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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青枯病危害性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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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玉米青枯病严 重影响 当年和翌年产量
。

病株后期发生 茎腐甚至倒 伏
。

感病玉米 当年

的于粒重和才未粒重分别降低 2端和 2 5%左右
,

穗长
、

结实长和行拉数 降低 5 一 1 。%
,

早 熟种
、

矮

杆种和发 病早
、

发病重的受影响 更 大
。

病株玉米种子的发芽势
、

发芽率和 幼苗生活力下

降
,
后代 千粒重和株拉重等也明显 降低 ( 5 一25 % )

。

病林种子和健株种子的粗蛋 白含

量 无显著差异
。

月lJ 舌

青枯病是玉米生育后期的一种严重病害
,

近年来发展较快
,

局部地区具暴发性
。

感病

植株全部叶片迅速青枯
,

重者发生茎腐甚至倒伏
。

据山东
、

浙江和广西等地报道
,

在发

病严重的年份
,

感病品种的病株率达50 % 以上
,

病穗粒重降低10 一 50 %
,

对产量影响很

大
。

为了解该病在陕西关中地区的为害情况
,

近年来我们 较系统地研究了该病对玉米当

年产量 因素和籽粒品质以及后代生长发育的影响
。

材 料 和 方 法

本研究于 1 9 8。年和 1 9 8 1年共进行两年
。

为了解青枯病与茎腐及 倒伏 的关 系
,

选用

12 3个杂交种和50 个自交系
,

进行 田间自然发病鉴定
,

试验地为玉米连 作10 年 以上
、

最

近几年秸秆还田的重病地
。

吐丝后每隔 5 一 7 天观察一次
,

分别统计发病率
、

茎腐率和

倒体率
,

至成熟收获期为止
。

为研究青枯病对当年产量因素的影响
,

调查42 个材料
,

每 材料 成对 取健株和病株

各10 株以上
,

收获后分别测量穗长
、

结实长
、

计数每行粒数
,

,

并测定千粒重和株粒重
。

为鉴定病株种子和健株种子的品质差异
,

选用 3 个自交系和 2 个杂交种
,

分别对其

病种和健种用K 一S 亚型半微量定氮仪 (凯氏法) 测定粗蛋 白质含量
。

为检验病株种子对其后代幼苗的影响
,

用 4 个材料中成对的健株和病株种子进行发

芽试验
,

测定其发芽势和发芽率
,

并烘干称苗干重
。

同时选用 2 个健种和病种成对的材

.

¹ 本文系作者研究生论文的一部分
,

是在宋玉择教授指导下完成的
。

º本刊编辑室收到此稿的时间 . 19 8 4年 1 月21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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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

在田间条件下进行出苗率
、

生长势及整齐度的对 比观测
。

为测定病株种子作种对后代产量因素的影响
,

选用健株和病株成对的 1 6个材料 (其

中自交系 7 个
,

杂交种 9 个)
,

成对相邻种植
,

成熟后按小区收获
,

分别测定其产量因

素
。

试 验 结 果

一
、

青枯病与茎腐和倒伏的关系

1 9 8 1年结合青枯病抗性鉴定
,

对 1 23 个杂交种和50 个自交系的茎腐与倒伏 情况 进行

了调查
,

获得以下结果
:

(1) 凡青枯病发生较早的植株
,

后期大都发生茎腐 (茎基 1 一 4 节明显失水干缩
,

空心腐软 )
,

重者倒伏 (见表 1 )
。

由表 1 可看到
,

吐丝后 30 天 内发病的材料
,

茎腐率达

4 5 %以上
,

倒伏率在 15 %以上 ;
而吐丝40 天后发病的材料

,

其茎腐率在 10 %以下
,

倒伏

率不到 2 %
。

相关分析结果指出
,

无论是杂交种还是 自交系
,

其始病期的天数与茎腐率

和倒伏率都呈极显著的负相关
,

各
r
值都在 0

.

5 以
.

