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吉林省玉米大斑病发生防控现状与展望

张庆贺 1，孟玲敏 2，张 伟 2，陈立玲 1，吴宏斌 2，高月波 2，苏前富 2*
（1. 吉林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长春 130033；2.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农村部东北作物有害生物综合治理重点实验

室，长春 130033）

摘 要：玉米大斑病是危害玉米生产的主要病害之一，常年危害损失率在 8%左右，严重发生时可导致大幅度减产。近年

来，随着大斑病感病品种的普遍推广，加之秸秆还田利用后大斑病病原基数过大，气候条件适宜的时候，在东北春玉米产

区常存在暴发流行的风险。本文结合近年来吉林省玉米大斑病的发生与防治现状，对玉米大斑病防控技术进行了简要

概述，以期为大斑病的综合防控以及玉米中后期病虫害的一体化防控提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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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Northern corn leaf blight (NCLB) is one of the main diseases in the corn production. Annual loss rate is
about 8%. The disease can lead to a large reduction of corn production.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widespread spread
of susceptible cultivars, the large pathogenic base of the disease after straw returning to the fields and the favorable
climatic conditions, the risk of outbreak and epidemic often exists in the spring corn producing areas in northeast
China. In this paper,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echnology of corn macular disease in Jilin Province in recent years
was briefly summarized, in order to provide technical support for the comprehensiv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corn
macular disease and the integrated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corn diseases and insect pests in the middle and late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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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吉林省玉米大斑病发生概况

大斑病是东北地区重要的玉米病害之一，早

在 1899年吉林省就有发生记载 [1]。据吉林省植保

部门统计，1956、1957和 1963年在吉林省中、西部

地区大斑病曾一度发生严重，给玉米生产带来较

为严重的损失。随着玉米大斑病抗性品种的推广

和其它农业综合防治措施的应用，20世纪 80年代

后基本控制了大斑病的大面积流行为害。吉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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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世界著名的三大黄金玉米带之一，是玉米人均

占有量和商品量最多的省份，2017年全省玉米播

种面积在 367万公顷以上，玉米总产量达 280.24
亿公斤，连续多年单产保持在全国前列。但近年

来，随着感病品种大面积的推广，每年玉米生长

后期大斑病发生均相对较重，严重地块损失很

大 [2-3]。此外，吉林省的大斑病生理小种由原来较

为单一种群逐渐演变为多种生理小种并存，导致

优势种群的优势并不十分明显 [4-5]，也加重了大斑

病的发生流行程度。据植保部门统计，2013～
2019年吉林省玉米大斑病发生面积逐渐呈下降

趋势（图 1）。其中，2014 年发生面积最大，为

104.69万公顷次，2019年发生面积为 22.23万公顷

次，为近年来面积最小。总体来说，近年来玉米

大斑病发生面积基本上呈下降态势，呈现中等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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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发生态势，2013～2019年均发生面积 55.17万公

顷次。

2 吉林省大斑病防控概况
2.1 吉林省玉米大斑病总体防控情况

从吉林省 2013～2019年玉米大斑病防控情

况来看（图 2），每年玉米大斑病防控面积逐渐呈

缩小的趋势。其中，2013年全省防控面积为 59.40
万公顷次，为近年来最高，2014年为 56.91万公顷

次，2019年下降到 6.4万公顷次。数据分析表明，

一方面吉林省感病品种种植逐渐下降，导致玉米

大斑病防控面积也呈下降趋势，另一方面，种植

业结构的调整以及抗病品种种植面积的增加，使

得玉米大斑病防控面积也呈逐年下降趋势。

2.2 大斑病防控主要使用药剂登记

目前，吉林省大斑病的常规防治药剂还是以

化学药剂为主，传统防治时期多为大斑病发生初

期或发生级别达到 3级时 [6]。吉林省常用的药剂

单剂有代森铵、吡唑醚菌酯、丙森锌等，混剂有丙

环·嘧菌酯、戊唑·嘧菌酯、肟菌·戊唑醇等（表 1），
登记在玉米大斑病上的主要农药成分共有 16类
43个产品（截至 2020年 11月），单剂中吡唑醚菊

酯是主要成分，共有 13个登记产品，代森铵有 4
个登记产品，枯草芽孢杆菌和井冈霉素各 1个；混

剂中唑醚·氟环唑是主要成分，共 7个产品，其次

是丙环·嘧菌酯，有 4个登记产品，其中，丁香·戊

唑醇是最新登记的产品。这些产品对玉米大斑病

的防效都不错，但从实际应用效果来看，丙环唑

在抽雄期施药时间和施药方法不当容易药害或造

成玉米空秆现象；丙森锌为保护性杀菌剂，持效

期短，玉米大斑病发生后效果不理想；吡唑醚菌

酯虽然效果不错，但对水生生物有极高毒性；代

森铵浓度偏高容易产生药害，不适宜作为航化作

业的药剂使用。因此，研究能够有效解决大斑病的

防控技术和药剂组合是生产中亟待解决的课题。

3 玉米大斑病控制前移技术

3.1 大斑病控制前移技术

为探索大斑病简易防控技术，改变以往化学

防治在发生级别达到 3级或抽雄后才防治，即病

害发生明显时开始施药的传统观念，解决长期困

扰我国玉米生育后期发生的叶斑病防控难题，吉

林省依托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进行玉米大斑

病控制前移技术的研究与示范，防控效果非常明

显。其主要技术特点是：根据玉米品种感大斑病

程度，确定需要防治的品种，针对需要防治的品

种，将防控时间提前到玉米大喇叭口期，防控药

剂采用 40%丁香菌酯·戊唑醇和 25%嘧菌酯的混

配组合，防控方法为高地隙喷雾机或无人机施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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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吉林省玉米大斑病发生面积（2013～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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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吉林省玉米大斑病防控面积（2013～2019年）

