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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春玉米区玉米丝黑穗病大发生原因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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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年东北春玉米区玉米丝黑穗病大发生%本文作者受农业部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良繁处委托&对

东北春玉米区玉米丝黑穗病大发生情况进行了普查% 结果表明&东北三省发病面积近 !"&*+ 万 ,-’&占玉米总面积的

!%*#.%一般品种发病率在 +.左右#感病品种发病率在 !". / 0".#个别高感品种的发病率在 #".以上%主要原因是

玉米多年重茬连作&缺乏抗病品种&气候条件变化异常以及农民缺乏科学使用种衣剂的常识% 提出以抗病品种为基

础&化学防治为主农业保健栽培措施为辅的综合防治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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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情况

’""’ 年东北春玉米区玉米丝黑穗病大发生< 面

积 近 !"&2+ 万 ,-’% 其 中 黑 龙 江 省 发 病 面 积 00 万

,-’& 占全省玉米面积的 ’".% 主要品种为龙单 !%
和白单 (!&发病率在 !0. / +".% 吉林省发病面积

&" 万 ,-’&占全省玉米面积的 (".% 一般品种发病

率在 +.左右& 感病品种发病率在 !". / 0".#如

Y#")’廊 育 & 号’四 密 ’!’四 密 ’#’陕 单 %!!’龙 单

!(’丹 ’!""’新铁单 !"’龙丰 ! 号’龙丰 ’ 号’铁单 !’’
农大 (!() 等% 个别高感品种的发病率在 #".以上&
如吉单 ’"%’掖单 00’登海 ! 号’东单 &"’丹 &()’丹

&(% 等% 辽宁省发病面积 (2( 万 ,-’&占全省玉米面

积的 ’2(.% 主要品种为沈单 !& 和丹 &()&发病率在

%. / (".% 玉米丝黑穗病发病率即等于损失率% 估

计今年因玉米丝黑穗病造成产量损失在 !". / !#.%

’ 发生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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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军’姚峰科长给予大力支持和协助&在此表示感谢%

玉米丝黑穗病是以土壤传病为主& 苗期侵染的

病 害 % 病 原 菌 为 丝 轴 团 散 黑 粉 菌 Z6;(-%#(-%&3
-.%+%,"&3 !YD B:"[?:CI: => WD@@\% 以冬孢子散落在

土壤中&混入粪肥里或沾附在种子表面越冬&冬孢子

在土壤中能存活 ( 年Z!\% 土壤带菌和混有病残组织

的粪肥是其主要侵染源%种子表面带菌虽可传病&但

侵染率极低&它是远距离传播的侵染源Z’\% 玉米丝黑

穗病发病轻重取决于品种的抗病性和土壤中菌源数

量以及播种和出苗期环境因素的影响Z!\%
今年玉米丝黑穗病大发生的主要原因是玉米多

年重茬连作& 盲目引种一些晚熟高感品种使土壤中

病原菌的累积量越来越高& 气候条件变化异常以及

农民缺乏科学使用种衣剂的常识%
DEF 土壤菌量累积量增高

资料显示高感品种连作时& 土壤中菌量每年增

长 # / !" 倍Z!\% 东北春玉米区大多数土地玉米连作

在 ( / # 年以上% 土壤中积累了引起丝黑穗病大发

生的充足菌量%
DED 缺乏抗病品种

在黑龙江’吉林两省发病率在 !".以上的品种

多为辽宁’山东省等黄淮海地区培育的品种%在该地

区平原地带玉米丝黑穗病发生较轻& 所选育的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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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对玉米丝黑穗病的抗性! 在黑龙江省双城市新