上
。

表 1 给病期与茎腐
、

倒伏的关 系 (1 9 8 1)

始始病期
’’

杂 交 种种 自 交 系系

组组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 茎茎茎 腐腐 倒 伏伏 数 目目 茎 腐腐 倒 伏伏 数 目目
(((((% ))) (% ))))) (% ))) (% )))))

一一2 555 7 0
。

444 2 6
。

333 222 5 2
。

666 1 6
。

111 888

一一3 000 5 5
。

555 3 1
。

111 2 555 4 5
。

777 1 5
。

777 1 333

一一 3 555 3 7
。

000 1 1
。

111 1 666 2 9
。

111 2
。

444 1 111

一一 4 000 2 1
。

222 4
。

222 2 777 1 2
。

555 1
。

555 666

一一 4 555 9
。

333 1
。

888 2 333 5
。

OOO 000 444

一一5 000 4
。

000 0
。

999 999 000 000 888

一一 5 555 000 000 2 1111111
粉粉

相相关系数数 一 0
。

7 1 7 7 二二 一 0
。

6 42 9二二二 一 0
。

62 5 3 . ’’
一 0

。

5 0 3 0
. ’’’

今小区出现一株病株的日期为始病期
,

用吐丝到这一日期的夭数表示 , 杂交种

50 夭以上的和 自交系45 天以上的均未发病
,

故规定不发病的 “始病期” 分别

为5 5天和5 0天
。

(2 ) 茎腐和倒伏的程度随青枯病株率的增高而加重
。

这种关系由图 1 可清楚地看

出
, 当青枯发病率由10 %以下增高到90 % 以上时

,

杂交种和自交系的茎腐率都从 2 %以

下递增到70 % 以上
; 倒伏率从 1 % 以下分别递增到30 % 以上 (杂交种) 和 20 % 左右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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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青枯病与茎腐及倒伏的关系 (1 981)

偏株和病株玉米当年产t 因素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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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系)
。

同时
,

相关分析表明
,

杂交种和 自交系
,

其青枯发病率与茎腐率都呈极显著的

强相关 (r 值均在 0
.

8 以上)
,

青枯率和倒伏率为中度正相关 (r 值 在0
.

5一 0
.

7之 间)
。

至于青枯和茎腐是否由同一病原所致以及二者的 因果关系
,

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

二
、

青枯病对病株玉米当年产量 因素及籽粒品质的影响

1 0 8 0年和 1 0 8 1年
,

我们分别从 9 个和 3 3个杂交种中达择兰

健株进行了产量因素调查
,

结果列于表 2
。

表 2 表明
,

两年中病株比健株平均千粒重分别降低 1 0
.

仲百

长条件基本一致
;

.

乙肩株和

和 2 ,
.

, % ; 平均株粒重分

表3 发病情况
、

生育期
、

株高等对病株玉米产量因素的影晌

年年 份份 影 响 因 素素 病株玉米产量因素降低 (% ))) 组 合合

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
行行行行粒数数 千粒重 (克))) 株粒重 (克)))))

九九九 发病病 5 0 % 以上上上 2 0
。

888 2 4
。

777

⋯
666

八八八 程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OOOOOOO 5 0% 以下下下 1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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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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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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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年年
!!!!!!!!!!!

生生生育期期
} lllll

2 1
.

666 2 7
。

333 444

早早早早 (1 1 5天 以下 )))))))))))

晚晚晚晚 (1 1 5天以上))))) 1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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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9 444

株株株高高 矮 (25 0厘米以下))))) 2 0
。

333 2 4
。

555 333

高高高高 (2 5 0厘米以上))))) 1 8
。

555 2 2
。

333 666

九九九 发病病 50 % 以上上 6
。

333 2 2
‘

666 2 9 ‘ 888 1 777

ZZZ、、 程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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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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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吐丝后30 天以内开始发病者为早
,

30 天以后发病者为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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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降低 23
.

2 %和 2 6
.

