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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4个玉米品种小斑病和弯孢霉叶斑病的发生规律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 ,2005年 ,聊城市

玉米小斑病比弯孢霉叶斑病发生早且重 ,发生弯孢霉叶斑病的叶片常从中下部开始 ,而发生小斑病

的叶片基本上是从下部 1 ～ 3片叶开始逐渐向上蔓延 。抗病品种从病害始发期至生育后期流行曲

线平缓 ,感病品种的病情发展快 ,流行曲线上升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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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米小斑病和弯孢霉叶斑病是我国玉米主产区

的重要叶部病害。其中 ,玉米小斑病喜温暖潮湿的

环境 。20世纪 60 年代 ,由于大面积推广的杂交种

多不抗小斑病 ,小斑病的危害日趋严重;70年代后 ,

随着抗病品种的推广 ,小斑病的发生和危害基本得

到了控制 ,但由于抗病性品种的大面积单一化种植

和全球的气候变暖 ,玉米小斑病在我国的发生有逐

渐加重的趋势。玉米弯孢霉叶斑病喜高温高湿的环

境 ,属成株期病害。华北地区 ,发病高峰期在玉米抽

雄后 ,即 8月中 、下旬至 9 月上旬;由于目前缺少抗

弯孢霉叶斑病的基因 ,再加上该病潜育期短 ,当遇到

不良的气候条件时 ,可能造成玉米弯孢霉叶斑病的

大发生 。鉴于其对玉米生产的潜在威胁 ,对 4 个玉

米品种进行了小斑病和弯孢霉叶斑病的发生规律调

查 ,以期明确不同玉米品种小斑病和弯孢霉叶斑病

的发生发展规律 ,以便为指导品种的合理应用 ,制定

合适的防治措施提供依据 。

1　材料和方法

1. 1　试验材料

试验于 2005年在本校试验田进行 ,试验地前茬

为小麦 ,土质为砂壤土 ,水肥条件良好。供试的聊玉

18号 、郑单 958 、鲁单 981和富友 1号均来自山东省

汇德丰种子公司 。玉米小斑病菌为 B ipolaris may-

d is(Nisikado e t Miyake) Shoem. ,弯孢菌为 Curou-

laria lunata (Walk)Boed ,皆为聊城大学农学院病

理实验室分离培养所得。

1. 2　试验方法

本试验设计为每品种 1 个处理 ,各处理小区随

机排列 ,3次重复。小区面积 150m2 , 4行区 ,南北行

种植 ,根据品种特性其行距全部设为 66. 7cm ,其中 ,

聊玉 18号 、郑单 958的种植密度为 67 500株 /hm2 ,

株距为 22. 22cm;鲁单 981为 52 500株 /hm2 ,株距

为 28. 57cm;富友 1 号为 45 000 株 /hm2 , 株距为

33. 33cm 。2005年 ,从 6月 30日到 9月 8日对供试

品种小斑病和弯孢霉叶斑病的发生情况进行了调

查 。6月 30到 7月 20日每 5d调查 1次病情 , 7月

20日以后 ,由于玉米植株较高 , 调查较为困难 ,每

10d调查 1次 。各小区采取 5点取样法 ,进行定点 、

定株和定叶片进行调查 ,每点随机取样 20株 ,除最

下面的第 1片叶外 ,每株以最先发病的叶片为调查

对象 ,玉米小斑病和弯孢霉叶斑病都采用相同的分

级标准 ,见表 1 。统计病株率及病情指数 ,并用折线

图对其进行分析。

表 1　玉米小斑病和弯孢霉叶斑病的分级标准

病害分级 表现症状

0级 叶片不发病

0. 5级 叶片发病面积占调查叶片面积的 0～ 5%

1级 叶片发病面积占调查叶片面积的 6%～ 10%

2级 叶片发病面积占调查叶片面积的 11%～ 25%

3级 叶片发病面积占调查叶片面积的 26%～ 50%

4级 叶片发病面积占调查叶片面积的 51%～ 75%

5级 叶片发病面积占调查叶片面积的>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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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 1　2005年 ,聊城市夏玉米小斑病的发生规律

