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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绍了环县 2015年玉米大斑病发生流行情况，描述了发病症状，分析了病原侵染循环规律及发生
流行原因，提出了调整产业结构，合理布局作物；清洁田园，减少菌源量；选用抗病品种；加强栽培管理；加强

预测预报，做好化学防治等综合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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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大斑病是环县玉米一种常发病害，以前

虽有发生，但发病较迟，危害较轻，对产量影响

不大。近几年随着玉米种植面积扩大，重茬年限

延长，玉米大斑病发生危害逐年加重，呈现流行

趋势。2013 年环县玉米播种 8.11 万 hm2，大斑

病发生面积 6.57 万 hm2，损失玉米 5.4 万 t，直

接经济损失 1.08 亿元。2014 年环县玉米播种

8.43 万 hm2，大斑病发生面积 7.49 万 hm2，损失

玉米 8.7万 t，直接经济损失 1.74 亿元。2015年

环县玉米播种 8.55 万 hm2，6 月 25 日调查玉米

大斑病发病 1.58万 hm2，病田率 18.5%，病株率

3.4%，平均病情指数 2.35%；7 月 28 日调查全

县玉米大斑病发病 5.68 万 hm2，病田率 66.4%，

病株率 61.2%，平均指数 14.6%；8月 29日调查

玉米大斑病发病 7.54万 hm2，病田率 88.2%，病

株率 90.5%，平均病情指数 73.8%；9月 28— 30

日调查测产统计，玉米平均产量 6 076.5 kg/hm2，

玉米大斑病发病田平均产量 5 487.0 kg/hm2，严

重发生田块平均产量 2 724.0 kg/hm2。粗略推算，

2015年环县玉米因玉米大斑病减产 10%～ 50%，

预计因此损失玉米 11.3 万 t，直接经济损失 2.26

亿元。为此，我们对环县玉米大斑病发病症状、

侵染循环、流行原因、综防措施进行了调查分析

和归纳整理，以期为广大农业科技人员和农民朋

友提供参考。

1 发病症状及侵染循环

1.1 发病症状

玉米大斑病在环县又称条斑病、煤纹病、枯

叶病、叶斑病等，主要危害玉米的叶片、叶鞘和

苞叶。叶片染病先出现水渍状青灰色斑点，然后

沿叶脉向两端扩展，形成边缘暗褐色、中央淡褐

色或青灰色的大斑。后期病斑常纵裂，严重时几

个病斑连接成大型不规则形枯斑，叶片变黄枯死。

潮湿时病斑上有大量灰黑色霉层。一般下部叶片

先发病，逐渐向上蔓延。抗病品种上表现为褪绿

病斑，病斑较小，与叶脉平行，色泽黄绿或淡褐

色，周围暗褐色［ 1 - 3］，有些则表现为坏死斑。

1.2 病原及侵染循环

玉米大斑病病原为大斑凸脐蠕孢［Exsero原
hilumturcicum（Pass.）Leonardet Suggs］，属真菌界，

子囊菌门，座囊菌纲，格孢菌亚纲，格孢菌目，

格孢菌科，毛球腔菌属真菌。病原菌以菌丝或分

生孢子附着在病残组织内越冬，成为翌年初侵染

源。种子也能带少量病菌。玉米生长季节，越冬

菌源产生分生孢子，随气流和雨水传播在玉米叶

片上，在适宜温湿度条件下萌发入侵，经 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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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在病斑上可产生大量分生孢子，借气流传播进行

