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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新组合对茎腐病的抗性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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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科技学院农学院，安徽 凤阳 233100) 
 

摘 要：采用田间人工土壤埋接法，测定了 18 份玉米新组合对禾谷镰孢菌茎腐病的抗性。结果表明，玉米组合接

种禾谷镰孢菌后，都有不同程度的茎腐病发生。经鉴定，抗性组合为 2个，占鉴定组合总数的 11.1%；中抗组合为

4个，占 22.2%；感病组合为 2个，占 11.1%；高感组合为 10个，占 55.6%，其中 B36和 B38的田间发病率为 8.3%，

对茎腐病达到抗性水平。分析比较各个组合未接种和接种的产量，B36 和 B38 组合未接种时的产量分别为 8 691.0

和 8 362.5 kg/hm²，接种后的产量分别为 6 760.5和 7 012.5 kg/ hm²，是较好的抗茎腐病高产、稳产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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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istance identification for new combinations of corn against stalk r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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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sistance of 18 new maize combinations to stalk rot caused by Fusarium graminearum was investigated by 
artificial inoculation of soil in the fiel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occurrence of the stalk rot disease was various in 
different combinations after inoculated with the pathogen. Two combinations were resistant to stalk rot, accounting for 
11.1% of the total combinations; 4 combinations showed moderate resistance, accounting for 22.2%; 2 combinations 
were susceptible, accounting for 11.1%; and 10 combinations were highly susceptible, accounting for 55.6%. Among 
these combinations, the incidence for combination B36 and B38 was 8.3%, which reached resistance level against stalk 
rot. Simultaneously, the yield of 18 combinations under inoculated and non-inoculated conditions was analyzed, the yield 
of B36 and B38 under non-inoculated were 8 691.0 and 8 362.5 kg/hm2, respectively; and 6 760.5 and 7 012.5 kg/hm2 
respectively under inoculated, which indicated combination B36 and B38 was resistant to stalk rot with stable and high 
y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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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茎腐病主要由禾谷镰孢菌和腐霉菌侵染

导致，具有发病突然、来势凶猛和防治困难等特点，

发病率一般为 10%~15%，严重地块高达 80%以上，
甚至引起植株完全枯死，对玉米产量和品质的影响

较大[1–2]。玉米茎腐病的发生流行与品种的抗病性

密切相关，选育和种植抗病品种是防治玉米茎腐病

最经济有效的措施[3]。玉米新组合的抗病性鉴定是

抗病育种的重要环节，玉米抗茎腐病的接种方法主

要有土壤埋接法、打孔法、注射法和牙签法等，其

中采用成株期土壤埋接法可使玉米产生茎腐病的

典型症状，符合致病菌从根部侵入的特点，能反映

鉴定材料的真实抗病性[4–6]。王富荣等[7]应用不同玉

米品种进行抗病性鉴定，结果表明，采用腐霉菌和

镰刀菌单独或混合接种，抗性表现基本一致，抗腐

霉菌的品种同样抗镰刀菌，反之亦然。笔者以禾谷

镰孢菌作为鉴定用菌株，对 18 份普通玉米杂交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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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玉米育种安徽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新配制的
高产优质杂交组合)，进行室内菌种培养、人工田间
接种以及病情调查，了解玉米组合对茎腐病的抗

性，以期为新品种审定和抗病育种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18 个玉米组合，编号 B21，B22，⋯，B39，
由玉米育种安徽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提供(表 1)，以
郑 单 958 为 对 照 。 禾 谷 镰 孢 菌 (Fusarium 
graminearum)，由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
所提供。 

PDA培养基：马铃薯 200.0 g，葡萄糖 20.0 g，
琼脂 18.0 g，蒸馏水 1 L。于 121 ℃高压灭菌器中
灭菌 20 min，备用。  

玉米、小麦粒混合培养基：玉米粒和小麦粒分

别蒸煮 30 min，将玉米粒和小麦粒(质量比为 3∶1)
混合均匀装入塑料瓶中，于 121 ℃高压灭菌器中灭
菌 1 h，备用。 

将活化后的禾谷镰孢菌接种到装有 PDA 的斜
面培养基上，于 26 ℃培养 5~6 d，待菌丝长满斜面
后，接种至玉米小麦粒混合培养基上，于 26 ℃培
养 10 d，待病菌长满整个塑料瓶后备用。 

