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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育种材料大小斑病的

鉴定分级标准和主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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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玉米大小斑病是我国夏玉米生产的主要病害"一般流行年份可减产 !#/ 0 1"/"严重时减产 #"/"甚

至更多$ 因此"选育抗大小斑病的优良玉米自交系"配制出抗病的优良玉米杂交种"对于保证玉米高产%稳产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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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米大小斑病发病程度的分级标准

!"! 玉米大斑病发病程度的分级标准

" 级!全株叶片无病斑$
"-# 级!全株叶片有零星病斑"占叶面积的 !/

左右$
! 级!全株叶片有少量病斑"占叶面积的 #/ 0

!"/$
( 级!全株叶片有中量病斑"占叶面积的 !"/ 0

(#/$
1 级!植株下部叶片有多量病斑"占叶面积的

#"/以上"出现大片枯死现象#中上部叶片有中量病

斑"占叶面积的 !"/ 0 (#/$
+ 级!植 株 下 部 叶 片 病 枯#中 部 叶 片 有 多 量 病

斑"出现大片枯死现象#上部叶片有中量病斑$
# 级!全株基本枯死$

!"# 玉米小斑病发病程度的分级标准

" 级!全株叶片无病斑$
"-# 级!植株下部叶片有零星病斑"占叶面积的

!"/以下$
! 级!植株下部叶片有少量病斑"占叶面积的

!"/ 0 (#/$
( 级!植株下部叶片有中量病斑"占叶面积的

(#/ 0 #"/#中部叶片有少量病斑"占叶面积的 !"/
0 (#/$

1 级!植株下部叶片有多量病斑"占叶面积 #"/
以上"出现大片枯死现象#中部叶片有中量病斑"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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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面积的 (#/ 0 #"/#上部叶片有少量病斑"占叶面

积的 !"/ 0 (#/$
+ 级!植株下部叶片基本枯死#中部叶片有多量

病斑"占叶面积的 #"/以上"出现大片枯死现象#上

部叶片有中量病斑"占叶面积的 (#/ 0 #"/$
# 级!全株基本枯死$

( 玉米大小斑病病症反应型的 分 级

标准

#"! 玉米大斑病反应型的分级标准

高感!病斑大"呈典型梭形"周围无黄色晕圈"霉

层较明显$
中感!病斑基本为梭形"周围有褐色边线"或有

黄色晕圈"霉层较明显$
中抗!病斑长条形"一般不呈典型梭形"周围有

黄色晕圈"霉层较明显$
高抗!病斑为褐色线状或窄条状坏死斑"周围有

黄色晕圈"不产生霉层$
#"# 玉米小斑病反应型的分级标准

感病!病斑椭圆或近圆形"较大"扩展不受叶脉

限制$
中 抗!病 斑 椭 圆 形 或 长 梭 形"较 大"但 不 越 过

叶脉$
抗病!病斑小"圆形或椭圆形$

1 鉴定玉米育种材料抗大小斑病的主

要方法

$"! 大田自然发病鉴定

在病害流行年份"在大田自然发病条件下"鉴定

玉米育种材料对大小斑病的抗性是最常用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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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 页% 拟寻优! 以产量!! "## $% & ’() 为优

线"进行频率统计! 可确定的综合农艺措施为#播种

期 * 月 + , " 日"密度 "! *-. , /. /#. 株 & ’()"施纯

氮 )0+1* , )-)20 $% & ’()"施用 3)4" ./-2. , .0!2! $% &
’()"施用 5)4 .."2# , .+#2" $% & ’()!

