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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病虫害是影响玉米生产的主要生物逆境，选育抗性玉米品种是防治病虫害最经济有效的方法。本研究对 2012-
2021年十年间吉林省审定的普通玉米品种的抗性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从不同病虫害表现分析，玉米品种抗病虫害

能力高低顺序为：抗茎腐病、抗玉米螟、抗穗腐病、抗灰斑病、抗丝黑穗病、抗弯孢菌叶斑病、抗大斑病；从不同熟期品种

的表现来看，极早熟、早熟、中早熟、中熟、中晚熟和晚熟品种抗性级别达中抗以上的品种比例分别为 62.1%、57.4%、
49.3%、7.8%、5.4%和 0.5%，极早熟、早熟和中早熟品种的总体抗性水平好于中熟、中晚熟和晚熟品种；从年度变化趋势分

析，玉米品种整体抗性水平呈下降趋势，应引起广大育种者的重视。本研究明确了吉林省玉米品种十年来的主要病虫害

的抗性水平，为今后品种选育、品种审定和品种推广提供参考依据，从而支撑我国玉米种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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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iseases have been major biological adversity affecting maize production. Breeding disease resistant vari⁃
eties is the most economical, and effective for maize disease prevention.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disease resistance
traits of ordinary maize varieties in Jilin Province from 2012 to 2021, including northern maize leaf blight, head
smut, stalk rot, maize borer, Curvularia leaf spot, gray leaf spot and ear ro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stalk rot, maize
borer, ear rot, gray leaf spot, head smut, Curvularia leaf spot, and northern maize leaf blight were ranked from high
to low in terms of resistance(R) with medium resistance(MR) or above. The varieties with extremely early maturity,
early maturity and early-medium maturity, medium maturity, late-medium maturity and late maturity groups with
MR or above accounted for 62.1%, 57.4%,49.3%,7.8%,5.4% and 0.5% of the total. The disease-resistant level of
maize varieties was relatively high in Extremely early maturity, Early maturity and Early-medium maturity groups.
But the total disease resistance level of maize main diseases and pests was very poor. The general change tendency
of disease resistance of maize varieties showed downward trend. The majority of breeders should attach great impor⁃
tance to the change tendency. This study clarified the main disease resistance level of maize test varieties in recent
year in Jilin Province, and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future variety breeding, validation, and promotion to help China's
maize seed industry become gree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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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病虫害是影响产量和品质的重要因素。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玉米新品种推广面积的扩大，

