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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食玉米南方锈病发生动态及药剂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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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田间条件下采用目测法调查了由多堆柄锈菌（犘狌犮犮犻狀犻犪狆狅犾狔狊狅狉犪Ｕｎｄｅｒｗ．）引起的南方锈病在广州鲜食玉米

产区的发生动态，并测试了锈病对鲜食玉米产量的影响及几种药剂对南方锈病的防治效果。结果表明，南方锈病在

鲜食玉米生产期间持续危害，７月份和１１月份发生最严重，发病率近１００％。锈病危害直接造成鲜食玉米果穗净重

降低，重度危害（危害严重度＞５０％）比轻度危害（危害严重度＜３０％）折合每６６７ｍ２产量减少４７．６ｋｇ。化学药剂

对南方锈病具有抑制作用，其中１２５ｇ／Ｌ氟环唑ＳＣ和２５０ｇ／Ｌ吡唑醚菌酯ＥＣ的防治效果最好，处理后锈病危害严

重度比对照分别降低６３．０４％和５７．２１％，可挽回产量损失８％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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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多堆柄锈菌（犘狌犮犮犻狀犻犪狆狅犾狔狊狅狉犪Ｕｎｄｅｒｗ．）引

起的南方锈病是玉米锈病的一个类型，属于气传病

害，具有暴发性强、蔓延快的特点。该病在中国最早

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在台湾和海南被发现，９０年代以

后陆续在其他地区发生危害［１２］，现已在我国多个玉

米产区上升为主要病害。在玉米产区，南方锈病多

发生于玉米生长后期，一旦发生，危害重且难以控

制。据报道，近年来广西、云南、广东、浙江、湖北、河

南、河北等地的玉米均遭受南方锈病危害，导致不同

程度减产［３８］。然而，南方锈病防控相关的研究工作

却相对滞后。

广东乃至华南地区是我国鲜食玉米主要产区，

在国内外鲜食玉米产业中地位突出。受亚热带气候

影响，该区域也是南方锈病适宜发生区，其每年可持

续发生８～９个月。因此，加快对南方锈病发生危害

与防治研究，对于科学制定病害综合防控方案、保障

鲜食玉米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鲜食玉米南方锈病田间发生动态调查

调查地点位于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鲜食

玉米产区，该地区近年来南方锈病发生严重。田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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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始于３月，部分田块鲜食玉米已处于苗期至拔