+ 结论与讨论

6.7在绵阳的生态条件下"建立了小区产量 8 与

播 期 69.7$密 度 69)7$施 氮 量 69+7$施 磷 量 69*7$施 钾 量

69"7的五元二次回归方程"经检验"该模型在 #1#. 水

平显著"拟合度检验与生产实际拟合得较好"说明方

程的主要影响因子控制得好!
6)7就该试验而言"氮肥作为玉米的生命元素"

对产量的影响最大"但也有一个适宜范围"过高会增

加生产成本"所以生产上强调看苗追肥!
6+7就磷肥$钾肥施用而言"磷作为能量转换$呼

吸代谢和光合作用中的重要元素" 对产量的影响也

很大"特别是在苗期"施用磷肥可以明显促进营养体

生长"进而及时有效的增加有机体抵抗逆境的能力"
从而有效的增加了产量!钾肥施用效应不显著"主要

原因可能是本试验地属于高钾土壤!
6*7由于今年试验期间"玉米生育前期至吐丝 .#

:"雨水特别充沛"吐丝 .# : 后却又进入干旱少雨天

气"光照充足"充分灌浆后又无大风雨天气"所以今

年的试验基本无倒伏发生" 因此密度过大的小区均

无倒伏发生!在大量施肥的小区"由于施肥时尽量避

免了肥料对根系的不利影响" 所以高肥区也没有出

现倒伏! 在生产上应充分注意气候对玉米生产的影

响"确定合适的$能够避免灾害天气对玉米生产造成

严重影响的密度与施肥量应用于生产" 降低生产成

本"确保在追求高产的同时"又能够稳产高效益!
本土壤因属于涪江河冲积土"并且长年耕作"土

质肥沃"属于不缺锌肥的土壤"生产上可根据不同土

壤情况"对石灰性土壤酌情施用!
6"7由 本 试 验 可 知"生 产 上 对 氮$磷$钾 肥 的 施

用"应在遵循一定的比例条件下"根据土壤和气候情

况合理调整施用"过多$过少施用某一肥料"均会造

成其他元素利用的困难"降低利用率"增加生产成本!
6/7在本试验的生态条件下"用频数统计法得出

了最佳农艺措施" 用此措施" 产量可望达到 ! "##
$% & ’() 以上! 但在不同地区应根据当地的土壤肥力

条件与气候条件作相应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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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方法简单易行"结果可靠!其方法是在大多数材料

抽雄 ." : 至乳熟时" 在田间观察植株中部叶片"进

行调查记载!进行大田自然发病鉴定时"应注意以下

问题#
6.7自然发病鉴定时"因不同年份发病程度不尽

相同"因此"在鉴定圃内应种植抗$中$感的对照品种

以便比较!
6)7一般在自然发病鉴定时"应进行晚夏播"促

使充分发病"提高鉴定效果!
6+7鉴定圃应设在潮湿6或具有灌溉条件7的玉米

重茬地上6或接近春玉米地7"以确保充足的菌源"有

利于发病!
!"# 大田诱发鉴定

诱发鉴定是在自然鉴定的基础上" 增设一些发

病措施"以增加被鉴定材料的发病率!一般应结合降

雨进行"或接种后灌溉!其增设发病的措施一般有以

下几种#
6.7行间撒施病株残体! 将前一年收集的玉米大

小斑病叶片粉碎" 在心叶期撒施到被鉴定的玉米

行间!
6)7病菌残体施于心叶! 将前一年收集的玉米大

小斑病叶片粉碎后"在心叶期施于心叶"每心叶一小

撮"隔 " , 0 : . 次"连施 ) , + 次!
6+7种植诱发行! 在被鉴定的材料四周种植感病

严重的材料"通过感病材料诱发大小斑病!如果鉴定

区面积大时"中间要种植几个通行的感病材料"以利

发病! 这种方法发病不够均匀"鉴定结果不太可靠!
!"! 直接人工接种鉴定

此法在玉米苗期和成株期均可进行! 病菌孢子

可以从上一年收集的病叶保湿后水洗过滤得到"也

可以用人工培养基的培养获得! 病菌孢子可用清水

稀释到 .## 倍镜检下每视野有 .# , )# 个孢子"将

背负式喷雾器内残留药剂洗净" 装上稀释好的病菌

孢子液"在无风和湿度较高的傍晚接种"或接种后田

间灌水"以促使病菌孢子萌发侵入! 接种时植株间$
叶片间喷洒要均匀"以利均匀发病"提高鉴定效果!
苗期接种鉴定应在 " , - 叶期接种病菌" 接种后保

湿 )* ’"两周后调查发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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