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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是兰州市主要旱粮作物之一，常年种植
面积稳定在 3.33万 hm2以上。枯萎病是玉米常见
病害，近年来，随着全膜双垄沟播栽培技术在兰
州市旱作农业区的推广应用［ 1 - 5］，玉米生产中重茬
连作越来越普遍。据调查，永登县从 2006年开始
引进全膜双垄沟播栽培技术，现常年种植旱作玉
米 3 333 hm2左右，很多地块已连茬种植已达 5～6
a，采取轮作倒茬的地块很少。加之生产中抗病品
种少、施肥单一、种植密度过大、病虫害防治意
识不强等问题的存在，使旱作玉米枯萎病危害程
度呈逐渐加重的趋势［ 6 - 7］。2011年我们在永登县
七山乡（冷凉干旱区）进行的玉米田间调查发现，
当地种植的玉米在乳熟期就发生枯萎病，主要表
现为病发后叶片自下而上迅速枯死，呈灰绿色，
水烫状或霜打状；病株茎基部变软，内部空松，
遇风易倒折；果穗下垂，穗柄变柔韧，不易剥离，
苞叶也呈青枯状；根系发育不良，根少而短，变
黑腐烂。2011—2013年，我们从旱作大田玉米苗
期开始，就永登县冷凉干旱区旱作大田玉米枯萎
粉发病时期、降水量与发病的关系、茬口与发病
的关系、品种与发病的关系、发病程度与产量关
系开展了定点、定期田间调查，探索了玉米枯萎
病的田间消长规律，以期为正确防治玉米枯萎病
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指示品种与调查对象

指示玉米品种为当地种植的大田玉米品种龙

源 3号、金穗 3号、临单 230、正德 306。调查对
象为玉米枯萎病。
1.2 方法

1.2.1 发病时期调查 调查地为永登县七山乡庞
沟村 2农户的承包地，调查地块面积均为 0.1 hm2，
调查时期为 2012年。调查地前茬均为玉米。一农
户地块 4月 25日播种，种植品种为龙源 3号；一
农户地块 4月 23日播种，种植品种为金穗 3号。
均从玉米出苗开始调查，每隔 10 d调查 1次，每
块地随机定点调查 5 个点，每个点调查 100 株，
记载玉米生育期枯萎病的病株数，计算病株率。
1.2.2 降水量与发病的关系调查 2011—2013年
在枯萎病发病高峰期，对永登县七山乡、通远乡
种植的金穗 3号大田玉米发病情况随机选取 20个
地块进行调查，调查地块面积均为 0.1 hm2，每块
地随机调查 5个点，每个点调查 100株，记载病
株数，计算病株率。并通过查阅降水记录分析降
水量与发病的关系。
1.2.3 茬口及年限与发病的关系调查 2012年在
枯萎病发病高峰期，对永登县七山乡、通远乡 4
农户种植不同茬口和种植年限的的金穗 3号大田
玉米进行调查，调查地块面积均为 0.1 hm2，每块
地随机调查 5个点，每个点调查 100株，记载病
株数，计算病株率，分析茬口与发病的关系。
1.2.4 品种与发病的关系调查 2012年在枯萎病
发病高峰期，对永登县七山乡大田种植的 3个玉
米品种（金穗 3号、临单 230、正德306）随机选取

摘要：以永登县冷凉干旱区旱作玉米枯萎病为研究对象，通过定点、定时调查，对其发生规律进行分
析，结果显示，玉米灌浆期田间出现枯萎病病株，乳熟期进入发病高峰，一直持续到蜡熟期。8月份降水量与
发病关系密切。连茬种植的地块比倒茬种植的地块发病重，倒茬及休歇均可有效降低枯萎病的发病率；连茬
时间长的地块比连茬时间短的地块发病重。不同品种发病程度有差异，金穗3号和临单230发病较重，正德306
发病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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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个地块进行调查，调查地块面积均为 0.1 hm2，
每块地随机调查 5个点，每个点调查 100株，记
载病株数，计算病株率。同时选取不同品种的 2
个相邻地块和 3个不同品种的同一地块进行调查，
调查地块面积均为 0.1 hm2，每块地随机调查 5个
点，每个点调查 100株，记载病株数，计算病株
率。并分析品种与发病的关系。
1.2.5 发病程度与产量关系调查 2013年 9月 25
日在永登县七山乡玉米地（种植品种为金穗 3号，
种植密度为 49 500株 /hm2，病株率为 15.60%）去
除边行，随机各取 20株正常健康株和发病株的果
穗。于 11月 20日进行室内考种，计算单株产量
和折合产量，分析发病程度与产量的关系。
2 结果与分析
2.1 发病时期

由图 1可见，龙源 3号和金穗 3号玉米 5月
上旬出苗，出苗至抽穗（7月中旬）田间没有出现病
株。灌浆期（8月15日）出现病株，病株率为 2.40%～
3.80%；乳熟期（8月25日）开始出现发病高峰，病
株率达 10.80%～13.00%；发病高峰持续到蜡熟期
（9月15日），病株率达 15.30%～16.80%，生长后
期发病趋于稳定，病株率为 14.40%～16.80%。

2.2 降水量与发病的关系

由表 1可见，2011年枯萎病发病最重，病株
率达 48.0%； 2012年发病较轻，病株率为 10.8%；
2013年发病最轻，仅为 8.7%。这 3 a枯萎病发病
程度与当年 8月降水量明显相关，8月降水量越
少，发病程度越轻；反之，则发病程度越重。发
病程度与发病高峰期前的 6月、7月以及发病高峰
期及持续期的 9月无明显相关。说明在高温、高

