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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明确云南省玉米锈病的发生规律和品种抗性，从 2007—2009 年在云南省玉米产区的病圃试验地和锈

病常发地区对玉米锈病进行了田间病害调查和田间抗性测定。结果表明，玉米锈病发病面积占云南省玉米种

植面积的 15． 11% ～ 19． 29%，有从次要病害上升为主要病害的趋势。云南省玉米锈病的始发期为 6 月下旬，此

时正值大喇叭口期，随着雨季的到来发病逐渐加重，8 月上旬发病加快，8 月下旬达到高峰进入稳定期; 田间抗

性测定结果发现，在 576 份玉米品种中高抗品种仅 7 份，抗病品种 89 份，中抗品种 95 份，中抗以上品种占 33．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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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understand corn rust occurrence and cultivar resistance，the disease was surveyed in the
field in 2007，2008，and 2009．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occurrence area of this disease accounted for 15． 11% ～
19． 29% of the whole corn planting area，showing the disease increases year by year throughout Yunnan． Corn
rust occurred in late － June when corn was at the flared stage and weather was favorable for the disease devel-
opment． With the rainy season coming，corn rust got progressively worse and became rapidly epidemic in early
August． The incidence peak was in late August． Only 7，89 and 95 cultivars were highly resistant，resistant
and moderately resistant to corn rust，respectively，accounting for 33． 16% among the 576 cultivars in the dis-
ease nurs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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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在全世界的种植面积和产量是仅次于水稻和小麦的第三大作物，也是云南省主要粮食和饲料

作物之一，占耕地面积的 23% ～28%，占大春粮豆面积的 30% ～37%，占全省粮食总产的 28%［1 － 2］。玉

米锈病在世界各玉米主产区均有发生。玉米有 3 种锈病，即高粱柄锈菌( Puccinia sorghi Schw． ) 引起的

普通锈病，多堆柄锈菌( P． polysora Unedrw． ) 引起的南方锈病，及玉米壳锈菌( Physopella zeae Cuminins ＆
Ramachar) 引起的热带型玉米锈病。我国只有普通锈病和南方锈病

［3］。云南省主要是以普通锈病为

主
［4 － 5］。据笔者对昭通、玉溪、曲靖、保山、德宏、迪庆和大理等州、市的实地调查，发现玉米锈病的发生

较为普遍，严重度逐年上升，有从次要病害上升为主要病害的可能，但尚未见到有关该病在云南省流行

规律及主要推广品种抗性情况的报道。为研究云南省玉米锈病的发生情况及分布范围，本文通过对云

南省主要玉米种植区锈病的分布范围、消长动态和品种抗性情况进行研究，以期摸清云南省锈病的流行

规律，为病害防治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 1 田间病害调查

2007—2009 年在昆明市、玉溪市、红河州、保山市、大理州、临沧市，楚雄州等玉米锈病常发地区进

行大面积的田间调查，并在不同海拔地区建立监测点、定点定时调查监测锈病发生发展动态及玉米主栽

品种的抗性。
每个品种采用 5 点取样，每点 20 株，共计 100 株。从锈病始发期到成熟期每隔 10 d 调查 1 次。主

要记载玉米品种、生育期、施肥、发病始期，以叶片调查为主，计算病叶率、病株率、病情指数等指标。
1． 2 品种田间抗性测定

收集云南省正在推广的玉米杂交品种以及全国各地育种者送检的区试品种共 576 份。所有品种于

2006—2009 年雨季的 5 月种植于云南农业大学试验农场，使其自然发病，进行田间抗性鉴定。
试验农场地前茬为玉米。试验采用随机区组设计，每个品种种植 1 行为 1 小区，2 重复，共 20 株，

株行距( 0． 25 × 0． 75) m2，密度 53 360 株 /hm2，以感病品种会单 4 号为对照。
云南农业大学试验农场海拔 1 930 m，试验地土壤为酸性红壤土，其理化特性: pH 值 6． 67，土壤有

