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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玉米矮花叶病流行原因剖析

马 占鸿 王海光

( 中国农业大学植物病理系
,

北京 10 0 0 94)

[关键词 ] 玉米矮花叶病
,

流行原因
,

防治对策

玉米矮花叶病 ( M
a
i
z e D w a fr M o s a i C n i s e

as
e

)又叫

条纹花叶病
,

于 1963 年 在美 国俄亥俄 州首次 大发

生
,

随后逐渐发展成为一个世界性 的重要病害
。

近

年玉米矮花叶病在我国的发生流行及其造成的巨大

损失
,

引起 了人们 的广泛关注
。

本文介绍了该病在

我国的发生流行情况
,

并对其流行原 因进行系统分

析
,

提出了相应的防治对策
。

我国玉米矮花叶病现状

1
.

1 发生及危害情况

19 68 年玉米矮花叶病在河南省新乡
、

安阳地 区

大发生之后
,

逐步扩展蔓延到山西
、

陕西
、

甘肃
、

山

东
、

河北和北京等省市
。

20 世纪 70 年代
,

玉米矮花

叶病在我国形成了一个发病高峰
,

给农业生产造成

较大损失
。

如 19 75 年山东泰安夏 玉米发病面积达

2
.

4 万 ha
,

玉米减产 10 00 万 kg ; 19 77 年甘肃张掖
、

天

水的玉米 矮 花 叶病 株 率 分 别 为 40 %
、

50 %
,

减 产

17 % 一76
.

1 %
,

平均减产 30 %
。

但 由于其后耕作制

度的改变和抗病品种的使用
,

使我 国玉米矮花叶病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基本得到控制
。

如在河南新乡等

地区推广丰单 1 号
、

丰三 1 号和郑单 2 号等品种
,

使

病害损失降低到 0
.

1 % 左右 ; 山东泰安推广东泉 n

号
、

12 号
、

13 号
、

丰单 1 号
、

丰三 1 号
、

鲁单 31 号等

抗病品种和齐 3 1
、

齐 3 30 等抗病 自交系
,

获得显著效

果 ;甘肃大力推广中单 2 号玉米新品种
,

逐年压缩高

感玉米矮花叶病的品种面积
,

使其 田间发病率降低

到难以找到病株的程度
。

但到 20 世纪 90 年代
,

我

国玉米矮花叶病又形成 了一个新的发病高峰
,

并仍

在继续
。

由何 光达等在 19 84 年划分为无病 区的辽

宁
、

吉林
、

内蒙古等地都 发现 了玉米矮花 叶病
,

云南

省也于 19% 年 7 月 由刘有德在宾川县种子站所属

宾居杨官营玉米制种基地的亲本掖 107 上发现了该

病
。

原来一些偶发 区暴发成为重病 区
,

对玉米生产

造成巨大损失
。

1
.

2 玉米矮花叶病的毒原

1% 5 年
,

W ill ia ms 等首 次明确玉米 矮花叶病 由

玉米矮花叶病毒 (M a i z e D w a if M o s al 。 V i ur s ,

M D M v )侵

染 所 致
。

M a e k e n z i e 等 根 据 M D M V 对 约 翰 逊 草

( 50铭h u m h al e p e n s e L
.

