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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播期和拌种处理对玉米粗缩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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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明确河南省不同播期玉米粗缩病的发生情况及药剂拌种处理对玉米粗缩病的防治效
果，选择在河南省常年玉米粗缩病发生较普遍的开封市开封县和新乡市原阳县进行不同播期和拌
种处理对玉米粗缩病的影响试验。结果表明，２０１３年开封试点的玉米粗缩病发生程度和普遍性比
原阳试点严重，开封试点在５月４日－６月８日播种的玉米均发病严重，而原阳试点在５月４日－６
月３日播种的玉米有粗缩病发生，其中以５月１４日播种的玉米发病最重，但在６月８日后播种的
玉米已能避免玉米粗缩病的发生。开封试点玉米粗缩病为重度发生，原阳试点为偏重发生。拌种
处理的结果表明，开封试点处理间株高和病情指数的差异均不显著，原阳试点各拌种处理间玉米粗
缩病病情指数差异显著，株高、产量性状表现极显著差异。以高巧拌种处理的病情指数最低、株高
最高，且分别和对照差异显著，效果相对较好，但在玉米粗缩病严重发生的情况下，所有拌种处理对
玉米粗缩病均没有防治效果，即使在发病相对较轻的环境下，防治效果也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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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 米 粗 缩 病 （ｍａｉｚｅ　ｒｏｕｇｈ　ｄｗａｒｆ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ＭＲＤＤ）是由带毒灰飞虱侵染引起的玉米病毒病，其
病原 为 水 稻 黑 条 矮 缩 病 毒 （ｒｉｃｅ　ｂｌａｃｋ　ｓｔｒｅａｋｅｄ
ｄｗａｒｆ　ｖｉｒｕｓ，ＲＢＳＤＶ）［１］。近 年 来，该 病 在 山 东、河

南、江苏等省 发 生 较 重，已 成 为 玉 米 生 产 的 重 大 威

胁［２－４］。该病在河南省主要 发 生 在 开 封、濮 阳、新 乡

地区部分早春播玉米、蒜茬及早西瓜茬玉米上，且发

生面积不断扩大［３］。
目前，大面积推广种植的玉米品种郑单９５８、浚

单２０、先玉３３５等均不抗玉米粗缩病［５－６］，对玉米粗

缩病防控主要是通过推迟播期来避开灰飞虱的迁飞

高峰，以及采取统防统 治、消 灭 虫 源 等 措 施［７－８］。但

在河南省某些地区，受耕作制度、种植模式及种植习

惯的影响［３］，比如开封地区的大蒜一般在５月１０日

左右开始收获，农民习惯收获前套播玉米或收获结

束后马上进行玉米的播种，这就存在发生玉米粗缩

病的风险。
为了防控玉米粗缩病，在河南省开封和新乡地

区设置不同播期试验，分析这２个地区播期对玉米

粗缩病发生的影响，并选择目前常用的几种拌种剂

对玉米种子进行拌种，通过田间多点试验，分析拌种

对玉米粗缩病的防治效果。

１　材料和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及地点

选用玉米粗缩病感病品种浚单２０进行试验，地
点选在玉米粗缩病发生较普遍的河南省开封县杜良

乡和河南省农业科学院现代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

（原阳县）。

１．２　播期试验

２０１３年５月４日开始第１次播种，以后每５ｄ
播种１次，连续播种８次，最后１次于２０１３年６月８
日播种。不设重复，每 次 播 种５行，行 长５ｍ，行 距

６０ｃｍ，播种密度６７　５００株／ｈｍ２。

１．３　拌种试验

选用市场上销售的５种药剂进行拌种处理（表

１），以未处理的种子作为对照（ＣＫ）。采取完全随机

区组设计，重复３次，３行区，行长８ｍ，行距６０ｃｍ，
播种密度６７　５００株／ｈｍ２。原阳试点于２０１３年５月

１０日播种，开封试点于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１日播种。

表１　种子处理药剂和用量

药剂 有效成分 生产商 用量

吡虫啉 ７０％吡虫啉 河南省农科院植保所农药厂 ４ｇ／ｋｇ
锐胜 ７０％噻虫嗪 先正达作物保护有限公司 ３ｇ／ｋｇ
高巧 ６００ｇ／Ｌ吡虫啉 拜耳作物科学（中国）有限公司 ８ｍＬ／ｋｇ