表 1 玉米新组合的代码及名称 
Table 1 Code and name of the new combination of maize 

代码 组合名称 代码 组合名称 

B21 H09069×7S2–20–10 B31 10H073×CB 

B22 7S2–16–16–1–2×10H084 B32 1150112×711476–1 

B23 10H036 ×7S2–20–11 B33 711422–3× 1150139 

B24 1150114×1150010 B34 10H084×571–26–6–1 

B25 国试 5–97–6–1×10H068 B35 1150072×71–56–4–2 

B26 国试 5–97–6–1×H09068 B36 滇 A–14–1×1150139 

B27 10H091×1150010 B37 10H076×08–129 

B28 国试 5–124–2–1×1150072 B38 H09083×SSA383–64–3–1 

B29 国试 5–97–6–1×10H022 B39 国试 5–131–2–1×1150089 
 

1.2 方法 

1.2.1 田间接种 

试验在安徽科技学院种植园内进行。玉米组合

于2013年6月27日播种，种植密度为67 500株/hm2，

抗性鉴定小区每行长 10 m，行距 0.6 m，株距 24.7 
cm。根据国家玉米区域试验抗病性鉴定标准[8]要

求，每组合种植 1行，每隔 9个材料种植 1行郑单
958 作为对照。接种前，进行田间浇灌，接种时期
为玉米展 13 叶期。采用人工土壤埋接法，接种后
覆土并进行田间浇灌，保证病原菌侵染所需要的湿

度条件。 

1.2.2 病情调查和测产 

分别于 2013年 8月 31日、9月 22日和 10月
5日，对玉米组合进行病情调查。每行连续取 12株，
逐株调查发病状况。调查重点部位为茎基部节位，

茎节明显变褐或用手指捏近地表茎节感到变软的

植株，即为发病株。记载发病株数，计算发病株率。

抗性评价标准参照国家玉米区域试验制定的统一

标准[8]：病株率 0~5.0%为高抗(HR)；病株率 5.1%~ 
10.0%为抗病 (R)；病株率 10.1%~30.0%为中抗
(MR)；病株率 30.1%~40.0%为感病(S)；病株率
40.1%~100%为高感(HS)。于玉米完熟期收获，测定
接种玉米组合单位面积产量，并与未接种的及郑单

958的产量进行比较。 

2 结果与分析 

2.1 玉米新组合对茎腐病的抗性 

18份玉米新组合接种禾谷镰孢菌后，都发生了
不同程度的茎腐病(表 2)。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病率
逐渐上升，其中 B21、B25、B26、B27、B29、B33、
B35的发病率较高，病情发展较快；B23、B34、B36、
B37、B38 和 B39 的发病率较低，病情发展较慢。
在第 3次调查时，B21、B25和 B29的发病率达到
90%以上，而 B23、B34、B36、B37、B38 和 B39
的发病率均低于 25%，其中 B36、B37、B38 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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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率均低于 16.7%，B36、B38和对照郑单 958的发
病率最低，均为 8.3%，根据国家玉米区域试验制定
的统一标准鉴定为抗(R)水平；B37 的发病率为
16.7%，B23、B34 和 B39 的发病率为 25%，这 4
个组合属于中抗(MR)水平；B28和 B32的发病率为
33.3%，抗病性鉴定为感病(S)水平；其余的组合均
属于高感(HS)水平，其中 B22和 B31的发病率都为
41.7%，B26和 B35的发病率都为 75%，B25和 B29
的发病率均高达 100%。发病率从小到大的高感组
合依次为 B22(B31)、B24、B33、B27、B26(B35)、
B21和 B25(B29)。 