病虫害也呈加重趋势[1]。我国玉米病虫害常年发生

面积约 4 667万 hm2，防治面积约 4 000万 hm2，潜在

产量损失大于 1 000万 t[2]，2008-2019年东北地区玉

米病虫草害年均发生面积2 213.39万hm2[3]。

吉林省是我国主要的玉米产区，病虫害是影

响吉林省玉米高产稳产的重要因素。玉米大斑

病、丝黑穗病、茎腐病、玉米螟和弯孢菌叶斑病等病

虫害每年都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2012年仅大

斑病对吉林省玉米田的危害面积达 77.5万 hm2[4]。

前人在玉米品种和病虫害方面作了相关研究。栾

奕等 [5]通过对“十三五”期间国家东华北春玉米区

域试验参试品种的病害鉴定数据分析 ,明确了近

年来我国东华北春玉米试验品种的主要病害抗性

水平，指出高产抗病绿色玉米品种选育难度较大 ,
建议设立抗病绿色玉米品种试验组别 ,强化抗病

绿色玉米品种审定标识。近年来针对吉林省玉米

审定品种及抗性等相关方面也开展了很多研究。

苏前富等 [6]对吉林省审定玉米品种病害进行了研

究，分析了品种的抗性表现和抗性水平变化 ,明确

了玉米抗性育种的目标。岳尧海等 [7]从审定品种

品质方面分析，认为吉林省缺乏高油、优质玉米

蛋白等专用型玉米品种，并指出提高玉米育种水

平应从多方面着手。路明等 [8]对吉林省审定品种

进行相关研究认为，缺少优良的中晚熟和晚熟品

种是吉林省玉米育种的薄弱环节。杨波等 [9]将移

动网络和 SVM技术相结合，应用于玉米病害诊断

可以使病害信息识别的工作定量化和自动化，从

而提高玉米病害诊断的效率和准确度。

抗病育种是防治玉米病害的主要手段[10]，随着

玉米育种进程的深入，如何进一步提高玉米杂交种

抗病能力，有必要对目前新选育品种的抗病水平进

行深入了解和客观分析。本文利用 2012-2021年吉

林省农业农村厅品种审定公告资料，对吉林省审定

玉米品种主要病虫害进行分析和总结，指出玉米病

虫害的变化趋势和未来育种目标，以期为今后品种

选育、品种审定与品种推广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材料

本研究对 2012-2021年十年间吉林省玉米品

种区域试验审定品种的病虫害鉴定数据进行分

析，资料来源于吉林省农业农村厅玉米品种审定

公告，玉米品种包括极早熟、早熟、中早熟、中熟、

中晚熟和晚熟 6个熟期，其中 2012-2016年鉴定的

主要病虫害有大斑病、丝黑穗病、茎腐病、玉米

螟、弯孢菌叶斑病，2017-2021年鉴定的主要病虫

害为大斑病、丝黑穗病、茎腐病、灰斑病、穗腐病。

1.2 玉米病虫害调查

病虫害鉴定由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

究所、吉林农业大学农学院、延边州农科院作物

所完成。采用人工接种的鉴定方法，具体参照玉

米抗病虫性鉴定技术规范 第 1部分：玉米抗大斑

病鉴定技术规范（NY/T 1248.1-2006）、玉米抗病

虫性鉴定技术规范 第 3部分：玉米抗丝黑穗病鉴

定技术规范（NY/T 1248.3-2006）、玉米抗病虫性

鉴定技术规范 第 7 部分：镰孢茎腐病（NY/T
1248.7-2016）、玉米抗病虫性鉴定技术规范 第 5
部分：玉米抗玉米螟鉴定技术规范（NY T 1248.5-
2006）、玉米抗病虫性鉴定技术规范第 10部分：弯

孢叶斑病（NY/T 1248.10-2016）、玉米抗病虫性鉴

定技术规范 第 11 部分：灰斑病（NY/T 1248.11-
2016）和玉米抗病虫性鉴定技术规范 第 8部分：镰

孢穗腐病（NY/T 1248.8-2016）。
1.3 统计分析

采用 Excel 2010进行数据统计和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品种抗性总体分析

吉林省主要玉米病虫害有 7种：大斑病、丝黑

穗病、茎腐病、玉米螟、弯孢菌叶斑病、灰斑病和

穗腐病，玉米按熟期分为极早熟、早熟、中早熟、

中熟、中晚熟、晚熟品种，各个熟期审定玉米品种

分别为 29个、61个、140个、154个、278个、67个，

其中以中晚熟品种数量最多。由表 1可知，从抗

性级别分析，极早熟、早熟、中早熟、中熟、中晚熟

和晚熟品种中抗以上品种分别占 62.1%、57.4%、
49.3%、7.8%、5.4%和 0.5%，且中熟、中晚熟和晚熟

品种感 1种以上病虫害和感 2种以上病虫害的比

率（感病品种数量占品种总数的百分比）较高，极

早熟、早熟和中早熟品种的整体抗性水平好于中

熟、中晚熟和晚熟品种。

由图 1可知，玉米品种中抗以上品种比率（中

抗以上品种的数量占品种总数量的百分比）为：

抗茎腐病 98.8%、抗玉米螟 78.7%、抗穗腐病

72.8%、抗灰斑病 59.4%、抗丝黑穗病 54.5%、抗弯

孢菌叶斑病 52.5%、抗大斑病 52.2%。说明吉林省

审定的大部分玉米品种抗茎腐病水平比较好，抗

玉米螟、抗穗腐病水平稍好，抗灰斑病、抗丝黑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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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抗弯孢菌叶斑病和抗大斑病的水平稍差。

