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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主要病虫害的发生特点及绿色防治技术

刘素云，门卫东

吉林省白山市抚松县仙人桥镇政府，吉林白山  134501

引言

玉米是大众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粮食，其质量及产量

对于社会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而玉米病虫害

是导致玉米产量还有品质下降的关键原因，所以，为促

进玉米产业的长久健康发展，相关种植人员就一定要对

玉米常见病虫害的发生特点有明确了解，同时采取绿色

防治手段进行解决，保证玉米良好成长。

1  玉米病害

1.1  玉米粗缩病

首先是发生特点。一般来说，玉米粗缩病是通过灰

飞虱进行传播，主要病原是水稻黑条矮缩病毒，有着许

多寄主，比如玉米还有小麦等。这种病毒可以在灰飞虱

体内还有禾本科杂草上越冬。来年开春的时候，灰飞虱

就会进食患有病毒病的草，从而得到病毒，同时把病毒

扩散至田间杂草，变成玉米侵染源。在小麦的成熟阶段，

第一代灰飞虱就会羽化初现，然后危害周围玉米地。若

是玉米苗期阶段和灰飞虱迁移时间相撞，就会导致中度

危害，所以玉米播种期和粗缩病息息相关。其次，是症

状表现。玉米幼苗在感染粗缩病后5～6叶期显示出症状，

同时在心叶的基部以及中脉两边出现透明褪绿斑点，慢

慢扩散到叶片。此时病苗颜色为深绿色，而且叶片状态

僵硬，心叶无法正常生长，病株生长趋于停滞，矮叶后

背出现凸起白色垃状条纹，在用手触摸的时候非常粗糙。

在 9 ～ 10 叶期时，病株矮化情况愈加显著，上部节间变

短膨大且叶片簇生，病株高度不到健株一半。病株根系

小而短，容易从地里拔出。雄穗花粉大多数都退化无法

抽出，花丝极小、植株矮小，无法结实。最后，是发病

规律。玉米粗缩病出现和气候以及播种时间，还有玉米

抗病性等密切相连。（1）气候。灰飞虱是使得玉米粗缩

病长时间传播的主要媒介。一般来说，该病在春夏季干

旱还有高温天气下出现较多。（2）播种期。玉米的苗期

和第一代的灰飞虱成虫活动期相同，是粗缩病出现的关

键原因。（3）田间管理。长期粗放管理，出现病虫害后

没有第一时间防治，导致玉米田长出大量杂草，从而发

病 [1]。

1.2  玉米枯苗病

该病在玉米的苗期阶段出现较多，会先浸染玉米苗

的根部，使得根尖出现褐变，继而浸染根间，导致玉米

苗的根部逐渐停止发育，根毛越来越少，没有次生根，

主根老化，而且皮层坏死。茎基部出现水渍状的腐烂现象，

基部节间常发生断裂，同时叶片变为黄色，叶鞘出现撕

裂状，在病情进一步严重下叶片就会干枯。没有次生根

的幼苗就会死亡，而次生根少的变成弱苗，当湿度太高

的时候，离地面比较近的死苗会出现白色霉状物。地上

的茎节生长出气生根后 , 吸收能力上升 , 能够发育为健

康植株，然而严重损坏的植株叶片就会烧焦枯死，心叶

枯萎且茎基部腐烂，稍微一提就能拔起来。

1.3  玉米瘤黑粉病

首先是症状表现，患有该病的玉米病株其果穗、茎

叶还有腋芽等各个位置会出现肿瘤。通常情况下，瘤黑

粉病菌是通过冬孢子形式寄生在土壤还有种子表面上越

冬，第二年变成初侵染源，借助气流以及昆虫等侵染玉

米组织，导致出现死苗还有空杆现象。给玉米产量带来

最大危害的就是茎秆以及果穗，瘤状物组织一开始是绿

色，多汁，继而慢慢成为灰褐色。此外，有的时候为紫红色，

等到成熟之后膜破裂，释放黑色粉末，在第二年就会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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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变成感染源，进行循环感染。其次，是发生特点：

