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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苗期病害发生原因及防治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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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主 要 论 述 了 玉 米 苗 期 茎 腐 病 的 发 生 种 类 有 真 菌 、细 菌 和 生 理 性 茎 腐 病 ，并 系 统 阐 述 了 针 对 发 病

类 型 所 采 取 的 防 治 对 策 ，为 今 后 在 玉 米 田 大 面 积 进 行 综 合 防 治 提 供 参 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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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影响我县玉米生产的主要苗期病害是玉米茎腐病，发生日 趋 严 重 。 发 病 率 高 达 "(,-
.$,，严重地块甚至毁种，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 发病原因

!,! 真菌引起的苗期茎腐病

其症状表现为在玉米幼苗 #-( 叶期，叶片变黄或出现褐色斑，同时根系也出现褐色斑或胚根变

褐腐烂。发病较重的品种有四单 /*、中单 0、掖单 "" 和新铁 "$ 等。"11. 年伊丹镇曹家村 0 社中单 0
号玉米发生的茎腐病属真菌引起，发病率 %,。据省农科院多次分离和回接鉴定，病原菌为 禾 谷 镰 刀

菌!!"#$%&"’ (%$’&)*$%"’&、串 珠 镰 刀 菌 !!+ ’,)&-&.,%’* &、蠕 孢 菌 !/*-’&)01 ,#2,%&"’2 345678&、丝 核 菌 !31&4
5,60,)&$ #,-$)&&，此类病害的传染源是种子带菌和土壤带菌。其发病条件为地势低洼，连续几年春季阴

雨低温，从而延长了幼苗的出土时间，增加了病菌侵染几率。

!,( 细菌引起的苗期茎腐病

其 症 状 是 玉 米 (-% 片 叶 时 发 病 ，植 株 稍 矮 ，叶 片 从 心 叶 开 始 至 上 而 下 ，由 外 向 内 变 褐 腐 烂 ，最 终

腐烂病部边缘凝固成琥珀状胶状物，叶残部紧裹心叶，致使心叶轴扭曲呈鞭状，不展叶，不抽雄。由于

生长点继续生长导致玉米向一侧弯曲成“弓”型。感病品种有本育 1、吉单 "*$、吉单 "(. 和铁单 1 等。

"11% 年二道镇中心 " 社本育 1 玉米田发病属细菌引起的茎腐病，田间发病率达 "0,。该病原菌分离

为 欧 氏 杆 菌 属 !7%8&)&$&，此 类 病 害 的 侵 染 源 一 般 是 由 于 发 生 虫 害 ，如 玉 米 蚜 、粘 虫 等 害 虫 或 农 事 操 作

造成伤口，或其他病害所引起的局部组织坏死细菌后腐生所致。如果 ( 月末到 . 月初气温偏低或连续

几日阴雨天气会加重其发展蔓延。

!,# 生理性引起的苗期茎腐病

主要症状表现为病苗叶片由心叶向下逐渐退绿变浅黄色，植株矮小，严重者可枯死。但拔起苗后

根系无明显病变。感病品种有铁单 "$、龙单 * 和本育 "0 等。0$$" 年西苇镇碱厂村 ( 社 0)0 930 的龙单

* 号玉米茎腐病发病率高达 ($,，属于生理性茎腐病。0$$# 年马鞍、靠山和大孤山等乡!镇&部分玉米

地 块 在 %-"$ 片 叶 时 植 株 变 矮 ，叶 片 从 心 叶 向 下 发 黄 退 绿 ，取 典 型 病 株 剖 秆 诊 断 ，茎 基 部 生 长 点 和 髓

部变褐色，同样属于生理性茎腐病。发病原因主要是由于春季干旱!/ 月份降雨量 ")# 33，( 月份降雨

量 "% 33，. 月 "$ 日前降雨量仅为 % 33&。( 月末调查 #$ :3 耕层土壤持水量为 1,，#$ :3 以内表层

更低，仅为 /)(,。据调查，地势与该病发生程度高低有关，岗地发病率 #$,-/#,；平地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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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 可以看出，"##! 年公谷 $% 平均产量 & %’!(# )* + ,-"，比对照平均增产 ."(!/；"##& 年公谷