2005年 ,通过对 4个玉米品种小斑病发生规律

的调查 ,发现小斑病在 6月 30日已经发生 ,且发生

小斑病的叶片基本上是从下部第 1 ～ 3片叶开始逐

渐向上蔓延。通过对 4个玉米品种乳熟期病情指数

的分析可知 ,富友 1 号 、鲁单 981对小斑病为高感 ,

郑单 958 、聊玉 18号为中感 。

2. 1. 1　2005年不同玉米品种小斑病的田间发病率

　由图 1可知 ,由于富友 1 号 、鲁单 981 、郑单 958

和聊玉 18号对小斑病的抗病性不同 ,其发病率在田

间的发展规律有着明显的差异 ,其抗病性越弱 ,发病

率增加越快。富友 1号 6月 30日已经发生;7月 20

日 ,富友 1号和鲁单 981的发病率已达 100%;郑单

958和聊玉 18号在 7月 30日也达 100%。其中 ,富

友 1号和聊玉 18 号差异最明显 ,郑单 958 和聊玉

18号的发病率一直没有多大差异 ,其发病率都在 7

月 30日达 100%。

图 1　不同玉米品种小班病的田间发病率

2. 1. 2　2005年不同玉米品种小斑病的田间病情指

数　由图 2和田间调查情况可知 ,富友 1号和鲁单

981在 7月 20日以前病情指数增加缓慢 ,而郑单

958和聊玉 18号在 7月 30日以前病指一直增加缓

慢 ,且其病指的增加基本上都是由于发病率的增加

所引起;另外 , 4个品种在以后的时间 ,其病指的增

加都是由于病级的增加所引起 。由于富友 1号 、鲁

单 981 、郑单 958和聊玉 18号对小斑病的抗病性不

同 ,其病情指数在田间的发展规律有着明显的差异 。

富友 1号的病指增长最快 ,其病指达到 100%要比

鲁单 981 、郑单 958和聊玉 18号早 20d;郑单 958和

聊玉 18号病指差异一直不明显 。且抗病性越弱的

品种流行曲线上升越明显 ,抗病性越强流行曲线上

升越平缓 。

图 2　不同玉米品种小班病的田间病情指数

2. 2　2005年聊城市夏玉米弯孢霉叶斑病的发生规

律

2005年 ,通过对 4个玉米品种弯孢霉叶斑病发

生规律的调查 ,发现弯孢霉叶斑病在 7月 20日开始

发生。发生弯孢霉叶斑病的叶片常从中下部开始 ,

逐渐上下蔓延。通过对 4个玉米品种乳熟期病情指

数的分析 ,其对弯孢霉叶斑病的抗病类型皆为中抗。

2. 2. 1　2005年不同玉米品种弯孢霉叶斑病田间发

病率　由图 3可知 , 4 个品种的弯孢霉叶斑病的发

病率一直表现为鲁单 981〉聊玉 18号〉郑单 958〉富

友 1号 。其中 ,鲁单 981在 7月 20日已开始发病 ,9

月 8日已达到 100%,而其他品种在 7月 20 日还没

发生 ,9月 8日也没达 100%;而且鲁单 981和富友

1号的发病率差异最明显 ,聊玉 18 号 、郑单 958和

富友 1号的发病率在 7月 20 ～ 30日基本上没有差

异 ,后期其差异性逐渐增大 。

图 3　不同玉米品种弯孢霉叶班病的田间发病率

2. 2. 2　2005年不同玉米品种弯孢霉叶斑病的田间

病情指数　由图 4可知 ,在 7月 20日 ～ 8月 19日 ,

鲁单 981 、聊玉 18号 、郑单 958 和富友 1 号弯孢霉

叶斑病的病情指数差异不明显 ,且病指增加缓慢 ,其

病指的增加主要是由于发病率的增加所引起;在 8

月 19日 ～ 9月 8日 ,鲁单 981和聊玉 18号的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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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迅速增加 ,其病指的增加主要是由于病级的增

加所引起;而郑单 958 和富友 1 号的病情指数在 9

月 8日前一直增加缓慢 ,且其病情指数的增加主要

是由于发病率的增加所引起。并且由于不同玉米品

种对弯孢霉叶斑病的抗病性不同 ,其病指的田间流

行曲线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感病较重的品种鲁单

981和聊玉 18号的田间流行曲线增加较快 ,而较为

抗病的品种郑单 958和富友 1号的田间流行曲线增

加较为缓慢。

图 4　不同玉米品种弯孢霉叶班病的田间病情指数

3　讨论

1)通过对 2005年聊城市夏玉米小斑病和弯孢

霉叶斑病的发病规律的调查和对不同玉米品种小斑

病和弯孢霉叶斑病的抗病性分析 ,发现 2005年聊城

市玉米小斑病和弯孢霉叶斑病的发生规律为小斑病

(6月 30日已经发现病斑 , 7月 30日 4个品种的发

病率已达 100%)比弯孢霉叶斑病(7月 20日发现病

斑 ,到 9月 8日 ,只有鲁单 981的发病率达 100%)

发生早且重 ,发生弯孢霉叶斑病的叶片常从中下部

开始 ,而发生小斑病的叶片基本上是从下部第 1 ～ 3

片叶开始逐渐向上蔓延 ,这种规律性在其他年份以

及其他地区是否如此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

2)由于玉米小斑病和弯孢霉叶斑病都存在生

理分化现象 ,再加上我国地域辽阔 ,玉米品种多 ,各

个地区都有连续多年种植一个或几个品种的习惯 ,

所以 ,以前表现较高抗病性的品种 ,其抗病性也会逐

渐减弱甚至丧失 ,这些品种抗病性减弱乃至丧失 ,不

是抗病基因的丢失 ,绝大多数是病菌致病力的变异 ,

由弱致病力菌株突变为强致病力的菌株所致;并且

针对特定的品种 ,不同的研究年份和不同的生态条

件下 ,其抗性鉴定结果并不完全相同 ,甚至会出现完

全相反的结论。又由于田间病情指数和病害的严重

度变化规律能够基本上反映出玉米品种间的抗病性

差异 ,抗病材料表现为从病害始发期至生育后期流

行曲线平缓 ,感病材料正好相反
[ 8]
,本试验的结果和

其是相符的 。

3)无论是小斑病还是弯孢霉叶斑病 ,其发生规

律都要受到气候条件的影响 ,本试验只是调查了小

斑病和弯孢霉叶斑病在 2005年的发生规律 ,其他年

份的发生规律有待进一步研究 ,以便总结出小斑病

和弯孢霉叶斑病的发生规律与气候之间的关系 ,为

小斑病和弯孢霉叶斑病的防治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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