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 1 品种丝黑穗病抗性鉴定

项 目 高抗 抗 中抗 感 总计

品种个数 9 81 47 7 144
发病率变幅(%) 0.0- 0.9 1.2- 5.0 5.2- 10.0 13- 25.0 0- 25.0
占全部品种(%) 6.3 56.3 32.6 4.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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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收 集 目 前 吉 林 省 生 产 应 用 玉 米 品 种 144 个 , 在 中 部 半 湿 润 区 自 然 条 件 下 , 鉴 定 品 种 丝 黑 穗 病 抗

性 表 现 , 并 进 行 了 应 用 品 种 的 抗 性 评 价 , 提 出 了 防 治 对 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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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丝黑穗病是我省玉米的主要病害之一 , 对生产危害极大。尤其是近年来 , 随着种 子市场的开

放 , 南方等多 省份玉米品 种的涌入 , 加 之玉米连作 等因素 , 致使 玉 米 生 产 上 丝 黑 穗 病 危 害 有 加 重 的 趋

势 , 一些年份还出现了大发生 , 严重地影响了玉米产量。为了摸清目前吉林省玉米应用品种的抗丝黑

穗病状况 , 以 便为种子管 理部门、育种 研究及栽 培措施的制 定提 供 参 考 依 据 , 开 展 了 玉 米 品 种 丝 黑 穗

病的抗性评价。

1 材料与方法

2004年收集吉林 省生产中应 用 的 玉 米 品 种144个 , 分 为 早 熟 组 、中 熟 组 、中 晚 熟 组 、晚 熟 组 及 高 密

组、高油组、青贮组等7个组别 , 在吉林省中部半湿润区的公主岭市、长春市双阳区进行了试验。

试验随机区组设计 , 小区 10 m 行长 , 5 行区 , 3 次重复。施肥及管理同当地大田生产。成熟前每个

品种测定 300 株 , 调查丝黑穗病发病株数。

品种抗性评 价标准采用 农业部农业 行业 标 准 。 具 体 抗 性 分 级 是 : (1)高 抗 0～1.0%、(2)抗 1.1%～

5.0%、(3)中抗 5.1%～10.0%、(4)感 10.1%～40.0%、(5)高感 40.1%～100.0%。

2 结果与分析

2.1 玉米品种丝黑穗病总体的抗性情况

2004 年吉林省玉 米生产中丝 黑穗病的发 病属轻度发 生年份。 供 试 144 个 品 种 , 高 抗 丝 黑 穗 病 品

种 9 个 , 占 6.3%; 抗的品种 81 个 , 占 56.3%; 中抗品种 47 个 , 占 32.6% ; 感病品种 7 个 , 占 4.9% 。

总体来看 , 虽 然有 62.6% 的品 种达到抗性

以上水平 , 但 仍 有 37.4%的 品 种 抗 性 水 平 处 于

中 等 以 下 , 尤 其 是 有 近 5% 的 品 种 是 感 病 品

种 , 这 些 品 种 流 入 生 产 , 将 给 吉 林 省 玉 米 生 产

带来一定的隐患。因为尽管生产上应用种子包

衣对防治丝黑穗病起到了较大的作用 , 但在生产实践中由于受气候等因素的影响 , 对于一些感 病品

种 , 在一 些年份和部 分地块防 治效果并不 理想 , 特别是 在丝黑穗病 大 发 生 年 份 , 中 等 抗 性 品 种 也 往 往

发病较重 , 因此应用时一定要慎重 , 要对种子进行抗丝黑穗病的种衣剂处理 , 而对于感病品种要慎用。

2.2 不同熟期、类型品种的抗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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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环境下品种丝黑穗抗性情况

地点 高抗(%) 抗(%) 中抗(%) 感(%) 总计

公主岭 11.8 63.9 23.6 0.7 100
双阳 42.4 34.7 18.1 4.9 100
双阳 - 公主岭 30.6 - 29.2 - 5.5 4.2 0.0

