2  2020 年全国小麦纹枯病遥感监测预警结果 

表 2  2020 年全国小麦纹枯病预计发生面积统计 

地理分区 
面积 / 万亩 

不发生 适宜发生 总种植面积 危害比例/% 

东北区 168  0 168  0 

华北区 4681  511 5192  10 

华东区 9194  5010 14205  35 

华南区 4  0 4  0 

华中区 7004  3323 10327  32 

西北区 4133  282 4415  6 

西南区 1561  270 1831  15 

全国合计 26746  9396 36143  26 

3、小麦赤霉病 

小麦赤霉病预计全国发生面积约 742 万亩，主要在华东及华中麦区，

包括安徽、江苏、湖北等省份。 

 



 

图 3  2020 年全国小麦赤霉病遥感监测预警结果 

表 3  2020 年全国小麦赤霉病预计发生面积统计 

地理分区 
面积 / 万亩 

不发生 适宜发生 总种植面积 危害比例/% 

东北区 168  0 168  0 

华北区 5164  28 5192  1 

华东区 13761  445 14205  3 

华南区 4  0 4  0 

华中区 10074  253 10327  2 

西北区 4406  9 4415  0 

西南区 1824  7 1831  0 

全国合计 35401  742 36143  2 

4、小麦蚜虫 

小麦蚜虫预计全国发生面积约 1.1 亿亩，主要在华东、华北及华中麦

区，包括河南、山东、河北、安徽和江苏等省份。 



 

图 3  2020 年全国小麦蚜虫遥感监测预警结果 

表 3  2020 年全国小麦蚜虫预计发生面积统计 

地理分区 
面积 / 万亩 

不发生 适宜发生 总种植面积 危害比例/% 

东北区 168  0 168  0 

华北区 3993  1199 5192  23 

华东区 8889  5316 14205  37 

华南区 4  0 4  0 

华中区 7040  3287 10327  32 

西北区 3809  606 4415  14 

西南区 1665  166 1831  9 

全国合计 25569  10574 36143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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