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34 农家科技 农家科技 235

学 术论坛
XUESHULUNTAN

随着玉米秸秆还田面积的不断扩大，相关秸秆还田技术的不
断推广，玉米青枯病病菌在土壤中所积累的量越来越多，范围越
来越广，相应的病害发生率也在不断提升，会对整体玉米产量的
提升以及玉米种植质量，产生直接的影响，需要引起相应的重视。

一、发生特点
玉米青枯病属于土传病害，病菌主要在土壤中分布，自玉

米植株的根部，进入到其整个植株内部，在实际治疗中的药剂防
治效果相对来说比较差，防治难度比较大，而随着秸秆还田技术
的推进，此类病菌的累积量也在不断增加，玉米青枯病的发生时
期，主要集中在玉米灌浆期，此类病害的发生会增加其防治处理
难度，残留在玉米田块重的病毒会对次年的玉米生长产生影响。
因此，需要加强对玉米青枯病的预防以及处理，就其病害情况分
析来看主要分为两种，分别为慢性和急性型，慢性型玉米青枯病
的发展时间比较慢，一般在感染后 5 ～ 10 天内会出现发病情况，
而急性型玉米青枯病的发病速度比较快，从其发病一直到全株感
染只需 1 ～ 3 天并无明显的过渡期，发病均为突然发病，导致玉
米青枯病发病的菌种主要为腐霉菌镰刀菌或者两种病菌复合促
进，病菌具有一定的抗冻性，能够在土壤中或者以染病的植株残
体上越冬，次年再次播种时对下一批玉米植株的生长产生影响，
导致出现发病情况，天气、温度变化情况以及各项工作工作的开
展是导致玉米青枯病发病的主要因素，玉米在实际生产前期整体
温度比较低，且此低温时间持续比较长，会导致该病害的发病率
有所上升，而后期整体温度水平的不断提升会为其大范围的发展
提供更为有利的条件，随着温度的不断提升，降雨量的不断增
加，青枯病会出现爆发流行趋势，另外阴雨时间过长或者降水量
过大还会加重田块的发病程度。

二、症状特征
玉米青枯病的发病时期主要集中在玉米灌浆期，且随着玉

米的不断生长，还会不断加重，其灌浆期开始一直到乳熟期，只
到蜡熟期会发展至一个较为明显的高峰时期，玉米青枯病发病之
后起病株的外在表现主要为两种，分别为黄枯型以及青枯型，黄
枯型即为慢性型，其发病之后玉米的叶片会自下而上逐渐成现枯
黄状发展，整个病程的发展时间比较长，此类病害的发生原因主
要是由于环境影响以及植株自身的抗病能力比较差，青枯型又名
急性型，发病之后植株会出现快速的枯死情况，植株的整体颜色
呈灰绿色，水烫状或者霜打桩，其病株的变化是从基部开始逐渐
向上扩展，能够到达 2 ～ 3 节，甚至整个植株均病变，病变后的
植株很容易折断，病变发展速度比较快，耗时比较短。有调查表
明，80%的玉米青枯病均为青枯型即急性型，就青枯型以及黄枯
型玉米青枯病发病的症状分析来看，发病原因均是根部受害所
致，根系发病会逐渐导致局部出现淡褐色水斑状病变，随着疾病
的不断发展，病变区域会扩大到整个根系部位，根系会城褐色腐
烂状变化，随着其发病的不断加重，根部会变空心样发展，根毛
稀少，很容易被拔起。

三、防治措施
为了能够做好玉米青枯病的防治处理，需要根据玉米青枯病

的发病情况完善相关解决措施，以提升玉米青枯病的防治效果，
一旦出现青枯病发病情况再进行处理往往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做
好玉米青枯病的预防，首先，需要进行合理地轮作，合理对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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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青枯病是玉米病害中较为常见的一种，明确了解青枯病的发生特点，对于其防治措施的完善以及防治效果的提升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主

要针对玉米青稞病的发病情况以及发病特点进行了针对性地分析，并提出了合理地防治技术以及防治建议，以期能够通过预防措施的完善以及药物的合理应

用，提升对于玉米青枯病的预防控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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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轮作处理，是降低其疾病发病的主要原因，在实际种植时可
以通过红薯、大豆、马铃薯、花生、蔬菜等与玉米进行轮作种
植，从而降低玉米田间青枯病病菌的大量累积，同时有助于玉米
田间各类营养元素的水平的保证。其次，需要加强对于田间病残
体的清除，如发现有植株染病，需要及时将其带离田外进行统一
处理，以避免出现病毒残留累积的情况，在实际秸秆还田时需要
对种植地区的疾病发展情况进行充分的考察，如存在玉米青枯病
发病且不可进行秸秆还田以尽可能降低侵染源的存在，控制好玉
米青枯病的反复发病以及大范围发展。另外，需要合理对其肥底
肥进行施加，配合复合肥进行玉米整个生长时期的肥力供应和管
理，在实际施肥过程中需要根据玉米的生长情况以及气候变化合
理进行肥力施加，切不可偏施或者晚施，尤其是玉米拔节期及孕
穗期需要增加氯化钾的施肥量，以确保玉米的稳定生长，提升其
对于病害的抵抗能力。在实际玉米播种时需要合理对其种植密度
进行控制，且需根据种子的类型以及种植区域的实际情况做好种
子包衣抗病害处理，不可随意对种植密度进行调整，避免出现病
害大范围发展情况。最后，玉米在实际生产过程中的田间管理工
作开展情况也是非常重要的，需要根据其生长时期合理地进行松
土的处理，尽可能避免田间操作不当，导致出现玉米植株损伤情
况，尤其是大雨或者暴雨天气需要及时对其生长地区的田间情况
进行积水排放处理，提升防病效果。

四、结束语
综上可知，玉米青枯病在实际预防处理中，需要根据病猪的

实际情况以及青枯病的发病状况完善相关处理措施，针对性地对
各项预防工作进行合理地规划安排，提升玉米植株对于青枯病的
预防效果，同时做好相应生长环境的病菌处理，以降低玉米青枯
病的发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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