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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玉米弯孢菌叶斑病产量损失测定结果表明%产量损失率与玉米品种及弯孢菌菌株密切相关%相同菌株

对不同玉米品种及不同菌株对相同玉米品种产量影响有差异%产量损失幅度为 !",!"- . /+,&(-&玉米弯孢菌叶斑

病影响玉米产量构成%使玉米穗变短’细%百粒重减少( 通过药剂防治试验结果看出%药剂防治能有效地防治玉米弯

孢菌叶斑病) 0"-代森锰锌 12#"" 倍液防治效果最好%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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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是我国的主要粮食作物之一% 近十年种植

面积达( )()万>O(%玉米具有用途广’抗逆性强’产

量高的特点% 深受农民的欢迎) 由于耕作制度的改

变’品种的更换’抗性的丧失及气候条件的变化导致

新病害发生和次要病害暴发流行) 玉米弯孢菌叶斑

病是近年我国发现的一种新病害% 据报道该病在欧

洲’美洲’亚洲及非洲玉米产区均有发生%严重时可

造成&成以上的产量损失) 近年在陕西’河北’山东’
山西’北京’辽宁’吉林’黑龙江省有此病发生 \(%)]%在

局部地区已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年在辽宁暴

发流行%有!,&万>O(玉米绝产%玉米总产损失达+""
万^@\!]) 玉米弯孢菌叶斑病是爆发性病害%由于此病

害发展快’危害重%对黑龙江省玉米生产具有潜在威

胁%已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目前%国内外主要在品

种抗病性和病原菌方面研究较多% 玉米弯孢菌叶斑

病对玉米产量影响缺少系统研究及有效的防治措

施) 为了探讨不同菌株对不同玉米品种的产量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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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及有效的防治技术%开展本项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 材料与方法

ABA 玉米弯孢菌叶斑病对产量的影响

供试玉米品种!吉单 !#&’四早 !!’白单 %’四密

(#’龙单 +’四单 !%’本育 %’东农 (/+)
供试菌株!玉米弯孢菌叶斑病新月弯孢菌 ;.’.<

"#’+# ".$#%# ’1;J^G _?DK,菌株&份"!$(’"$)’"!$/’"!$#’
"!$%’"!$!!) 分别采集分离于玉米品种黑 !!%’中单

( 号’吉单 !#&’本育 %’四密 (#’黑 ()!)
于 0 月 (% 日将 & 个不同菌株分别接种到 + 个

当前主栽玉米品种上%每处理接种 # 株%以不接种为

对照%共设 #& 个处理%收获后采样%自然风干后测量

穗长’穗粗’百粒重并测定产量)
ABC 玉米弯孢菌叶斑病药剂防治

在田间设立玉米弯孢菌叶斑病防治区% 于 + 月

!# 日%分别用 #"-福美双 12#"" 倍’0"-代森锰锌

12#"" 倍 液 ’#"- 扑 海 因 12! """ 倍 液 ’%+-
‘a(2C/#"" 倍 液’#""-速 克 灵 12#"" 倍 液 进 行 叶

面喷雾%间隔 ( 天%用病原菌孢子悬浮液进行喷雾接

种"孢子浓度 !# 个 b !"c!" 倍视野$%以只接种不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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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为对照处理! 试验共设 ! 个处理"" 次重复"每处

理 # 株"处理后 $% 天进行病情调查"调查采用 & 级

分级标准" 统计病情指数! 供试玉米品种为吉单

$%!"供试菌株是 ’’() 菌株!

) 结果与分析

!"# 玉米弯孢菌叶斑病对产量及产量构成因素的

影响

!"#"$ 玉米弯孢菌叶斑病对玉米产量构成因素的影

响 从表 $ 试验结果可以看出"无论是针对哪个玉

米品种"各个菌株接种处理穗长#穗粗#百粒重比不

接种的对照均减少" 这说明玉米弯孢菌叶斑病对产

量构成因素有明显影响!
!%$"! 相 同 菌 株 对 不 同 玉 米 品 种 产 量 的 影 响

从表 $ 可以看出" 相同菌株对不同玉米品种产量影

响程度不同! ’$() 号菌株对 * 个玉米品种的产量损

失 率 有 明 显 差 异 " 产 量 损 失 幅 度 为 $’+$’, -
"*+&),"* 个品种产量平均损失率为 )%+$.,$ ’$(/
菌株对 * 个玉米品种的平均产量损失率是 )!+*!,"
损失率幅度为 $&+$’, - ..+&’,$’$(. 菌株使 * 个

