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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玉米锈病发病规律若干问题的研究

刘国宁 !!温嘉伟 "!见德宝 "!姜兆远 "! 高 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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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吉林省玉米锈病发生规律的若干问题进行了研究"明确了以下问题!玉米植株在生育后期对锈菌的

侵染抵抗能力要明显强于生育前期#玉米不同叶位的叶片抗侵染能力有明显差异"老叶抗病性强于新叶#增施 / 肥

和 0 肥"可削弱玉米对锈病的抵抗能力"但增施 1 肥可增强玉米对锈病的抵抗能力#玉米品种对锈病的抗性差异显

著"自交系 (2&*3$(23(#$单交种铁 !#$辽单 **$丹玉 *$铁 !( 抗性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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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锈病是一个世界性的病害"到目前为止"已

发现的玉米锈病有 * 种类型!由玉米柄锈菌+<0//#.=
." 4+*$5. 4UID,.引起的普通型玉米锈病#由多堆柄锈

菌 +<0//.#." )+1:4+*" 8<WEQD. 引起的南方型玉米锈

病#由玉米壳锈菌_<5:4+)%11" >%"%+\C=<S. M:OO=<S ET
ZCOCUICQ‘引起的热带玉米锈病% 其中普通型玉米锈

病是吉林省及我国北方玉米发生的主要类型% 国内

对玉米锈病已有了一些报道" 但主要是南方型锈病

的发生报道% 近些年来玉米锈病在我国北方也时有

发生"严重时也可造成大面积减产%然而关于普通型

玉米锈病的报道却非常少见% 鉴此"笔者从 (""* a
(""5 年对普通玉米锈病的发生和防治若干问题进

行了研究"现将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 材料与方法

试验田设在吉林农业大学实验站植保专业教学

收稿日期! (""#$"5$(&
作者简介! 刘国宁"男"助理研究员"从事植物病虫害防治%

高洁为本文通讯作者% [ER!!*-55!"(!-%
A$OC=R!b=E>C;!!#c!(&,U;O

基地"菌源由吉林农业大学农学院植病教研室提供"
室内试验在吉林农业大学植物病理实验室进行%
;<; 玉米生育期对玉米抗锈性的影响

!"!"! 玉米生育期对锈菌侵染的影响

供试品种为 %"!" 自交系"(""5 年分别于 # 月 -
日$# 月 !3 日$# 月 (5 日$# 月 *" 日进行分期播种"
在 3 月中旬将配好的玉米锈菌夏孢子悬液用滴心叶

法进行等量接种+每株玉米滴一管."于 - 月 # 日调查

分期播种的玉米每株锈病孢子堆数" 并计算相对侵

染概率"以得出玉米生育期对侵染概率的影响%
!"!"# 玉米生育阶段与锈菌夏孢子单堆产孢量的

关系

玉米播种同 !,!,!"在 3 月中旬用在实验室内配

好的玉米锈病孢子悬液用滴心叶法进行等量接种

+每株玉米滴一管." 于 - 月 # 日将不同播期的玉米

病叶分别采 # 片叶子每片叶上取 (" 个孢子堆都洗

脱下来"分别检查其孢子堆产孢量"共检查 #" 个视

野"得出每个视野中的孢子数%
!"!"$ 玉米不同叶位的抗病性

在自然发生较重锈病的植株中随机抽取 !" 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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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底部 ! " # 片叶$植株的最底部的叶片记为第 !
片叶!依次向上排列%进行孢子堆计数&并测量出被

调查叶片的面积" 根据调查结果计算不同叶位单位

面积上的孢子堆数!以比较其抗侵染力的大小"
!"# 施用 $!%!& 肥对玉米抗锈性的影响

!"#"! 玉米施用 $!%!& 肥对锈菌侵染的影响

肥料品种#’ 肥为尿素!( 肥为过石!) 肥为氯

化钾!施用量均为 *++ ,- . /0*" 试验田于 *++1 年 2
月 3 日 播 种 玉 米!3 月 初 分 别 施 ’$($) 肥 并 设 对

照!3 月 # 日用滴心叶法等量接种锈菌!发病后观察

发病情况并记录!计算相对侵染概率"
!"#"# 玉米施 $!%!& 肥与锈菌夏孢子单孢产孢量

的关系

玉米播种期$施肥种类$数量及接种同 !4*4!!于

发病后将施用不同肥料及对照的玉米病叶分别采相

同部位的 5 片叶子!每片叶上取 *+ 个孢子堆都洗脱

下来!分别检查其孢子堆产孢量!方法同 !4!4*"
!"’ 玉米品种对锈病的抗病性

将生产和科研中主推的玉米品种共 *2 份材料

于 *++6 年 5 月初播种! 在 *++6 年 2 月上旬对不同

品种接种锈菌! 将事先准备好的夏孢子锈菌用滴心

叶法对供试玉米植株等量接种! 待植株全部发病

后!调查各品种的单株孢子堆数%并将各品种叶片

上的锈菌夏孢子堆取回!在实验室内用显微镜检查

单个孢子堆产孢量!每品种共检查 *+ 个孢子堆!取

平均值"

* 试验结果

#"! 玉米生育期对玉米抗锈性的影响

#"!"! 玉米生育期对锈菌侵染的影响

由表 ! 可知! 玉米植株在生育后期对锈菌的侵

染抵抗能力要明显强于生育前期"
#"!"# 玉米生育阶段与锈菌夏孢子堆单堆产孢量的

关系

由表 * 可知! 播期早的玉米植株上锈菌夏孢子

堆单堆产孢量明显少于播期晚的玉米"
#"!"’ 玉米不同叶位的抗病性

由试验结果可以看出& 随着植株叶位的增高&单

播 期 调查株数 平均每株夏孢子堆数

$月&日% $株% $相对侵染率% !7+4+5 !7+4+!