科丰２号 ５％毒死蜱＋４％烯唑醇 河南省农科院植保所农药厂 ２０ｍＬ／ｋｇ
吡蚜酮 ２５％吡蚜酮 江苏盐城双宁农化有限公司 １０ｇ／ｋｇ

１．４　调查项目

在玉米乳熟期，按０～４级的分级标准逐株调查

玉米粗缩病的发生情况［９］。０级：健株；１级：株高为

健株株高的４／５左右，仅上部几个叶片叶背面有蜡

白条突起；２级：株高为健株株高的２／３左右，整株

显症；３级：株高为健株株高的１／２左右，整株显症；

４级：株高为健株株高的１／３以下，整株显症或提早

枯死。在分级调查病情的基础上，计算病情指数和

药剂防治效果，病情指数＝病级与相应各级别出现

的株数乘积之和／（最高病级×调查总株数）×１００，
防治效果＝（对照病情指数－处理病情指数）／对照

病情指数×１００％。另外，每个小区选中间行逐株测

量其株高。
在玉米收获期，播期和拌种试验的每小区全部

收获，晾晒、脱粒、称质量并测量含水量（最后籽粒含

水量按１４％算），以小区产量折算单产。
１．５　统计分析

采用ＳＡＳ　９．１（ＳＡ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Ｃａｒｙ，ＮＣ）软 件

中的ＧＬＭ程序进行方差分析，用Ｄｕｎｃａｎ新复极差

法进行多重比较。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播期对玉米粗缩病的影响

浚单２０的正常株高为２６０ｃｍ左右，而２０１３年

５月４日－６月８日在开封县杜良乡试点开展的不

同播期试验结果表明，８个播期玉米粗缩病均严 重

发生，病株率为１００％，所 有 单 株 发 病 均 为４级，病

情指数均为１００，株高为４０ｃｍ左右，玉米不能正常

开花授粉，在７月２０日左右已基本干枯死亡，没有

产量（表２）。在 原 阳 试 点，不 同 时 期 播 种 的 玉 米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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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试点表现不同。原阳试点５月１４日之前播种

的玉米病株 率 均 为１００％，之 后 播 种 病 株 率 明 显 降

低，６月８日为０；５月１９日之前播种的玉米粗缩病

病情指数均 在４０以 上，之 后 播 种 病 情 指 数 明 显 降

低，６月８日为０；５月４日－５月１４日播种的玉米

株高不断降 低，在５月１４日 播 种 的 玉 米 株 高 最 低

（８５．０ｃｍ），而后５月１９日－６月８日 播 种 的 玉 米

株高逐渐升高，最后１次播种的玉米已经表现正常，
株高为２５３．８ｃｍ；原阳试点的产量性状与株高的变

化趋势基本 一 致，在５月１４日 播 种 的 玉 米 产 量 最

低，６月８日 播 种 的 玉 米 产 量（８　１５３．１ｋｇ／ｈｍ２）为

正常产量（表２）。
开封和原 阳 试 点 不 同 播 期 试 验 结 果 表 明，２０１３

年开封试点玉米粗缩病发生程度和普遍性比原阳试

点严重，开封试点在５月４日－６月８日播种均造成

玉米粗缩病的严重发生，而原阳试点在５月４日－
６月３日播种的玉米可能有粗缩病发生，但在６月８日

后播种的玉米已经基本安全。

表２　两试点不同播期玉米生长和病害发生情况

播期／
（月－日）

病株率／％
原阳 开封

病情指数

原阳 开封

株高／ｃｍ
原阳 开封

产量／（ｋｇ／ｈｍ２）
原阳 开封

０５－０４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４７．５　 １００．０　 １４７．０　 ３６．０　 ４　９１２．５　 ０
０５－０９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４６．５　 １００．０　 １３８．３　 ３８．４　 ３　７１２．５　 ０
０５－１４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５１．６　 １００．０　 ８５．０　 ４０．２　 ２　６００．０　 ０
０５－１９　 ８３．３　 １００．０　 ４０．６　 １００．０　 １２７．８　 ４１．５　 ３　２７５．０　 ０
０５－２４　 ４３．５　 １００．０　 ２１．９　 １００．０　 １９９．５　 ４３．２　 ４　４００．０　 ０
０５－２９　 ４３．３　 １００．０　 ２４．２　 １００．０　 ２０９．５　 ４６．８　 ５　０５０．０　 ０
０６－０３　 ４３．８　 １００．０　 ２３．４　 １００．０　 ２３３．５　 ３９．９　 ７　７８７．５　 ０
０６－０８　 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５３．８　 ４５．０　 ８　１５３．１　 ０

