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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玉米新品种田间抗蚜性比较

陈 强，张金龙，雷 帅，李 强，陈国华，张晓明
(云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云南生物资源保护与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昆明 650201)

摘 要：在田间自然感虫状态下，采用5点取样法记录玉米蚜虫在不同玉米品种上的危害状况，对21个品种用

蚜量比值法进行抗蚜性鉴定，对玉米蚜虫高峰期蚜量比值测定玉米抗蚜性进行可行性分析。结果表明，不同玉米品

种抗蚜性差异较大，金西南8号和陇玉1号为高抗品种，桂单203、青青601、珍禾978、周玉913、贝玉10、普玉3号、

水金玉8号、云合2号为易感品种。玉米蚜虫天敌数量与玉米蚜虫口数变化规律出现相对一致性，玉米品种的益害

比与蚜量比值呈幂函数关系，益害比随蚜量比值的增大而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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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amage status of maize aphids on different maize varieties was recorded by 5-point sampling

method under the natural susceptibility condition in the field. The aphid resistance of 21 varieties was identified by
aphid-to-aphid ratio method, and the feasibility of aphid-to-aphid resistance of maize was analyzed by aphid-to-
aphid ratio in peak perio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aphid resistance among dif⁃
ferent maize varieties. Guidan203, Qingqing601, Zhenhe978, Zhouyu913, Beiyu 10, Puyu 3, Shuijinyu 8, and Yun⁃
he 2 were highly resistant varieties. The number of natural enemies of maize aphids was consistent with the popula⁃
tion of maize aphids. The ratio of benefit to the harm of maize varieties to aphids was a power function. The benefit-
harm ratio de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aphid population r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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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是世界三大谷类作物之一 ，在世界农业生

产中占相当重要地位，也是我国主要粮食作物，其用

途多、分布广、营养丰富且商品率相对较高，是最主

要的饲料来源和重要的工业原料[1]。

玉米蚜又名玉米叶蚜，属半翅目(Hemiptera)，蚜

科(Aphididae)，在我国主要分布于东北、华北、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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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中南、西南等地[2]。在玉米全生育期均有蚜虫

危害，玉米蚜以成蚜、若蚜刺吸植物组织汁液，引致

植株叶片变黄或发红，影响生长发育，严重时植株枯

死[3]。玉米蚜多群集在心叶，危害叶片时分泌蜜露，

产生黑色霉状物，影响光合作用，造成产量损失 [4]。

玉米蚜在玉米植株各部位，各阶段的发生分布各

异。玉米蚜在玉米抽雄前期，聚集在心叶里繁殖危

害，孕穗期群集于剑叶正反面危害，抽雄期则聚集于

雄穗上繁殖危害。扬花期蚜虫数量激增，为严重危

害时期[5，6]。

玉米自身的抗虫性是解决玉米蚜危害问题的有

效途径之一。目前，育种学者们一直尝试通过常规

育种手段来获得对玉米害虫具有抗性的品种，较为

困难，因为不仅新品种的选育历时较长，而且抗虫种



质资源较为匮乏。因此，从现有推广品种中筛选抗

玉米蚜种质资源是玉米蚜虫防治中最为经济有效的

途径之一。李远等采用蚜情指数法，初步鉴定河南

省4个主栽玉米品种和7个自交系的田间抗蚜性，发

现4个主栽品种浚单20、郑单958、良玉88和先玉335
对玉米蚜的抗性级别均在“中抗”以上。徐雪等采用

蚜情指数法对 24个玉米品种进行玉米蚜田间自然

感蚜抗性鉴定，表明其中的 9个玉米品种具有较高

的抗蚜性[7]。禹田等调查 26个玉米品种(系)在云南

昭通地区玉米蚜发生情况，并采用蚜量比值法比较

了玉米品种在田间对玉米蚜的抗性，筛选出路单15
等 9个品种为高抗品种[8]。武德功采用蚜情指数法

和大量蚜虫侵染法对6个糯玉米品种分别在苗期和

大喇叭口期进行抗蚜性鉴定，苗期评价结果为 6个
糯玉米品种的抗性植株百分率为 30%～70%，抗性

级别显示中糯1号、丰糯1号、苏玉糯2号为抗(R)，品
糯 28、凤糯 2146为中抗(MR)，苏玉糯 5号为感(S)，6
个糯玉米品种在大喇叭口期的抗性级别均为感