3 % ; 平均穗长
、

结实长和行粒数比 1 9 8 1年降低 5 一10 %
。

两年的结

果相当一致并且都达到 1 % 的显著水准
。

充分说明选育
、

推广抗病杂交种的重要性
。

关

于病株玉米产量因素降低的原因
,

我们观察的结果与前人研究基本一致
。

玉米灌浆中后

期
,

是青枯病症状表现最明显的阶段
,

感病植株叶片青干萎缩
,

迅速全株枯死 (有的过

程较慢) ; 茎基部失水干缩
、

空心变软 ; 根部组织溃烂
,

须根显著减少
。

使叶片光合
、

茎秆输 导和根 系吸 收都直接二列影响
,

从而籽粒灌浆饱满度骤降
,

粒重显著降低
。

研

究还表明
,

虽然青枯病的显定和危害主要在灌浆后期或更晚
,

主要影响籽粒重量
,

但病

株的穗长
、

结实长和 行粒数 也都降版的事实
,

说明病菌侵染早在灌浆期之前
。

试验还表明
,

感病玉米产量因素降低的程度与品种的发病情况
、

生育期和植株高度

等有关
。

将表 2 中行粒数
、

千壮重 和株粒重降低的 百分数按品种的发病轻重和生
一

育期

早晚等分开进行
J

对
一

比 (见表 。 )
,

可 以看出 两年中 这些产量 因素都呈现一致的规律性
。

发病重的 (50 % 以上)
、

发病早的
,

其行粒数
、

千粒重和株粒重都比发病轻的 (” % 以

下 )
、

发病晚的降低程度大
,

尤其 1 9 8 1年在同品种内
,

发病早的比发病晚的
,

其千粒重

和株粒重约多降低一倍
,

明显地表现出发病愈早产量损失愈大的规律
。

关 于生育期和 株

高的影响
,

根据我们研究
,

早熟种和矮秆种一般发病重且早
,

因而其行粒数和粒重的降

低 比晚熟种和高秆种幅度大
。

为明确青枯病对玉米籽粒品质的影响
, 1 9 8 3年我们选用 3 个自交系和 2 个杂交种中

的健株种子和病株种子
,

进行了蛋自质含量的测定
,

结果 (表 4 )表明
,

健种和病种的粗蛋

白含量差异不大 (差值都在 1 % 以下)
,

而且差异的方向不定
,

病种较健种的粗蛋 白含

表4 健株种子与病株种子的品质差异

材料名称 种子来源 粗蛋白(% )

(198 3)

差 值

武武 2 0 666 健株株 1 2
。

0 666 0
。

7 000

病病病株株 1 1
。

3 66666

WWW 2 444 健株株 1 1
。

1 555 一 0
。

3 666

病病病株株 1 1
。

5 11111

江江界1 0111 健株株 1 0
。

2 111 0
。

8 333

444
·

}}}}}}}}}}}}}}}}}}} !!! 9
。

3 8株株株株株株

武武早白1 2 1 x 武2 0 222 健株株 1 1
。

6 111 一 O
。

6 888

病病病株株 1 2
。

2 99999

陕陕单九号号 健株株 1 0
。

2 666 0
。

6 777

病病病株株 9
。

9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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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有增有减 (重 复测定 4 次
,

结果一致)
,

由此初步认为
,

青枯病对玉米籽粒品质无显

著影响
。

三
、

病株种子作种对后代幼苗生活力和产t 因素的影响

感病玉米不仅当代粒重降低
,

影响当年产量
,
以其种子作种还影响 后代 的生 长发

育
。

室内发芽试验表明
,

健株玉米种子
,

其发芽势
、

发芽率和幼苗干重 都高 于病 株种

子
,

而且病种的苗子参差不齐
,

整齐度较健种幼苗差 (表 5 )
。

在 田间调查中
,

健株和

病株种子的出苗率
、

幼苗生长势及植株整齐度亦有相同的趋势 (表 6 )
。

表5 青枯病与种苗生活力 (1 980 )

材 种子
来源

发芽势
(% )

发芽率
(% )

苗干重
(克 / 5 0苗)

苗高整齐度
( C V % )

1 0 0 1 5
。

3

武白 2 一 19 自交系 8。

{
8 。

{
,

.

5 1

{
1 9

.

1

1 0 0 1 5
。

4

唐徐 77 5 不育系
_

{
1 8

·

3

1 0 0 2
.

0 9

多2 2 9 x 白单 6 7一 1

武早白 1 3 1 x 白C 1 0 3

健株

病株

健株

病株

健株

病株

健株

病株

2 9
。

3

3 5
。

7

表6 青枯病对后代幼苗和植株的影响 (1 980 )

材 料 名 称
种子
来源

出苗率
(% )

幼苗
强弱

株高整齐度

苗期 }成 株 期

I(C y % )

(紫2 4 x 黄早四 ) x 紫 3 一 6

(武早7 0一 1 又 紫 2 4)

健株

病株

健株

病株

+ + + 十 1 0
。

6

1 1
。

4

十 + 1 4
。

4

1 6
。

0

1 9 8 1年用 7 个自交系和 9 个杂交种中的病株和健株的 种子 进行 (重复 两次) 产量

对比试验
,

测定其后代主要产量因素的差异
,

结果列于表 7
。

从试验结果看
,

无论 自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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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了 病株种子作种对后代产量因素的影响 (1 98 1)

统统计数数 穗长 (厘米 ))) 结实 仪仪 行粒数数 干粒 重重 株粒 重重 空秆率率
幅幅度度度 (厘米))))) (克 ))) (克 ))) (叫 )))

健健健 株株 病 株株 健 株株 病 株株 健 株株 病 株株 健 株株 病 株株健 株株 病 株株 健 株株 病 株株

自自自自 8
。

8一一 6
。

9一一 6
。

7一一 5
.

