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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市旱作玉米主要病虫害防治技术
李锦龙， 贺建华， 柳晓玲， 王丽慧

（兰州市农业科技研究推广中心， 甘肃 兰州 730010）

玉米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作物和重要的饲料来
源， 是全世界总产量最高的粮食作物［1～3�］。 兰州
市旱作区耕地占全市总耕地面积的近 60%， 其中
玉米播种面积保持在 33�300�hm2 左右， 由于多年
连作、 异地制种调种、 抗病品种少、 施肥单一、
种植密度过大、 防治意识差等原因， 玉米病害发
生种类逐渐增多， 发生逐年加重， 严重影响了当
地的玉米生产［4�］。 现阶段玉米主要病害有心叶扭
曲、 细菌性茎基腐、 整株青枯病、 瘤黑粉、 丝黑
穗、 锈病等［5�］。 根据“预防为主， 综合防治”的方
针及“公共植保、 绿色防控”理念， 结合生产实践，
现将兰州市旱作区主要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总结
如下。
1���选用抗病品种

选择品种时， 注意观察不同品种田间病害发
生情况， 通常选择丰产性好、 抗病性强的玉米品
种。 当年发病较重的品种， 来年不宜再种。 其中
细菌性茎基腐病发病重的地区， 可选择种植玉米
品种金穗 3 号、 垦玉系列、 垦试系列、 利玛 8 号、

利玛 59、 豫玉 22 号、 沈单 16 号、 金穗 7 号、 金
穗 4 号等。 心叶扭曲发病重的田块， 现阶段首选
垦玉系列品种， 其次选用品种酒单 3 号、 酒单 4
号。 整株青枯发病重的地区， 推荐种植品种为正
德 306 等。 瘤黑粉发病重的田块， 应选用品种沈
单 16 号、 酒单 3 号、 酒单 4 号等。
2���合理轮作倒茬

根据相关作物在旱作区的种植试验， 结合经
济效益考量， 在选择马铃薯、 豆类、 小杂粮作为
轮作倒茬作物的同时， 还可结合市场选择娃娃菜、
甘蓝、 花椰菜、 西葫芦等蔬菜， 以及甘草、 黄芪、
板蓝根等中药材作为倒茬作物。
3���精细整地

及时、 彻底清除上茬作物残留， 集中烧毁，
可降低初浸染源。 同时配合施肥深翻土壤， 精细
整地， 做到地面平整、 无根茬、 无坷垃， 为覆膜、
播种创造良好的条件。
4���种子包衣或拌种处理

针对主要病害， 宜选用咯菌腈、 戊唑醇、 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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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霜灵锰锌、 三唑酮、 克菌丹等种衣剂， 按说明
用量均匀包衣。 没有包衣的种子， 在播种前可选
用咯菌腈、 戊唑醇、 精甲霜灵锰锌、 三唑酮、 克
菌丹等杀菌剂按说明用量拌种。
5���科学施肥

以基肥为主， 追肥为辅； 农家肥为主， 化肥
为辅； 氮肥为主， 磷钾肥为辅； 穗肥为主， 粒肥
为辅。 兰州市旱作玉米平均目标产量为 9� 000�
kg/hm2， 应施优质腐熟农家肥 27� 000～45� 000�
kg/hm2、 尿素 540～600� kg/hm2、 普通过磷酸钙
750～1�050�kg/hm2、 硫酸钾 225～300�kg/hm2、 硫酸
锌 30～45�kg/hm2。 将 2/3 的尿素及全部普通过磷
酸钙、 硫酸钾、 硫酸锌均匀混入全部农家肥作基
肥， 在覆膜前施入土壤， 另外 1/3 的尿素作追肥，
分别在玉米大喇叭口至抽穗期施入。
6���适期播种， 合理密植

兰州市旱作区玉米适宜播种期通常为 4 月下
旬， 提前则心叶扭曲率增加， 推迟则影响玉米充
分成熟。 播种至苗期（播种期 4 月下旬， 苗期 5 月
上旬至 6 月上旬） 可通过推迟播期减轻心叶扭曲
病发病程度， 生产中以 4 月底之前播种为宜。 如
天气预报有大幅降温， 可用熏烟等方法预防冻害。
在地温较高、 墒情较好时适期播种， 可缩短玉米
出苗时间， 减少土壤中瘤黑粉等病菌的侵染机率，
减轻发病。

合理密植有利于玉米地通风透光， 使玉米健
壮生长而不利于病害发生。 按照土壤肥力状况和
降水条件确定种植密度， 肥力较高的地块可适当
加大种植密度。 年降水量 300～350�mm 的地区以
保苗 45�000～52�500 株为宜， 株距为 35～40�cm。
年降水量 350～450�mm 的地区以保苗 52�500～
60�000 株为宜， 株距为 30～35�cm。 年降水量 450�
mm 以上地区以保苗 60�000～67�500 株为宜， 株距
为 27～30�cm。
7���药剂防治

细菌性茎基腐病可根据降水迟早、 多少， 于 5
月 20 日前后用 20%叶枯唑可湿性粉剂 400 倍液，
或 72%农用链霉素可溶性粉剂 4�000 倍液， 或
30%琥胶肥酸铜（DT）可湿性粉剂 500 倍液喷雾防
治。 并根据病情发展， 6 月上旬再喷防 1 次。 拔节
期（6月中旬至下旬）至喇叭口期（7月上旬至中旬）
根据降水多少， 结合田间发病调查， 如果雨多病

重， 可选用上述药剂防治 1～2 次。
玉米螟等害虫可于苗期、 拔节期至大喇叭口

期选用苏云金杆菌（BT）乳（粉）剂2.25～3.00�kg/hm2

混拌细沙 10�kg， 在玉米心叶期撒入喇叭口内防
治， 也可选用白僵菌含量 80～100 亿孢子 /g 的白
僵菌粉， 加滑石粉或草木灰按 1∶5 的比例充分混
匀， 在玉米生长心叶末期喷粉防治。

拔节期至大喇叭口期病瘤未出现前可用 25%三
唑酮可湿性粉剂 1�500 倍液， 或 12.5%烯唑醇可湿
性粉剂 1�500～2�000倍液喷雾预防瘤黑粉病、 丝黑
穗病。 玉米抽雄前后及时检查， 早期发现病株， 在
病瘤未变色、 破裂时拔除病株， 彻底扫残， 割除、
拔除的病瘤、 病株要及时带出田外深埋或烧毁， 严
禁在田间随意丢放。 根据田间病害情况， 选用上述
药剂防治， 间隔 7～10�d喷 1次， 连喷 2～3次。

整株青枯病于拔节期、 喇叭口期、 抽雄期可
选用 25%嘧菌酯（阿米西达）悬浮剂 1�500 倍液， 或
72%甲霜灵锰锌可湿性粉剂 800 倍液， 或 99%恶
霉灵可湿性粉剂 4�000 倍液灌根 1 次， 每次灌 200�
mL/株。

于 7 月上、 中旬， 玉米锈病发生初期用 25%
丙环唑乳油 3�000 倍液， 或 12.5%烯唑醇可湿性粉
剂 1�500～2�000 倍液， 或 25%三唑酮可湿性粉剂
1�500 倍液喷雾防治。

大、 小斑病一般发生于喇叭口末期或抽雄期，
发生时可用 10%苯醚甲环唑水分散粒剂 1�500 倍
液， 或 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 500 倍液， 或 50%
敌菌灵可湿性粉剂 500 倍液喷雾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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