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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市 !""! 年夏玉米纹枯病发生与减产原因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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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唐山市 (""( 年夏玉米纹枯病发生条件的研究分析"确定了该病的流行趋势# 通过对产量与纹

枯病发病株率的统计分析"确立了纹枯病是造成 (""( 年本地区夏玉米普遍严重减产的主要原因"排除了蚜虫危害

是主要原因的观点"对本地区玉米科研和生产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 玉米纹枯病$夏玉米$病情指数$减产原因$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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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纹枯病’@26A: 59:289 R36F98 C65:25:P"其病原为半知菌

亚门立枯丝核菌 ’41(56),6#(% 06+%#6 VW91P% 禾谷丝核菌’41(7
56),6#(% )"’"%+(0 X21 C:? L7:Y:?P% 玉 蜀 黍 丝 核 菌 ’41(56),6#(%
5"%" X77?9::5P# 立枯丝核菌和禾谷丝核菌同时侵染小麦# 玉

米纹枯病在我国过去一直是次要病害" 直到 !%&& 年才有在

吉林省发生的记载’戚佩坤等"!%&&P# Z" 年代以后"在辽%鄂%
桂%豫%晋%浙%陕%冀%川%鲁%苏等省陆续发生# 较严重的一次

是 !%,Z 年湖北秭归县大发生" 全县 !/(- 万 9>( 玉米" 发病

"/#- 万 9>("成 灾 "/! 万 9>("平 均 发 病 率 为 %,/#["高 者 达

!""[$平 均 病 指 #!/)"最 高 为 &)/,"损 失 !,/,[’谭 富 顺 等 "
!%%,P#河北省唐山市常年播种夏玉米 !&/Z 万 9>("从 (""" 年

发现有纹枯病零星发生# (""( 年突然普遍严重减产"面积 !)
万 9>("平均减产率为 )"[左右#本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对纹枯

病发生必要条件的研究" 认定 (""( 年是纹枯病在唐山地区

的首次流行"进一步查清纹枯病发生与减产的关系#

! 材料与方法

010 试验材料

丰南 ( 万 9>( 冬小麦生产田"主栽品种为京冬 ,$冬小麦

下茬复种的 ( 万 9>( 夏玉米田"包括 %&$-%唐玉 !"%(,!Z%唐

抗 # 共 # 个品种#
01! 试验方法

收稿日期! (""($!($-"
作者简介! 赵福顺 ’!%&)$ P"男"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人"农艺师"

长 期 从 事 玉 米 技 术 推 广 工 作 # E:3!"-!# $,!#"(Z"
!-",!!%Z(%- \$>263!<1514]^!&-/D7>

.!P 对全部小麦生产田"按农田区划"每 &&Z >( 随机定点

一个"调查 )#" 株"并在田间标记定点# 在灌浆期 测 定 病 株

率"并对其中的小翟庄点 # 点取样"按文献_(‘方法"计算病情

指数#
.(P 在麦田所定 -" 个点处"对夏玉米田取样 -" 个进行调

查"每点取 !"" 株"在成熟前分别测定病株率"并对其中的小

翟 庄 点 # 点 取 样"以 文 献 _!‘方 法 测 定 病 级"计 算 病 情 指 数#
(""( 年测定这 -" 个点的严重发病株率.病级!-P和产量#

( 结果与分析

!10 小麦纹枯病的发生状况

(""! 年和 (""( 年全市 -" 个点次普遍不同程度发生#发

生的普遍程度见表 !"严重程度见表 (#
表 ! 结果表明! (""!%(""( 年小麦纹枯病在丰南普遍发

生"(""( 年病株率比 (""! 年有所上升"发病率提高了 Z/Z 个

百分点#
表 ( 结果表明!(""! 年和 (""( 年小麦纹枯病病情指数

基本相同"属于轻度发生#
!1! 玉米纹枯病的发生状况

表 - 结果表明! 各个品种的纹枯病发病株率 (""( 年比

(""! 年 显 著 上 升 # 其 中 唐 玉 !" 平 均 发 病 株 率 (""! 年 为

%/Z[ " (""( 年 为 Z(/([ $ %&$- 平 均 发 病 株 率 (""! 年 为

!"/"["(""( 年为 %"/Z[$ 唐抗 # 号平均发病株率 (""! 年为

)/(["(""( 年 为 (&/-[$(,!Z 玉 米 杂 交 种 (""( 年 引 入 我 区

种植"平均发病株率 %)/-[#
表 ) 结果表明!(""( 年玉米纹枯病病情指数比 (""! 年

明显上升"提高了 --/&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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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病株数 病株率 病指 发病株数 病株率 病指

!株" !#" $ % & !#" !株"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平均 %.+ (+*% &)% %(% () +*& 平均 %’’ (+*( &’( %($ ,’ %$*$