由图 2可知，玉米品种的整体抗性水平呈逐

年下降的趋势，且整体抗性水平较低，中抗以上

的品种所占比率都在 40.0%以下，2021年最低为

10.3%。由此看出，十年来吉林省整体抗性育种

水平呈下降趋势。

2.2 玉米品种对主要病虫害的抗性分析

2.2.1 抗大斑病、抗丝黑穗病、抗茎腐病水平分析

由表 2可知，不同熟期玉米品种的抗性分析

表明，极早熟、早熟和中早熟品种抗大斑病比率

分别为 96.5%、81.9%和 90.7%，抗性高，极早熟、早

熟和中早熟品种的整体抗性水平好于中熟、中晚

熟和晚熟品种，中晚熟品种抗性水平最差。由图

3可知，大斑病年度变化趋势为，从 2012年开始抗

性明显下降，2019年最低为 45.9%。
极早熟、早熟、中早熟、中熟、中晚熟和晚熟玉

米品种抗丝黑穗病比率分别为 72.4%、69.8%、
61.4%、46.1%、52.1%和 54.8%，其中极早熟、早熟、

中早熟品种抗性水平好于中熟、中晚熟和晚熟品

种，中熟品种抗性水平最低。由图 3年度变化分

析可知，玉米品种对丝黑穗病的抗性年度变化较

大，变化幅度为 35.0%~84.1%，2021年抗性比率下

降到最低，为 35.0%。
极早熟、早熟、中早熟、中熟、中晚熟和晚熟玉

米品种抗茎腐病比率分别达 100%、100%、100%、
98.7%、98.2%和 97.1%，抗性比率达 97%以上，其

中极早熟、早熟和中早熟品种的抗性比率高达

100%，整体抗性水平非常高。由图 3可知，茎腐

病抗性水平年度变化不大，2012-2021年抗性比

率都非常高，达到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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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2-2021年吉林省玉米品种总体抗性水平

表 1 2012-2021年不同熟期玉米品种总体抗性表现

品种

极早熟

早熟

中早熟

中熟

中晚熟

晚熟

中抗以上

比例/%
62.1
57.4
49.3
7.8
5.4
0.5

感1种以上

比例/%
37.9
42.6
50.7
92.2
94.6
99.5

感2种以上

比例/%
0
11.5
8.6
74.7
74.1
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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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2-2021年玉米品种抗性水平总体变化趋势

表 2 2012-2021年不同熟期玉米品种抗大斑病、抗丝黑穗病、抗茎腐病水平 %

病害

大斑病

丝黑穗病

茎腐病

中抗以上比率

极早熟

96.5
72.4
100

早熟

81.9
69.8
100

中早熟

90.7
61.4
100

中熟

35.7
46.1
98.7

中晚熟

34.9
52.1
98.2

晚熟

36.2
54.8
97.1

2.2.2 抗玉米螟、抗弯孢菌叶斑病水平分析

由表 3可知，极早熟、早熟、中早熟、中熟、中

晚熟和晚熟玉米品种抗玉米螟的比率分别为

100%、100%、100%、87.5%、61.6% 和 55.6%，极早

熟、早熟、中早熟和中熟品种的抗性比率较高，抗

性水平较高，中晚熟和晚熟品种的抗性水平较

低。由图 4可知，2012-2018年抗玉米螟的比率

变化平稳，变化幅度为 71.1%~82.1%，总体抗性

水平较高。

极早熟、早熟、中早熟、中熟、中晚熟和晚熟玉

米品种抗弯孢菌叶斑病比率分别为 90.0%、
92.9%、82.8%、49.5%、32.9%和 33.3%，极早熟、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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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抗灰斑病、抗穗腐病水平分析