(S)[9]。Rai也在对7个玉米品种进行了玉米对蚜虫易

感性的鉴定[10]。云南省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气候类型多样、水热资源丰富，南部大部分地区可常

年种植玉米，是重要的玉米种植区。近年来，又有一

些新品种在云南省推广种植。本研究通过对云南省

生产中主要种植的 21个不同玉米品种进行田间抗

蚜性鉴定，为玉米抗蚜品种的选育和推广提供科学

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玉米品种为云瑞31、云瑞826、靖玉2号、桂单203、
金西南8号、云瑞1818、黔9618、青青601、珍禾978、
秋硕玉1号、贝玉10、胜玉607、普玉3号、云合3号、

水金玉8号、周玉913、贝玉1 1、陇玉1号、秋硕玉2号、

云合5号、云合2号等共21个品种，由云南省普洱市

农业科学研究所提供。

1.2 试验地概况

本试验在云南省普洱市南屏镇南岛河村(22°
37′55″N，100°59′33″E)进行。每个玉米品种为 1个

处理，每个处理3次重复，每个重复小区种植240株
玉米，分为8行，株间距25 cm，行间距50 cm，小区面

积长×宽为30 m2(5 m×6 m)，玉米播种时间为2018年
5月6日，收获时间为2018年8月21日。

1.3 调查方法

对每个玉米品种进行 5点取样，采用直接观察

法对玉米植株进行定期、定点、定株的系统调查，记

录各个部位的玉米蚜虫口数量、天敌数量。每 15 d
调查1次，如遇下雨等不利天气则往后顺延[11～13]。

1.4 鉴定标准

本研究采用蚜量比值作为不同玉米品种抗蚜性

的评价指标，蚜量比值=某玉米材料的蚜量/全部观

察玉米材料的平均蚜量。

玉米抗蚜性鉴定评级标准：高抗(HR)品种抗性

等级为 0级，蚜量比值为 0～0.25；抗性(R)品种抗性

等级为 1级，蚜量比值为 0.26～0.50；中抗(MR)品种

抗性等级为 2级，蚜量比值为 0.51～0.75；感虫(S)品
种抗性等级为 3 级，蚜量比值为 0.76～1.25；高感

(HS)品种抗性等级为4级，蚜量比值>1.25[7]；

2 结果与分析

2.1 玉米蚜虫种群动态

不同玉米品种上的玉米蚜虫种群动态结果显

示，玉米蚜虫在不同品种玉米各时期的发生趋势基

本一致。直至 5月末，玉米蚜虫数量一直保持低水

平，只在玉米品种云瑞 31、云合 5号上偶有零星发

生；从6月中旬开始玉米蚜虫的数量急剧上升，多数

玉米品种玉米蚜虫在7月中旬达到最高峰；7月下旬

后多数玉米品种玉米蚜虫急剧下降，少数平缓下降；

8月上旬至玉米收获前玉米蚜虫口数仍在较高水平

状态(图1)。
不同玉米品种在高峰期的玉米蚜虫发生量差异

较大，导致不同玉米品种的玉米蚜虫总量差异也较

大。所有玉米品种上的玉米蚜虫口数均在七月下旬

达到最高峰，高峰期单株虫口数超过 100头的为秋

硕玉2号、青青601、水金玉8号、普玉3号、周玉913、
桂单203、云合2号、珍禾978和贝玉10，虫口数分别

为124、133、201、235、224、231、197、267和289头/株。

2.2 不同玉米品种抗蚜性比较

在田间自然感蚜条件下，用玉米整个生育期蚜

量比值评价不同普通品种玉米抗蚜性，其中高抗品

种有2个，分别为金西南8号、陇玉1号；抗性品种有6
个，分别为云瑞826、靖玉2号、云瑞1818、秋硕玉1号、

胜玉607、云合3号；中抗品种有3个，分别为云瑞31、
水合1号、云合5号；感蚜品种有2个，分别为黔9618、
秋硕玉2号；高感品种有8个，分别为桂单203、青青601、
珍禾 978、周玉 913、贝玉 10、普玉 3号、水金玉 8号、

