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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黑粉病对我国的玉米种植业有很大的负面影响，会导致
玉米出现生长不良和减产的问题。玉米黑粉病的预防和控制工作
一直是我国玉米行业的重要问题。由于在某些地区连续种植不抗
黑粉病的玉米品种，发生黑粉病的可能性增高。如果黑粉病病菌
在土壤中积累到一定程度，会感染周围健康的玉米幼苗，成为影
响玉米生长的主要病害。

一、症状
（一）含义
黑粉病主要是依据玉米病症来命名的病害种类，其主要症状

在玉米黑粉病的早期，玉米首先会呈现出红色或白色的斑点和形
状。由于玉米黑粉病损害了玉米种子，随着时间的推移，黑粉病
会导致玉米种子颜色逐渐变暗，甚至导致玉米在后期生长过程中
呈现出黑色，而且不利于也不可能区分种子的原始特性，最终出
现溃烂的趋势。

（二）症状
黑粉病俗称灰包、乌霉。为害植株地上部的茎、叶、雌穗、

雄穗、腋芽等幼嫩组织。受害组织受病原菌刺激肿大成瘤。病瘤
未成熟时，外披白色或淡红色具光泽的柔嫩组织，以后变为灰白
或灰黑色，最后外膜破裂，放出黑粉即病菌厚垣孢子。病瘤形状
和大小因发病部位不同而异。叶片和叶鞘上瘤大小似豆粒，不产
生或很少产生黑粉。茎节、果穗上瘤大如拳头。同一植株上常多
处生瘤，或同一位置数个瘤聚在一起。植株茎秆多扭曲，病株较
矮小。受害早，果穗小，甚至不能结穗。该病能侵害植株任何部
位，形成肿瘤，破裂后散出黑粉，别于丝黑穗病。丝黑穗病一般
只侵害果穗和雄穗，并有杂乱的黑色丝状物。玉米黑粉病是一种
局部感染的病害，在玉米生长过程中呈现相继发生的特点。在感
染黑粉病的过程中，玉米的根、茎和叶、腋芽和幼嫩组织等都可
能会发生受损的问题，使玉米产生各种肿瘤。黑粉病导致的肿瘤
最初是白色的，然后颜色会发生变化，由白色变成粉色、灰色，
最后颜色变成灰色并发生破裂，散发出黑色的粉末。若幼苗发
病，到 3 ～ 5 片叶子时可以看到症状，患病的幼苗的茎和叶片扭
曲变形，变矮，并且在靠近地面的茎基部出现小肿瘤。叶肿瘤多
数分布在叶片基部的中脉两侧或叶鞘的侧面，肿瘤小且众多，常
成簇。茎瘤多发于每个结节的基部，肿瘤比较大且球形呈现不规
则的特点。通常情况下，如果只有很少的小花患有肿瘤，未感染
的部分仍可正常生长。患病的丝黑粉病不像肿瘤，切开和挤压时
汁液很少泄漏，很快会变成一个黑色粉末袋，里面装有大量丝状
维管束残留组织。

二、发病原因分析
病原病菌在土壤、粪肥或病株上越冬，成为翌年初侵染源。

种子带菌进行远距离传播。春季气温回升，在病残体上越冬的厚
垣孢子萌发产生担孢子，随风雨、昆虫等传播，引致苗期和成株
期发病形成肿瘤，肿瘤破裂后厚垣孢子还可进行再侵染。所以病
原来源和数量是该病害传播的主要原因。该病在玉米抽穗开花期
发病最快，直至玉米老熟后才停止侵害。

温度适宜发病温度为 26 ～ 30℃，最高 38℃，最低 5℃，侵
入适温 26.7 ～ 35℃。高温高湿利于孢子萌发。通常情况下，隆林
县 6 月份之后温度都会高于 25℃。如果从幼苗到吐丝期的温度与
孢子萌发的温度相一致，很容易引起病害的流行。

肥料偏施、迟施或过量施用氮肥，则容易发生病害。过量施
用氮肥会导致寄主组织柔嫩，引起机械伤口病菌易侵入。雨量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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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玉米黑粉病是我国玉米的重要病害之一，一旦发生这种病害就容易导致玉米减产甚至是绝收，而且还容易导致玉米受到其他病原体的侵害。本

文主要对玉米黑粉病的发生原因与防治对策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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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受旱，抗病力弱，遇微雨或多雾、多露，发病重。前期干旱，
后期多雨或干湿交替易发病。品种多年来在同一田地上种植了同
一品种的玉米，容易导致积聚病原。一旦外部条件合适，病原就
会萌发，引起病害侵染发生。如果无法及时处理消灭病原，则很
容易增加土壤病原的来源数量。不同品种的黑粉病发生率差异较
大，同一品种的早期播种发病率要高于后期播种。虫害玉米生长
期间受到昆虫为害形成伤口，导致病原体的入侵。

三、防治对策
选择抗病品种种植抗病品种种一般耐旱品种较抗病，马齿型

玉米较甜玉米抗病，早熟种较晚熟种发病轻。
提高玉米种子质量种子进入土壤前的处理和选择是提高玉米

生长速度和质量的关键任务，颗粒饱满而圆润的优质种子一定程
度上可以确保玉米正常生长的需求。因此，提高玉米种子质量就
可以提高植株抗病虫的能力。

消灭初侵染源。应及时喷洒化学除草剂或人工除草，清除田
间杂草。收获玉米后，应及时清除田间残留的病态植物种群，以
减少越冬病原体。玉米秸秆不应堆放在田地边缘，所有的玉米秸
秆应在明年种植之前进行处理。玉米收获后，收集并烧毁田间间
的病残株，尽早切除炳瘤以减少病原体在野外的传播，轮作在重
病地与花生、大豆、薯类等作物实行 3 年以上轮作。以减少连续
玉米种植减少土壤中的病原数量，降低玉米黑粉病的发病率

加强栽培管理。合理密集，适当进行玉米的合理密植，不
仅可以增加玉米产量，而且可以降低玉米黑粉病的发病率。水肥
管理加强肥水肥管理也是可以减少玉米黑粉病发病的措施之一。
料肥和水分应尽可能充足玉米生长的需要。不施未腐熟的堆肥、
厩肥，不偏施氮肥，增施磷钾肥，注意使用不含病原菌的肥料；
注意防旱防涝，防止旱涝不均。抽雄前适时灌溉，勿受旱。及时
喷洒化学除草剂或人工除草，及时清除田间杂草。切除病瘤，时
间必须在病瘤成熟和破裂之前。由于去除的未成熟病瘤可以在成
熟后继续成熟，因此必须及时将其烧毁。采种田在去雄前割净病
瘤，集中深埋，不可随意丢弃在田间，以减少病菌在田间传播，
如果该措施能够及时全面和彻底地实现，则可以取得良好的玉米
黑粉病防治效果

药剂防治。药剂拌种，用 15%可湿性粉锈宁 250g拌玉米种子
100kg。发病初期，割除病瘤后，用 25%粉锈宁或经锈宁喷雾

四、结束语
黑粉病在玉米抽穗期频繁发生，传播力也比较强，对玉米的

收成有很大影响。因此，需要更加重视玉米黑粉病的预防很和控
制，促进玉米的健康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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