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卷 第 期
,

中 国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年 月

库源控制对玉米青枯病发生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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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青枯病病因是该病研究的难点之一
。

过去多数学者主要从病原菌的角度对其进行

研究
,

并初步明确了该病的致病病原
,

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基础
。

但在玉米生产中
,

常可

观察到玉米青枯还受其它因素特别是植株生育状况的影响
,

如空秆株一般都不发病
。

由此推

测
,

库源失衡也可能是玉米青枯病的重要病因
。

为澄清这一问题
,

作者进行了本项研究
。

试验选用品种为 抗 〕和 感
。

植株在散粉后一周进行库源处理
。

其中库处理

个即去穗和不去穗
,

源处理为 个即去全叶
,

穗上叶
,

穗下叶
,

半边叶和不去叶
。

去全叶时
,

植

株顶部留 个叶片以便于观察青枯
。

试验采用裂区设计
,

库处理为主 区
,

源处理为副区
,

每小

区两行
,

行长
,

行宽
,

每行 株
。

个重复
。

试验所用病原为禾 生腐霉 勺 从

’ 。 ,

散粉期牙签法接种
。

乳熟期调查发病株数
。

试验结果表明
,

库源处理对玉米青枯病有重要影响
。

主要表现在 ①去穗可以显著降低

感病品种青枯病的发病率
。

如在不去穗和 叶的情况下
,

的发病率为
,

而去穗后
,

其发病率仅为
,

两者相差近 倍
。

也有类似表现
,

但没有 明显
。

②去叶可以显

著增加青枯病的发病率
。

在不去叶和穗的情况下
,

发病率为
,

去叶后期发病率显

著增加
,

尤以去全叶处理最为严重
,

发病率高达 而 的发病率则由 上升

到
。

各叶处理相 比较
,

抗感品种略有差异
。

各叶处理发病率的高低依次是 去全

叶 去穗上 叶 去穗下叶 去半边叶 不去叶 则是 去全叶 去穗下叶 去穗上叶

去半边叶 不去叶
。

③库源处理间存在着明显的互作效应
。

各处理组合中
,

两品种均以 留

穗去全叶发病最重
,

去穗留叶最轻
。

由以上结果可以看出 ①植株库源状态对玉米青枯病的发生有直接影响
,

因而可以断

定
,

库源失调至少是该病的重要诱因
。

而库源失调加上病菌的侵染则有可能是玉米青枯病发

生的根本原因
。

②植株库源条件的改变可以影响其 自身的抗病性
。

小库大源可变感病为抗

病
,

大库小源则可变抗病为感病
。

③生育后期植株库源关系是否协调很可能是决定品种抗病

性的关键因素之一
。

上述结论表明 在育种上
,

选育库源关系适当特别是源性状优 良的自交

系和品种是该病抗病育种的基础
,

这就要求植株生育后期具有较好的保绿性
。

因此
,

后期保

绿性应作为玉米青枯病抗病育种的主要指标
。

在栽培上
,

应将改善植株的库源关系
,

增加源

供应能力作为栽培防病的出发点
,

促使其向抗病方向转变
。

在抗源筛选上
,

用苗期鉴别结果

推测成株抗性要特别慎重
,

因为只有在生育后期
,

植株的库源矛盾才最为突出
。

所以品种的

抗性应在后期进行
,

而且要以结实较好植株的抗病性为准
。

收稿 日期
一 一

,

博士后基金资助项 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