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玉米大斑病又称条斑病、煤纹病、枯叶病、叶

斑病等。是由大斑凸脐蠕孢 [Exserohilum turci－
cum (Pass.)Leonard et Suggs]有性态玉 米 毛 球 腔

菌 [Setosphaeriaturcica (Luttr.)Leonard&Suggs)] 引

起。主要危害玉米的叶片、叶鞘和苞叶,严重时病

斑融合，叶片变黄枯死，具有在后期暴发的特征。
2012 年 7 月上旬梨树县发现玉米大斑病，正逢多

雨季节，病害迅速蔓延，至 7 月 25 日，全县玉米大

斑病发生面积在 13.33 万公顷 左 右 ， 发 生 程 度

1～5 级[1]，其中 5 级的面积大约在 3.33 万公顷，3

级以下的面积在 10 万公顷。如果不及时防治，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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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全县粮食生产带来较大威胁。政府高度重视这

一情况，组织技术人员研究防治方案，考虑玉米植

株高大人工喷药困难且容易被叶片割伤，为了及

早、尽快、高效防治玉米大斑病，保护玉米生产，减

少粮食损失，探索新的防治措施保护玉米生产安

全，决定采取空中防治方式防治玉米大斑病，实现

对玉米大斑病快速有效的控制。

1 材料与方法
1.1 飞防地点和面积

梨树县万发镇 24 个村，181 个社，143 个自然屯，

玉米品种主要是先玉 335 及其近缘品种。8 月 6～12
日，飞行作业时间 53.05 h，防治面积共 4 053.33 hm2。
1.2 飞防机型和载液量

双翼运 -5 型飞机。每架次载药液量 1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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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g，共出动飞机 76 架次。GP-81 扁扇形喷头。
1.3 飞防作业参数

飞行高度距离地面 9～11 m，距离玉米顶端 7～9
m。飞行速度 180～190 km/h，喷液量 18.75 kg/hm2。
1.4 飞防药剂和用量

药剂 45%咪酰胺水乳剂，用药量为 0.75 kg/hm2。
1.5 调查事项及计算方法

叶片药剂着落情况调查。用 1 m×0.4 m 的白

纸包裹玉米的棒三叶(穗位叶、穗上叶、穗下叶)，

一张白纸包裹一片叶，共设置 10 点，两点间距 6

m，每点 3 张白纸包裹 1 株玉米的棒三叶，10 点共

调查了 10 株玉米的 30 张叶片。
飞防效果调查。在对照区白山乡太平山村及

防治区万发镇各定点调查 5 点，每点定株调查。记

录棒三叶玉米大斑病叶数量、病斑数量、病斑面

积。病斑面积通过量取每个病斑最长处及最宽处

后相乘，计算每个病斑的面积。叶片面积通过量取

每个叶片最长处及最宽处后相乘，计算每个叶片

的面积。
防治效果(%)=(对照区病斑平均每天扩展面

积 - 防治区病斑平均每天扩展面积)/ 对照区病斑

平均每天扩展面积×100%

产量调查。防治区和对照区分别连续取 10 株

玉米的果穗，每个处理取 3 次，脱粒风干后称重。
挽回产量损失率(%)=(防治区样本果穗重量 -

对照区样本果穗重量)/ 对照区样本果穗重量×
100%

2 结果与分析
2.1 叶片着落药剂情况调查结果

飞机喷雾防治后，立即进行调查记录，药液从

上方降落到玉米叶片，在棒三叶预先包裹的白纸

上，药液降落后浸湿白纸，药滴呈线条状分布。8

月 6 日幸福村飞防后立即调查，在 8 株玉米包裹

的 22 张白纸上有药液着落，叶片着药率 73.33%。
8 月 7 日宋家围子村飞防后立即调查，在 9 株玉

米包裹的 23 张白纸上有药液着落，叶片着药率

76.67%。

2.2 飞机防治玉米大斑病效果调查

8 月 5 日飞防开始前，在计划不防治的白山

乡太平山村以及计划飞机防治万发镇幸福村和宋

家围子村进行了调查。防治后 8 月 28 日又进行了

一次调查。
对照区白山乡太平山村 8 月 5 日调查，每个叶

片平均病斑面积 12.60 cm2，叶片平均面积 1 095.6

cm2，占整个叶片的 1.15%；8 月 28 日调查，每个

叶片平均病斑面积 150.78 cm2，叶片平均面积

1 100.58 cm2，占整个叶片的 13.70%；病斑平均

每天扩展面积 6.00 cm2。
飞防区幸福村 8 月 5 日调查，每个叶片平均

病斑面积 13.20 cm2，叶片平均面积 1 098.81 cm2，

占整个叶片的 1.20%；8 月 28 日调查，叶片平均

病斑面积 62.76 cm2，叶片平均面积 1 100.53 cm2，

占整个叶片的 5.70%；病斑平均每天扩展面积

2.15 cm2。宋家围子村 8 月 5 日调查，每个叶片平

均 病 斑 面 积 9.70 cm2， 叶 片 平 均 面 积 1 100.22

cm2，占整个叶片的 0.88%；8 月 28 日调查，叶片

平均病斑面积 59.31 cm2，叶片平均面积 1 100.49

cm2，占整个叶片的 5.39%；病斑平均每天扩展面

积 2.16 cm2。

表 1 叶片着落药剂百分率

地点 总包裹叶片数 药剂着落叶片数 叶片着药率(%)