表 2 玉米新组合对茎腐病的抗性 
Table 2 Resistance of different new combinations of maize to 

stalk rot 

发病率/% 
组合 

08–31 09–22 10–05 
抗性 

B21 16.7 50.0 91.7 HS 

B22 0.0 8.3 41.7 HS 

B23 0.0 16.7 25.0 MR 

B24 8.3 41.7 50.0 HS 

B25 50.0 100.0 100.0 HS 

B26 25.0 75.0 75.0 HS 

B27 16.7 66.7 66.7 HS 

B28 0.0 8.3 33.3 S 

B29 41.7 91.7 100.0 HS 

B31 8.3 8.3 41.7 HS 

B32 8.3 25.0 33.3 S 

B33 16.7 33.3 58.3 HS 

B34 8.3 25.0 25.0 MR 

B35 50.0 66.7 75.0 HS 

B36 0.0 0.0 8.3 R 

B37 0.0 0.0 16.7 MR 

B38 0.0 8.3 8.3 R 

B39 8.3 8.3 25.0 MR 

郑单 958 0.0 8.3 8.3 R 
 

2.2 玉米组合的产量 

由表 3可知，接种与未接种致病菌的玉米产量
存在明显差异。未接种玉米单位面积产量均比接种

的高，发病越严重的组合其产量损失越大。未接种

致病菌时，有 16个组合的产量高于对照郑单 958，
其中 B21的产量最高，为 9 247.5 kg/hm2；B37的
产量最低，为 6 345.0 kg/hm2。产量达 7 500 kg/hm2

以上的组合有 B21、B24、B25、B27 、B29、B32、
B33、B36、B38；接种后，8个组合产量超过对照，

其中 B38的产量最高，为 7 012.5 kg/hm2，B26的
产量最低，为 4 575.0 kg/hm2。接种后，只有 B23、
B37、B38、B39组合的产量损失小于对照，产量损
失最小的是 B39，682.5 kg/hm2，产量损失最大的是

B37，达 1 366.5 kg/hm2，产量损失较小的均为抗(R)
组合或中抗组合(MR)。根据国家玉米品种审定要求
规定，新品种对茎腐病抗性鉴定为非高感类型即

可，结合表 2各组合的抗病性类型，排除对茎腐病
高感的 5个组合，包括 B21、B24、B25、B26、B27、
B29和 B33。除此之外，选出在茎腐病发生较轻时
的高产组合，包括 B36、B38和 B32。为保证稳产，
从 3个组合中选出在茎腐病发生较重时仍较高产的
组合为 B36和 B38，这 2个组合未接种时的产量分
别达到 8 691.0和 8 362.5 kg/hm2，接种后的产量分

别为 6 760.5和 7 012.5 kg/hm2。 

表 3 接种与未接种的玉米组合产量 
Table 3 Yields for corn combinations inoculated and 

non-inoculated with the pathogen 

产量/( kg·hm–2) 
组合 

接种 未接种 

B21 3 937.5 9 247.5 

B22 3 510.0 6 360.0 

B23 4 590.0 5 467.5 

B24 2 812.5 8 640.0 

B25 2 102.0 8 032.5 

B26 4 575.0 6 885.0 

B27 4 593.8 9 112.5 

B28 3 965.6 6 966.0 

B29 3 825.0 8 452.5 

B31 4 027.5 7 440.0 

B32 4 185.0 8 152.5 

B33 3 375.0 8 070.0 

B34 4 657.5 6 720.0 

B35 4 102.5 7 102.5 

B36 6 760.5 8 691.0 

B37 4 978.5 6 345.0 

B38 7 012.5 8 362.5 

B39 5 055.0 5 737.5 

郑单 958 4 542.3 6 294.5 
  

3 结论与讨论 

玉米新组合的抗病性鉴定是抗病育种的重要

环节[9–11]。本研究鉴定的 18份玉米新组合中，抗茎
腐病组合 2个，占鉴定总数的 10.5%，为B36和B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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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抗组合为 4个，占鉴定总数的 22.2%；感病组合
为 2个，占 10.5%；高感组合为 10个，占 55.6%。
抗病组合和感病组合之比大致为 1∶2，这说明抗茎
腐病的玉米组合较少[12]。分析产量后，认为 B36和
B38是较好的抗茎腐病高产组合，比较接种和未接
种的产量损失可以看出，产量损失较小的均为抗(R)
组合或中抗(MR)组合，通过田间抗病性鉴定试验筛
选出来的 B36和 B38组合，在生产上具有较好的应
用价值。值得注意的是，B26和 B27组合虽然属于
感病(S)组合，且 B27的发病率达到 66.7%，B26的
发病率也达到 75%，但是发病以后对产量的影响相
对较小，对于这 2个组合的耐病补偿机制有待于进
一步研究。 
玉米茎腐病的发病程度除受品种的影响外，还

受到土壤、气候和肥料等多因素的影响，地区间、

年份间发病程度也有很大差异[13–14]，因此，对需要

鉴定的材料应进行连续几年的鉴定才能最终确定

玉米新组合的抗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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