云合 2号。中抗及以上抗性品种占总玉米品种的

52.4%(表1)。
2.3 不同玉米品种对玉米蚜益害比的影响

不同玉米品种抗虫性对益害比有明显影响，益

害比最高的品种是云合 3号，为 0.055；益害比最低

1635期 陈 强等：不同玉米新品种田间抗蚜性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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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是秋硕玉 2号，为 0.014(表 2)，玉米品种的益害

比与蚜量比值呈幂函数关系，益害比随蚜量比值的

增大而减小(图 2)。抗虫性强的玉米品种其益害比

相对较高，抗性评价为高抗的玉米品种金西南 8号
和陇玉1号益害比分别为0.025和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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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不同玉米品种玉米蚜虫种群动态

Fig.1 Population dynamics of maize aphids in different maize varieties



表1 不同普通玉米品种田间自然抗蚜性鉴定

Table 1 Identification of natural resistance to aphids in different common maize varieties in field
品 种

Variety

金西南8号
陇玉1号
秋硕玉1号
云瑞1818
胜玉607
靖玉2号
云瑞826
云合3号
云合1号
云瑞31
云合5号

注：HR代表高抗，R代表抗，MR代表中抗，S代表感虫，HS代表高感。下表同。

Note: HR stands for high resistance, R stands for resistance, MR stands for neutral resistance, S stands for susceptibility, HS stands for high sus⁃
ceptibility. The same below.

累计蚜量(头∕株)
Aphid number
in total

59.8
69.3
81.9

100.8
104.0
122.9
148.1
148.1
163.8
195.3
230.0

蚜量比值

Aphid number
ratio

0.19
0.22
0.26
0.32
0.33
0.39
0.47
0.47
0.52
0.62
0.73

抗性评价

Resistance
evaluation

HR
HR
R
R
R
R
R
R
MR
MR
MR

品 种

Variety

黔9618
秋硕玉2号
青青601
水金玉8号
普玉3号
周玉913
桂单203
云合2号
珍禾978
贝玉10

累计蚜量(头∕株)
Aphid number
in total

245.7
368.6
384.3
497
557.6
570.2
589.1
608.0
667.8
752.8

蚜量比值

Aphid number
ratio

0.78
1.17
1.22
1.42
1.77
1.81
1.87
1.93
2.12
2.39

抗性评价

Resistance
evaluation

S
S
S
HS
HS
HS
HS
HS
HS
HS

表2 不同玉米品种田间益害比

Table 2 Different maize varieties field benefit ratio
品 种

Variety
金西南8号
陇玉1号
秋硕玉1号
云瑞1818
胜玉607
靖玉2号
云瑞826
云合3号
云合1号
云瑞31
云合5号
黔9618
秋硕玉2号
青青601
水金玉8号
普玉3号
周玉913
桂单203
云合2号
珍禾978
贝玉10

累计蚜量(头/株)
Aphid number in total

59.8
69.3
81.9

100.8
104.0
122.9
148.1
148.1
163.8
195.3
230.0
245.7
368.6
384.3
497.0
557.6
570.2
589.1
608.0
667.8
752.8

瓢虫数量(头/百株)
Number of ladybugs

1.5
2.2
3.6
3.2
4.6
3.7
4.7
8.2
6.1
5.3
6.5
9.1
5.3
8.7

14.4
12.6
13.9
11.2
15.3
13.7
21.4

蚜量比值

Aphid number ratio
0.19
0.22
0.26
0.32
0.33
0.39
0.47
0.47
0.52
0.62
0.73
0.78
1.17
1.22
1.42
1.77
1.81
1.87
1.93
2.12
2.39

益害比(瓢虫/玉米蚜)
Benefit-harm ratio

0.025
0.032
0.040
0.032
0.044
0.030
0.032
0.055
0.037
0.027
0.028
0.037
0.014
0.023
0.029
0.026
0.024
0.019
0.025
0.021
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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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瓢虫—玉米蚜益害比与蚜量比值相关性

Fig.2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benefit-harm ratio of Ladybug to maize aphid and the aphid population ratio

