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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摘要： 

玉米疯顶病是玉米霜霉病的一种，是世界玉米生产中最具毁灭性的病害之一，已在世界许多国家发生，病区减产10-

100%。该病主要危害玉米雌穗和雄穗，被害植株的雌、雄穗畸形，变态形成小叶或分枝，不能正常开花结实，发病率

就是该病的损失率，发病严重的地块常常颗粒无收，损失严重。由指疫霉属病原茵引起的玉米疯顶病是一种土壤传播为

主、系统侵染的病害，该种病原菌不能人工培养，在田间很少产生分生孢子，接种困难，因此至今少有人研究，报道也

较少。自1992年以来中国北方玉米产区宁夏、甘肃、新疆等地陆续发生玉米疯顶病，根据病原菌形态、症状，初步确

定玉米疯顶病病原菌为Slerophtbora macrospora，并在田间发病调查等方面有研究报道。严格讲必须经过病原菌回接

和重分离才能确定致病菌，但目前尚无此方面的报道，初侵染来源、野生寄主、病原菌存活、侵染规律和防治方法等方

面的研究资料更少。经过6年的研究，根据田间症状、病原菌形态、回接致病性测定和病原菌重分离结果，明确了河北

省玉米疯顶病是由霜霉科、指疫霉属、大孢指疫霉Slerophthora macrospora侵染所致。为有针对性的进行防治奠定了

基础。首次采用MTT活体染色法测定大量病株标样内卵孢子数量和越冬前后卵孢子成活率，表明病株雌穗以上叶片组织

内卵孢子，且越冬后卵孢子萌动率上升，是田间的重要初侵染源。应用锥虫蓝染色技术，发现部分能结实的病株种子带

毒率高，可以远距离传播病原，提出了种子传病的危险性，较前人有所突破。在国内首先查明马唐草、蟋蟀草和稗草等

禾本科杂草是该病的野生寄主，为有效防治该病提供了基础。明确了玉米疯顶病主要是由病原卵孢子在寄主芽期一次侵

染造成，据此提出的药剂拌种防治病原菌芽期侵染的防治方法，防效达9O%以上。明确了低温、高湿是卵孢子萌发的

重要条件，玉米品种对疯顶病菌存在不同的抗性。根据以上对玉米疯顶病侵染发病规律的研究，提出了以种植抗病品种

为基础，种子药剂拌种为主，及时销毁田间病残体，适时浇水的综合防治指施在病区推广应用。国内同行专家鉴定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该项研究项目于2000年获河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二、成果推广应用情况及取得的经济、社会效益：

由Slerophthora macrospora侵染导致的玉米疯顶病是近几年在中国北方部分玉米产区发生较为严重约新病害。为了引

起生产上的重视并加大室传力度，在大学开设专题讲座普及玉米霜霉病的基础知识；录制录像带在病区播放，向农民宣

传普及防病知识。该项研究工作提出的病原菌检测、接种技术及染色技术和资料，不仅为科研、教学和生产部门提供了

理论资料，而且为其它类似病害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参考资料，也为指定该病的防治措施提供了科学依据。提出的

种子带菌检测技术和方法，可直接应用于生产部门，有效地控制该病害的扩展、蔓延和新病区的发展。提出的以抗病品

种为基础，种子药剂拌种为主，及时销毁田间病残体，适时浇水的综合防治技术，在病区累计推广27余万亩，直接经济

效益2223万元，在病害的始发地尤其是在制种地进行了有效防治，压低了菌量，控制了初侵染来源，有效地控制了玉

米制种地疯顶病为害，具有重大的经济效益和显著的社会效益。成果推广应用前景：经过几年的试验研究，明确了玉米

疯顶病病原菌和发病规律，提出了有效的防治技术措施。为控制器嫡为害提供科学依据和实用技术方法，保护制种基地

和大田玉米的生产，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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