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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宁夏固原是宁夏玉米种植的主要地区,当地玉米上常见的斑病、锈病和叶螨等病虫害,大多农技

人员和种植农友都基本能认识和防治。但近年来,随着玉米种植面积的逐年增加、地块的连作、气候变

化及南北引种等因素,使新的病虫害不断出现,症(害)状也很相似,如玉米丝黑穗和瘤黑粉病、弯孢叶斑病

等叶斑类病害,南方锈病和普通锈病、玉米螟和粘虫、玉米蚜虫和玉米叶螨等,这些病虫害很容易混淆,

给相关人员的诊断及防治增加了难度,为了精准诊断玉米病虫害和提供相应的防控策略,特写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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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ingxia Guyuan is the main area of corn planting in Ningxia, Local corn common large, small spot, 

rust and leaf mite and other pests most agricultural technicians and farmers can basically understand and control, 

Bu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annual increase in maize planting acreage, Continuous works of the plots, Climate 

change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species and other factors, To keep making new pests and diseases emerging, 

The symptoms (harmful) symptoms are also similar, Such as black corn silk ear and black powder, leaf spot and 

other leaf spot diseases, Southern rust and common rust, corn borer and armyworms, corn aphids, and corn leaf 

mites, among others, These pests and diseases are easily confused, Increase the difficulty of the diagnosis and 

prevention of relevant personnel, In order to accurately diagnose corn diseases and insect pests and provide 

corresponding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trategies, A this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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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宁夏固原属于大陆性气候,干旱少雨,但灌溉条件优越,适

宜玉米生长,使玉米成为该地区的第一大经济作物。同时,也因

为玉米地块的常年连作,气候变暖、新品种的引进等因素致使新

的病虫害出现,尤其是一些在症(害)状上易混淆病虫害,给广大

农技人员及种植农友在诊断及防治上增加了一定难度,作为一

名专门从事于植保工作者,致力于为相关人员提供更为精准的

植保技术支持,减轻经济损失,通过分析研究,总结归类并提出

防控策略。 

1 玉米上易混淆病害特征性识别 

1.1玉米丝黑穗病和瘤黑粉病 

1.1.1丝黑穗病：病原为担子菌丝黑穗菌。主要发生部位是

果穗和雄穗,果穗短粗,近球形,无花丝,苞叶正常,但果穗组织

已变为黑粉,残存丝状植物维管束组织。 

1.1.2瘤黑粉病：病原为担子菌黑粉菌。可以发生在植株地

上部的各种组织上,产生形状各异、大小不一的白色瘤状物,成

熟后散出黑色粉末。 

1.2玉米弯孢叶斑病和玉米炭疽病 

1.2.1弯孢叶斑病：病原是真菌类弯孢霉菌。发生部位主要

是玉米叶片、苞叶和叶鞘；典型症状初生褪绿小斑点,逐渐扩展

为圆形至椭圆形褪绿透明斑,中间枯白色至黄褐色,边缘暗褐色,

四周有浅黄色晕圈,湿度大时,病斑正、背两面均可见灰色分生

孢子梗和分生孢子,背面居多。 

1.2.2炭疽病：病原是真菌类禾生炭疽菌。早期主要为害叶

片。病斑梭形至近梭形,中央浅褐色,四周深褐色,大小2～4×

1～2(mm),病部生有黑色小粒点,即病菌分生孢子盘,后期病斑

融合,致叶片枯死。在严重发生时,也能造成植株顶端死亡,侵染

玉米茎杆,引起玉米茎基腐,造成玉米减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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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普通锈病和南方锈病 

1.3.1普通锈病：病原为真菌类玉米柄锈菌。冷凉地区发生。

发生在植株地上部的任何部位,以叶片为主。在叶片上常产生长

条状、略突出叶片表面的孢子堆,孢子堆深褐色,叶片表皮破裂

后,散出褐色的粉末。 

1.3.2南方锈病：病原为真菌类玉米柄锈菌。湿热地区发

生。可发生在植株地上部的任何部位,以叶片为主。在叶片上

散生黄色小斑点,逐渐隆起,圆形或椭圆形,孢子堆黄褐色或红

褐色。叶片表皮破裂后,散出大量金黄色或橘红色粉状物,为病

菌的夏孢子。 

2 玉米上易混淆虫害的特征性识别 

2.1玉米螟和粘虫 

2.1.1玉米螟：鳞翅目螟蛾科。体长13～15(mm),体黄色(雌)

