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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鼠耳病的发生与防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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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玉米鼠耳病是一种重要的玉米病害"整个玉米生育期均可发病# 毒源$感病品种和介体叶蝉是该病害

发生的基本条件"在适宜的温度$湿度下"这三者达到一定程度时则会引起该病害发生流行# 栽培抗病品种$切断传

播途径$减少毒源是控制玉米鼠耳病发生危害的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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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 米 鼠 耳 病 ’D658: E6FF6GA :6H P5H@J< DRWNX是
我国近年来发生的一种重要玉米病害"具有毁灭性$
流行性$爆发性等特点# !%++ 年在四川南充地区发

生"面积达 ! 万 9M("占玉米总面积的 +Y"严重地块

病株率达 ."Y"绝产 !#, 9M("估计损失 )+" 万 T?%
!%%% 年贵州省大方$纳雍$修文$息烽$开阳$桐梓等

县也突然爆发该病"面积达 +(" 9M("绝产 !() 9M(%
(""( 年重庆长寿区"("", 年壁山县也有发生#目前"
该病在南充地区仍连年发生"具有潜在蔓延的趋势"
对玉米生产构成严重的威胁# 本文在玉米鼠耳病研

究的基础上" 分析了玉米鼠耳病的发生规律及发生

条件"制定了防治策略"探讨了防治上存在的问题并

提出必要的建议" 以期为控制该病的发生和蔓延提

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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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鼠耳病发生仅限于禾本科作物及禾本科杂

草# 玉米$小麦$水稻等能够表现出典型的鼠耳病症

状" 另一些如高粱等表现不明显" 白茅能表现出病

状"但能正常生长#
;<= 症状

玉米鼠耳病是一种系统性病害" 整个生育期内

均可发病"尤其以抽穗以前受害重#重病植株表现为

系统性矮化"高度仅为健株的 ! ^ ( _ ! ^ ,%受害不严

重时"叶片表现症状"矮化不明显#病株茎节缩短$膨

胀"节数减少# 叶片症状表现为叶背主脉两侧肿胀"
有白色虚线状条点" 并随病情加重而逐渐形成瘤状

物或呈耳突状"叶片皱缩"有的叶片变形扭曲"沿叶

脉内卷"不展开如火炬状"手摸有粗糙感# 病叶较健

叶短"横径与健叶相当"僵直挺立如姜状# 受害轻的

植株"有一定的恢复能力#
;<> 田间发生规律

玉米鼠耳病的发生与二点叶蝉田间动态变化关

系密切" 玉米发病高峰迟于二点叶蝉发生高峰期 ,
_ !" I"平均 . I"虫量越大"间隔时间缩短# , 月下旬

至 ) 月初玉米刚出土" 部分二点叶蝉迁飞到幼苗上

取食"玉米发病不明显%) 月中下旬到 # 月上旬小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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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蜡熟期!叶片老化!玉米幼苗上介体数量增加!
发病率及病情指数相应加重"! 月中下旬小麦收后 "
# ! $!玉米苗上二点叶蝉剧增!发病最严重"% 月中

