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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应用的玉米品种玉米螟抗性分析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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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我省生产上应用的玉米品种玉米螟抗性进行了连续 ’ 年田间接虫鉴定# 结果表明"我省现没

有高感或高抗玉米螟品种"这就是说缺乏高抗玉米螟的育种材料或种质资源# 因此"需要引进或创新高抗玉

米螟的育种材料"选育出高抗玉米螟的新品种"从根本上解决玉米螟的危害#
关键词!玉米$玉米螟$抗性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玉米是吉林省最主要的粮食作物"是我国最大的玉米主产区"常年播种面积在 ’%% 万 -.’ 左右"
约占作物种植面积的 )%/# 玉米螟是世界性的玉米重要害虫"在我省分布最广%危害最重的是亚洲玉

米螟"属鳞翅目"螟蛾科"俗称钻心虫和箭秆虫等# 玉米螟是我省玉米生产上的头号害虫"它的发生危

害会给玉米生产造成严重威胁"是限制玉米高产稳产的主要因素之一# 据多年调查"玉米螟一般发生

年"百株螟虫平均 )%01% 头"玉米减产 )/01/$百株螟虫平均 1%02% 头"属中等发生年"玉米减产

"%/左右$大发生年百株螟虫平均 "%%0")% 头"玉米减产 "#/0")/$百株螟虫平均在 "+% 头以上为特

大发生年"玉米减产 ’%/以上# 玉米螟造成的危害损失与其发生世代%发生量及寄主的生育期关系密

切# 一般心叶期世代螟虫造成的减产大于穗期世代#

! 接虫时期与方法

’%%%0’%%" 年对吉林省生产上种植的 #) 个玉米品种进行了接虫鉴定# 3 行区" 行长 ) ."# 次重

复"随机排列# 其中 ’ 行用于苗期接虫"另外 ’ 行进行花丝接虫# 玉米螟虫卵块由中国农业科学院植

物保护研究所提供# 苗期接虫在大喇叭口期"把玉米螟虫卵放在心叶里"") 4 观察叶片虫咬孔数"按

国际标准定级别# 秋季破茎"测定蛀道长度和每株虫孔数# 花丝接虫在玉米花丝长度 "%0") 5. 时"只

要花丝未干即可接虫# 把玉米螟虫卵夹在果穗上部的花丝中# ") 4 观察果穗的穗轴%穗柄%穗尖的虫

数和腐败子粒数# 苗期接虫和花丝接虫时选择下午阳光不强烈时接虫"每株接虫卵两块"接虫卵数量

由可提供的虫卵总数决定#

" 不同接虫时期对玉米产量的影响

不同接虫时期对吉林省生产上应用的玉米品种产量结果见表 "# 从表中可以看出"同一品种因接

虫时期不同"对产量的影响也不同# 一般来讲苗期接虫!第 " 代&比花丝接虫!第 ’ 代&危害严重"减产幅

度较大#
(+! 不同接虫时期对早%中熟玉米品种产量的影响

不同接虫时期对早%中熟品种产量的影响见图 "# 从图 " 中可以看出"图中的两条折线差距较小#
说明苗期接虫和花丝接虫对产量影响并不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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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接虫时期对中晚熟玉米品种产量的影响

不同接虫时期对中晚熟品种产量的影响见

图 !! 从图 ! 中可以得知"同一品种在苗期接虫

比花丝时接虫受害严重!但有的品种对玉米螟虫

反应较钝" 如吉单 "#!! 吉单 "#! 的组合是吉

$%"&’吉 ()"" 吉 $%"& 是 *+,-.$’/0$&12 的后

代! 可能因为吉 $%"& 茎秆和皮较硬# 叶片也坚

挺"粗纤维较多和适口性较差等原因造成玉米螟

虫对其取食较少"因此"玉米螟对该品种危害很

轻! 所以"利用外来种质资源进行改良和创新可

能是选育高抗玉米螟品种的一条途径!
!"# 不同接虫时期对晚熟玉米品种产量的影响

不同接虫时期对晚熟品种产量的影响见图

"! 从图 " 中可看出"两条折线走势大体相同! 说

明同一品种苗期接虫和花丝接虫产量差异不大!
但也是苗期玉米螟危害严重!
! 吉林省生产上应用的玉米品种抗

螟性
从吉林省生产上应用的玉米品种抗螟性调

查结果看出 3表 !4"我省应用的玉米品种没有高

感或高抗玉米品种"整体抗性水平为中等!其中"
有一些品种综合抗螟性较好"如农大 $%( 和吉单

!%5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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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不同接虫时期对早#中熟玉米品种产量的影响

图 ! 不同接虫时期对中晚熟玉米品种产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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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不同接虫时期对晚熟玉米品种产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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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防治

处理越冬寄主!降低虫源基数"各地可因地制宜地采用高温沤肥#秸秆还田和白僵菌封垛等措施!
减少发生基数" 因为玉米螟主要虫源来自根茬和秸秆内的越冬幼虫"
!"$ 释放赤眼蜂防治玉米螟

赤眼蜂是一种卵寄生蜂!吉林省推广应用的是松毛虫赤眼蜂" 用赤眼蜂防治玉米螟成本低!效果

好" 如果都放赤眼蜂!全省每年可减少玉米损失 !" 亿 #$" 但是!近些年吉林省放蜂面积却越来越少"
!%&’ 年到 !%%& 年!年放蜂面积均在 ()*’ 万 +,( 左右!其中 !%%) 年放蜂面积 -)*’ 万 +,(" !%%& 年后

逐年下降!(""( 年仅放了 !.*. 万 +,(" 结果使未放蜂地区玉米螟发病率高达 %"/!局部地区玉米颗粒

无收"
!%& 其它方法

可以利用成虫的趋光性设置高压汞灯进行大面积诱杀!将越冬代成虫消灭在产卵之前"还可以在

玉米心叶末期正置玉米螟低龄幼虫潜伏在心叶等处尚未蛀茎时!及时向玉米喇叭口投放杀虫剂"

! 育种对策

’%# 选育和推广抗螟品种

利用玉米品种本身对螟虫的抗性是综合防治螟虫的一个重要措施" 不同的玉米品种对玉米螟的

抗性不同!有的比较感虫!有的比较抗虫" 因此!对吉林省应用的骨干自交系及其衍生系和外引种质

资源进行玉米螟抗性鉴定! 从中筛选出抗性较好的育种材料和自交系! 选育出抗性较好的玉米新品

种!可以减少化学防治面积!有利于保护环境!减少污染!是建立生态农业的一条可行途径"
’%$ 转基因抗玉米螟玉米品种的选育

美国孟山都公司利用转基因技术!将苏云金杆菌 ! 内毒素基因成功地转入玉米自交系中!育成

的抗玉米螟杂交种已开始在生产上大面积应用" 国内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吉林省农业科

学院也正在抓紧此项研究!带有 01 抗螟基因的自交系已育成"因此!转基因技术不仅能够育成抗螟育

种材料!而且也是创制新的种质资源!丰富遗传类型的一条途径" 转基因技术是未来玉米育种一个最

重要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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