) 的侵 染 性
,

把 M D M v 分 为

M D M V
一

A 和 M D M V
一

B 两个株系
,

侵染 的是 M D M V
一

A

株系
,

不侵染的是 M D M v
一

B 株系
。

到现在
,

已有 M D
-

M V
一

A
、

B
、

C
、

o
、

E
、

F
、

G
、

O
、

K S I 等株系
。

Sh u k l a 等认

为 M D M V
一

B 应为甘蔗花叶病毒 ( S C M V )的一个株系

( S C M v
一

M D B )
,

而 M n M V
一

0 和 M D M v
一

K S I 应为约翰

逊草花叶病毒的两个株 系 S C M V
一

M D O 和 S C M V
一

M D
-

K sl
。

高文臣等〔`〕把中国大陆 M D M v
一

B 株 系鉴定为

SC M V
一

M D B
。

迄今为止
,

我国报道 的玉米矮 花叶病

的毒原有 M DM V
一

B ( S C M V
一

M D B )
、

S C M V
、

白草花叶病

毒 ( F PM v )和 M n M v
一

G [ 2 ]
,

尚未有其他毒原 的报道
。

SC M V 只分布于我 国南方
,

F PM V (或 M D M V
一

G )只分

布于北方
,

而 M D M V
一

B 南北都有
。

2 玉米矮花叶病的流行原因分析

作为一个病害系统
,

我 国玉米矮花叶病的发生

有多方面的原 因
,

根据我们近 3 年的调查研究
,

该病

的发生是 由寄主
、

病毒
、

环境
、

人为 因素等综合作用

的结果
。

2
.

1 品种【自交系 )抗病性低是玉米矮花叶病发生

流行的根本原因

首先
,

我国生产和制种上利用的大多是 肠cn as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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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 n

和 R ei d血缘
、

塘四平头血缘
、

中国旅大红骨血缘

的品种和自交系
,

它们大多都是感玉米矮花叶病毒

的
。

由于种植面积较大
,

从而导致病害的暴发流行
。

如掖 10 7
、

M o l 7
、

5 0 03
、

南 2 3
一

3 2
、

自 3 30
、

掖 4 7 8 等及以

它们为亲本的品种都严重发病
。

其次
,

我国品种更新换代慢
,

这样就造成少量品

种或单一品种的多年大面积种植
,

为病原提供 了丰

富的寄主
,

寄主与病原物群体 间互作
,

相互选择
,

导

致品种抗性丧失或下降
。

如甘肃 20 世纪 80 年代初

推广的中单 2 号
,

开始由于其杂交优势强
,

对玉米矮

花叶病毒有较强的抗性
,

但 由于长期的大 面积的种

植
,

加之其亲本本身就不抗病
,

特别是母本 M 。 17 高

度感病
,

从而使该品种制种 田和播种田都严重流行
。

因此
,

我国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玉米矮花叶病

的发生流行
,

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大量利用了

感病 自交系制种和长期推广单一品种所致
。

2
.

2 种子带毒是玉米矮花叶病发生流行的另一个

重要原因

19 68 年 H ial sk y 首次报道甜玉米种子带毒
,

且带

毒率 0
.

4 %
。

我国 19 78 年甘肃农科院测定 M o l7 种

子带毒率最 高为 0
.

巧 %
。

19 81 年朱福成等报道天

玉 1 号
、

天单 1 号
、

B70 和 M o1 7 的种子带毒率分别

为 0
.

0 5 % 一0
.

2 7%
、

0
.

12 % 一 1
.

0 %
、

0
.

19% 一

2
.

2%
、

0
.

巧 %
。

其他省市也有种子带毒的报道
。

但

由于种子带毒率很低
,

加之我国 20 世纪 80 年代玉

米矮花叶病并未造成较大的流行
,

所 以种子带毒没

有引起人们的重视
。

但 19 95 年马占鸿等川检测 到

M o1 7 和掖 单 2 号的 种子 带 毒率 分 别 为 2
.

35 %
、

3
.

09 %
。

199 6 年 苗 洪 芹 等 t 4乃报 道 8 15 15
、

M o l 7
、

掖

10 7
、

8 1 12 和 79 2 2 的种子 带毒率 分别 为 0
.

1%
、

0
.

1 3%
、

0
.

16%
、

1 0 4%
、

! 2
.

6%
。

如此高的种子带毒

率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

带毒种子长出的带毒苗

为病害田间发生提供 了初侵染源
,

增大了田间发病

基数
,

这就有利于病害的扩展
,

给农业生产造成危

害
。

同时
,

带毒种子还 可通过引种或调种造成病害

的远距离传播
。

2
.

