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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丝黑穗病发病条件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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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试验主要研究土壤温度#湿度及播种期与玉米丝黑病发生的关系$ 结果表明"土壤温度为 (!/"玉米丝

黑穗的发病率最高为 +!0+1"!2/低温下发病率为 !"0%1 3 !&021"温度在 (*/时"发病率为 +021 3 *0-1$ 从湿度对

发病率的影响看"土壤含水量与病害侵染发病有较明显的关系$ 土壤湿度为 !#1时利于孢子萌发与侵染"发病率为

+!0!1"湿度为 !"1 或 ("1时发病率仅为 +021 3 -0-1"说明干旱与高湿条件下均不利于病菌孢子萌发"湿度是决定

发病程度的主导因素$ 早播病害重"晚播病害轻"但玉米产量低"因此提倡适时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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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丝黑穗病是 2" 年代初我省玉米生产上的

主要病害$ 由于当时推广的绝大多数杂交种如嫩丰

系列& 龙单 !# 等品种不含抗玉米丝黑穗病基因"感

病杂交种的大面积种植导致玉米丝黑穗病大流行"
使玉米生产遭受严重损失$ ’六五(&’七五(&’八五(
期间"玉米丝黑穗病作为玉米主要病害"被列为国家

重点攻关项目$ 通过对基础材料的筛选及抗病基因

的转育"培育出一批抗性较好的抗病品种"同时对防

治该病的单项防治技术进行组装配套" 通过综合治

理将玉米丝黑穗病的发病率从平均 ("1左右"压低

到 !1 3 (1"病害基本上得到控制$-" 年代初期以来"

收稿日期! (""*$!!$+"
基金项目! ’玉米丝黑穗病发生规律及种子处理技术(黑龙江省农

科院科技攻关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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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种植业结构的调整&耕作制度的变革&品种的更

换以及病害自身的变异"丝黑穗病又老病重现"再度

暴发流行$ (""! 年玉米丝黑穗中等偏重发生"(""(
年全省玉米丝黑穗病特大发生$ 对哈尔滨周边地区

的双城&阿城&宾县&肇东&肇源&肇州等市县玉米主

产区调查结果表明"调查的所有地块&所有品种,#"
多个品种.均有玉米丝黑穗病的发生"发病程度因地

块和品种的不同而异" 病害平 均 发 病 率 为 !#1 3
("1"严重地块达 &"1以上"甚至绝产$ 发病面积之

广"危害程度之大是历年来所不曾见的$
随着作物栽培制度的改变&品种的更替&病原菌

的变异"病害的发生发展规律也相应发生了变化$本

研究将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分析土壤温度&湿度&
播期与发病的关系" 摸清玉米丝黑穗病灾变规律"
为病害的预测预报及病害的防治提供准确信息和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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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与方法

!"! 土壤温度!湿度与发病的关系

处理!设 " 个温度#!$%"&!%"&’%(#" 个湿度#!)*"
!+*"&)*$土壤绝对含水量($即 !$%!)*%!$%!+*"
!$%&)*"&!%!)*"&!%!+*"&!%&)*"&’%!)*"
&’%!+*"&’%&)*共 , 个处理& 品种为龙单 !,&

菌土及播前准备- 先将土壤风干经高温灭菌处

理$ 按所需量将水和土混拌均匀装入塑料袋中封闭

处理$经 " . 完全吸湿后$按所需量再加病菌$制成

菌土& 病菌含菌量为土壤重的 !*& 每处理 &) 盆$每

盆 " 粒种子$种子用 $)*的酒精消毒 )/+ 012$用蒸

馏水冲洗$晾干& 播种后用塑料袋封口$保证土壤湿

度$按不同处理要求将盆钵摆放到不同温度梯度下$
待玉米 " 3 ’ 片叶龄时移植到田间& 玉米抽雄后调

查总株数和病株数$计算发病率&
!"# 播期与发病的关系

供试杂交种为龙单 !,& 播期分别为 ’ 月 !$ 日%
’ 月 &" 日%’ 月 &, 日%+ 月 4 日和 + 月 !+ 日&每一播

期播 " 行$行长 + 0$行距 $) 50& 每埯种 " 粒$不间

苗$重复 " 次& 玉米抽雄后调查总株数和病株数$计

算发病率&

& 结果与讨论

#"! 土壤温度对发病的影响

玉米丝黑穗病是典型的土传病害$ 与其它土传

病害不同的是它的侵染期比较集中$ 主要在玉米 "
叶期之前& 因此$试验设计的土壤温度控制设定在 ’
叶期前$’ 叶期以后感染的病株率忽略不计& 从表 !
试验结果可以看出$ 当土壤温度为 &!%% 湿度为