节期，调查结束于１１月底，此时大部分鲜食玉米已

完成最后的鲜穗采摘。以珠湖村及邻近村６个鲜食

玉米生产田块为监测点，田块平均面积６６６７ｍ２以

上。每个田块５点取样，每点调查１０株以上。目测

法记录每株玉米发病叶片面积约占总叶片面积的百

分比（危害严重度），以发病率及危害严重度评价南方

锈病的发生动态。病害监测期间鲜食玉米播期不一

致，不同生育时期有交错重叠，处于５叶期之前的玉

米不作为调查对象。６月之前锈病发病较轻，每月１

次，以后发病重且快，则每月调查２～３次。

１．２　南方锈病危害动态分析及药剂防治效果测定

１．２．１　田间布局及药剂防治处理

试验在广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花都试验基地开

展，供试鲜食玉米为‘广甜７号’，为广州市农业科学

研究院自主选育品种，对锈病敏感。起畦种植，畦长

约３．６ｍ，宽１．５ｍ，每畦种植玉米２行，平均种植密

度约为３５００株／６６７ｍ２。每处理小区种植３畦６

行，小区之间种植２畦作为隔离区。田间玉米按常

规管理，大喇叭口期前统一防治玉米螟，其他时期不

用药（试验药剂除外）。试验于锈病初发期（玉米抽

雄前期，１０月２１日）开始对每个小区进行药剂防

治，所有药剂（表１）稀释１０００倍使用，间隔７ｄ用

药１次，连续用药３次。设喷施清水为对照（ＣＫ），

每处理重复３次。

表１　南方锈病防治供试化学药剂

犜犪犫犾犲１　犉狌狀犵犻犮犻犱犲狊犳狅狉犮狅狀狋狉狅犾犾犻狀犵犘狌犮犮犻狀犻犪狆狅犾狔狊狅狉犪

编号

Ｃｏｄｅ

药剂名称

Ｆｕｎｇｉｃｉｄｅ

生产厂家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ｒ

Ｔｒ１
２５０ｇ／Ｌ吡唑醚菌酯乳油

２５０ｇ／ＬＰｙｒａｃｌｏｓｔｒｏｂｉｎＥＣ
巴斯夫公司

Ｔｒ２
１２５ｇ／Ｌ氟环唑悬浮剂

１２５ｇ／ＬＥｐｏｘｉｃｏｎａｚｏｌｅＳＣ
巴斯夫公司

Ｔｒ３
５０％啶酰菌胺水分散粒剂

５０％ＢｏｓｃａｌｉｄＷＧ
巴斯夫公司

Ｔｒ４
７５％百菌清可湿性粉剂

７５％ＣｈｌｏｒｏｔｈａｌｏｎｉｌＷＰ
广州农药厂从化市分厂

Ｔｒ５
５０％硫黄·三唑酮悬浮剂

５０％Ｓｕｌｆｕｒ·ｔｒｉａｄｉｍｅｆｏｎＳＣ

江门市大光明

农化有限公司

１．２．２　南方锈病危害对鲜食玉米产量的影响

于玉米鲜穗采收前，在不同处理小区内分别标

记轻度危害（病害严重度≤３０％）、中度危害（３０％

＜病害严重度≤５０％）及重度危害（病害严重度＞

５０％）的玉米植株，果穗采收后于室内去除苞叶测

量单穗净重，不同危害严重度果穗均测量３０个以

上，以单穗净重考察南方锈病对鲜食玉米产量的

影响。

１．２．３　药剂处理对南方锈病的防治效果测定

于喷药前后连续调查锈病发病情况，直至玉

米鲜穗采收为止。每处理小区取中间２行连续调

查２０株，目测法记录每株玉米发病叶片面积占

植株总叶片面积的百分比（病害严重度），计算不

同药剂处理对锈病的防治效果。并于鲜穗采收

期，分别对每处理小区中间４行进行取样测产，

以单穗鲜重评价不同药剂处理对鲜食玉米群体

产量的影响。

１．３　数据处理

利用ＳＰＳＳ软件对采集数据进行差异性统计分

析。南方锈病发病率及试验药剂对锈病防效的计算

公式如下。

发病率（％）＝（发病植株数／调查总植株数）×１００；

防效（％）＝［（对照区病害严重度－处理区病害

严重度）／对照区病害严重度］×１０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鲜食玉米南方锈病田间发生动态

田间自然条件下南方锈病在鲜食玉米生产区年

度发生动态如图１所示。南方锈病在全年鲜食玉米

生产期间呈现持续上升危害趋势，田间发病具有２

个高峰期，分别出现于７月和１１月。秋季种植的玉

米（８月以后）较春季种植的玉米（７月之前）受害更

为严重，前者平均发病率和危害严重度分别为７６％

和３０％，而后者分别为４０％和１３％。

南方锈病自４月中旬开始零星发生，以较低的

危害水平持续至５月中旬。此后病害开始快速扩

散，在田间大范围发生，６月中旬植株发病率为３３％

（６月１７日），但病害严重度低于１０％。７月南方锈

病的危害达到第一个高峰，７月中旬发病率上升至

７６％（７月１２日），下旬发病率近１００％，病害严重度

也达５０％（７月２６日）。此后发病率和危害严重度

均有所下降，９月１１日调查时发病率和病害严重度

为最低点，分别为５５％和１０％。９月下旬始锈病危

害又逐渐上升，至１０月１４日田间平均发病率和病

害严重度分别为７３．６７％和２９．３１％，１１月下旬两

者分别达到近１００％和５６％（１１月２５日）。

·８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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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鲜食玉米南方锈病田间发生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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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南方锈病危害对鲜食玉米产量的影响