表1 正式登记的防治玉米大斑病的农药品种（截至

2020年 11月）

单剂 /混剂

单剂（共 5类）

混剂（共 11类）

有效成分名称

吡唑醚菌酯

代森铵

枯草芽孢杆菌

井冈霉素

丙森锌

唑醚·氟环唑

丙环·嘧菌酯

唑醚·戊唑醇

肟菌·戊唑醇

唑醚·稻瘟灵

戊唑·嘧菌酯

唑醚·氟酰胺

甲硫·戊唑醇

氯氟醚·吡唑酯

嘧菌·戊唑醇

丁香·戊唑醇

登记数量（个）

13
4
1
1
1
7
4
3
2
1
1
1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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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操作不方便区域可采用人工背负式喷雾。

防控前移在防治药剂上，创新性采用的丁香

菌酯属于甲氧基丙烯酸酯类杀菌剂，具有新颖的

作用机制及广泛的杀菌谱和良好的环境相容性，

丁香菌酯具有“丙烯酸酯”基团杀菌谱特性，同时

又加入“香豆素”基团，是特有一个化合物具有两

个杀菌基团，使丁香菌酯在玉米上调节作用更

强，持效期更长。戊唑醇为内吸性三唑类杀菌剂 ,
具有保护、治疗及铲除作用。经过试验示范，在

防治玉米大斑病上防治效果突出，持效期长（持

效期在 40天以上），减少果穗突尖和籽粒空瘪。在

防控方法上，所选用的药剂在精量用药技术下，对玉

米安全，无药害等现象产生。而且航化作业不仅作

业效率高、能节省大量人力和农药，且完成同样作业

面积的耗油量也比拖拉机等农业机械少。

3.2 防控前移技术防控效果

在大喇叭口期喷施 40%丁香·戊唑醇和 25%
嘧菌酯混合药剂对玉米大斑病的防治效果良好。

经多年试验，8月下旬调查，对照区处理病株的病

级多数在 7级以上，而 40%丁香·戊唑醇和 25%嘧

菌酯混配药剂处理大斑病发生级别最高为 3级，

防治效果最高可达 83.3%，防治效果十分明显，有

效地控制了玉米大斑病流行为害。

3.3 大斑病防控前移技术示范推广情况

自 2015年开始，在前期试验示范的基础上，

吉林省农业委员会将玉米大斑病防控前移技术作

为全省农业主推技术之一，针对主要感病品种

（先玉 335等）的种植区域，结合气象条件和高效

植保机械的推广，进行大面积适时防治。2015～
2019年，吉林省的粮食主产区普遍采用大斑病防

控前移技术，总防治面积达到 70万公顷次，挽回

产量损失 20万吨，为吉林省控制玉米大斑病危害

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4 大斑病防控前移技术利用与展望

吉林省是农业大省，玉米是吉林省的主要粮

食作物。虽然近年来随着种植业结构调整，玉米

的面积有所下降，但玉米的常年种植面积仍然维

持在 333万公顷以上。近年来，大斑病的发生虽

然呈现下降趋势，但随着秸秆还田等保护性耕作

措施的大面积推广，病菌的病原基数在逐年累计

增加 [7]，大斑病等病害的发生存在逐年增加的巨

大风险，做好玉米大斑病等玉米中后期叶斑类病

害的防控工作仍然十分重要 [8]。一是合理布局玉

米品种。品种是解决大斑病等叶斑类病害的第一

道关口。随着种植业结构调整和免耕少耕技术的

推广，在品种推广上要加大抗大斑病、玉米螟等

病虫害品种的推广和普及，减少大斑病的发生程

度 [6]。同时，围绕种植业结构调整，加大鲜食玉

米、青饲玉米等专用玉米的推广力度，使玉米品

种结构进一步优化，满足市场多方位的需求。二

是加强监测预警。根据省内不同的生态区，分区

域分时间做好大斑病发生时期的监测与预报 [9]，

为防治提供准确时机特别是中后期的防控时机，

力争做到中后期病虫害一体化防控。三是注重农

机农艺结合。玉米大斑病防控前移技术有效解决

了防控时间和防控空间上存在的诸多不利因素，

充分结合了无人机等高效植保机械，做到农机农

艺有效融合，具有良好的推广价值和应用前景。

除无人机之外，也应该注重高效植保机械，有人

驾驶直升机等多种植保机械的配套技术研究应

用，以此解决无人机应急防控能力不足的问题。

玉米大斑病防控前移技术的施药时期在玉米

大喇叭口期，此时是东北春玉米病虫害盛发期，

常发病虫害还有玉米螟、黏虫和蚜虫等，本所在

的课题组正在探索将防控大斑病与防控其他病虫

害结合到一起，进行“一喷多防”技术的研究示范

与推广，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有效减少了防控次

数，减轻了农药用量，具有节本增效促增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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