3 适宜的气候条件也是我国玉米矮花叶病流行

的重要因素

气候条件与玉米的生长发育
、

蚜虫的发生消长
、

病毒的存活传播等有密切关系
。

20 世纪 90 年代以

来
,

我国冬季气温偏高
,

一些地方出现暖冬现象
,

有

利于蚜虫及病毒的越冬
,

春季和夏初干旱
,

有利于蚜

虫的发生与迁飞
,

而此时玉米适逢苗期
,

生长发育缓

慢
,

降低了对病毒的抗性
,

并相应延长了寄主感病期

与蚜虫传毒期的相遇时间
,

因而容易造成玉米矮花

叶病的流行
。

2
.

4 介体蚜虫数量多
、

寄主广泛
,

加剧了玉米矮花

叶病的流行成灾

玉米矮花叶病在田间主要是通过蚜虫介体非持

久性方式传播
。

能够传播玉米矮花叶病毒的蚜虫有

2 5 种之多
,

主要有玉米蚜 ( R h叩
a l o s i ph u m m a i di s )

、

禾

谷溢管蚜 ( Rh o
pal

o s i ph u
m p a d i )

、

麦二叉蚜 ( s
e h i

z a
p h is

g ar 而
n u m )

、

桃蚜 ( M邓u s p e 二 se a e )
、

棉蚜 ( A ph i S 邵 s s y p j
-

i )
、

狗尾草蚜 ( H y s te or n e e e ar s e ta 五a e

)等
。

蚜虫介体种

类
、

虫口密度
、

自然带毒率及发生时期与该病的发生

与流行密切相关
。

蚜虫数量和带毒率是玉米矮花叶

病流行的重要 因子
。

蚜虫具有试探取食习性
,

其饲

毒传毒效率很快
,

其获毒饲 育期很短
,

最适 s m in -

10 im n ,

获毒后
,

蚜虫便可传毒
,

使病毒在 田间进行多

次再侵染
,

在有一定的发病基数的条件下
,

很容易造

成病害的流行
。

加之人们对玉米苗期的蚜虫防治不

重视或在蚜虫大发生时才采取相应措施
,

这就为蚜

虫传毒提供了时机
,

使病害得以流行蔓延
。

M DM v 寄主很多
,

分布广泛
,

主要有禾本科作物

和禾本科杂草
,

但不侵染小麦
、

水稻
。

现已查明的有

25 0 多种杂草 寄主
。

我 国报道 的有 玉米
、

谷子
、

高

粱
、

甘蔗等作物和野雀麦
、

狗尾草
、

稗草
、

画眉草
、

蟋

蟀草
、

白草 等禾本科 杂草
。

如此 多 的寄 主植物 为

M D M v 的存活提供 了丰富的生境
,

且大量多年生禾

本科杂草为病毒越冬提供了 良好的栖息场所
,

为病

害的发生提供了大量 的初侵染源
,

从而加剧 了病害

的发生流行
。

2
.

5 栽培管理对病害的发生流行影响也很大

单一品种或少量品种 的长期大面积种植
,

使一

些品种或 自交系 的抗性丧失或下降
。

由于我 国 20

世纪 90 年代 以来耕作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
,

复种指

数大幅度提高
,

保护地栽培面积不断增加
,

有利于蚜

虫和病毒的孽生和越冬
,

并形成蚜虫与毒原的累积

效应
,

加重了病害的发生
。

另外
,

随着我国春玉米种

植面积减少
,

夏玉米种植面积扩大
,

其苗期正遇到干

旱和蚜虫的迁飞时期
,

也有利于病害的发生
。

3 防治对策

3
.

1 采取积极的防治措施

由于玉米矮花叶病的流行发生是玉米矮花叶病

害系统中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

因此
,

应切实

贯彻
“

预防为主
,

综合防治
”

的植保方针
,

才能有效控

制病害的发生流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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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种植抗病品种是防治玉米矮花叶病的根本

