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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是禾本科玉蜀黍族一年生粮食、饲料、

油料和工业原料作物［ 1］，是甘肃四大主栽作物之

一。随着全膜双垄沟播栽培技术的推广和应用，

玉米种植面积逐年扩大 ［ 2 - 6］，2015年甘肃省玉米

种植面积已超过 100万 hm2，其种植面积和总产量

均居粮食作物之首。近年来，随着气候环境的变

化和耕作栽培制度的改变，玉米病虫害的种类和

为害程度也随之变化，新的病虫害时有发生。为

了及时掌握全省玉米病虫害发生危害情况，于

2015年 8月 4—13日、9月 7—20日分 2次对甘

肃省 9个市（州）30个县（区）57个乡（镇）的玉米病

虫害发生情况进行了系统调查，旨在明确甘肃省

玉米主要病害种类及发生程度，为今后科学防治

提供依据。

1 调查区域与方法

1.1 调查区域

调查区域包括临夏州的广河县、康乐县、和政

县、临夏县，定西市的临洮县，陇南市的宕昌县、

武都县、康县、文县、成县、徽县、两当县，天水

市的甘谷县、秦州区、清水县、张家川县，平凉市

的庄浪县、华亭县、崇信县、泾川县、灵台县，庆

阳市的宁县、合水县、华池县、庆城县，甘南州的

迭部县和舟曲县，武威市的凉州区和古浪县，金昌

市的永昌县，共计9个市（州）30个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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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掌握甘肃省玉米病虫害的发生种类和流行动态，于 2015年 8月与 9月在全省9个市（州）30个县

（区）对玉米病虫害发生危害情况进行了系统调查。结果表明，玉米大斑病、普通锈病和玉米螟在甘肃省各生态区普
遍发生，且危害严重，为甘肃地区的主要玉米病虫害；玉米灰斑病在甘肃首次发现，分布在陇南山区，有蔓延和扩
展到周边地区的趋势；茎基腐病、穗腐病和瘤黑粉病在甘肃各地区均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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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master the occurrence species and epidemic dynamics of corn diseases and pests in Gansu province. A
systematic investigation is carried out on the occurrence and damage of corn diseases and pests in 30 counties （districts）of 9 cities in
the whole province in August and September，2015. The result shows that northern corn leaf blight，common corn rust and corn borer
are widely distributed and seriously occurred，which are the main diseases andpests in Gansu area. Gray leaf spot is discovered for the
first time in Longnan，Gansu province，and there will be a trend of spreading to the surrounding area. Stalk rot，ear rot and common
smutoccurred in various regions of Gansu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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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调查方法

于 2015年 8月 4—13日、9月 7—20日分 2

次采用随机调查法，对30个县（区）57个乡（镇）进

行玉米病虫害发生情况调查。每个县（区）调查2～3

个乡（镇），每个乡镇选取 1～2个田块，每个田块

随机调查 20株玉米，按各地不同田块调查各种病

虫害的病株率和虫株率，再按照行政区划分别计

算不同地区各种病虫害的平均病株率和虫株率。

玉米具体病虫害调查标准和分级标准按王晓鸣等

的方法记载计算［ 7 - 9］。

2 结果与分析

2.1 概况

2015年甘肃省玉米主产区病虫害发生种类有

大斑病（Exserohilum turcicum）、普通锈病（Puccini原
asorghi）、灰斑病（Cercosporazeae）、穗腐病（Fusari原
um verticillioides）、茎基腐病 （Fusarium gramin原
earum）、瘤黑粉病（Ustilagozeae）、红叶病（Barley
yellow dwarf virus）、小斑病（Bipolaris maydis）、叶
点霉叶斑病（Phyllostictazeae）、玉米螟（Ostrinia
furnacalis）和蜗牛［同型巴蜗牛（Bradybaena simi原
laris）及灰巴蜗牛（Bradybaena ravida ravida）］。
2.2 主要及潜在风险性病虫害