5&+3 *1 1*141 8 9
5&!2 66 1*:41 8 9
5&*1 6! 5#:4! ; 9
5&6+ 66 5354: ; 9

差异显著性

表 ! 玉米生育阶段对锈菌侵染的影响

位叶面积被侵染的程度随之变轻! 说明植株叶位对

其抗性有明显影响"

#"# 施 $!%!& 肥对玉米抗锈性的影响

#"#"! 施用 $!%!& 肥与玉米抗锈菌侵染的关系

由表 1 可知! 施 ’ 肥和 ( 肥可减弱玉米对锈

菌侵染的抵抗力%而施 ) 肥可增强玉米对锈菌侵染

的抵抗力"
#"#"# 玉米施用 $!%!& 肥与锈菌夏孢子堆单堆产

孢量的关系

由表 5 可知!施 ’$( 肥的玉米植株上的锈菌夏

孢子堆单堆产孢量明显增多!而增施钾肥相对较少"
#"’ 玉米品种对锈病的抗病性

由表 # 可见! 不同自交系对锈病的抗性差异较

大!其中 *<#62$*<2*5$3!** 和 )!* 侵染概率较低%
*<#62$*<2*5$吉 366 和 :+!+ 单堆产孢量较小"

由表 2 可见! 不同单交种对锈病的抗性差异较

大!其中抗性较强的品种有铁 !5$辽单 66$丹玉 6$

播 期 调查的孢子 平均每个显微镜视野

$月&日% 堆数$个% 夏孢子个数$个% !7+4+5 !7+4+!

5&+3 !++ *4# 8 9
5&!2 !++ #4* ; =
5&*1 !++ !!46 > =?
5&6+ !++ !143 > ?

差异显著性

表 # 玉米播期对锈菌夏孢子堆单堆产孢量的影响

叶 位 孢子堆数 叶片面积 单位叶面积上的孢子

$由上向下% $个% $>0*% 堆数$个 . >0*%

! !5+ *6 24+
* *5# 21 64+
6 5+2 !62 14+
1 *++ *63 +43
5 2# 6*3 +4*
# 5# 126 +4!

表 ’ 玉米植株不同叶位对锈病的抗性

调查株数 平均每株夏孢子堆

$株% 个数$相对侵染率% !7+4+5 !7+4+!

’ 肥 *5 *##4* 8 9
( 肥 *! *554+ 8 9
) 肥 !: 3342 ; =
对照 *2 !6:46 ; =

差异显著性
肥 料

表 ( 施用 $!%!& 肥对玉米抗侵染力的影响

调查的孢子 平均每个显微镜视野

堆数$个% 夏孢子个数$个% !7+4+5 !7+4+!

’ 肥 !++ !:43 8 9
( 肥 !++ *+4* 8 9
) 肥 !++ 342 ; =
对照 !++ !+43 ; =

差异显著性
肥 料

表 ) 玉米施 $!%!& 肥对锈菌夏孢子堆单堆产孢量的影响

6 期 !+2刘国宁等#吉林省玉米锈病发病规律若干问题的研究



! 结论与讨论

"#$玉米生育期对玉米抗锈性有很大影响!随着

生育期的延长!玉米对锈菌侵染的抵抗力增加!侵染

后形成的夏孢子堆产孢量减少"可见!春季适当提早

播种!使玉米在锈菌开始侵染时具有较强的抗病性!
应当是防治玉米锈病的有效措施"

%&$施用 ’#( 肥可以削弱玉米对锈菌侵染的抵

抗力!同时增加锈菌夏孢子的产孢量" 因此!为预防

锈病发生!应适当控制 ’#( 肥的施用量" 而 ) 肥可

以增强玉米对锈菌侵染的抵抗力! 同时减少锈菌夏

孢子的产孢量!因此应适当增加 ) 肥施用量"
%!*不同玉米品种对锈病的抗性差异较大!因此

在生产中应当选用对锈病抗性较好的品种! 避免使

用对锈病抗性很差的品种"

侵染概率 单堆产孢量 侵染概率 单堆产孢量

+,$ %个$ %,$ %个$

-./. /012 / 3-413 铁 -&45 /414 5 32!1&
吉 /4!6 312 & #5-13 )#& &1- & !#41#
吉 2!! 215 # !3#13 &7!#33 #014 & 30!15
铁 8-&#0 #513 0 3-&13 2#&& &12 ! !2514
&75!6 &10 # #4-10 &76&0 &15 # #&!1!

自交系自交系

表 ! 锈菌在各自交系上的侵染概率和单堆产孢量

侵染概率 单堆产孢量 侵染概率 单堆产孢量

%9: %个: %9: %个:

丹玉 ! !010 -6-12 铁 /0 /-1& 0&-1-
硕秋 2 /0/1! 3 /6!1/ 反交吉玉 - 041- / 50!1&
吉单 /42 0&16 / 0-&10 吉玉 /45 3010 / &0012
丹 504 /4/1- & 2/&13 永玉 / 3/15 / /321/
广单 --/& 5&1- / 6!514 铁 /& !-14 / 46513
郑单 -02 0/16 / 3&51- 吉玉 626 3-16 / !6/16
济单 6 3&1& / /531& 吉玉 - 6!10 & 4&215
农大 23 3313 / &&013 吉单 &4- 6614 & /&015
辽单 !! &41- 06512

品 种品 种

表 " 锈菌在各单交种上的侵染概率和单堆产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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