２．２　拌种对玉米粗缩病的影响

在开封和原阳２个试点的拌种试验中，玉米粗

缩病的病株率均为１００％。开封试点玉米粗缩病严

重发生，发病级别多为４级，所有小区玉米均不能正

常吐丝、散粉，没有产量收获。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开封试点处理间株高、病情指数及防治效果的差异

均不显著（表３），株高变幅为３２．２～４８．３ｃｍ，以高

巧拌种处理的株高最高，对照的株高最低；病情指数

介于９３．０～９９．６，以高巧拌种处理最低，对照最高；
防治效果为２．７％～６．７％，效果太差（表４）。

原阳试点试验结果方差分析表明，各拌种处理

间玉米粗缩病病情指数和防治效果差异显著，株高

和产量性状差异极显著（表３）。病情指数的变幅为

４０．８～５７．９，其中以高巧拌种处理的病情指数最低，
除科丰２号拌种处理以外，与其他处理相比差异均

达显著水平，高 巧 拌 种 处 理 的 防 治 效 果 也 最 好，为

２４．６％；株高变幅为１１３．９～１４７．７ｃｍ，以高巧拌种

处理最高，与吡虫啉、锐胜及科丰２号拌种处理相比

差异不显著，但与吡蚜酮处理和对照相比差异显著；
产量同样以高巧拌种处理最高，达４　０７１．４ｋｇ／ｈｍ２，
与吡虫啉及科丰２号拌种处理相比差异不显著，但与

吡蚜酮、锐胜处理及对照相比则差异显著（表４）。

表３　两试点拌种处理玉米相关性状的方差分析

变异

来源
ＤＦ

原阳

病情指数

ＭＳ　Ｆ值

防治效果

ＭＳ　 Ｆ值

株高

ＭＳ　 Ｆ值

产量

ＭＳ　 Ｆ值

开封

病情指数

ＭＳ　Ｆ值

防治效果

ＭＳ　Ｆ值

株高

ＭＳ　Ｆ值

处理 ５　 ９９．９　３．６ ３４３．７　 ３．６ ３８４．５　 ７．０ １　３４２　６８５．８　 ６．７ １５．４　 ２．７　 １５．５　 ２．７　 ８４．７　 ２．９
重复 ２　 ４１．０　１．５　 １０９．７　 １．１　 ３５５．２　 ６．５ １　２９０　９２３．７　 ６．５ １０．１　 １．８　 ６．１　 １．１　 ６４．６　 ２．２
误差 １０　 ２７．７　 ９６．４　 ５４．７　 １９９　３８２．６　 ５．７　 ５．７　 ２９．８

　注：＊表示差异达０．０５显著水平；＊＊表示差异达０．０１显著水平。

表４　两试点拌种处理玉米各性状表现

药剂
原阳

病情指数 防治效果／％ 株高／ｃｍ 产量／（ｋｇ／ｈｍ２）
开封

病情指数 防治效果／％ 株高／ｃｍ
吡虫啉 ５２．３ａ ３．２ｂ １２７．９ａｂ　 ３　４４７．１ａｂ　 ９７．０　 ２．７　 ３７．７

锐胜 ５２．０ａ ３．９ｂ １２８．４ａｂ　 ３　０１８．５ｂｃ　 ９６．２　 ３．５　 ４１．３
高巧 ４０．８ｂ ２４．６ａ １４７．７ａ ４　０７１．４ａ ９３．０　 ６．７　 ４８．３

科丰２号 ４９．２ａｂ　 ８．９ａｂ　 １３０．７ａｂ　 ３　４８９．４ａｂ　 ９５．９　 ３．８　 ４２．１
吡蚜酮 ５７．９ａ －７．１ｂ １１３．９ｂ ２　２５４．０ｃ ９４．５　 ５．２　 ４１．４
ＣＫ　 ５４．１ａ １２１．２ｂ ２　５４５．０ｃ ９９．６　 ３２．２