$% 平 均 产 量 & 011(# )* + ,-"，比 对 照 平 均 增 产 $(!/；" 年 平 均 产 量 & %"&(# )* + ,-"，比 对 照 平 均 增 产

’(!/，居 "##!2"##& 年参试品种的首位。

表 & 说明，"##& 年公谷 $% 生产试验，平均产量 1 &"’(1 )* + ,-"，比对照平均增产 $(’/。

% 适应区域及栽培技术要点

公 谷 $% 从 "##. 年 到 "##1 年 在 吉 林 省 的 中 、西 部 地 区 均 有 种 植 ，近 年 来 在 吉 林 省 谷 子 种 植 面 积

中占 $#/左右。公谷 $% 是具有开发前途的保健食品。

适应区域：该品种适宜种植在吉林省的中、西部地区与辽宁、黑龙江省相邻的市3县4。
栽 培 技 术 要 点 ：在 东 北 春 谷 区 适 宜 播 种 期 & 月 下 旬 至 1 月 初 ，播 种 量 .# )* + ,-"，保 苗 $1 万 株 +

,-" 左 右 ，及 时 定 苗 。 底 肥 施 农 家 肥 &# ### )* + ,-"，种 肥 磷 酸 二 铵 "1# )* + ,-"，追 肥 硝 酸 铵 "## )* +
,-"，播种时撒毒谷，防治地下害虫，$ 月下旬注意防治粘虫。

洼地 %/2../；河床地 "/20/。

!"# 病因不详的苗期病害

主要症状表现为玉米 &21 片叶期植株明显矮小，叶缘或沿叶脉产生条型退绿或黄色斑。某些植

株根系产生褐色斑点，最显著特征是叶鞘下茎基部一侧可见由内向外产生的大小不等的裂痕。此类病

苗发病后期生长缓慢，不抽雄，有的分叉丛生，被称为“君子兰苗”。一般年份发病率在 .1/2"%/。玉

米苗一旦发病，后期基本不能恢复。感病品种有掖单 .!、吉单 .1’、沈单 ’、丹早 "#% 和铁单 ’ 等。此

类 病 苗 在 全 县 各 乡 3镇 4所 有 玉 米 田 均 有 零 星 发 生 ，发 病 原 因 尚 不 清 楚 ，有 待 于 进 一 步 研 究 ，查 清 发 病

原因，更好的进行防治。

& 防治对策

首先，应考虑选用抗病品种，如吉单 "#’、四单 .’、四早 $、四密 "1 和掖单 "# 等，这些品种对苗期

茎腐病均有较强的抗性。

$"! 防治真菌引起的茎腐病

应用多功能种衣剂进行种子处理，可以防止由种子和土壤带菌而感染。我县通过近几年玉米大面

积种子包衣，使病害感染率大幅度下降，防治效果达到 ’#/以上。据统计，"##& 年全县玉米田使用种

衣剂面积达到 &(! 万 ,-"，共挽回经济效益在 1%% 万元。

$"$ 防治细菌引起的茎腐病

提高栽培管理水平是一项较重要的防治措施。如搞好轮作换茬3抗感病品种之间4增施农家肥，提

高土壤有机质含量，增施钾肥、微肥。在中耕除草等操作上应避免机械损伤。如果田间发病率较高，可

用链霉素、56 和可杀得等药剂进行喷雾防治。

$"% 防治生理性引起的茎腐病

在坡岗地除选种抗旱品种外，有条件的地方，应进行水浇管理，最大限度地降低田间发病率。据我

站今年实地调查，玉米在 02.# 叶期发病，如果半月左右降一次透雨，病苗很快即可恢复，后期对 产 量

影响不大。据测算，健株平均单穗重 #(.01 )*，病株恢复后平均单穗重 #(.0# )*，损失率较小仅为 "(%$/。

总之，对于玉米苗期茎腐病的发生与防治，诊断后要及时采用药剂防治，加大防治力度，扩大防治

面积。真正达到综合治理和保苗控害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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