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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圆斑病的发生与防治

王景山
,辽宁省北票市常河营乡农业技术推广站"辽宁 北票 !((!!!-

摘 要! 吉 &. 玉米自交系具有较多优良性状"繁育铁单 ) 号玉米种"很受农民喜欢# 但吉 &. 自交系最大缺点

是不抗圆斑病"一般种子田感病率为 !"/ 0 !#/"直接影响制种产量"如果栽培合理"用药及时"此病可以控制# 作者

通过十几年的玉米制种实践和防病研究"提出对圆斑病的发生规律及防治办法#

关键词! 玉米圆斑病$发病原因$防治对策

中图分类号! +).#1!.! 文献标识码! 2

玉米圆斑病是玉米的主要病害之一"近年来在铁单 ) 组

合%吉 &. 自交系等品种上发病较重"轻者病穗率达 ."/"重

者病穗率达 3"/左右"减产严重"直接影响制种及生产面积

的扩大"已成为吉林省部分地区繁育和推广铁单 ) 等优良杂

交种的主要障碍# 我乡每年都为吉林省繁育铁单 )%吉 &. 自

交系 "1.. 45( 左右"因此"摸清玉米 圆 斑 病 的 发 病 规 律 及 防

治措施十分重要#

! 玉米圆斑病的发病症状

玉米圆斑病危害叶片%叶鞘%花丝%果穗和种子# 但主要

危害果穗"造成果穗腐烂变质"失去种用或食用价值# 发病初

期"病菌先侵染叶片和果穗苞叶"并在叶片%苞叶和子粒上逐

渐长满一层黑色雾状物,分生孢子*"子粒黑腐并且干瘪"果穗

顶部和中部受害较重"底部受害较轻# 开始时叶片上出现水

渍状小斑"以后病斑逐渐扩大"大小为 # 0 !# 55 6 . 0 # 55"

病斑椭圆形或近圆形"边缘褐色或紫褐色"病斑中部初为 草

黄色"后变成浅褐色"干枯有晕环#

( 玉米圆斑病的发生规律

玉米圆斑病病菌为蠕孢菌"有性世代为子囊菌"浸 染 循

环与玉米大%小斑病相似# 病原菌主要在种子%枯秆%土壤越

冬"为第二年传染的主要来源# 条件适宜时"病菌产生分生孢

子靠风力%雨水传播"进行侵染"潜育期 ! 0 ( 7"病菌生理小

种间致病力有差异"生理小种 ! 号病症表现为圆形斑"生 理

小种 ( 号则表现为线形病斑#

!"# 玉米圆斑病与气候条件的关系

玉米圆斑病病菌发生的最适温度为 (#8左右"相对湿度

为 3#/以上"而湿度是决定因素# 我地区的 3 0 9 月份气候条

件正适合其发育侵染"但是"不同的年份病轻重程度不同"在

3 0 9 月份雨水多%湿度大的年份发病重"而雨水少%湿度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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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发病轻# 如 !%%! 年和 !%%( 年发病较重"在 "1. 45( 面积

上调查"果穗穿透率分别为 !3/和 (!/"因为这两年夏季雨

水多%温度大"利于病菌浸染循环# 而在 !%%. 年"伏 旱 时 间

长"降雨偏少"湿度小"在铁单 ) 号种子田里调查"玉米圆斑

的平均穿透率仅为 #/#

!"! 玉米圆斑病与栽培管理条件的关系

常河营乡是省农垦局种子公司的玉米种子繁育基地"从

!%%! 0 !%%% 年连续 9 年大面积为吉林省制铁单 ) 号玉米种#

经几年的生产实践和多年的调查摸索"初步得出如下发病规

律!

’!- 平洼地发病重"二坡地发病轻# 二坡地与平洼地相比"

浸染率和果穗穿透率分别低 ("/0 ."/和 9/ 0 )"/# 由于坡

地通风透光条件好"田间温度和湿度均较平洼地低"因此 发

病轻#

’(- 重茬地发病重"倒茬地发病较轻# 倒茬地与重茬地相

比 " 侵 染 率 和 果 穗 穿 透 率 分 别 降 低 )(/ 0 ))/和 !3/ 0
#3/"重茬地病菌累积量大"故发病重#

’.- 早播发病重"适当晚播发病轻#适当晚播与早播相比"

侵染率和果穗穿透率分别降低 ))/ 0 )3/和 !(/ 0 .!/#

’)- 增施农家肥地块发病轻"单施化肥地块发病重# 如侵

染率和果穗穿透率"增施农肥比单施化肥的分别降低 !9/ 0
(%/和 9/ 0 (#/# 因为施农家肥增加了土壤有机质含量"改

善了土壤理化性质"通透性变好"有利于土壤微生物的繁 衍

活动"加速了各种养分的分解转化"促进了根系对土壤养 分

的吸收和利用"使植株生长健壮"增强了对圆斑病的抵抗 能

力# 另外"单施化肥"尤其是单施氮肥的玉米植株生长幼嫩"