（1）病害出现时间比较集中，玉米苗期并不会有太大的

危害，在抽穗前后一个月的时间内是玉米瘤黑粉病出现

最多的时候。一般在 7 月初显现出症状，从 7 月中到 8

月初时病情就开始愈加严重，然后从 8 中旬一直到 8 月

底都是该病高发阶段，直至玉米成熟之后才不会被侵染。

因为病原体冬孢子未出现显著休眠情况，潜育期2～3天、

7 ～ 10 天就能够完成一个感染周期。（2）出现面积越来

越大，危害越来越深。一般病株率超过 10%，严重田块整

体病株率在 45%。（3）品种一样在不同地块里面发病也

不一样。土壤有机质含量丰富以及灌溉良好，还有使用

配方施肥的地块出现玉米瘤黑粉病的情况较轻，种植密

度大、管理疏忽还有氮肥施加过多的地块出现该病的情

况比较严重。同一地块其两侧玉米瘤黑粉病情况出现较

为严重 [2]。

1.4  玉米锈病

首先，是发生特点。该病是玉米柄锈菌所导致的、

出现在玉米生长阶段的一种病害。通常在玉米叶片上面

发生较多，同样可以侵染苞叶还有茎秆等。玉米柄锈菌

通过冬孢子随病株参与组织留在田间进行越冬，等开始

入春之后冬孢子就能够萌发，然后出现担孢子，其借助

气流寄生在作物上面，并由叶气孔入侵，导致初始感染。

除此之外，田间一些植株在发病之后，其就会在发病位

置出现绣孢子，然后形成并散发大量夏孢子，它们在气

流帮助下二次侵染，不断扩散，使得病情越来越严重，

一直到秋季来临时出现冬孢子堆以及冬孢子。其次，是

症状表现。当锈病出现之后，就会给玉米的叶片带来极

大危害，还会侵染苞叶以及果穗等。在发病初期阶段，

叶基部还有上部猪脉的两边会出现淡黄色的斑点，同时

后部出现红褐色的孢子斑，在发病期不断延长下，这些

病斑会变成黑色孢子斑，就是病原冬孢子堆。若是玉米

出现锈病后没有进行第一时间治疗，就会使得叶片大范

围死亡，并且植株老化，产量显著降低。轻者会减产 20%

左右，而重者会减产超过 30%，更有甚者直接全株枯死，

没有任何收获。最后，是发生规律，玉米锈病喜欢潮湿

温暖的环境，当阴雨天气非常多，气温在 20-30℃且相对

湿度超过 95% 的时候，就会导致锈病的出现以及扩散，

而施加过多的氮肥会导致植株病情更加严重。锈病病菌

会借助夏孢子进行扩散，使得病害不断周年循环 [3]。

2  玉米虫害

2.1  玉米螟虫

玉米螟虫又叫作钻心虫，通常情况下幼虫会给玉米

带来较大危害。不同地区的玉米种植区都会出现该害虫，

同时在温度高以及雨水多的季节出现较多。初幼龄虫往

往会蛀食玉米的苗心，而三龄后幼虫会侵蚀玉米的茎秆，

导致花苞还有雄穗被危害。当玉米受到玉米螟的危害之

后其生长就会趋于停滞，植株变得衰弱，且茎秆十分易折，

雄穗发育萎缩。玉米螟一年出现一代，成虫有着假死性

特点，习惯在白天进食。

2.2  玉米蚜虫

玉米蚜虫还叫作腻虫，给玉米所有生长阶段都会带

来不利影响，玉米蚜虫的成虫往往会刺吸植株的汁液。

在玉米的苗期阶段，蚜虫通常聚集在叶片的背部以及心

叶上吸食，而且还会分泌蜜露，在叶片上面出现黑色的

霉状物，导致玉米不能良好吸收光照，从而减产且使病

害扩散。

2.3  地下害虫

在玉米种植过程中，地下害虫有地老虎以及金针虫，

还有蝼蛄等等，可以咬断幼苗，是使得玉米缺苗的关键

因素。金针虫属于鞘翅目叩甲科，可以给玉米幼苗根部

以及茎基部带来危害，食用主根。地老虎还可以叫作且

根虫，可以咬断幼苗的基部，轻者会导致缺苗断垄，重

者会导致重播。蝼蛄会给发芽以及播种种子带来危害，

通常会咬食主根，出现在土壤里面破坏玉米的根系。蛴

螬幼虫喜食用块根还有种子，会咬断主根。自 6 月播种

起地下害虫即开始为害玉米，有群居性，幼虫往往聚集

在1株下，多为8～10头，白天躲在土缝以及碎麦秸里面。

3  玉米病虫害的绿色防治技术

3.1  农业绿色防控手段

在进行农业防治的时候，通常包括这几个方面：首先，

选择使用优质种子，在选择种子的时候要寻找高质量种

子，要求种子有着强大的抗病虫害水平，同时和当地环

境相一致。最好选择有包衣的种子，可以避免地下虫害

腐蚀。其次，科学选择时间段展开播种，可以避免虫害

高峰期，减少危害。再次，科学确定种植密度，科学的

种植密度可以遏制病虫害传播速度，同时让玉米植株可

以得到充分的生长空间，确保植株茁壮成长，提高整体

抗病能力。最后，做好田间管理，田间管理有施肥、除

草以及检查植株实际健康情况等。科学施肥可以加快玉

米良好生长，确保玉米有一定的抗病能力，降低病害带

来的危害。除此之外，第一时间除草可以让玉米植株得

到大量养分，降低病虫害滋养环境，按时检查玉米具体

健康情况，第一时间除掉被病虫害侵染的叶子以及植株，

制定科学有效的防治手段，避免灾情进一步加重 [4]。

3.2  物理绿色防控手段

一般来说，物理防治病虫害有着非常显著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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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毒副残留以及便于操作等。比较常见的物理方法包