机质质量分数为 1． 05%，全氮 1． 226 g /kg，速效氮43． 4 mg /kg，全磷0． 095 4 g /kg，速效磷143． 25 mg /kg，全

钾 0． 442 g /kg，速效钾 342． 28 mg /kg，年平均温度为 14． 5 ℃，年降雨量为 1 031 mm，在玉米各生育期按

常规施肥管理。
在玉米成熟期进行抗性调查，参照王晓鸣的鉴定方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行业标准———玉

米抗病虫性鉴定技术规范( 2002) 》的分级标准
［6 － 7］，对各品种抗病性做出评价。供试材料在初次鉴定

中表现为高抗、抗、中抗的材料，次年用相同的方法进行抗性重复鉴定，根据重复抗性鉴定的结果，结合

各地大田抗性鉴定的发病情况进行抗性评价，抗性以记载的最高病情级别为准。
表 1 玉米锈病在云南省部分地区的发生情况

Tab． 1 The corn rust occurrence area in Yunnan

年份

Year
项目

Item
大理州

Dali
红河州

Honghe
保山市

Baoshan
玉溪市

Yuxi
楚雄州

Chuxiong
临沧

Lincang
合计

Total

2007 种植面积 /万 hm2 Planting area 6． 64 9． 33 6． 31 2． 46 3． 97 8． 79 37． 50

发病面积 Diseased area 1． 38 0． 36 1． 02 0． 65 1． 36 0． 90 5． 67

百分比 /% Percent 20． 82 3． 84 16． 21 26． 34 34． 16 10． 23 15． 11

2008 种植面积 /万 hm2 Planting area 6． 87 9． 86 6． 27 2． 89 4． 27 9． 11 39． 27

发病面积 /万 hm2 Diseased area 1． 95 1． 15 1． 15 0． 66 1． 49 1． 17 7． 57

百分比 /% Percent 28． 33 11． 71 18． 38 22． 70 34． 97 12． 86 19． 29

2009 种植面积 /万 hm2 Planting area 6． 93 10． 50 6． 78 3． 22 4． 24 9． 15 40． 82

发病面积 /万 hm2 Diseased area 1． 51 1． 29 0． 43 0． 61 1． 61 1． 21 6． 66

百分比 /% Percent 21． 73 12． 27 6． 36 18． 80 38． 11 13． 23 16．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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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宾川玉米锈病田间发生动态( 2007 年)

Fig． 1 The corn rust progress curve in Binchuang，Dali

图 2 施甸县玉米锈病田间发生动态( 2007 年)

Fig． 2 The disease progress curve of corn rust in Shidian，Baoshan

2 结果与分析

2． 1 玉米锈病发生分布范围

从 2007—2009 年调查结果可以看出，玉米锈病在云南省保山、大理、楚雄、红河、玉溪、昆明、文山、
怒江、曲靖等地州均有不同程度的发生，保山、大理、楚雄、红河、玉溪、临沧 6 个地州发病面积 2007 年为

5． 67 万 hm2，占种植面积的 15． 11%，2008 年为 7． 57 万 hm2，占种植面积的 19． 29%，2009 年为 6． 66 万

hm2，占种植面积的 16． 31% ( 表 1) 。
收集祥云县 1999—2007 年玉米锈病发病面积的统计数据，从表 2 可以看出: 祥云县玉米锈病发生

面积逐年增加，到 2007 年增加到 2 280 hm2，占玉米播种面积的 34． 94%。平均发病率也从 1999 年的

4． 95%增加到 2007 年的 34． 96%。
表 2 祥云县 1999—2007 玉米锈病发生面积

Tab． 2 The occurrence area of corn rust in Xiangyun，Dali of Yunnan from 1999—2007

项目 Item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种植面积 /hm2 Planting area 6 930 6 490 6 290 5 830 5 930 6 210 6 210 6 510 6 530