　注：同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在０．０５水平上差异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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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个试点的结果均表明，高巧拌种处理的病 情

指数最低、防治效果最好、株高最高，但在玉米粗缩

病严重发生的情况下，如开封试点的发病环境，病情

指数均在９０以上，所有拌种处理对玉米粗缩病均无

明显防效；即使在发病相对较轻的环境下，如原阳试

点的发病环境，病情指数均在４０以上，高巧拌种防

治效果也有限。

３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选择在河南省玉米粗缩病常年发生较普

遍的开封市开封县和新乡市原阳县开展玉米粗缩病

的相关试验，２０１３年开封试点的玉米粗缩病严重发

生，原阳试点的玉米粗缩病偏重发生，这样的病害发

生环境保证了数据和试验结果的可靠性。
前人研究表明，播期对玉米粗缩病的发生程度

有很大影响［１，７－８］，玉米七叶期以前若和带毒灰飞虱

盛发期重叠，则发病严重。将玉米的敏感期人为延

后，使其错过灰飞虱的发生高峰期，可以明显减轻或

者避开粗缩病的感染［７－８］。因此，生产上推迟播期是

防控玉米 粗 缩 病 的 一 个 主 要 手 段。本 研 究 结 果 表

明，在开封试点５月４日－６月８日播种的玉米 均

发生玉米粗缩病，这可能与当地的耕作模式和灰飞

虱的群体数量有关，开封县杜良乡多为稻－麦轮作

模式，小麦播种以稻田免耕撒播为主，水稻收获前，
小麦已出苗，而小麦收获前，水稻在５月１０日左右

已完成育秧，这就为灰飞虱的周年活动提供了寄主。

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２日，笔 者 在 开 封 试 点 网 扫 周 边 麦 田

及田边杂草，每１５网 灰 飞 虱 都 在５　０００头 以 上（未

发表），灰飞虱数量大且持续时间长，因而造成玉米

粗缩病重度发生。黄河北岸的原阳试点，尽管也为

稻－麦轮作区，但灰飞虱的数量远低于开封试点，病
害发生的严重度也相应较低，但５月１４日播种的玉

米，病株率为１００％，多为３或４级，因此，２０１３年原

阳试点属于偏重发生年份。本研究不同播期试验结

果表明，开封试点在５月４日－６月８日播种玉 米

均造成玉米粗缩病的严重发生，播期应尽量后移至

６月１０日以后；原阳试点在５月４日－６月３日播

种的玉米可能有粗缩病发生，但在６月８日后播种

的玉米已能避免玉米粗缩病的发生。
尽管推迟播期是避免玉米粗缩病发生的主要措

施，但受耕作制度或种植习惯的影响，比如开封地区

的大蒜在５月１０日左右已经开始收获，农民习惯马

上播种玉米后出去务工，这就可能造成玉米粗缩病

的严重发生。因此，有必要筛选相关药剂进行防治。

有报道认为，在灰飞虱常年多发地区，一般田块玉米

粗缩病病株率 达 到１５％以 上，又 不 能 调 节 播 期 时，
采用具有内吸性的杀虫剂拌种和玉米四叶期前喷洒

杀虫剂加病毒钝化剂的方法可控制该病的发生［１０］。
刘爱芝等［１１］报 道，利 用 新 烟 碱 类 杀 虫 剂 吡 虫 啉、噻

虫 嗪 拌 种 对 玉 米 灰 飞 虱 防 治 效 果 在 ６０．４２％～
８３．９８％，对 玉 米 粗 缩 病 的 控 制 效 果，收 获 期 可 达

７２．２８％以上，与未处理对照相比增产达３６％以上。
但以上２项研究对照的病株率均在２５％以下，说明

试验环境发病较轻且不普遍，不能真正反映相关药

剂的效果。本 研 究 对 照 的 病 株 率 均 为１００％，能 真

正反映各药剂拌种的效果，相比较而言，高巧拌种处

理效果最好，但在玉米粗缩病严重发生的情况下，所
有药剂处理均没有任何效果，在发病相对较轻的环

境下，效果也有限，这就需要通过培育抗病品种来彻

底解决玉米粗缩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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