对病菌抵抗能力弱"故易感病#

为了进一步说明上述几个观点" 我们在 !%%9 0 !%%% 年

对 9 个村的 !3# 户农民的 9& 块铁单 ) 号制种田的圆斑病发

生情况进行了调查"其调查结果见表 !#

. 玉米圆斑病的防治

在摸清玉米圆斑病发生规律的基础上"积极开展防治工

作# 几年的防治实践证明"防治玉米圆斑病必!下转第 ""# 页$

玉 米 科 学 ("")=!(&增刊’!!!)"!!3 >?@ABC< ?D ECFG; +HF;BH;I



!上接第""#页$须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工作方针$

!"# 改善栽培管理条件"一是选择地势高燥%中上等肥力

的二坡地种植铁单 $ 号和吉 %& 自交系&二是适当晚播"即在

’ 月 () * &) 日播种"实行轮作倒茬"合理施肥"注意排水"增

强植株的抗病能力& 三是施农家肥 &+ ’)) ,- . /0(" 施尿 素

"1+2’ * ((’2) ,- . /0("或 氢 铵 &)) * $’) ,- . /0("做 到 氮 肥 不

过量"又要保证后期不脱肥&四是合理密植"公顷保苗 % 万株

左右$

!(3 清洁田块"经常深入田间检查"发现病叶及早摘除"并

把病叶带到田外烧毁或深埋$ 秋收后彻底清除田 间 残 株 落

叶"把病株及叶片及早当柴烧"减少土壤中越冬菌源$

!&3 培育抗病铁交系品种"更换吉 %& 自交系$

!$3 药剂防治$ 实践证明"粉锈宁是防治玉米圆斑病的理

想药剂"该药的特点是残效期长"内吸性强"毒性低"用量小"

操 作 简 便"防 治 效 果 好"经 济 效 益 高"防 治 效 果 可 达 +’4以

上$

喷施方法’当 ’4的玉米吐丝时为喷药适期"过早过晚都

不好$ 喷药部位以果穗为主"兼顾中%下部茎叶$ 用药量 为

+’) - . /0("对水 $’) ,-"最好是无风的晴天喷药"如喷药后 1
/ 内遇雨"待天气转晴后应抓紧时间补喷一次$一般年份打一

次药即可控制病害的发生侵染"严重年份喷两次"间隔 & * ’
5 一次"便能控制住病害$

调查面积 侵染率 果穗穿透率

!/0(3 !43 !43

平洼地 ()) ’) * 1) "’ * "1
二坡地 "1) &" * ’’ + * ($
坡 地 (") ") * $$ & * ""
三年重茬 "+’ ’( * 11 () * %1
$ 月 (’ 日前播种 1’ ’& * 1% "’ * $)
’ 月 () * &) 日播种 6) "" * (6 & * 6
增施农肥 ($) "6 * $) + * ""
单施化肥 "1’ &1 * %6 "’ * &%

栽培条件

表 ! 玉米圆斑病与栽培条件的关系

商业销售"或者将其种子留种"不断组配生产!沈单 ")(或)沈

单 "%(种子"并进行商业销售"则该行为属于侵权$

!"# 许可权

根据品种权人拥有的独占权"品种权人不仅自己可以实

施其授权品种"还有权许可其它单位或者个人实施"这就 是

品种权人的实施许可权$ 许可他人实施的"双方应签订书面

合同"明确规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比如’许可的内容7生产%

销售%使用3%数量%区域范围以及利益分配等$ 许可他人实施

品种权的同时"只要这种许可不是独占许可"品种权人自 己

仍可实施品种权$ 比如’!沈单 "%(已许可888种业公司实施

品种权!使用权3"沈阳市农业科学院作为品种权人自己仍可

实施"并且可以再许可另外888种业公司实施品种权!只要不

是独占许可3$

( 品种权的实施许可

品种权人自己有权许可他人生产%销售或利用其授权品

种繁殖材料"并从中取得经济上的回报$ 许可他人实施品种

权"是品种权人一项十分重要的权利$

$"! 独占许可

他是指被许可人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和 一 定 的 时 间 期 限

内对许可方的授权品种拥有独占使用权的一种许可$ 也就是

说"被许可方是该授权品种的惟一许可使用者"许可人和 任

何第三方均不得在该地域和期间内使用该授权品 种$ 实 质

上"这类许可合同与品种权买卖或转让合同相类似$

$"$ 独家许可

他是指许可人授予被许可人在一定的 条 件 下 的 独 家 实

施授权品种的权利"同时保证不再向第三方授予在上述合同

规定的条件内实施该授权品种"但许可人自己仍保留实施该

授权品种的权利$

$"% 普通许可

他是一种允许多方的许可$ 也就是说除了允许被许可人

在规定的地域或时间内生产% 销售或使用其授权品种外"还

可以继续许可其它第三者生产% 销售或使用其授权品种"并

且许可人仍保留着自己对其授权品种的生产% 销 售 或 使 用

权$ 按照这种许可合同的规定"品种权人可以在同一地域内"

将其授权品种的生产%销售或使用权同时许可多人使用$ 这

样做的好处是有利于新品种的推广应用$ 但是另一方面"若

管理不当"盲目地%没有限制地过多签订这种许可合同"也会

导致被许可人生产的授权品种过剩%滞销"这显然对被许 可

人是不利的"品种权人也将蒙受损失$

& 品种权的保护

品种权是*条例+的核心"对品种权予以法律保护是*条

例+的立法宗旨$ *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未经品种权人许

可" 以商业目的生产或者销售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的行为"

就是侵犯品种权的行为$ 他可以分为非法利用授权品种和非

法妨碍利用授权品种两种$ 第一种是未经品种权人许可"为

商业目的生产和销售授权品种$ 这种侵权案件"当事人可以

向该地区的省级以上农业行政管理部门请求处理"从而获得

保护&第二种是假冒他人品种"即违背品种权人的意愿"以欺

骗他人获取高额利润为目的而冒充获得品种权的品种$ 这种

侵权案件"当事人可以向该地区的县级以上农业行政管理部

门请求处理"获得保护$

*条 例+的 实 施"既 保 护 了 品 种 权 人 合 法 的 知 识 产 权 利

益"又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种业科技创新的发展$ 众多种子公

司开始认识到"市场竞争的本身是科技的竞争"没有科研 新

成果%没有新品种品种权的单位是不能发展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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