各病级株数!株"
年度

各病级株数!株"
年度

表 ! 小翟庄点小麦纹枯病发病程度

&$$% 年 &$$& 年 &$$% 年 &$$& 年 &$$% 年 &$$& 年 &$$% 年 &$$& 年

% 唐玉 %$ +./( ’ %$$ %’ +./( +./( ’ %$$
&0 +./( +./( + %$$ %) 唐玉 %$ 唐玉 %$ ’ )$
( +./( +./( &$ )- %+ 唐抗 - 唐抗 - - (’
, +./( +./( %% %$$ &$ 唐玉 %$ 唐玉 %$ %$ &-
- +./( +./( %( %$$ &% 唐玉 %$ &)%’ %( ))
. +./( +./( . %$$ && 唐抗 - 唐抗 - ( &%
’ 唐玉 %$ 唐玉 %$ ’ +& &( +./( +./( ) ((
) +./( +./( + %$$ &, 唐抗 - 唐抗 - ( &%
+ +./( +./( %% %$$ &- 唐抗 - +./( . %$$

%$ +./( +./( %$ %$$ &. +./( +./( %- %$$
%% 唐玉 %$ &)%’ %, %$$ &’ +./( +./( ) %,
%& 唐玉 %$ +./( %$ %$$ &) +./( +./( + %$$
%( +./( &)%’ %, +- &+ +./( +./( . %$$
%, +./( 唐玉 %$ %% )) ($ 唐抗 - 唐玉 %$ , ’.
%- +./( +./( ( %$$ 平均 + )&
%. +./( +./( %& %$$

病株率!#"品种名称
取样序号

病株率!#"品种名称
取样序号

表 " 玉米纹枯病发病的普遍程度

发病株数 病指 发病株数 病指

!株" $ % ( - ’ + !#" !株"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平均 +*& +% )*. $*. %*% 平均 %$$ ,$*& &) &&*& +*& $*, (,*’

各病级株数!株"
年度

各病级株数!株"
年度

表 # 小翟庄点玉米纹枯病发病程度

取样 取样 取样

序号 &$$% 年 &$$& 年 &$$% 年 &$$& 年 序号 &$$% 年 &$$& 年 &$$% 年 &$$& 年 序号 &$$% 年 &$$& 年 &$$% 年 &$$& 年

% %%, %&% &-*(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平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为小翟庄点!表 ( 同"

病株率!#"发病株数!株"病株率!#"发病株数!株"病株率!#"发病株数!株"

表 $ 小麦纹枯病发生的普遍程度

!%" 玉米纹枯病发生与产量的关系

表 - 结果表明#夏玉米的产量与纹枯病严重发病株率成

负相关"

!%# 玉米纹枯病的发生与蚜虫发生程度的关系

同一块地!同一个品种!蚜虫发生量是不均匀的" 就一株

玉米来说!蚜虫发生量与纹枯病发生程度完全相符" 正常植

株只是雄穗密布蚜虫!纹枯病病斑最少$空秆和小果穗的 植

株!除雄穗外!倒数第 % 1 . 叶片上都不同程度密布蚜虫!几

乎每一个叶鞘都有纹枯病病斑!有的甚至茎秆上也有病斑"

很明显!由于纹枯病病斑面积大!横向部分或 全 部 截 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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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叶鞘疏导组织!严重阻碍了植株的物质运输" 又由于纹枯

病的流行应该在空气湿度大的 ! 月底到 " 月初!此时正是本

地主栽品种的雌穗小花分化时期!纹枯病的发生使光合产物

不能更多的转移到穗位!致使雌穗分化不足!造成雌穗过 小

#上半部花丝不能长出!即秃尖$或空秆" 授粉以后!叶片光合

产物不能更大程度地转移出来!使叶片中的光合产物保持在

一个较高水平上" 良好的食物条件吸引了蚜虫!并相对集中

在纹枯病严重植株的雄穗#上部叶片甚至雌穗之上快速繁殖!

不仅使蚜虫盛发!也进一步抑制了光合产物向果穗的转移"

实际上是纹枯病使中上部叶片里光合 产 物 的 累 积 数 量

与植株上蚜虫数量之间建立了一个平衡! 从而降低了产量"

因此! 蚜虫的发生程度是纹枯病发生程度的体现!%&&% 年蚜

虫的大发生障碍了人们对减产根本原因的认识" 表 ’ 资料从

反面证明了这个问题"

严重发病株率#() 产量#*) (( ** (* 严重发病株率+() 产量#*) (( ** (*
,’ %""-. % //’-& ". //’-0 /. %’/-" ." /""-, / ,,,-& .1 ,0,-’ ! /10-%
.0 %"’-, / 1%/-& "% &%1-& // /’0-’ %! %,’-! !%0-& ’& "’&-0 ’ ’’&-0
& ,’&-" &-& %/% ..’-’ &-& /& .&.-0 /&&-& 0% .11-% . &.0-&