幸福村 30 22.0 73.33

宋家围子村 30 23.0 76.67

平均 30 22.5 75.00

表 2 玉米大斑病飞防效果调查

地点 日期 株数 病叶数 病斑数 病斑总面积(cm2) 病斑平均面积(cm2)

幸福村 8 月 05 日 25 75 473 6 243.67 13.20

幸福村 8 月 28 日 25 75 296 18 578.35 62.76

宋家围子村 8 月 05 日 25 75 331 3 213.45 9.71

宋家围子村 8 月 28 日 25 75 298 17 673.18 59.31

太平山村 8 月 05 日 25 75 458 5 771.83 12.60

太平山村 8 月 28 日 25 75 236 35 583.42 150.78

根据对照区和防治区病斑平均每天扩展面积

计算，平均防治效果为 64.08%。
2.3 产量调查结果

9 月 29 日玉米成熟后，收取 3 个村 9 个样本

90 穗玉米果穗脱粒风干后分别称重。对照区太平山

村 10 穗玉米子粒平均重 2 228.67 g，(下转第 9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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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67 页) 防治区幸福村 10 穗玉米子粒平均

重 2 482.33 g，宋家围子村 10 穗玉米子粒平均

重 2 505.33 g。平均挽回产量损失率为 11.90%。

对表 3 的各个处理样本重量进行方差分析，

按 v1=2，v2=6，F0.05=5.14，现实得 F=8.05>F0.05，故

P<0.05，说明 3 个地点玉米产量存在显著差异。按

v=6 对各处理用新复极差测验进行多重比较，幸

福村和宋家围子村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而幸福

村、宋家围子村都和对照区太平山村存在显著差

异，差异达到 α=0.05 水平。

3 结论与讨论
飞机防治后药液可以落到玉米叶片上，平均

叶片着药率为 75%，药液在叶片上展开渗透到叶

片内部后，对大斑病菌起到控制作用，从而延缓大

斑病病斑的扩展速度，减少大斑病对玉米造成的

产量损失。防治区大斑病病斑平均每天扩展面积

比对照区减小，防治区玉米产量高于对照区，平均

挽回产量损失率为 11.90%，证明飞防有效果。棒

三叶是光合作用产物输送到穗部的主要供应者，

对灌浆结实有决定性作用，所以叶片着落药剂情

况和病斑扩展面积都以棒三叶为调查研究对象。
本次飞防后也进行了成本核算，每 666.7 m2，飞防

大斑病租赁飞机费用 9.96 元，咪酰胺乳油 5 元，

直接成本 14.96 元。平均挽回产量按 5%计算，每

666.7 m2 可挽回产量 40kg，折合人民币 80 元，经

济效益十分显著。在病害大发生的年份，尝试采用

飞防的技术措施控制大面积大斑病防治工作，很

有生产应用价值，对未来生产中病害的防治有较

好的借鉴作用。
稻田飞机低容量喷雾、飞机防蝗和玉米螟的试

验也证实了飞防的效果[2-4]。梨树县是春玉米区，从

拔节到出穗期间，气温适宜玉米大斑病发生，如遇

连续阴雨天，病害发展迅速，易大流行。采用飞机

防治病虫害，防治效果显著，防治速度快，是农业

现代化的体现。同时玉米后期植株高大，进地困

难，有水的洼地人也不能进入，采用飞防不受植株

高度、地面地形及水域的限制，而且适应专业化统

防统治的发展方向，因此应用高新技术的飞防前

景会越来越广泛，从而成为高效快速的防治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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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玉米产量调查

地点 样本重量(g) 平均值(g)

幸福村 2358 2496 2593 2482.33 a

宋家围子村 2584 2505 2427 2505.33 a

太平山村 2162 2316 2208 2228.67 b

注：最后一列中小写字母不同，表示显著差异(p<0.05)。

特色产业的带动下逐步实现。
充分保护和利用吉林省的资源优势和生态优

势，推动新农村建设是符合吉林省客观实际的选

择。只有保护好已有的来之不易的生态资源环境，

才能使新农村建设村容整洁的小环境得到有效的

治理；这是十分可行的方法。欠发达地区新农村建

设的不同发展模式中的生态村建设已经得到了政

府的认可和村民的效仿。吉林省东部地区已经积

累了比较成熟的经验，实现了生态优势向市场优

势、经济优势和发展优势的转化。合理利用生态资

源改变了农村的面貌，在推动新农村建设的进程

中取得显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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