措施

林肯恕 LS」、

周广和等 [“ 」( 1 9% 年 )对我国玉米 品

种资源对玉米矮花叶病的抗 病性进行了鉴定
,

发现

我国存在一些抗或高抗矮花叶病 的品种 ( 自交系 )
。

因此
,

在生产上
,

我们要逐渐压缩感病 品种的面积
,

大力推广抗病品种
,

并及时进行抗病性鉴定
。

( 2 )建立无病种子繁殖基地

繁育品种
、

自交系都应在无病或轻病区进行
,

并

采取各种有效的病害防治措施
,

确保种子不带毒
,

并

建立种子检测制度
,

对繁育的种子进行严格 的带毒

率的检测
,

把种子是否带毒作 为种子质量 的一个标

准
。

对于重病区
,

则应异地制种或引种
。

( 3) 进行合理的栽培管理

清洁田间杂草
,

对种子进行拌种处理
,

并结合间

苗
、

定苗
,

对病株及时拔除
,

尽量压低初侵染源 的数

量 ;及时进行合理施肥
、

浇水
,

进行保健栽培
,

提高作

物对病害的抗性 ; 进行地膜覆盖栽培
,

既可对蚜虫产

生驱避作用
,

又可使玉米苗期生长 良好
,

减少感病机

会和增加植株抗性 ;及时治蚜
,

应在玉米三叶期前对

田间蚜虫进行药剂 防除
。

可适时地 喷施 N S 一 83 增

抗剂
、

病毒灵
、

病毒威等一些防病毒药剂
,

均有一定

的效果
; 品种合理布局

,

保持农 田生态多样性
,

减轻

蚜虫及毒原的累积效应
。

3
.

2 加强对玉米矮花叶病害系统的研究工作

应该加强种子带毒原理的研究
,

探明品种之间

带毒存在差异的问题 ;注重病毒检测技术 的开发
,

做

到种子带毒和叶片带毒 的方便快捷检测 ;研究玉米

矮花叶病害的流行规律
,

进行发病情况的田间调查
,

找出病害流行的主导 因素
,

并利用 数学分析和系统

分析方法
,

探讨病害流行程度与这些 因素 的数量关

系
,

建立病害预测预报模型
,

为病害及时防除提供依

据
,

也可以建立玉米矮花叶病的专家系统
,

更方便地

进行病害的预测
、

诊断和防治
。

有些专家学者曾设想截断蚜虫介体传播中的某

个环节而达到防病 的 目的
,

但 这需要蚜虫传毒机制

的明确和作用于靶标位点物质的研究
。

马占鸿等口

提出介体传毒的
“

识别一吸附一释放
”

假说
,

李 向东

等田体外证 明了 H c
一

p or 在介体传毒过程 中的桥梁

作用
。

但对介体获毒后 的病毒释放问题尚不清楚
。

玉米矮花叶病 的抗病育种工作
,

除了采取传统

的一些育种措施外
,

还应利用先进的生物技术
,

采用

分子标记辅助育种策略
,

培育出抗病 的 自交系和品

种
。

Doll i gn er 等认为玉米对矮花叶病的抗性是显性

到几乎显性遗传
。

林肯恕认为玉米对该病的抗性是

显性遗传及杂交优势的结果
。

我们可以对我国玉米

品种 资 源 进 行 筛 选
,

寻 找 抗 病 基 因
。

1 9 88 年

M e m ul le n 等人首先利用分子标记技术获得 M d m l 抗

病基因
。

19 9 3 年 M u

叮 等将 M D M v
一

B 株 系的 e P 基

因导人甜玉米 中
,

成功地 获得 了抗病转基 因植株
。

我国也有 不少科研人 员在这方面进行 了大量 的研

究囚
,

并取得 了一些可喜的成绩
,

但在生产上的应用

较少
,

应进一步加大研究力度
,

注意科研技术的应用

转化
,

培育多种抗病品种
,

满足生产的需要
。

另外
,

在许多种病毒 中
,

都有弱毒株系 的存在
,

并且有些 已被工业化生产
,

应 用于病毒病 的防治
。

但在玉米矮花叶病毒原中
,

尚未有弱毒株系的报道
,

更没有利用其他病毒的弱毒株系进行防治玉米矮花

叶病的报道
。

我们是否可以找到玉米矮花叶病毒原

的弱毒株系
,

依靠交叉保护作用
,

对病害进行防治
,

此方面的工作也有待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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