湿环境下利于枯萎病的发生。
2.3 茬口及年限与发病的关系

由表 2可以看出，连茬种植的地块比倒茬种
植的地块枯萎病发病重，连茬时间长的地块比连
茬短的地块发病重。连茬种植 5 a的玉米病株率
分别为 16.80%、9.80%；连茬种植 2 a 的玉米病
株率为 8.80%；连茬种植 1 a 的玉米病株率为
4.80%。上茬种植马铃薯的玉米病株率为 2.40%。
休歇 1 a 种植的玉米病株数为 19 株，病株率为
3.80%。由此可见，枯萎病的发生与连茬种植及
其年限有密切的联系，发病严重程度随连茬年限
延长而加重。倒茬及休歇均可有效降低枯萎病的
发病率。

2.4 品种与发病的关系

从表 3可以看出，永登县七山乡大田种植的 3
个玉米品种发病程度不同，金穗 3 号和临单 230
发病较重，正德 306发病轻。其中金穗 3号平均
病株率为 9.77%，临单 230平均病株率为 10.00%，
正德 306平均病株率仅为 0.30%。由表 4可以看
出，相邻地块地种植的临单 230和金穗 3号发病
程度差异不大，临单 230病株率为 11.80%；金穗
3号病株率为 9.80%。而同一地块种植的临单 230、
金穗 3号、正德 306发病程度差异明显，也表现

8-15 8-20 8-25 8-30 9-4 9-9 9-14 9-19 9-24
调查时间（月-日）

181614121086420

龙源 3号 金穗 3号

图 1 不同品种旱作玉米田间枯萎病发病动态

调查地
块编号 茬口 调查株数

（株）
发病株数
（株）

病株率
（%） 备注

① 连茬5 a 500 84 16.80 相邻地块

② 连茬2 a 500 44 8.80

③ 马铃薯 500 12 2.40 相邻地块

④ 连茬1 a 500 24 4.80

⑤ 休歇1 a 500 19 3.80 相邻地块

⑥ 连茬5 a 500 49 9.80

品种 调查地块数
（块）

最低病株率
（%）

最高病株率
（%）

平均病株率
（%）

金穗3号 10 3.80 16.80 9.77

临单230 6 8.80 11.80 10.00

正德306 2 0 0.60 0.30

调查地
块编号 品种 调查株数

（株）
发病株数
（株）

病株率
（%） 备注

① 临单230 500 59 11.8 相邻地块

② 金穗3号 500 49 9.80

③ 金穗3号 600 40 8.00 同一块地

④ 临单230 500 44 8.80

⑤ 正德306 500 3 0.60

年份 病株率
（%）

降水量（mm）
6月 7月 8月 9月

2011 48.0 49.1 63.0 76.8 45.4
2012 10.8 26.6 110.0 58.1 100.0
2013 8.7 37.9 99.5 49.6 51.2

表 1 降水量与枯萎病发病的关系调查结果

表 2 茬口与枯萎病发病的关系调查结果

表3 玉米枯萎病发病情况调查结果（一）

表4 玉米枯萎病发病情况调查结果（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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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临单 230、金穗 3号发病重，正德 306发病轻，
临单 230的病株率为 8.80%，金穗 3号的病株率为
8.00%；正德 306的病株率为 0.60%。
2.5 发病程度与产量的关系

由 2013年的田间调查结果看出，发病株的百
粒重为 23.62 g，较正常健康株降低 10.95 g；单株
平均产量为 0.18 kg，较正常健康株降低 0.05 kg；
发病田折合产为量 8 523.9 kg/hm2，较正常大田折
合产量 8 910.0 kg/hm2减产 386.1 kg/hm2，减产率为
4.48%。由此可见，玉米枯萎病可导致玉米减产。
3 小结
调查结果表明，玉米灌浆期田间出现枯萎病

病株，乳熟期进入发病高峰，一直持续到蜡熟期。
玉米乳熟期正处 8 月份，此时环境高温、高湿，
利于发病，雨后天气转晴，常出现发病高峰，说
明 8月降水量与发病关系密切。连茬种植的地块
比倒茬种植的地块发病重，倒茬及休歇均可有效
降低枯萎病的发病率。连茬时间长的地块比连茬
时间短的地块发病重，枯萎病的发病严重程度随

连茬年限延长而加重。不同品种发病程度有差异，
金穗 3号和临单 230发病较重，正德 306发病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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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力引进工作一直是推动农业科技进步
的一项措施［ 1 - 5］，多年来，甘肃省农业技术推广总
站本着突出引进、增进合作、强化消化、加快转
化的原则，采取有效措施引进专家开展指导和培
训，建立示范基地，搭建窗口与平台，取得可喜
的成效。

1 示范基地建设概况
榆中县石头沟村旱作农业与国外智力成果示

范推广基地始建于 2006年，由甘肃省农业技术推
广总站和榆中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联合共建，为
甘肃省旱作农业技术的研究与推广、国内外最新
研究成果展示示范、社会各界的交流与合作、多

摘要：旱作农业与国外智力引进成果示范推广基地建设是推动甘肃省农业转化升级的一项措施。详细
分析了基地建设情况，总结出基地建设的主要做法是：按引智、消化的方向实施示范基地项目；按创新合作
目标建立综合性示范基地；按专业标准要求发挥技术培训功能；按联合、联络的定位开展技术交流。取得的
成效是：了解了国际最新动态；初步掌握了先进的生产管理技术；找到了引智项目实施的抓手；探索出了人
才培训的新模式；总结出了提高组织化程度的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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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旱作农业与国外智力引进成果示范推广基地建设
的做法与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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