发病面积 /hm2 Diseased area 340 310 170 150 270 460 190 430 2 280

百分比 /% Percent 4． 91 4． 78 2． 70 2． 57 4． 55 7． 41 3． 06 6． 61 34． 92

发病率 /% Incidence 4． 95 4． 82 2． 75 2． 51 4． 49 7． 41 3． 14 6． 56 34． 96

2． 2 玉米锈病田间消长动态

2007 年在大理宾川县鸡足山大坝子

定点调查玉米锈病，调查结果表明: 当年 6
月 10 日田间零星可见锈病发生，6 月 30
日锈病始发，随着雨季的到来发病逐渐加

重，至 8 月上旬发病加快，8 月下旬达到高

峰，8 月 30 日时，品种三北 6 号，奥玉 3202
和农大 3138 的病株率分别为 52%、95%
和 100%，病叶率分别为 31． 2%、48． 3% 和

46． 2%，病 情 指 数 分 别 为 12． 5、13． 3 和

16． 2。3 个品种对锈病的抗病性基本一致

( 图 1) 。
2007 在保山地区施甸县定点监测玉

米锈病，6 月上旬玉米 6． 5 叶期锈病开始

发生，6 月下旬 11． 5 叶期病害危害加重，7
月上中旬玉米吐丝期进入高峰期，8 月下

旬进入稳定期( 图 2) 。
2． 3 云南省主要玉米品种对玉米锈病的

抗性

采用田间自然发病的方法鉴定了 576
份玉米品种对锈病的抗性。结果表明，高

抗品种 7 份，占 1． 22%，抗病品种 89 份，

占 15． 41% ; 中抗品种 95 份，占 16． 49% ;

中抗以上品种占 33． 16%，高感品种 152 份，

占 26． 39%，感病品种 132 份，占 22． 92% ; 中

感品种 101 份，占 17．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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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云南省主要是以普通锈病为主
［4 － 5］。普通锈病发生范围较广，但因其引起的产量损失较低，没有引

起生产者的足够重视，一直被认为是生产中的次要病害。从 2007—2009 年调查结果来看，玉米锈病在

云南省发病区域广泛，严重度逐年增加，发病面积达 15． 11% ～ 19． 29%，有从次要病害上升为主要病害

的趋势，可能成为云南省限制玉米产量的重要因素之一。加强对其发病规律和防治措施的研究刻不容缓。
研究表明，气候条件会影响锈菌孢子的萌发和病害扩展的速度。普通锈病的夏孢子萌发的最适温

度是 10 ～ 28． 5 ℃，温度偏高对夏孢子的萌发有抑制作用。当温度在 16 ～ 24 ℃，持续阴雨、露水较大或

田间相对湿度接近 98% ～100%时，有利于玉米普通型锈病的扩展和蔓延。叶面保湿 3 ～ 6 h，病菌就可

以侵染，平均 7 ～ 8 d 就能产生新的成熟的夏孢子堆，进行再侵染
［8，11 － 13］。经过多年多点的系统观察，云

南省玉米锈病的始发期为 6 月下旬，此时正值大喇叭口期，气象条件有利于锈病病斑的扩展和蔓延。随

着雨季的到来发病逐渐加重，8 月上旬发病加快，8 月下旬达到高峰，病情趋于稳定。然而，不同地区病

情发展速度有所不同，在 2007 年，宾川县的病情发展速度较施甸县发展速度快，这可能与前者条件更有

利于发病有关。然而，锈病究竟引起多大损失，还没有做深入研究。
利用抗病品种是防治玉米锈病最为经济有效的措施

［8 － 10，14 － 15］。然而，从 576 份玉米品种对锈病抗

性来看，中抗以上品种仅 33． 16%，高抗品种仅 1． 22%，表明当前生产上的抗病品种还较匮乏，抗锈病育

种还未引起育种单位和育种家的充分重视，甚至抗锈病还未纳入我国的玉米育种目标。因此，加强玉米

抗锈病育种，已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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