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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米青枯病也叫茎基腐病 ,是世界玉米产区普遍发生的
一种系统侵染的土传真菌病害 , 在我国有不同程度的发生 ,
近几年 ,在河南 、安徽等省呈重度发生趋势。

1　发病症状

玉米青枯病一般发生在玉米灌浆末期 ,叶片从叶尖或叶
缘开始 ,发展到整叶和叶鞘 , 自下向上萎蔫 ,似霜打或开水烫
过 ,以后叶片逐渐枯死。病株茎基部 2 ～ 3 节呈黄褐色 ,节间
中空 ,茎节变成淡褐色 , 病部易破裂。根系变黄褐 ,根部空心
变软 ,须根减少 , 皮层易剥离 ,最后全株干枯 , 一旦遇到大风 ,
便会成片倒伏。果穗柄变软 ,苞叶逐渐干枯 , 大部分果穗下
垂 ,籽粒不饱满 , 排列松散 , 易脱 ,粒色灰暗 , 无光泽 , 秃尖增

长。发病期多为 1周左右 ,长的可持续 15 d 以上。也有的病
株出现急性症状 ,即在乳熟末期或蜡熟期全株在1 ～ 3 d 内急

剧青枯 ,没有明显的发展过程 , 在雨后乍晴情况下较为多见。

2　发生规律

病菌在土壤中的病残体上越冬 , 土壤中的越冬菌源在翌
年玉米播种后至抽穗吐丝期陆续由植株气孔或伤口侵入 , 在

植株体内蔓延扩展 ,故玉米连茬种植地发病重。不良栽培习
惯 ,如:偏施氮肥 ,过度密植 、田间郁闭 、通风透光不良 , 施用
未经腐熟的秸秆肥容易导致发病。因虫害 ,冰雹等原因造成
的植株创伤也有利于发病。玉米生长中期 , 生长迅速 , 组织
柔嫩 ,玉米灌浆中期至蜡熟期 , 连续阴雨 , 光照不足 , 茎基部
叶鞘间雨后集水湿度大 ,容易发病。 低洼积水的玉米田以及
高温多雨年份 ,尤其在玉米灌浆期间到蜡熟期若暴雨后突然
转晴 ,该病可能大流行。 另外 , 不同的玉米品种和品系抗病

性不同。种子也可携带病菌传播病害。发病高峰期发病率
一般在 10%～ 20%,高者可达 40%以上。

3　防治措施

该病主要在玉米生长前期侵染 ,故防治宜早不宜迟 , 并

且以农业防治为主 ,实行综合防治。
3.1　农业防治
3.1.1　选用抗病品种　抗性较好的品种有:豫玉 29 号 、豫玉
22号 、农大 108、农大 3138、丹玉 16号等。

3.1.2　轮作倒茬　在同一地块中连年种植玉米 , 可造成病
原菌在土壤中大量积累 , 发病会逐年加重。如果与大豆 、花
生等非寄主作物实行轮作 ,可减少侵染来源。
3.1.3　清除菌源　玉米收获后 , 及时清除田间的病株和落
叶 ,深翻深埋或集中烧毁 , 秸秆肥充分腐熟后再施用。
3.1.4　合理施肥　玉米青枯病病菌属弱寄生菌 , 在玉米中
后期生长衰弱时才大量发病 , 在玉米正常施肥的情况下 , 注
意合理施用钾肥 、锌肥 , 可以改善玉米农艺性状 , 促使玉米健

壮生长 ,大大提高玉米的抗病能力 ,降低发病率。方法是:玉
米幼苗期 ,每公顷用锌肥 22.5～ 30 kg、钾肥 150 ～ 225 kg , 混
合后穴施于玉米茎基部 7 ～ 10 cm 处。
3.1.5　防治害虫　及时防治玉米螟虫 、粘虫等虫害 , 减轻玉
米植株创伤。
3.1.6　田间管理　及时做好中耕 、培土 、除草工作 , 并避免
各种损伤。低洼地应注意雨季排水 , 降低田间湿度 , 增强土

壤通透性。
3.2　药剂防治
3.2.1　种子处理　①种子消毒。 选留无病植株种子 , 用
50%托布津粉剂 500 ～ 1 000 倍液 , 于播种前浸种 2 h , 清水
洗净后播种。 ②种子包衣。选择合适的玉米种衣剂对玉米
种进行包衣 ,可杀菌除虫 , 有效防治玉米苗期地下害虫 ,抑制
玉米苗期病害的发生 ,从而健苗壮苗 , 提高抗性。
3.2.2　田间施药　选用 65%代森锌 1 000 倍液 , 或 50%多

菌灵 500倍液 , 或 70%甲基托布津 500 倍液 , 在发病初期喷
根茎 ,每隔 7 ～ 10 d喷 1次 , 连喷 2 ～ 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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