括：首先，是灯光诱杀技术，灯光诱杀是按照害虫趋光

性来人为设置一种光源展开诱捕灭杀。主要的灭杀对象

就是玉米螟以及地老虎等各种各样的成虫，该害虫在白

天时处于休眠状态，夜间的时候就会大范围活动，对于

光源比较敏感。按照种种相关特征在玉米田里面设置频

振式杀虫灯等进行除虫，而且还能够消灭别的趋光性害

虫。其次，色板灭杀，该方法是利用了一些害虫对于鲜

艳色彩有着强烈的趋向性，对其展开引诱及消灭，生产

过程中往往是借助黄色粘虫板进行杀虫。最后，性诱剂

诱杀，该方法是通过异性间的吸引特点，把性诱剂释放

在释放器里面，然后吸引附近害虫进行灭杀，现阶段常

使用的为玉米螟性诱剂。

3.3  生物绿色防治手段

该技术手段是农业病虫害防治技术重要发展趋势，

和化学技术不一样，其并不会给环境带来破坏，可以保

护环境。同时还不会带来农药残留现象，确保果实安全性。

生物技术是通过食物链中上层生物进食下层生物为生的

原理，当虫害出现时释放出以其为主要食物的天敌生物，

从而实现虫害治理目的。对于玉米虫害里面的玉米螟来

说，是借助虫治虫以及菌治虫的方法，其中虫治虫指的

是通过赤眼蜂来防治玉米螟，为有效保护玉米植株，在

玉米螟开始产卵的过程中投放适量赤眼蜂，可以防治玉

米螟。在玉米芯口位置释放赤眼蜂卵块，就是赤眼蜂防

虫的关键手段。菌治虫指的是通过 BT 苏云金杆菌来消灭

玉米螟，主要使用方式为在玉米螟高发阶段喷洒 BT 苏云

金杆菌，在进行喷洒的时候液体要有足够含菌量。同时，

若是在喷施之后出现晴天，就要实施二次补喷。

3.4  化学绿色防治手段

一般来说，化学防治手段是使用频率最多的方法，

不管是防治虫害，抑或是防治病害，都会使用化学方法。

在展开防治工作的过程中，对于不一样的病虫害要使用

与之相符合的药物做好搭配，重视药物间的兼容性，部

分药物无法混合使用。在防治过程中，一些病害还有虫

害用药能够一起使用，可以进一步减少劳动作业量。在

选择药物的时候要选择使用高效、低残留以及不给环境

带来破坏的药物，同时还要重视人体安全防护，避免施

药人员出现中毒现象，确保作业的安全性。除此之外，

药物喷洒过程中要遵守喷洒要求，在不同时段实施喷洒，

如果施药后没多久就出现下雨天，就要重新喷洒。同时，

为确保玉米食用安全性，在开始收获前不能喷洒任何药

物 [5]。

4  绿色防控技术优化要点

4.1  科学种植

在进行玉米种植的时候，为防控各种病虫害，最大

程度凸显出绿色防治技术效果，就要基于具体情况，研

究气候、土壤还有自然环境等，科学选择种植手段和玉

米种类，减少病虫害出现的几率。同时，还要正确把握

好种植密度以及种植时间，保证施肥的科学性，早耕种，

密种植，增强植株整体质量。此外，还要第一时间查找

并销毁带病植株，出现病虫害后马上处理，防止病菌蔓

延 [6]。

4.2  加大检测力度

玉米种植属于一种精细化工作，虽然病虫害只是众

多环节之一，然而对于玉米生长有着显著影响，所以一

定要加大对病虫害的管理。当玉米播种之后，就要按照

植株实际生长规律展开田间管理，同时分类将要发生的

病虫害，基于病虫害具体发病特点还有时间，动态性重

视植株生长，进行科学检测，出现病原体就要马上制定

解决方法。在前期阶段病害不多的情况下就可使用农药

喷洒的手段消灭害虫，当病虫害情况非常严重时就要对

病株以及害虫进行销毁，加大检测力度，给玉米良好生

长发育带来保障。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农业发展过程中，玉米的作用及重要

性是不言而喻的，其产量情况不但和大众口粮问题息息

相关，同时还影响着工业以及养殖业发展情况。科学处

理玉米病虫害问题，推动玉米生产，不但可以解决大众

粮食问题，同时可以加快社会经济发展。为符合现代化

建设要求以及环保需求，在防治玉米病虫害的时候就要

制定科学的手段，使用生物、物理还有农业防治技术等，

促进玉米增产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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