从各个熟期 和类型看 , 青 贮组的品种 抗 性

好 , 全 部 品 种 都 处 于 抗 至 高 抗 水 平 ; 中 早 熟 和

晚熟品种抗 性相对较差 , 超过半数的 品种是处

于中等以下 的抗性水平 , 尤其是晚熟 品种中有

7.1%感 病 ; 中 熟 、中 晚 熟 、高 密 、高 油 组 的 品 种

抗性水平相 对较强 , 多数 都达到了抗 性水平 ,

但也有处于 中等以下抗 性水平的 , 尤 其是中晚

熟 、高 密 组 还 分 别 有 4.9%和 7.7%的 品 种 是 感

病品种。通过 上述分析 , 反 馈了这样一 个信息 , 就是 目前吉林省 市 场 销 售 的 中 早 熟 和 晚 熟 品 种 , 多 数

丝黑穗病 抗性并不过 关 , 在购种 选择品种时 一定要慎重 , 而对中熟、中 晚熟、高 密 、高 油 组 品 种 的 选 择

也不能轻视。

2.3 丝黑穗病抗性的基因型与环境合作表现

从 144 个 品 种 在 公 主 岭 和 双 阳 两 地 的 丝

黑穗发病情 况看 , 双阳区 品种的整体 发病率要

低 于 公 主 岭 , 有 42.4% 的 品 种 达 到 了 抗 性 水

平 , 比公主岭 点高出 30 个百 分点 , 但感病 品种

比例稍高于公主岭点 , 增加了 4 个百分点。这可能与双阳点播种晚、地温高、出苗快 , 减少了丝黑穗病

菌的侵染时间有关。本试验进一步表明 , 同一品种在不同环境下的抗性表现有所不同 , 对品种丝 黑穗

的抗性评价应在多环境下进行反复考验 , 才能得出准确的结果 , 避免造成生产损失。

3 小结与讨论

在 2004 年 吉 林 省 玉 米 丝 黑 穗 发 病 偏 轻 的 气 候 条 件 下 , 吉 林 省 市 场 销 售 的 144 个 品 种 中 , 仍 有

37.5%的品种丝黑穗抗性处于中等以下水平 , 感病品种也占到了 4.9%, 表明目前吉林省应用的玉米品

种丝黑穗抗 性并不容乐 观 , 对这些品 种的应用一 定要慎重 , 注 意 选 择 应 用 区 域 , 避 免 在 丝 黑 穗 病 严 重

发生区和地块应用 , 播种前要对种子进行丝黑穗防治药剂包衣处理。

从不同熟期和不同类型品种看 , 相对而言青贮品种的抗性强 , 全部品种均达到了抗 性水平。中早

熟和晚熟品种总体抗性偏差 , 超过半数的品种抗性处于中等以下水平。其它各熟期品种的抗 性较好 ,

但仍有一些中抗品种和感病品种。这也警示在选择中早熟和晚熟品种时应引起注意。

从丝黑穗病抗性的基因型与环境合作表现情况看 , 双阳区总的发病率要低于公主 岭 , 表明了选 择

适宜品种种植的重要性和可行性。

丝黑穗病是制约吉林省玉米高产稳产的主要病害 , 目前对丝黑穗病的防治可采取 的主要措施 : 一

是选择抗病品种 , 这是最根本的途径 ; 二是药剂防治 , 播种前对种子进行药剂包衣等处理 ; 三是采用合

理的栽培措施 ; 四是控制菌源 , 拔除病株病穗 , 减少对下一年的侵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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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Res is tance of Head Smut of
Maize Varie ties in J ili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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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 tract: 144 maize hybrids current in use in commercial production of maize in Jilin province were col-

lected and their resistance to head smut of maize was identified in half wet region. Their resistance was evaluat-

ed and prevention measure of head smut of maize was put forward.

Key words : Jilin province; Maize hybrid; Head sm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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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oxicity of 9 kinds of organic fungicides against Curvularia lunata was measured in laborato-

ry by the growth rate method. And the biggest toxicity fungicides were filtrated with some mixed experimen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Diniconazole and Iprodione were of stronger inhibitory effect to Curulaia lunlata. And

their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regression curve and EC50 were 0.973, 0.965 and 1.4048 E+1, 2.2172E+1 re-

spectively. And the results of experiment of co- toxicities of Diniconazole and Iprodione in 5:5 (V:V) showed

that it was not only putted up more synergistic effect but also it's inhibitory ratios were the biggest to Curvularia

lunata. It's co- toxicity coefficient and relative inhibited ratio were 147 and 32.30 % respectively. And the field

control effect showed that it was higher markedly than the two kinds of single fungicides and Clorothalonil,

which was usually used to control Curulaia lunlata in the practice at present.

Key words : Fungicide; Curulaia lunlate; Toxicity; Mixture; Field control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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