1一一 1 2
.

8
---

10
。

1
---

15 6一一 1 1 7一一 2 0
。

1 ---

8
。

6一一 0 一一 2
。

5一一
交交交交 1 2

。

555 1 2
。

555 1 0
。

999 1 0
。

999 2 0
.

777 2 0
。

222 2 5 666 2 3 333 5 3
。

000 4 6
。

666 25
。

000 t6
。

000

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

((( 7 个 ))) 平均均 1 0
。

555 9
。

888 9
。

222 8
.

222 1 6
.

〔〔 1 3
。

CCC 2 0 999 1 8 444 3 0
。

444 2 3
。

444 9
.

999 2 5
。

666

平平平均降降 0
。

777 1
.

000 2
。

444 25
.

0 二二 7
。

000 一 1 5
.

7二二
俗俗俗值值值值值值值值

6666666666666
。

777 1 0
。

999 1 5
。

000 1 2
。

000 2 3
。

00000

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

交交交交 1 3
。

3 --- 1 3
。

9 --- 1 1
。

6
---

1 ? 1 一一 2 4
。

0
---

2 5
.

1 --- 1 6 8一一 1 6 8一一 67
。

0 --- 3 1
。

6 -------

种种种种 17
。

111 1 6
。

777 1 5
。

33333333333 3 6
。

777 37
。

333 2 5 666 2 3 444 9 7
。

888 8 9
。

7777777((( 9 个 ))))))))))) 1 6
。

0000000000000000000

1111111 5
。

888 1 5
.

000 1 4
。

000 1 3
.

777 2 9
.

777 2 9
。

777 2 17
。

999 2 0 1
。

000 7 9
。

666 7 2
。

4444444

平平平均降降 0
。

888 0
.

333 000 1 6
.

9
’’

7
.

2
. ’’’

低低低值值值值值值值值
平平平均降降 5

。

111 2
。

111
·

OOO 7
。

888 9
。

00000

低低低 (% )))))))))))))))

要或杂交种
,

病株种子后代的千粒重和株粒重都较健株种子后代低
,

差异显著
。

病株产

牛的杂交种子
,

其后代的平均千粒重降低 7
.

8 %
,

平均株粒重降低 ”
.

“%
。

自交系由于生

活力弱
,

受病害影响大
,

因为病株种子是 由雌雄病配子结 合后发育而成
,

所 以其后代各项

产量因素的降低幅度大
,

平均千粒重和株粒重 分别降低1 2
.

。% 和 2 3
.

0 %
,

同时空秆率显

著增加 (1 5
.

7 % )
,

因而严重影 响自交系的繁殖和制种产量
,

并妨碍杂种优势的充分发挥
。

青枯病其所 以 对后代有较大影响
,

原因有二
:

一是病株种子发 育不 良
,

粒 重降

低
,

生活力减弱
,

直接影 响后代的正常生长发育
;
二是病株后代感病重

,

根据本地与异

地
、

重病地与无病地多点鉴定
,

其后代的感病率远高于健株后代 (表 8 )
。

上述这些事

实说明
,

在玉米育种和 良种繁育中
,

针对青枯病进行株选和穗选是有一定意义的
。

表8 玉米抗青枯病二次定向选择效果

材 料 名 称 }
一

.

一

望竺竺-

⋯
-

望竺1 }
.

画三
} 原始类型 }病株

‘%) ! 病株‘% ,

〔 (紫2 4 x 黄早四 ) x 紫 3 一 6 〕 F :

(武早 7 0一 l x 紫 2 1)

健健株株 4 6
。

666 2 7
。

111

,,

合乏别
二二 Q 只 众众 Q 月 吸吸

,,四 乍不不 U U 一 UUU 0 任 一 口口

一一一

一
~叫 , ~ ~ ~ ~ ~‘. , . 勺.....

健健株株 6 5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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