旬后!玉米抽雄!叶片老化!抗病抗虫能力增强!二点

叶蝉陆续迁移到杂草上!病情有缓和恢复的趋势#田

间介体数量上升快则病株率上升也快! 虫量大的地

块!病情指数亦高#田间发病早迟与前作小麦成熟早

迟成正相关!雨日多气温低!小麦成熟收割晚!二点

叶蝉迁入迟!玉米发病高峰期延后!滞留期长!病害

上升速度慢!病株恢复较好#同一时期$地段!苗龄小

的玉米发病重#

& 发生条件

!"# 品种的抗病力

品种的抗病力决定玉米鼠耳病发生的程度# 有

些品种如登海 ’( 发病后!病势扩展慢!具有很强的

恢复能力!对产量影响较小"另一些则有可能造成绝

产#生产上推广的大多数玉米品种都容易感染该病!
目前还没有发现完全免疫的品种#
!"! 二点叶蝉

玉米鼠耳病是由二点叶蝉取食引起! 该病的发

生程度与二点叶蝉的取食时间$所处虫态密切相关!
一般而言取食时间越长!虫龄越大!发病越严重# 二

点叶蝉在玉米鼠耳病的发生过程中起着介体的作

用!是该病发生必不可少的条件#
!"$ 气候条件

气候条件主要是温度和湿度影响玉米鼠耳病的

发生与发展!是该病发生蔓延的重要因子# 在 )! #
"!*条件下!玉米均可表现出鼠耳病症状!&+*时病

害潜伏时间最短!扩展蔓延速度最快"低于 )!*或

高于 "!*!玉米不能发病或者发病很轻# 田间干燥

的区域发生相对严重!雨水多$湿度大则不利于该病

发生#
!%& 栽培条件

玉米发病的迟早与播种时间关系密切! 播种越

早!病害越重!适当晚播病害明显减轻# 地膜覆盖能

够很好地隔离二点叶蝉取食! 抑制玉米鼠耳病的发

生#合理施肥能够加强玉米对病害的抗性!对减轻玉

米鼠耳病有一定的作用#

" 防治对策

$%# 品种

四川南充地区试验表明!在同一栽培条件下!杂

交一代比自交系抗病性明显增强# 综 " 病株率为

,(-./!.&0) 病株率为 &+-"/! 它们配制的农大 %!
1 综 " 2.& 0)3 病 株 率 只 有 !-%/ "45), 病 株 率 为

..-./!6&+ 病 株 率 为 )+-"/! 它 们 配 制 的 丹 玉 )"
745),86&+3病株率只有 )-,/# 贵州省修文县栽种的

贵毕 .9& 病株率为 %)/ # ,"/! 黔源 " 号病株率为

))/"大方县调查的本地玉米品种1名称不详3!重病

地块病株率达 )99/!植株全部死亡# 表明不同的玉

米品种其抗病性存在很大的差异! 因地制宜筛选出

适合于当地栽种的抗病良种! 是防治此病最为经济

有效的手段#
$%! 前作

)(+( # )((9 年在四川阆中和仪陇县调查表明!
前作小麦套玉米的田块病株率为 ,/ # )99/! 平均

%&-,)/"前作种油菜的发病率为9 # !/!平均)-"+/"
前作种豌豆的发病率为 9 # 9-)%/!平均 9-9+/# 贵

州省调查结果亦显示! 大方县小麦套玉米的地块植

株发病率为 ,9/ # )99/"油菜地或空地种的玉米植

株发病率为 )!/ # &!/# 表明前作与玉米鼠耳病的

发生轻重有密切的关系! 前作种植的是禾本科作物

如小麦!适合二点叶蝉生长发育的田块!发病重!反

之则发病轻#因此!要达到有效防治玉米鼠耳病的目

的! 考虑玉米地前作的种植对防治玉米鼠耳病的危

害有重要意义#
$%$ 海拔高度

玉米鼠耳病大部分发生在坡地或半坡地! 平坝

或海拔 ) 999 : 以上的地块发病较轻# 如四川南充

发病重的田块海拔集中在 .99 ; +99 :"贵州大方县

和修文县发病重的田块大部分在海拔为 %99 # +!9
: 的村寨#在玉米鼠耳病疫区!玉米种植避开发生重

的海拔范围!也能够有效地减轻该病造成的损失#
$%& 田边杂草

禾本科杂草是二点叶蝉的重要寄主! 杂草离种

植地的远近与玉米鼠耳病的发生有密切关系# 贵州

省调查结果!靠近山坡杂草多的玉米地!植株发病率

高达 %!/ # +!/"距山坡稍远一点$杂草较少的地块

植株发病率为 "!/ # !%/# 杂草多有利于二点叶蝉

取食$越冬及迁飞#因此!在防病治虫工作中!铲除或

施用除草剂杀死田块周边二点叶蝉的野生寄主!对

防治玉米鼠耳病的发生和危害有重要作用#
$%’ 栽培管理

在四川南充玉米鼠耳病疫区!发病轻$单产较高

的最佳直播期在 " 月 "9 日左右#地膜育苗移栽的玉

米发病比直播的轻! 如贵州省在前茬没有种作物的

田块$加盖地膜的玉米植株发病率为 !/ # +/!而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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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盖地膜的田块!玉米发病率为 !"# $ "%#"选择合