由表 4可知，极早熟、早熟、中早熟、中熟、中

晚熟和晚熟玉米品种抗灰斑病比率分别为

95.0%、92.7%、90.3%、38.5%、44.5%和 49.3%，其中

极早熟、早熟和中早熟品种的抗性水平好于中

熟、中晚熟和晚熟品种，中熟品种的抗性水平最

差，抗性比率为 38.5%。由图 5可知，从 2017年进

行品种抗病鉴定工作开始，抗灰斑病的水平呈明

显下降趋势，2019年抗性比率最低，为 50.8%。

由表 4可知，极早熟、早熟、中早熟、中熟、中

晚熟和晚熟玉米品种抗穗腐病比率分别为 100%、
97.6%、93.6%、63.6%、58.9% 和 68.2%，其中极早

熟、早熟、中早熟品种的抗性水平优于中熟、中晚

熟和晚熟品种。由图 5可知，2017-2020年玉米品

种抗穗腐病水平比较好，但 2021年抗性比率陡然

下降到 48.0%，整体抗性水平呈下降的趋势，且下

降幅度较大。

3 结论与讨论

近年来玉米病虫害是影响吉林省玉米高产稳

产的重要因素，其中发生普遍、危害较严重的有

大斑病、丝黑穗病、茎腐病、玉米螟、弯孢菌叶斑

病、灰斑病和穗腐病等。玉米大斑病是东北地区

熟、中早熟品种抗性比率较高，抗性水平较高，中

晚熟和晚熟品种抗性水平最差，抗性比率分别为

32.9%和 33.3%。由图 4可知，2012-2018年抗弯

孢菌叶斑病比率年度变化较大，整体呈下降趋

势，2016年抗性比率最低，为 35.7%。

表 3 2012-2021年不同熟期玉米品种抗玉米螟、抗弯孢菌叶斑病水平 %

病害

玉米螟

弯孢菌叶斑病

中抗以上比率

极早熟

100
90

早熟

100
92.9

中早熟

100
82.8

中熟

87.5
49.5

中晚熟

61.6
32.9

晚熟

55.6
33.3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20
11

20
12

20
13

20
14

20
15

20
16

20
17

20
18

20
19

百
分
率
/
%

年份

玉米螟 弯孢菌叶斑病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10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百
分
率
/
%

年份

灰斑病 穗腐病

图 4 2012-2021年抗玉米螟、抗弯孢菌叶斑病水平年度

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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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

表 4 2017-2021年不同熟期玉米品种抗灰斑病、

抗穗腐病水平 %

病害

灰斑病

穗腐病

中抗以上比率

极早熟

95.0
100

早熟

92.7
97.6

中早熟

90.3
93.6

中熟

38.5
63.6

中晚熟

44.5
58.9

晚熟

49.3
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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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病害之一，在吉林省部分地区高感品种

发生偏重，有时甚至会减产 50%以上 [11]。本研究

表明，在吉林省 2012-2021年审定品种中，极早

熟、早熟和中早熟品种抗或高抗大斑病的品种比

较多，如天和 22、吉单 441、金产 5号、松玉 108、省
原 78和伊单 26等，但中熟、中晚熟和晚熟品种抗

病表现较差。年度变化分析表明，吉林省玉米大

斑病的抗病育种总体水平呈下降趋势，这与东北

地区大面积推广种植易感大斑病的以先玉 335等
为代表的国外品种密切相关 [12]，应加强抗大斑病

玉米杂交种的选育。杂交种的抗性与亲本的抗性

有密切关系 [13]，亲本材料为高感品种是造成病害

严重发生的根源 [14]。以先玉 335等为代表的国外

玉米品种一般熟期在中熟和中晚熟之间，因此在

中熟和中晚熟玉米品种亲本选育中应当加强抗大

斑病新材料的筛选。丝黑穗病是我国春玉米生产

中的主要病害之一，在东北地区更容易发生，严

重损害玉米生产。本研究表明，抗丝黑穗病的水

平整体呈下降趋势，尤其中早熟、中熟、中晚熟和

晚熟玉米品种表现较差。一般在生产上通过种子

包衣处理可以有效防治丝黑穗病的发生，任金

平 [15]和王广祥 [16]等采用多功能种衣剂防治玉米丝

黑穗病具有显著效果 ,苏前富等 [17]利用含有 0.9%
以上戊唑醇的种衣剂包衣能够高效防治玉米丝黑

穗病。选育抗玉米丝黑穗病品种，可以减少农药

的使用，是既经济又有效的防治方法。李莉等 [18]