2.4 采用玉米蚜发生高峰期时蚜量比值测定玉米

抗蚜性可行性分析

对高峰期(7月 27日)的玉米蚜虫进行蚜量比值

分析，并根据玉米抗蚜性评级标准得出抗性级别，以

玉米整个生育期蚜量比值分析所得的抗性级别为

准，将结果与其比对(表 3)。21个品种中有 16个品

种评价正确，正确率为 76.2％。对高峰期的蚜量比

值与玉米整个生育期的蚜量比值进行直线相关性检

验。分析结果显示(图3)，蚜量比值和整个生育期的

蚜量比值相关系数(R2)为0.9189。
表3 各时间段蚜量比值

Table 3 The aphid number ratio in different period
品 种

Variety

金西南8号
陇玉1号
秋硕玉1号
胜玉607
云瑞1818
靖玉2号
云瑞826
云合1号
云合3号
云瑞31
黔9618
云合5号
秋硕玉2号
青青601
云合2号
水金玉8号
周玉913
桂单203
普玉3号
珍禾978
贝玉10

高峰期蚜量比值

Aphid number ratio
in peak section

0.15
0.16
0.20
0.23
0.26
0.37
0.47
0.48
0.49
0.57
0.72
0.76
1.05
1.13
1.67
1.71
1.90
1.96
1.99
2.27
2.45

整个生育期蚜量比值

Aphid number ratio of
whole growth period

0.19
0.22
0.26
0.33
0.32
0.39
0.47
0.52
0.47
0.62
0.78
0.73
1.17
1.22
1.93
1.42
1.81
1.87
1.77
2.12
2.39

高峰期抗性级别

Evaluation in peak section

HR
HR
HR
HR
R
R
R
R
R
MR
MR
S
S
S
HS
HS
HS
HS
HS
HS
HS

整个生育期抗性级别

Evaluation of whole
growth period

HR
HR
R
R
R
R
R
MR
R
MR
S
MR
S
S
HS
HS
HS
HS
HS
HS
HS



3 结论与讨论

研究表明，不同玉米品种之间抗蚜性存在显著

差异。植物品种抗虫性是一种可遗传的特征，是在

昆虫与植物长起协同进化过程中形成的，能够保护

植物不受虫害或者受害较轻[14]，玉米品种抗蚜性的

选育工作具有重大意义，能减轻玉米蚜虫对玉米产

量的危害，避免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本研究对21
个玉米品种进行了田间抗蚜性鉴定，金西南 8号、

陇玉 1号被评价为高抗品种，有 6个中抗及以上抗

性品种，占总玉米品种的 52.4%。不同玉米品种在

高峰期的玉米蚜虫发生量差异较大，导致不同玉米

品种的玉米蚜虫总量差异也较大。所有玉米品种上

的玉米蚜虫口数均在七月下旬达到最高峰，单株虫

口数数量最高的品种是贝玉10，为289头/株。王冰

等在 2006～2008年对麦长管蚜种群发展受风雨气

象因素影响的情况进行系统调查研究，发现风雨天

气对麦长管蚜种群数量的影响很大，会使种群数量

大大减少[15]。陈昌兰等发现，大雨冲刷会导致蚜虫

数量急剧下降 [16]。普洱地区 7月下旬云南雨水较

多，可能是7月27日后玉米蚜虫口数下降的原因。

不同玉米品种抗虫性对益害比有明显影响，益

害比最高的品种是云合 3号，为 0.055；益害比最低

的品种是秋硕玉 2号，为 0.014，玉米品种的益害比

与蚜量比值呈幂函数关系，益害比随蚜量比值的增

大而减小。具有一定抗虫性的玉米品种其益害比也

相对较高，能对玉米蚜虫的数量起到一个更好的自

然控制作用[17]。

昆虫的消长规律受到其自身生殖潜能及气候、

天敌等多因素的共同影响[18]。李远等在河南驻马店

调查发现，玉米蚜发生盛期在抽雄期至灌浆期。丁

伟等人发现，重庆市郊区玉米蚜发生有两个高峰期，

大喇叭口初期及授粉期[19]。宋伟等在安徽淮北地区

发现，玉米蚜主要发生在玉米花粒期[20]。不同地区

玉米蚜的发生规律会有所差异，因此，如若要使用玉

米蚜虫发生高峰期蚜量比值的方法评价玉米田间抗

蚜性，应先了解当地玉米蚜虫的种群消长规律，结合

当地具体情况利用高峰期玉米蚜虫口数再做分析，

而且田间玉米抗蚜性鉴定研究易受环境、气候、统计

方法等因素的影响。因此，需要对本研究中抗蚜性

较好的品种进行不同地区连年抗性重复鉴定，更好

地筛选抗性品种，检测抗性基因，以获得更准确客观

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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