再侵染，造成病害流行。

2 病害发生流行原因

2.1 种植面积大，越冬菌源量多

自 2006年引进推广全膜双垄沟播玉米技术以

来，环县玉米种植面积逐年扩大 ［ 4 - 6］。其中 2010

年推广种植 6.79万 hm2，2011年推广种植 6.80万

hm2，2012年推广种植 7.47万 hm2，2013年推广种

植 8.11 万 hm2， 2014 年 推 广 种 植 8.43 万

hm2，2015年推广种植 8.55万 hm2。随着玉米种植

面积地扩大，玉米大斑病地发生危害也逐年加重。

2012 年全县玉米大 斑病发 生面 积 2.03 万

hm2，2013 年全县玉米大斑病发生面积 6.57 万

hm2，2014 年全县玉米大斑病发生面积 7.49 万

hm2，2015年全县玉米大斑病发面积 7.54万 hm2。

由于玉米大面积染病，而且病情指数逐年成倍增

长，堆放在田边地头的玉米秸秆携带大量越冬菌

丝或分生孢子，成为翌年初侵染源。在玉米生长

季节，充足的越冬菌源产生大量的分生孢子，随

气流和雨水传播在玉米叶片上，在温湿度适宜的

条件下萌发入侵。反复侵染，造成病害流行。

2.2 重茬年限长，病害发生早

由于种植全膜双垄沟播玉米经济效益高，环

县出现多年重茬种植现象，通常重茬 2～3 a，部

分农户甚至重茬长达 5～6 a。由于重茬地田间散

落了携带大量越冬菌源的病残组织，收获后无人

清扫处理，翌年早春草草旋地覆膜继续播种玉米，

玉米田中有充足的越冬菌源，只要温湿度条件适

宜，一般发病比较早，危害也严重。

2.3 感病品种种植面积大，容易形成大流行

全膜双垄沟播技术优点之一就是能够提高土

壤温度，增加有效积温。为了获得高产，环县大

部分地区已经推广种植高产品种，如先玉 335、金

凯 3号、甘鑫 2818等。但这些品种对玉米大斑病

抗性较差，容易形成病害发生流行。

2.4 耕作粗放，肥料施入不足

目前环县很多农户玉米种植面积大，劳动力

少，耕作粗放。一是覆膜前多年不深耕地，只旋

地覆膜，且绝大部分为机械覆膜，垄与垄之间膜

不能相接，出现露地，部分压土不实，大风揭膜

现象时有发生；覆膜后不打渗水孔，导致土壤蓄

墒不够。二是不能按时播种，不能及时放苗，不

清除田间杂草等粗放耕作管理措施，严重影响了

玉米正常生长，使玉米抗病能力降低。三是基肥

施入量少，只施入少量的氮肥和磷肥，不施有机

肥和钾肥；追肥不按时，追肥次数少，后期玉米

脱肥现象严重，降低了玉米的抗病能力。

2.5 测报不及时，防治难度大

对玉米大斑病的发生流行没有根据综合因素

做中长期预测预报，没有在玉米播期、苗期、大

喇叭口期做好预防，只是在调查中发现病害已经

发生了，就发农情简报通知各乡镇干部群众。加

之政府部门重视不够，农民防治意识淡薄，导致

病害发生流行严重。另外，玉米大斑病发生流行

阶段为玉米结穗灌浆期，此时喷药防治难度大，

大部分农民任其发展流行，不做防治，这样使病

害流行蔓延较快。

3 综合防治措施

3.1 调整产业结构，合理布局作物

由于环县长期大面积连作玉米，玉米大斑病多

年大面积发生流行，病害越冬菌源量在环县玉米生

产区已非常充足，只要种植玉米，玉米大斑病就有

可能发生流行。因此，各地要因地制宜，调整种植

业产业结构，合理布局作物，增加经济效益。

3.2 清洁田园，减少菌源量

带菌玉米秸秆、叶片等病残组织是翌年的初侵

染源，因此，收割的玉米秸秆不能长期堆放在田间

或田边地头，要及时运出，远离耕地，带病秸秆作

为饲草粉碎安全存放，或作为燃料焚烧。对散落在

田间带病玉米秸秆、叶片、苞皮等病残组织要及时

清除，带出田间处理，以减少越冬菌源量。

3.3 选用抗病品种

玉米品种对大斑病的抗性差异性较大，因此

要选用抗病品种，淘汰感病品种。调查发现，玉

米品种承单 20、金凯 5号、吉祥 1号、登义 2号、

陇单 8号、陇单 10号、敦玉 13号等对玉米大斑

病抗性较强，应进一步推广种植。玉米品种先玉

335、金凯 3号、甘鑫 2818等不抗大斑病，病害

发生流行严重，应予以淘汰。

3.4 加强栽培管理

玉米长势弱，脱肥严重对玉米大斑病抗性明

显降低，病害发生流行严重。因此，在玉米种植

管理中要严格选地、深耕细耙、施足底肥、规范

覆膜、按时播种、及时放苗打杈、清除杂草、科

学追肥，加强栽培管理，培育壮苗，提高玉米的

抗病性，减轻病害的发生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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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加强预测预报，做好化学防治

预测预报是防治玉米大斑病的有效措施，农业

技术部门要根据气象、品种、菌源量、面积等综合

因素，不仅要做好短期预测预报，更要做好中长期

预测预报，为政府部门及广大农民群众做好防治提

供理论依据。玉米大斑病的防治要关口前移，应在

玉米大喇叭口期前喷药做好预防。通常用 50%多菌

灵可湿性粉剂 500倍液，或 50%甲基硫菌灵可湿性

粉剂 600倍液，或 75%百菌清可湿性粉剂 800倍液

喷雾防治，每 10 d喷 1次，连喷 2～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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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子是起源于中国的古老作物，脱壳后称为

小米，含有人体需要的 8种氨基酸、丰富的维生

素 E、类胡萝卜素及微量元素，营养丰富，深受人

们的喜爱［ 1 - 3］。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根据市场经

济的发展需求，山西省及时把小杂粮调整为种植

结构的重点［ 4］。优质谷又居小杂粮之首，尤其以

晋谷 21号为原料加工的“汾州香”、“檀山黄”、“沁

州黄”、“深山贡米”等 20多个品牌的优质米，在省

内外加工小米的商品化程度居全国首位。但随着

晋谷 21号推广面积的不断扩大，尤其近年来国家

粮食补贴政策的实行，使市场对晋谷21号及其小

米“汾州香”需求量不断增加，其谷、米价格居高

不下，更刺激了谷子产业的发展。但因种子质量

把关不严以及人为、机械、自然因子等多方面原

因，导致晋谷 21号在生产中出现混杂退化严重、

产量变低、适口品质下降的现象，严重影响了晋

谷 21号良好的市场前景。

1 生产现状

晋谷 21号自 1991年山西省审定以来，推广

面积不断增大，由中晚熟地区推广至中早熟地区，

适应性越来越广。目前山西省推广至忻州以北的

代县、繁峙、原平等县，内蒙古赤峰市也有大面

积种植。省内外推广面积在千万亩以上。由于晋

谷 21号的种植推广，省内外优质小米加工企业也

不断增加，据不完全统计，用晋谷 21号小米加工

的市场品牌有 50多个。目前，晋谷 21号由于适

口品质和营养品质突出，仍是山西、陕西等省的

主栽品种，在生产上仍占的主导地位，是优质小

晋谷 21号适口性变差的原因及改进措施
史根生，史关燕，杨成元，麻慧芳，陈 瑛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山西 汾阳 032200）
摘要：分析了晋谷 21号的生产现状及适口品质变差的原因，提出了选择标准单穗，建立原原种圃；加强原原

种圃管理；规范农业耕作措施；加大科技人员管理力度等措施。

关键词：谷子；晋谷 21号；适口品质；改进措施
中图分类号：S5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1463（2016）04-0067-03
doi：10.3969/j.issn.1001-1463.2016.04.023

67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om.cn

http://www.fineprint.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