通过药剂防控并在收获期分别标记不同病害严

重度的玉米植株，测定南方锈病危害对鲜穗产量的影

响，结果如图２所示。随南方锈病危害严重度的升

高，鲜穗产量呈下降趋势，单穗净重在轻度危害（病害

严重度≤３０％）、中度危害（３０％＜病害严重度≤

５０％）和重度危害（病害严重度＞５０％）之间具有显著

差异（犉＝６．９８，犘＜０．０１）。受南方锈病轻度危害植株

的单穗净重平均为２３３．７ｇ，而重度危害的产量显著

降低，单穗净重平均为２２０．１ｇ，减少约５．８％。

图２　南方锈病危害对鲜食玉米产量的影响

犉犻犵．２　犐狀犳犾狌犲狀犮犲狅狀狋犺犲狔犻犲犾犱狅犳犳狉犲狊犺犮狅狉狀犫狔

狊狅狌狋犺犲狉狀狉狌狊狋犱犪犿犪犵犲

２．３　药剂对南方锈病的防治效果

５种药剂对南方锈病的防治效果如图３、表２所

示。结果表明，５种药剂均能有效降低锈病的发生，

处理区植株南方锈病严重度显著低于对照。至鲜穗

收获期（１１月２５日），药剂处理的平均病害严重度

为３４．３７％，而对照为６５．８３％，平均防治效果达

４８％。不同药剂对锈病的抑制效果具有明显差异，

其中１２５ｇ／Ｌ氟环唑ＳＣ和２５０ｇ／Ｌ吡唑醚菌酯ＥＣ

的防效最佳，处理后病害严重度分别为２４．３３％和

２８．１７％，与对照相比，对南方锈病的防效分别达

６３．０４％和５７．２１％；其次为５０％啶酰菌胺ＷＧ，处理

后病害严重度为３６．６７％。７５％百菌清ＷＰ和５０％

硫黄·三唑酮ＳＣ处理后病害严重度分别为３７．８３％

和４４．８３％，防治效果明显低于１２５ｇ／Ｌ氟环唑ＳＣ和

２５０ｇ／Ｌ吡唑醚菌酯ＥＣ。

药剂处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南方锈病造成的

鲜食玉米产量损失。收获期取样测产（表２）表明，

对照区单穗鲜重为２７８．４ｇ，而药剂处理的平均单穗

鲜重为２９５．８ｇ。与对照相比，２５０ｇ／Ｌ吡唑醚菌酯

ＥＣ和１２５ｇ／Ｌ氟环唑ＳＣ处理的单穗鲜重显著提

高，分别为３０５．２ｇ和３０１．６ｇ，折合每６６７ｍ２产量

增加１０６８．１９ｋｇ和１０５５．５６ｋｇ，分别增产９．６３％

和８．３３％。其他３种药剂处理的鲜食玉米产量也较

对照有所提高，但未达到显著水平。

图３　药剂处理对南方锈病的控制作用

犉犻犵．３　犆狅狀狋狉狅犾犲犳犳犲犮狋狅犳犳狌狀犵犻犮犻犱犲狊狋狉犲犪狋犿犲狀狋

犪犵犪犻狀狊狋狊狅狌狋犺犲狉狀狉狌狊狋

３　讨论与结论

南方锈病是由多堆柄锈菌（犘狌犮犮犻狀犻犪狆狅犾狔狊狅狉犪

Ｕｎｄｅｒｗ．）引起的气传病害，在适宜的环境条件下，

病原菌以夏孢子传播，发生蔓延快而广。由于气温

和病原菌数量的影响，玉米不同生育时期受锈病危

害的程度有所不同。有研究表明，玉米苗期至乳熟

期接种南方锈病夏孢子悬浮液，均会引发锈病［９１０］。

而在实际生产中，由于田间病原菌的不断积累及反

复再侵染，玉米生长后期南方锈病的危害程度往往

要高于生长前期［１１］。广州地处亚热带，高温高湿气

候为南方锈病的发生危害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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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南方锈病病菌自４月起在鲜食玉米上引

发锈病，并一直持续到生长期结束。一方面，由于

侵染源的限制且气温较低，春季种植的玉米在前期

锈病发生范围小，危害较轻。但６月以后，田间玉

米处于生长中后期，多数锈病病斑破裂散出大量的

夏孢子，引起病害快速传播，植株发病率迅速升

高，并直至秋播玉米采收结束。另一方面，在不同

田块甚至同一田块，鲜食玉米播期存在着较大的交

叉重叠，其中以８月最为明显，一部分田块玉米处

于苗期，病害尚未表现出来。加之花都区８、９月平

均最高温度达３１℃以上，持续高温抑制了病原孢

子的再侵染，从而降低了危害严重度的平均水平，

致使８、９月病害危害呈下降趋势，并在后期又形成

一个危害高峰。

表２　不同药剂处理对锈病的防效以及鲜食玉米产量分析

犜犪犫犾犲２　犆狅狀狋狉狅犾犲犳犳犻犮犪犮狔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犳狌狀犵犻犮犻犱犲狊犪犵犪犻狀狊狋狊狅狌狋犺犲狉狀狉狌狊狋犪狀犱狔犻犲犾犱狅犳犳狉犲狊犺犮狅狉狀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严重度／％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ｅｖｅｒｉｔｙ