品 种 产 量 平 均 损 失 率 为 )0+!0, " 损 失 幅 度 是

$*+/*, - #*+!),$’$(% 菌 株 使 * 个 品 种 产 量 平 均

损失率为)*+/),"损失幅度是$%+#0, - #/+**,$’$(
0菌株使*个品种产量平均损失率是)!+#$,"损失幅

度为$)+$’, - /0+!’,$’$($$菌株使*个品种的平均

产量损失率为)$+#!,"损失幅度是$’+$/, - /#+#&,!
可以看出各个菌株对 * 个玉米品种造成的产量

损 失 率 不 同" 平 均 产 量 损 失 率 均 达 到 )’,以 上!
!"$"& 不同菌株对相同玉米品种产量的影响 从表

$ 可以看出" 不同菌株对相同玉米品种危害造成的

产量损失率不同! 供试 ! 个菌株危害同一玉米品种

的产量损失率有较大差异" 吉单 $%! 产量损失幅度

$’+$/, - #/+**,"平均产量损失率为 )%+)*,$四早

$$ 产量损失幅度 $)+$’, - #*+!)," 平均产量损失

率 为 )&+##, $ 白 单 0 产 量 损 失 幅 度 )!+0%, -
/$+$),"平均产量损失率为 )0+*’,$四密 )% 产量损

失 幅 度 $)+’&, - )0+%*, " 平 均 产 量 损 失 率 为

)’+%’,$龙单 * 产量损失幅度 )$+!#, - ##+&’,"平

均 产 量 损 失 率 为 //+#%,$ 四 单 $0 产 量 损 失 幅 度

$’+$’, - )&+%0,"平均产量损失率为 $0+’$,$本育

0 产量损失幅度 $%+&*, - )*+0/,"平均产量损失率

为 )/+*/, $ 东 农 )#* 产 量 损 失 幅 度 )/+0/, -
/&+!$,"平均产量损失率为 /$+$%,! 弯孢菌叶斑病

多数菌株对龙单 *#白单 0#东农 )#* 产量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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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株 穗长 穗粗 百粒重 产量 产量损失

1234 1235 165 786 9 :3)5 1,5
吉单 $%! ’$() )’+0 #+&# /0+% $’ #’$+/’ )/+)$

’$(/ )$+’ #+*’ //+& $’ 0&)+*’ $*+00
’$(# $0+% #+!) /$+’ 0 ’*!+*% /)+0$
’$(% $0+’ #+#! /#+!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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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种

表 $ 玉米弯孢菌叶

穗长 穗粗 百粒重 产量 产量损失

1235 1235 165 186 9 :3)5 1,5
龙单 * ’$() $!+) .+%% .’+’ ! 0*!+%0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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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米弯孢菌叶斑病药剂防治研究

表 " 试验结果表明!先喷洒药剂预防!间隔 " 天

后接种玉米弯孢菌叶斑病病原菌!喷药后第 G# 天调

查! 各个药剂处理的病情指数明显低于仅做接种的

对照处理的病情指数! 采用 N3P 方法统计分析!各

处理与对照间均达 L,L_ 显著水平!不同药剂处理防

治效果有差异% 防效最好的是 ILj代森锰锌 ZE_LL
倍液!防效达 H_,K#j!其次是 _Lj速克灵 ZE_LL 倍

液 和 _Lj 扑 海 因 ZEG LLL 倍 液 ! 防 效 分 别 是

TT,#Uj和 TK,TKj&_Lj福 美 双 ZE_LL 倍 液 的 防 效

为 IT,LUj& 防效最低的是 HTj-["E^K_LL 倍液!防

效仅为 KU,GTj%

U 结论与讨论

aGf 玉米弯孢菌叶斑病严重影响玉米产量!相同

菌株对不同玉米品种及不同菌株对相同玉米品种产

量影响程度有差异! 这是由于不同菌株的致病性及

不同玉米品种对相同菌株的耐性不同% 产量损失率

幅度为 GL,GLj k KT,#"j%玉米弯孢菌叶斑病对产量

构成因素有影响!减少百粒重!穗变短’变细%
a"f 玉米弯孢菌叶斑病药剂防治研究结果表明!

各个药剂处理的病情指数均低于不喷药的对照处

理!并达到 L,L_ 显著水平% 防治效果幅度是 KU,GTj
k H_,K#j% 防效达 TLj以上的处理 ILj代森锰锌

ZE_LL 倍 液’_Lj扑 海 因 ZEG LLL 倍 液’_Lj速 克

灵 ZE_LL 倍液!防治效果分别是 H_,K#j’TK,TKj和

TT,#Uj% 为了有效控制玉米弯孢菌叶斑病的流行!
应采取早期预防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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