或黄褐色(雄)前翅内横线暗褐色波纹状,外横线暗褐色锯齿状。

主要以幼虫在玉米前期钻入玉米心叶蛀食,造成整齐排孔状,后

蛀穿茎杆,蛀食果穗及籽粒,造成茎杆折断、籽粒灌浆不满。 

2.1.2玉米粘虫：鳞翅目夜蛾科。成虫体长15～17(mm),前

翅灰黄褐色、黄色或橙色,变化很多；老熟幼虫体长38mm,头红

褐色,头盖有网纹,两侧有褐色粗纵纹,略呈八字形,背中线白色,

体色由淡绿至浓黑,变化甚大。主要以幼虫咬食叶片,形成缺刻,

大发生时可将叶片吃光,仅剩光秆。 

2.2玉米蚜和玉米叶螨 

2.2.1玉米蚜：同翅目蚜科,成虫有翅或无翅,体长1.6～

2.2(mm),绿蓝色,有黑色鳞片和角果(尾管状结构)。主要以成

蚜、若蚜群集刺吸为害,苗期在心叶中刺吸为害,使植株生长停

滞或死苗。抽穗后为害穗部,吸收汁液,妨碍生长,还能传播多种

禾本科谷类病毒。 

2.2.2玉米叶螨：就是红蜘蛛,属蛛形纲,叶螨科,也就是常

在叶片正反面看到针尖大小的不断移动的红点。危害从下部叶

片开始,逐步向上部叶片转移,以成螨和若螨聚集在叶片背部,

刺吸汁液,使叶面出现黄斑、红叶和落叶等危害症状,形似火烧,

俗称"火龙"色,同时在叶片正反面,有不同大小的絮状物、网状

物覆盖,影响光合作用。  

3 玉米主要病虫害防控策略 

玉米田病虫害种类繁多,其防控策略也应秉持植物保护

所提倡”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理念,即从农业生态全局出

发,以预防为主,在不同的生长时期,根据病虫害的发生特点

和规律、害虫的口器类型,病害的病原归属等采取相应的防控

策略[1]。 

3.1农业防治 

农业防治是病虫害防治措施中最经济,最基本的措施,是以

预防为主的主要手段。具体方法如下： 

3.1.1充分利用抗性品种：玉米品种间抗病虫差异明显,根

据当地病虫害发生情况,选择对主要病虫害具有较强抗性的玉

米品种,从源头上降低病虫害发生的风险。 

3.1.2秋季深翻,降低土栖害虫的种群数量：秋季深耕,可以

破坏地下害虫和害虫其越冬场所,压低越冬基数,减轻来年对玉

米的危害。 

3.1.3加强栽培管理,提高植株抗性水平：平衡施肥,避免过

量使用氮肥,增施钾肥,适期灌水,防止大水漫灌。合理轮作,避

免连作,减少病原菌和害虫在土壤中的积累,改善土壤结构和

肥力。合理密植,保持田间通风透光良好,降低湿度,创造不利

于病虫害发生的环境条件。及时清除田间病株残体,减少病虫

害的滋生。 

3.2物理防治 

利用灯光诱杀、色板诱杀、性诱剂诱杀等物理方法,诱杀害