适的播期! 加盖地膜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该病的

发生程度" 同时可根据品种的特性!合理密植!定向

移栽!施足基肥!及时追肥!促使玉米生长健壮#对发

病轻的地块!可追施速效性的肥料!使植株提高抗病

性#结合大田定苗时!拔除重病株!减少毒源#推广使

用防虫$防病$促生长的包衣剂进行包衣处理!达到

防虫治病的目的"
!"# 化学防治

二点叶蝉既是玉米鼠耳病的主要媒介! 又是该

病害的初侵染源! 采用化学药剂抑制二点叶蝉的数

量对控制该病的发生具有重要作用" 防治叶蝉的药

剂主要是一些广谱性杀虫剂! 如氧化乐果 &’’ 倍$
("#的多效硫磷 &’’ 倍$"’#的甲基 )%’" 乳剂 ) "’’
倍以及水胺硫磷 ) (’’ 倍液" 防治时间可选择在 *
月中下旬!即玉米移栽前!主要消灭越冬虫源#! 月

中旬!可消灭小麦地内$地边杂草的二点叶蝉!防止

迁飞到玉米幼苗上#" 月上旬施药!可压低二点叶蝉

种群数量!保持介体处于较低水平"若能坚持 * 次施

药!则能够有效地控制二点叶蝉的扩展与危害" 目

前还没有发现对玉米鼠耳病本身具有较好防效的

药剂"

! 问题与建议

)+&& $ )++% 年间!邓先明等在玉米鼠耳病综合

防治研究工作上做出了很大努力!取得了很大进展!
但目前的防治措施仍不能满足生产上的要求! 玉米

鼠耳病还存在回升甚至爆发的可能性" 其中存在的

主要问题是%!未能揭示玉米鼠耳病的起因" (’ 世

纪 &’ 年代以前!我国没有玉米鼠耳病的报道!这种

病究竟来源于何时何处何地!至今仍然是个未知数!
要控制该病的发生!切断病源是主要措施之一!要做

到这些!必须对该病的来源有清楚的认识""二点叶

蝉是玉米鼠耳病的主要介体! 目前对二点叶蝉的发

生$危害及数量动态研究还不够深入!对二点叶蝉及

玉米鼠耳病发生$发展尚无法做出准确预测"#选择

抗性品种是降低玉米鼠耳病发生的重要手段! 但目

前生产上对主栽品种的抗病性缺乏清楚的了解!有

待于进一步研究哪些品种适合在疫区栽培" $化学

农药对二点叶蝉有较好的防治效果! 但需进一步研

究二点叶蝉的抗药性$ 化学药剂对天敌的杀伤以及

对环境的污染"
为此! 笔者对玉米鼠耳病的综合防治提出几点

意见以供参考"首先!揭示二点叶蝉体内毒源的来由

和本质!并对二点叶蝉的发生规律$生活习性$地理

分布$ 生态条件与介体发生关系及抗药性等问题作

进一步的研究! 为生产上科学地预测玉米鼠耳病提

供理论依据"其次!加强对玉米鼠耳病的预测预报研

究!以确定该病的防治时间!克服防治的盲目性" 第

三!加强抗玉米鼠耳病品种的选育工作!筛选出能有

效抵抗玉米鼠耳病的品种!推广到疫区" 第四!根据

玉米鼠耳病的田间发生现状!以农业防治手段为主!
辅以化学防治方法!降低介体叶蝉的数量!缩小其分

布面积! 从而减轻或控制二点叶蝉的危害! 达到高

产$高效$优质的栽培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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