兴乡全国玉米区试东北早熟春玉米组二组试验田

中" 参试的 !" 个品种发病率在 !#$ % &#$的有 !!
个"占 &’(’$! 在吉林省农科院植保所全国玉米区试

东北早熟春玉米组抗病#虫$鉴定圃中"人工接种条

件下发病率在 !#$以上的品种占参试品种总数的

"&(&$% 说明目前选育的品种多数为感病品种! 同时

在品种审定中" 对杂交种的抗性评价" 缺乏统一标

准!以东三省为例"黑龙江省人工接种丝黑穗病鉴定

抗感分界线为 ’#$"田间自然鉴定为 ’$&吉林省人

工接种丝黑穗病鉴定抗感分界线为 )#$"田间自然

鉴定为 !#$&辽宁省人工接种丝黑穗病鉴定抗感分

界线为 )"$"没有田间自然鉴定为参考% 品种审定

把关不严"导致感病品种在市场流通"造成丝黑穗病

大发生%
!"# 气候条件变化异常

今年早春高温"土壤墒情好% 农民抢墒播种"一

般在 * 月 !" 日左右"个别早的地区在 * 月 ’ 日开始

播种% 但播种后遇到持续低温% 据公主岭市气象台

资料"* 月中下旬 !# +, 平均地温为 -(-.% 在土壤

湿度适宜条件下" 土壤温度是决定出苗时间长短的

主要因素" 土壤温度大于 &." 种子萌发& 在 !/ %
!-.时出苗 - % !# 0&如果土壤温度是 !# % !’."出

苗则需要 !-%)# 0& 土壤温度在 )!.时只需要 " % /
0 就可出苗1’2% 丝黑穗病菌侵染的最适时期是从种子

萌发开始到一叶期1*3"也就是种子萌发到出苗期% 今

年的气象条件延长了种子萌发到出苗的时间" 加大

了丝黑穗病菌的侵染机率%
!"$ 农民缺乏科学使用种衣剂的常识

农民购买种衣剂时"缺乏科普知识"受推销商的

误导" 盲目使用种衣剂也是促使丝黑穗病菌大发生

的主要原因% 黑龙江省呼兰县孟家乡丁家村种植高

感品种白单 ’!"使用的种衣剂却是哈尔滨市龙志农

资化工有限公司生产的 )#$福’克种衣剂" 该种衣

剂中没有防治丝黑穗病的化学药剂成分! 结果造成

丝黑穗病大发生" 近 ’’(’ 4,) 面积平均 发 病 率 在

/#$以上"损失惨重!

’ 防治对策

以抗病品种为基础" 化学防治为主农业保健栽

培措施为辅的综合防治技术!
#"% 选育种植抗病品种

从长远的目标"可持续控制的观点出发"防治丝

黑穗病的基础工作应是选育抗病品种! 玉米对丝黑

穗病的抗病性主要是细胞核遗传" 由微效多基因控

制"属数量性状遗传!玉米杂交后代的抗病性多介于

双亲之间!在杂交选育中"尽可能用高抗自交系为亲

本"决不能用高感材料!用性状优良的中感自交系作

亲本时"必须以高抗材料与之相组配1)3! 统一丝黑穗

病的抗性评价标准" 建议人工接种丝黑穗病鉴定抗

感分界线为 !#$&田间自然鉴定为 "$! 严把品种审

定关"杜绝高感品种在市场的流通!
目前对丝黑穗病抗病性较好的品种有( 吉单

!"/)吉 单 !"5)吉 单 !’!)吉 单 !-#)吉 单 ’*))吉 单

!’/)四单 !#")四单 !5)平安 !-)平安 )- 等!
#"! 加强农业保健栽培措施减少菌源

适时播种)避开低温)减少病菌的侵染机率! 在

病害形成黑粉瘤未破裂时" 及时摘除瘤体并携至田

外深埋"减少病菌在田间的扩散和在土壤中的存留!
#"# 化学防治

使用种衣剂是防治玉米丝黑穗病最直接)经济)
有效的措施之一!目前市场上种衣剂的品种很多!针

对玉米病虫害不同的防治对象有一元和多元复配制

剂"因此在使用上要有选择性!根据大量的试验研究

证明"含有烯唑醇)戊唑醇和三唑醇成分的种衣剂对

丝黑穗病的防治有明显效果!防效高达 -&$ % 5/$!
但烯唑醇药剂在低温条件下"播种深度超过 ’ +, 时

易产生药害! 地中茎生长受到抑制"种芽拱不出土)
弯曲"在地下展开子叶!今年在吉林省榆树市和公主

岭市北部地区均出现此类药害! 因此在使用含有烯

唑醇成分的种衣剂时"要适时晚播避开低温"同时播

种深度不能超过 ’ +,! 有关烯唑醇药剂的药害问

题"有关专家正在进行深入研究"希望在不久的将来

能够解决!相比之下"戊唑醇和三唑醇药剂就不存在

安全性问题! 吉农高新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农药

分公司生产的吉农 * 号种衣剂是由克百威)福美双)
和三唑醇复配而成的三元种衣剂" 公主岭市八达农

化有限公司生产的黑虫双全种衣剂是由克百威和戊

唑醇复配而成的二元种衣剂" 这两种种衣剂是目前

国内市场上防治玉米苗期病害)地下害虫)丝黑穗病

和玉米丛生苗的最好药剂"具有综合防效好)安全性

高的特点!
总之"利用抗病品种"有选择性的使用种衣剂和

提高播种质量" 加强田间管理就可以有效地控制玉

米丝黑穗病的发生与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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