虫,降低害虫的种群数量。比如利用灯光+性诱剂诱杀越冬代玉

米螟、黏虫等成虫。 

3.3生物防治 

3.3.1木霉菌颗粒剂的使用：玉米茎腐病为我国玉米各主产

区主要病害,可引起严重减产和倒伏,已成为机械化收获的主要

障碍,目前国内外均无有效防控措施。上海交大陈捷教授团队研

发的在土壤中施用木霉菌颗粒剂可有效防治玉米茎腐病； 

3.3.2生物农药使用：Bt制剂、白僵菌、木霉菌等在玉米

心叶末期防治亚洲玉米螟、草地贪夜蛾等鳞翅目害虫有很好

的防效。 

3.3.3天敌昆虫利用：人工释放赤眼蜂,防治玉米螟和棉铃

虫等鳞翅目害虫,连续多代释放,对玉米螟等控制效果明显。草

地贪夜蛾卵寄生蜂、黑卵蜂和螟黄赤眼蜂,对草地贪夜蛾有很好

的控制作用。无人机投放赤眼蜂已经在生产上得到示范应用。 

3.4化学防治 

化学防治就是利用农药防治,在播种时,要做好种子处理,

在病虫害发生初期或严重时,要合理使用化学农药进行喷雾。但

要注意选择高效、低毒、低残留的农药,严格按照农药使用说明

书的要求进行使用,避免农药残留和环境污染。 

3.4.1种子处理。种衣剂是农药安全使用的重要措施,可有

效预防苗期病虫害,提高种子发芽率和出苗整齐度。所以根据当

地地下害虫、土传病害和苗期病虫害的种类,选择合适的种衣剂

对种子进行消毒、包衣等处理： 

对于病害：具体可选有内吸作用、持效期长的药剂,杀灭种

子表面和内部病原菌,如对于一般真菌病害,可用含有福美双、

咯菌腈等广谱杀菌剂成分药剂。对于玉米瘤黑粉、丝黑穗病,

选用含有精甲·咯菌腈、苯醚甲环唑、吡唑醚菌酯或戊唑醇等

成分的种子处理剂拌种或包衣。对于线虫矮化病,可用含有丙硫

克百威、硫双威杀线剂成分的药剂等； 

对于虫害：可用氟虫腈、噻虫胺、溴氰虫酰胺、氯虫苯甲

酰胺、噻虫嗪等种衣剂,噻虫胺、噻虫嗪等新烟碱类杀虫剂种衣

剂对玉米生长中后期玉米蚜虫有很好的防效。 

3.4.2药剂喷雾。(1)同类同种病原病害药剂防治。①真菌

叶斑类病害：玉米田无论是小斑病、灰斑病、炭疽病或褐斑病,

虽然为不同的病害种类,但病原均属于真菌类半知菌亚门,因此

用药类型大体相通,建议在大喇叭口后期及时施用高效内吸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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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剂,可推荐药剂为甲氧基丙烯酸酯类和三唑类杀菌剂单用或