2.2.1 大斑病 大斑病在甘肃省各生态区广泛发

生，各玉米产区广泛分布，病田率达 91.1%，陇东

地区、陇南山区、甘肃中部和河西地区的病株率

分别为 87.9%、41.0%、26.1%和 22.1%。特别是在

陇东地区发生较重，平均病情级别在 5 级以上，

崇信县铜川乡、灵台县西屯乡、华亭县马峡镇、

宁县焦村镇和合水县太莪乡等地区的一些品种普

遍达到 7～9级。大斑病已成为陇东地区玉米的首

要病害，严重影响到该地区的玉米生产。

2.2.2 普通锈病 普通锈病是甘肃省玉米生产中

的重要病害，已对河西地区玉米生产构成严重威

胁。普通锈病在甘肃各玉米产区普遍发生，病田

率和病株率分别为 82.1%和 23.5%。普通锈病已成

为继大斑病后甘肃中部、甘南南部及河西地区对

玉米生产影响较为明显的病害。在迭部县代古寺

乡、迭部县洛大乡、舟曲县憨班乡、康乐县八松

乡、和政县松鸣岩镇等地发生严重，病株率在

40%～100%，严重度普遍在 30%以上。凉州区、

古浪县和永昌县，平均病株率和严重度分别为

91.3%和 32.3%，造成该病害在武威发生流行，已

对玉米生产构成严重威胁。

2.2.3 灰斑病 灰斑病为甘肃省玉米生产潜在风

险病害之一，近年在我国一些省份发生危害严重，

蔓延趋势明显［ 10］。过去在甘肃省玉米病虫害调查

中未发现该病害，经 2015年 8月和 9月两次系统

调查发现，除文县和宕昌县外，陇南市其余各县

区均有灰斑病发生，其中康县望子关镇、长坝镇

和成县索池乡普遍发生，且非常严重，病级高达 9

级，病田率和病株率分别为 76.5%和 53.2%。天水

市秦州区娘娘坝镇也已发现该病害，有自南向北

扩大蔓延的趋势。

2.2.4 穗腐病 穗腐病是甘肃省玉米生产中不可

忽视的病害。调查结果显示，穗腐病在各玉米生

产区均有发生，但 2015年总体发病偏轻，病田率

和病株率分别为 56.4%和 28.5%，可能与 2015年

甘肃秋季高温少雨有关。玉米穗腐病不仅造成产

量损失，病原镰孢菌还能够产生多种毒素 ［ 11 - 13］，

严重影响其经济效益和商品价值，同时威胁到人

畜的生命安全［ 14 - 16］。因制种种子的调运，有病菌

随种子由甘肃向全国蔓延扩散的趋势，因此甘肃

省特别是河西走廊已成为穗腐病发生的重要菌源

基地，一旦出现合适的环境条件，该病害可能会

在较大的地域范围内爆发成灾。

2.2.5 茎基腐病 茎基腐病已成为近年关注的热

点问题，是抗病育种的新目标。调查结果表明，

茎基腐病在甘肃各地区均有发生，病田率和病株

率分别为 28.6%和 3.6%，2015年发病相对其他年

份较轻，这可能与灌浆后期干旱少雨有关。但在

华池县山庄乡个别品种上，病株率为 100%，走访

调查得知，该地块连续 10多年种植玉米，连茬使

得病菌连年积累，造成病害严重发生。随着机械

收获技术的推广，抗茎基腐病已成为育种的一个

新方向，因为品种抗茎基腐病强，在生长后期不

易发生倒伏，是适合机械收获的必要条件。

2.2.6 瘤黑粉病 瘤黑粉病在各生态区均有发生，

呈上升趋势，病田率和病株率分别为 39.3%和

3.5%。在清水县黄门乡、灵台县独店镇、宁县焦

村镇等地，病株率超过 25%；在个别品种如潞玉

13号上病株率高达 30%。

2.2.7 玉米螟 玉米螟是甘肃玉米生产中的重要

虫害，并能加重穗腐病的发生。玉米螟在甘肃各

地区均有分布，虫田率和虫株率分别为 61.4%和

22.4%。玉米螟不仅直接为害玉米果穗，还能为害

造成果穗伤口，增加了穗腐病病原菌侵入的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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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重了穗腐病的发生。

2.3 偶发或区域性病虫害

2.3.1 玉米叶点霉叶斑病 调查发现，2015年该

病害仅在甘谷县，华池县和临夏县零星发生。

2.3.2 玉米红叶病 2015年该病害仅在宕昌县、

临夏县和临洮县少量发生。因是后期病害，对产

量影响不大。

2.3.3 玉米小斑病 调查发现，2015年该病病害

仅在临洮县和临夏县发生，发病较轻。

2.3.4 蜗牛 调查发现，在文县碧口镇和成县抛

沙镇个别地块发生严重，叶片和花丝全被啃食，

应引起重视。

3 小结与讨论

1）经调查发现，玉米大斑病、普通锈病和玉米螟

在甘肃省各生态区普遍发生，且危害严重，已成

为甘肃地区的主要病虫害；新病害玉米灰斑病在

甘肃首次发现，分布在陇南山区，有蔓延和扩展

趋势；茎基腐病、穗腐病和瘤黑粉病在甘肃各地

区均有发生，需加强监测。

2）甘肃省是玉米种植和种子生产大省，病虫害是

甘肃玉米生产和制种的重要障碍。因此，加强玉

米病虫害的调查和综合治理工作不仅可以稳步提

高甘肃玉米的生产力，而且是保障全国玉米种子

质量、提高玉米病虫源头治理水平与促进产业链

条安全的有效途径。今后一是要加强病害病原学

研究，为病害防治提供科学决策。防治病害需在

明确当前或当地优势病原菌群体的前提下进行才

有意义，甘肃省应加强重要病害茎基腐病和穗腐

病及新病害灰斑病的病原学研究，有针对性地开

展药剂筛选，为病害的综合防控提供科学决策。

二是要针对甘肃主要病虫害加强抗病虫育种研

究。培育和种植抗病虫品种是控制病虫害最经

济、有效的手段之一，应加大力度搜集和整理甘

肃省现有玉米种质和引进国内外种质资源，进行

抗病虫害鉴定，筛选抗病虫资源材料，为抗病虫

育种提供物质基础。三是要加强灰斑病的分布监

测，研发应急防控技术。针对当前灰斑病的发生

和流行趋势，应有针对性的鉴定筛选抗病品种，

及早安排灰斑病分布范围监测，做到提前预防和

加强应急防控技术研究。四是加强主要病虫害发

生危害的系统监测，及时跟踪掌握潜在风险性病

虫害的蔓延扩散动态，为防治工作提供科学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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