防效／％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单穗鲜重／ｇ

Ｆｒｅｓｈｗｅｉｇｈｔ

ｐｅｒｅａｒ

折合亩产／ｋｇ

Ｙｉｅｌｄｐｅｒ

６６７ｍ２

比对照增产／％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清水　Ｗａｔｅｒ （６５．８３±３．４４）ａ － （２７８．４±０．７０）ｂ 　９７４．３６ －

２５０ｇ／Ｌ吡唑醚菌酯ＥＣ　２５０ｇ／ＬＰｙｒａｃｌｏｓｔｒｏｂｉｎＥＣ （２８．１７±１．３６）ｃｄ ５７．２１ （３０５．２±０．５６）ａ １０６８．１９ ９．６３

１２５ｇ／Ｌ氟环唑ＳＣ　１２５ｇ／ＬＥｐｏｘｉｃｏｎａｚｏｌｅＳＣ （２４．３３±３．５８）ｄ ６３．０４ （３０１．６±０．１６）ａ １０５５．５６ ８．３３

５０％啶酰菌胺ＷＧ　５０％ＢｏｓｃａｌｉｄＷＧ （３６．６７±３．０３）ｂｃ ４４．３０ （２９４．９±０．７３）ａｂ １０３１．９９ ５．９２

７５％百菌清ＷＰ　７５％ＣｈｌｏｒｏｔｈａｌｏｎｉｌＷＰ （３７．８３±２．８９）ｂ ４２．５３ （２８７．１±０．７０）ａｂ １００４．７２ ３．１２

５０％硫黄·三唑酮ＳＣ　５０％Ｓｕｌｆｕｒ·ｔｒｉａｄｉｍｅｆｏｎＳＣ （４４．８３±３．０９）ｂ ３１．９０ （２９０．３±０．７３）ａｂ １０１６．０６ ４．２８

　　玉米植株感染南方锈病病菌后，玉米叶片布满

病斑，严重时覆盖一层赤红色锈粉，从而阻碍植株光

合作用，影响玉米果穗籽粒的灌浆与发育，造成产量

减少。据报道，２０１４年湖北武汉秋玉米南方锈病造

成一般地块减产达 ６０％ ～７０％，严重地块绝

收［１２１３］。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南方锈病不同危害水

平可不同程度地影响鲜食玉米果穗产量，当危害严

重度超过５０％时，单穗平均净重相比危害严重度小

于３０％的果穗下降约５．８％。依常规生产而言，鲜

食玉米一般种植密度为３５００株／６６７ｍ２，以此折算

则南方锈病重度危害比轻度危害的鲜食玉米田每

６６７ｍ２产量将下降约４７．６ｋｇ。

研究数据表明，南方锈病能引起明显的经济损

失，需要采取及时而有效的防控措施。化学药剂在

一定程度上可抑制南方锈病的发展，一些新近开发

的甲氧基丙烯酸酯类、三唑类杀菌剂表现出较好的

防效，如３２．５％苯甲·醚菌酯悬浮剂、２５％醚菌酯悬

浮剂等［１４］。本文研究得到类似的结果，甲氧基丙烯酸

酯类的吡唑醚菌酯和三唑类的氟环唑对南方锈病防

控效果最佳，防效达５７％以上，可挽回产量损失８％

以上。这两种药剂可作为防控南方锈病的有效药剂，

但其防治适期和最佳防治浓度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鲜食玉米是以乳熟期鲜嫩果穗为果菜兼用产品，

在广东地区广泛种植，仅甜玉米即有近２０万ｈｍ２，占

全国约５０％。南方锈病已在广东鲜食玉米产区区

域性流行暴发危害，需引起关注。在化学防控的基

础上，应选育、推广抗病品种，利用鲜食玉米自身的

抗逆性，防止南方锈病大范围快速蔓延。在玉米对

锈病的抗性评价中，抗性品种的病害严重度一般为

２５％以下，而感病品种为５０％以上。本文锈病危害

测定结果显示，重度危害（病害严重度＞５０％）的鲜

食玉米比轻度危害（病害严重度≤３０％）的果穗净重

下降约５．８％，换言之，推广抗性品种相比感病品种

可挽回５．８％的产量损失。

国内外在玉米抗锈病研究方面均开展了较多工

作，对一些玉米材料进行了系统的抗南方锈病评价

与利用［１５１８］。迄今已有多个抗南方锈病基因（抗性

位点）被发现并定位在不同的染色体上，其中包含有

显性单基因［１９２４］。然而，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普

通玉米，以鲜食玉米为材料的抗性研究鲜见报道。

因此，亟待在普通玉米研究的基础上，借鉴其研究成

果，加快鲜食玉米抗锈病选育与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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