复配,如嘧菌酯+苯醚甲环唑(阿米妙收)、丁香菌酯·戊唑醇+

嘧菌酯、丙环·嘧菌酯(扬彩)、苯甲丙环唑、嘧菌酯(阿米西达)、

苯醚甲环唑等[2]。 

②真菌锈病类病害。无论是南方锈病,或是普通锈病,症状

虽然有所不同,但病原均为真菌类担子菌亚门的柄锈菌属,所以

药剂选择相同,可选用甲氧基丙烯酸酯类和三唑类杀菌剂单用

或复配,在发病初期推荐选用吡唑醚菌酯、吡唑醚菌酯·戊唑

醇、吡唑醚菌酯·氟环唑、醚菌酯·氟环唑、嘧菌酯·戊唑醇、

丙环唑·嘧菌酯、氯氟醚菌唑·吡唑醚菌酯、肟菌酯·戊唑醇

等药剂,按照标签推荐使用剂量叶面喷雾防治,施药时可添加氨

基寡糖素等免疫诱抗剂或芸苔素内酯、三十烷醇等植物生长调

节剂,促进玉米植株恢复生长,提高抗病、抗倒伏、抗逆能力。 

③病毒类病害。无论是玉米矮花叶病毒病,还是粗缩病,均

属于病毒类病害,以刺吸式口器害虫进行传播,所以防治时要病

虫兼杀。建议使用如10%吡虫啉、25%扑虱灵、32%核苷.溴.吗啉

胍、2%氨基寡糖素等,同时喷施新高脂膜提高防治效果。 

(2)同类型口器虫害防治。①咀嚼式口器害虫。玉米田无论

是玉米螟、粘虫、草地贪夜蛾,或是鞘翅目双斑萤叶甲,均属于

咀嚼式口器,药剂以触杀和胃毒剂为主。建议在心叶期幼虫低龄

阶段优先选用苏云金杆菌、球孢白僵菌、甘蓝夜蛾核型多角体

病毒、金龟子绿僵菌等生物农药,或选用四氯虫酰胺、氯虫苯甲

酰胺等酰胺类、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乙基多杀菌素、茚

虫威等杀虫剂喷雾防治。抓住低龄幼虫防控最佳时期实施统防

统治和联防联控。 

针对鞘翅目双斑萤叶甲。在玉米吐丝授粉期,选用甲氨基阿

维菌素苯甲酸盐、噻虫嗪、吡虫啉、高效氯氟氰菊酯等杀虫剂

喷施,重点喷施果穗花丝等部位。 

②刺吸式口器害虫。玉米田刺吸式口器害虫主要包括蚜虫、

蚧类、蓟马、蝉、蝽等,所以无论是玉米蚜还是玉米蓟马,均是

通过直接刺吸植物汁液而造成危害,一般移动性较小。在药剂防

治中最好选择具有内吸传导活性的杀虫剂。建议使用吡虫啉、

啶虫脒、苦参·印楝素、吡蚜·呋虫胺、氟啶虫酰胺、溴氰虫

酰胺、噻虫胺等药剂进行防治。 

③叶螨类。玉米螨类在点片发生时,建议选用阿维.螺螨酯、

哒螨灵、噻螨酮、炔螨特、阿维菌素等喷雾,重点喷洒田块周边

玉米中下部叶背及地头杂草。这些生物农药对玉米田螨类有较

好的防治效果,同时对环境影响较小。 

(3)玉米后期病虫害“一喷多效”技术。在玉米心叶末期(大

喇叭口期)至抽雄期出现的玉米大、小斑病、弯孢叶斑病、南方

锈病等叶斑类病害和玉米螟、棉铃虫、草地贪夜蛾等鳞翅目虫

害,可用绿色杀虫剂与杀菌剂联合使用,主要采用“一喷多效”

技术,药剂可选用10%苯醚甲环唑水分散颗粒剂1000倍液(或丙

环唑等)+200g/L氯虫苯甲酰胺悬浮剂3000倍液(或四氯虫酰胺

等),在防治穗期病虫害的同时,预防花粒期病虫害,还可减轻穗

腐病的发生。 

(4)花粒期病虫害的一体化防控技术。在穗期未能实施“一

喷多效”措施或有抗逆补肥需求的农田,可以采用“药肥同施”

精准防控措施,在防控花粒期病虫害的同时,抗逆健株、挽损增

产[3]。依据预测预报,玉米螟、棉铃虫、桃蛀螟、草地贪夜蛾等

害虫的孵化高峰,结合穗腐病、南方锈病的侵入最佳时期等田间

病虫情况,精准选择最佳喷雾时间(一般在吐丝前后)和药剂,同

时添加生长调节剂和液态肥,用无人机全田喷施[4]。 

参考药剂组合如下：①杀菌剂18.7%丙环唑+嘧菌酯EC20毫

升/亩,杀虫剂4.3%氯虫苯甲酰胺+1.7%阿维菌素EC40毫升/亩,

生长调节剂芸苔素内酯20毫升/亩,叶面微肥,沉降剂、粘着剂、

叶面扩展剂等助剂。 

②杀菌剂35%吡嘧·氟环唑50克/亩,杀虫剂50%氯虫苯甲酰

胺10克/亩,氨基酸叶面肥40克/亩,沉降剂、粘着剂、叶面扩展

剂等助剂。 

蚜虫发生重的田块要添加吡虫啉、噻虫胺、噻虫嗪等药剂。 

4 结束语 

总之,玉米病虫害防控应以预防为主,综合运用多种防治方

法,根据病虫害的发生规律和特点,采取科学合理的防控策略,

确保玉米的产量和质量。关键是把好“三道防线”关：第一是

对于土传、流行性和难防治的病害要选择好抗病品种,第二对于

种传及土传病害、地下害虫和苗期病虫害,重点在于种子包衣,

第三对于生长中后期病虫害要防虫控病压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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