利用分子标记辅助选择（MAS）技术显著提高了自

交系及其杂交种对玉米丝黑穗病的抗病效果。茎

腐病是一种全球性玉米病害，在东北地区个别年

份会有发生，造成产量损失 10%~20%。本研究结

果表明，各熟期玉米品种茎腐病抗病水平较高，

表现优良的品种有金庆 801、吉农大 5号、吉单

66、吉单 53和吉单 558等。选育抗茎腐病品种、培

育抗病杂交种是最经济有效的防病减灾措施 [19]，

近年来，随着机械收获面积逐年加大，对玉米抗

茎腐病的要求越来越高，茎腐病已成为机收品种

筛选的重要指标 [20]，因此应加强茎腐病抗性遗传

改良。

玉米螟又称玉米钻心虫，在东北地区广泛发

生，对玉米生产威胁巨大。本研究表明，极早熟、

早熟、中早熟和中熟品种玉米螟抗性水平高，表

现较好的品种有源玉 13、吉单 441、吉单 53、吉单

66、吉兴 86等。应积极进行抗玉米螟品种的研究

和开发，尤其在中晚熟和晚熟品种选育中应当加

强抗性材料的筛选 [21]。弯孢菌叶斑病是我国继玉

米大斑病及小斑病之后又一严重危害玉米的叶斑

病，近年来，玉米弯孢叶斑病时有发生，严重影响

玉米生产。本研究表明，弯孢菌叶斑病的整体抗

性水平较差，2019年以后没有作为鉴定品种的主

要指标。十年来吉林省弯孢菌叶斑病的抗病育种

水平比较低，选育抗病品种是防治玉米弯孢菌叶

斑病发生的最经济有效的措施之一 [22]，尤其在中

熟、中晚熟和晚熟品种的选育，应引起广大育种

者的重视。灰斑病是我国北方玉米产区的重要病

害 ,大流行年份可造成严重的产量损失 [23]。本研

究表明，十年间抗灰斑病的水平较差，呈下降趋

势。目前抗灰斑病的育种材料或抗病基因十分缺

乏，杂交种中表现高抗的较少，应加强资源或品

种的抗性鉴定工作 [24]，发掘抗灰斑病的基因 [25]。

在育种实践中获得抗病基因 ,对选育抗病品种具

有重要的意义，尤其在中熟、中晚熟和晚熟品种

选育中。穗腐病是一种危害严重的真菌性病害，

近年来随着东北地区频发台风导致玉米大面积倒

伏，特别是在一些气候条件多变的环境下，极易

导致穗腐病发生频率的升高，对玉米产量造成严

重影响。本研究表明，抗穗腐病的水平呈下降

趋势，尤其中熟、中晚熟和晚熟品种的抗性表现

较差，张叶等 [26]研究认为，承 351、丹 598 和吉

V203自交系对穗腐病具有较好的抗性，可作为

抗性资源对亲本进行遗传改良，从而促进抗病

品种的选育。

吉林省是世界三大黄金玉米带之一，玉米产

量关系到全省乃至全国的粮食安全。2012年大

斑病在吉林省普遍发生，给农民造成了很大的损

失 [27]。近几年吉林省由于天气、环境等因素导致

感病品种大面积发生玉米病虫害，并呈现加重的

趋势，造成玉米减产 [28]。为此本研究对吉林省

2012-2021年的审定玉米品种主要病虫害进行了

分析和研究。结果表明，从不同病虫害表现分

析，抗性水平高低依次为抗茎腐病、抗玉米螟、抗

穗腐病、抗灰斑病、抗丝黑穗病、抗弯孢菌叶斑

病、抗大斑病；从不同熟期品种分析，极早熟、早

熟和中早熟品种的总体抗病虫水平好于中熟、中

晚熟和晚熟品种；从年度变化趋势分析，玉米品

种整体抗病虫水平呈下降趋势。随着不断深入的

育种研究，通过多年的努力，一批高产稳产、抗性

强的品种育成通过审定，并成为吉林省农业主导

品种，如翔玉 998、吉单 66、优迪 919、吉农大 889、
泽奥 718等品种。吉林省玉米抗病育种工作取得

了较大成就，对玉米生产的发展和产量的提高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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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了重要作用 [29-30]，但仍需加强抗性育种研究。

提高抗性已经成为玉米育种的重要目标，玉米抗

性育种是任何时候都不容忽视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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