.1 %’%-/ / %%1-& ’" ’0’-, 0 /!.-1 %" %0%-1 !",-& "1 11’-. " /0&-&
1, %,&-, % 0/’-& 1! !0%-% /% 0"/-’ , /!,-0 /’-& .& 10&-& ’00-’
%! %%’-" !%0-& 1/ ,."-% ’ /%.-’ & .,’-0 &-& /%& ..0-’ &-&
/0 %!’-1 .’/-& !’ ,1%-. 1 %1.-1 & ,,1-% &-& /0" %&.-& &-&
%% %"&-0 ,",-& !" 0&,-" ’ /!0-" & .,.-0 &-& //" %’!-% &-&
%. %’1-0 1%0-& !& !&%-" ’ //1-! ,, %/0-. / 0.’-& ," &0%-1 0 ’,0-%
,/ /0,-, / ’"/-& .! !0/-, ! 0!&-, ,’ /,!-& % //’-& %/ ’&0-& ’ !’%-&
.. /0"-0 / &"0-& .0 1’/-% ’ 1’.-! % ,’.-. ,-& %/, ’,’-0 0%’-’
1& /’"-. % 1&&-& %" .%,-0 " ,/1-& %/ /0!-, ,,/-& ." 0’’-" , /,1-,
%& %,%-" ,&&-& 1" 01/-" , "1’-& .1 //1-! / %%1-& /. ."’-1 , &,0-1
%! /"&-! !%0-& .% ’1%-1 , "!"-0 /" /0!-" .%,-& .0 /%,-" . 1’&-,
.0 %//-’ / 1%/-& ,, !!,-’ " %1%-, !!’ ! ’!%-. %! !&,-& % /"% 0/’-0 /!/ !’"-0
%" %&,-! !",-& ,/ 0&%-/ 1 !./-’

注$22(3! ’./-1!22*3%%& !!!-.%,!2435%’ ’"!-0!将以上数据代入$6324 7 22(822*!求得 635&-’1"

表 ! 严重发病株率与产量的关系

姓 名 喷药时间#月%日) 农药名称 施药的产量#9: 7 ;<%) 对照产量#9: 7 ;<%) 比对照增减产#=)
刘金生 0%&1 敌百虫 , !0,-& , !&!-& /-!"
李正华 0%&0 /&=氧乐果 , //!-1 , ."/-1 5’-&&
刘卓林 0%/! ,&=乐果 . 000-& . !,1-1 ’-!"
徐全伯 0%&, 氯氰菊酯 1 /0/-1 1 &!.-& %-.&

注$表中产量为实产!对照为相连最近的一块玉米田!品种为 0’5."

表 " 除治蚜虫对玉米产量的影响

#$! 玉米纹枯病发生的原因

该 病 是 高 温 高 湿 型 病 害! 发 病 要 求 气 温 %. > .1?!湿

度!0’=" 气温 %%?或湿度@"&=时!病害受抑制"

+/) 空气相对湿度" %&&% 年唐山夏玉米生长的 ! 月 / 日

至 " 月 ./ 日的 ’% A 里!降雨天数为 .1 A!空气相对湿度平均

值为 "&=+%&&/ 年为 !’=)!!"&=的日数为 .% A"最关键的是

从 ! 月 %! 至 " 月 1 日的 /& A 里连降小雨! 空气相对湿度均

超过 "&=!植株附着雨水或露水的部位+叶鞘内)!达到并超过

了 0’=!有利于纹枯病流行"

+%) 气温" %&&% 年 ! 月 / 日至 " 月 ./ 日的 ’% A!气温平

均值为 %’-%%?!%&&/ 年为 %’-/&?!均有利于病害发生!说明

气温不是造成 %&&% 年纹枯病严重发生的主要原因"

+.) 感病品种" 由表 / 可以看出!感病品种为 0’5.#唐玉

/& 和 %"/!!感病品种大面积种植是造成 %&&% 年纹枯病流行

的一个因素"

+,) 菌源" 由于春季小麦田近地表处是潮湿的空间!故纹

枯病主要从茎基部发生!向植株上部发展较慢" %&&/ 年麦收

后烧毁秸秆的同时即烧毁了大部分菌源! 使夏玉 米 发 病 很

轻&%&&% 年麦收后禁烧秸秆!菌源大量残留在土壤中!给夏玉

米严重发病提供了可能" 调查中发现!%&&% 年大新庄镇黑坨

村#菜园村小麦秸秆全部焚烧!纹枯病发病较轻!对夏玉米产

量未造成影响! 平均单产达 到 ! 1&& 9: 以 上! 丝 毫 不 逊 于

%&&/ 年!所 用 的 品 种 也 是 0’5. 和 唐 玉 /&!并 且 栽 培 管 理 也

没有明显差异"

. 结论与讨论

%&&% 年菌源数量的增加! 高湿的条件再加上适宜的温

度#感病品种等决定了玉米纹枯病的流行" 适宜的发病条件

出现在玉米容易发病的时期!而这个时期是穗分化至灌浆阶

段!对产量影响大" 禁烧秸秆对纹枯病的流行起了关键作用!

今后应采取有力措施!防止玉米纹枯病的继续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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