!+*时玉米丝黑穗的发 病 率 最 高 为 "!/"*’!$%低

温下发病率为 !)/,* 3 !6/$*’温度在 &’%时$发病

率为 "/$* 3 ’/4*&分析原因我们认为$在低温条件下$
病菌的萌发率虽然较低$但玉米种子萌动也慢$幼苗

出土时间延长$与病原菌接触时间加长$增加了病菌

侵染几率$使发病率增高&&!%是病原菌萌发和侵染

的适宜温度$发病率在田间达最高值&在较高的温度

条件下$玉米种子出苗迅速$病原菌与胚芽鞘接触时

间变短$不利于病菌侵染$从而使发病率明显下降&
#"# 土壤湿度对发病率的影响

土壤含水量与病害侵染发病有较明显的关系

7表 !8& 从表 ! 中看出$当温度为 &!%%湿度为 !)*
时发病率为 4/4*$而湿度提高到 !+*时$发病率达

到了 "!/"*$ 当湿度提高到 &)*$ 发病率又明显下

降$说明干旱与高湿条件下均不利于病菌孢子萌发&
因此$ 玉米丝黑穗病的发生主要取决于春季土壤湿

度#墒情8$土壤湿度为 !+*时利于孢子萌发与侵染&

#"$ 播种期对发病的影响

试验结果表明$ 玉米播种期与丝黑穗病的发病

率有很大关系&在本试验所设计的播期内$玉米丝黑

穗的发病呈现出 & 个高峰值#图 !8& 第一个峰值也是

最高峰值为 ’ 月 !$ 日播种$ 其发病率为 !4/&*$以

后随时间推移$ 发病率有所下降$ 但仍维持较高水

平& + 月 4 日播期的发病率又攀升至 !+/$*的高度$
达第二高峰值$ 而后随播期推移发病率急剧下降$+
月 !+ 日播期的发病率下降到 $/)*& 综合不同播种

期病害消长及产量情况认为!在哈尔滨地区$过早#’
月 !$ 日8播种$由于土温低$玉米粉籽严重$不能保

证出苗率$同时玉米丝黑穗病发病率增高$其产量并

未因提早播种而增产’过晚#+ 月 !+ 日8播种$在土壤

水分充足的条件下$出苗迅速$病害显著减轻$但晚

播造成总有效积温不够$玉米贪青晚熟$产量明显下

降$在生产上无实际意义& ’ 月末至 + 月初播种$发

病率虽较高$但玉米产量水平也很高& 因此$在实际

生产中$ 为降低玉米黑穗病的发病率$ 提高玉米产

量$ 应提倡适期播种$选用耐低温发芽品种$采取覆

膜%移栽玉米等促进出苗的措施$ 对于中抗或感病

品种$种子一定要进行药剂处理&

关于播期与发病的关系$ 国内报道结果并不一

总株数 病株数 发病率

温度#%8 湿度#*8 #株8 #株8 #*8

!$ !) !!) !& !)/,
!$ !+ !&6 &! !6/$
!$ &) 9 9 9
&! !) !"6 !& 4/4
&! !+ !"’ ’& "!/"
&! &) 9 9 9
&’ !) !&’ 6 ’/4
&’ !+ !") 6 ’/6
&’ &) !&6 ’ "/$

处 理

表 ! 土壤温湿度对玉米丝黑穗病发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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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玉米播种期与丝黑穗发病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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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播期不同包含了多种影响发病因素的变化"如土

壤温度# 水分以及不同品种的芽势等都影响种子萌

发和出苗拱土能力! 在不同地区及不同年份这些因

素的综合影响可能有所差异"因此"生产上要综合考

虑影响玉米丝黑穗病发病的各种因素" 有针对性地

采取措施"降低发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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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 论

植物病原菌的遗传变异主要是由于基因突变#
选择作用+寄主品种的更换和环境等因素-#生殖方

式和基因漂流等引起的!本试验发现我国 )..* 年玉

米大斑病菌群体中出现了 "" 个小种" 与 ).." 年相

比"出现了 )#)*#")* 新的小种"说明小种种类趋于

多样化"究其原因可能是近年来生产上带不同 !" 单

抗性基因普遍利用"加大了对病菌群体的选择压力"
造成病菌群体内的变异" 使之很快产生了更多的新

的致病类型"新小种的出现应引起人们的普遍重视"
在利用 !" 单抗基因的基础上"应综合利用多基因抗

性"达到对病害防治的效果! 56789 :;< =7;>?@ 建议

将 !"##!"$ 和 !"% 基因结合起来" 可能抵抗 "#)#*
号生理小种!

有性生殖是引起大斑病菌遗传变异的原因之

一! A?B>C; DC<E7FG?H 研究表明"玉米大斑病长蠕孢

通过有性杂交" 基因重组可产生强的致病力类型!
I:BB:9 等研究表明" 两个亲和性交配型的存在可能

导致毒性基因的结合" 不同的生理小种间交配可能

导致新的毒性结合! 本试验结果发现"交配型 J: 所

占比例比 ).." 年有较大幅度提高"预示着自然界出

现有性态的可能性"应引起高度重视! 研究还发现"
菌株 .*/"1 和 .*/"2 在无光照刺激下即能产生成

熟的子囊孢子"说明其有性生殖能力增强!由于本试

验仅对部分省+市-的菌株作了测定"且测定的菌株

较少" 所以难以分析这些省份菌株交配型的组成及

分布情况! 高比例的两性菌株的出现和小种的多样

性说明玉米大斑病菌的群体结构趋于复杂化" 今后

应对大斑病菌的小种组成及分布以及交配型的频率

进行长期监测"以指导玉米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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