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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摘要： 

(一)玉米抗多种病害的鉴定与评价：从“七五”以来，对全省19个地(市)州及大专院校和全国品种资源的15个省(市)提

供的16105份(次)的杂交种(组合)及自交系，在人工接种条件下进行了抗大、小斑，丝黑穗、矮花叶、青枯病等多抗病

性鉴定，鉴定出能直接为生产上推广应用的抗病杂交种和抗源自交系达50余份，年推广面积达1500万亩。通过该项研

究，全省自育品种的推广面积已占60%以上，大大扭转了该省原来玉米种子靠外引的局面，对确保该省玉米生产的持续

稳产、高产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二)对几个主要病害病原的研究：1.四川玉米矮花叶病毒株系鉴定及分布研究：查明了

该省玉米矮花叶病毒优势株系为甘蔗花叶病毒(SCMV)占81.5%，其次为矮花叶B株系占1 8。5%，暂未发现其它病毒株

系。其病毒全省均有发生，尤以甘蔗生产区最重。并明确了甘蔗花叶的生物学特性等等。2.西南特殊生态区玉米大斑病

菌生理小种组成变异研究：查明了四川和贵州的玉米大斑病菌生理小种以l号小种为优势小种，占74.1%，其次是2号小

种占l1.8%，3号小种占4.3%，两省都发现有4号小种存在其频率均达3.4%左右，认为4号小种可能属西南特殊生态区的

又一新小种。3.玉米青枯病病原分离鉴定及田间发病调查：通过90年代初以来的研究，发现玉米青枯病以年份不同、品

种不同而发病程度不同、一般损失在20%左右。其病原菌分离结果认为以腐霉和镰刀菌混生为主，占32.2%，腐霉单生

为23.9%，镰刀菌单生为l9.8%，还有青霉、细菌等杂菌影响。这一结果为今后该省鉴定青枯病打下良好的基础。(三)玉

米主要病虫害综合控制技术研究：玉米综防在该省一直很薄弱，防治面积仅占发生面积的50%，每年因病虫为害可损失

玉米产量达4亿公斤以上。近些年来，该项目在全国综合防治专家的指导下，成立了省综防协作组。几年来，抓以玉米

螟和纹枯病等5个病虫害控制技术措施。采取以农业防治为主，改善栽培条件，抓好抗病品种的选育与推广和进行种子

处理及科学用药等策略，有力约控制了诸多病虫的为害。通过采用综合配套技术措施，示范面积达1650万亩，获经济

效益达33594万元，取得明显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以上研究项目在四川仅属首次，在全国同类研究中属领先水平。

并于1999年获省科技进步三等奖。二、成果推广应用情况及取得的经济、社会效益：利用人工接种条件下进行变形多

抗病性鉴定，有力的促进了抗病杂交种的推广及抗源自交系的利用，从而使该省自育品种的推广面积达到60%以上，大

大扭转了玉米生产品种南粮北调的局面，促进了该省玉米生产的发展和稳产、高产。总结和探索出一套准确、简便、易

行的鉴定方法，成功地监测到该省事玉米病毒优势株系，大斑的小种组成，青枯病的主要病原。由于推广使用了抗病杂

交种，降低了用药次数，节约了防治费用，有力的控制了玉米主要病虫在大面积上流行成灾，保护了生态平衡，使该省

玉米生产的持续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先后鉴定出育种、种子及生产部门可利用的抗病杂交种和抗源自交系50余份，

现多数用于生产。该项研究在应用中得到了科研、教学、管理、生产及推广部门的通力配合，采用边推广、边研究等方

式在省内收到了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几年间，取得间接经济效益挽回玉米损失2.54亿公斤，折合人民币3.5574亿元，

获经济效益33594万元，投入产出之比为1:9.17。三、成果推广应用前景：采用人工接种鉴定，加大了品种抗病性的选

择压力，可筛选出过硬的抗病杂交种用于生产，达到更合理的布局品种。这一工作将牵动育种、种子、生产、管理及植

保多学科的发展，其应用前景是广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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