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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标题： [玉米的田间病害]  

 

 

报告日期： [2023 年 9 月 23 日] 

 

 

报告作者： [胡金滟，张思维] 

 

 

摘要： 

本次调查主要针对某农户玉米田的病害情况进行了实地调

查和样品分析。结果发现该玉米田普遍出现叶片枯黄、穗粒

不饱满、收成量降低等问题，经过检测确定病害为玉米灰斑

病和玉米锈病。建议农户采取合理的防治措施来保障玉米的

产量和质量。 

 

 

 

田间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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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调查的背景和目的 

 

为了解该玉米地存在的病害问题，给农户提供相关防治

方案，使其达到玉米产量和质量的目的。并在此次调查过程

中了解玉米在不同的气候条件下的生长情况及产量变化分

析出不同的施肥方案对其生长和产量的影响。掌握好玉米病

虫害发生情况和防治措施。 

 

 

1.2 调查地点和范围 

 

重庆市农户玉米种植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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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调查方法 

2.1 数据收集方法 

本次调查采用了实地走访、采样和实验室分析相结合的

方法。我们选择了多个玉米种植区域作为调查样本,对不同地

区的玉米病害进行了详细观察和记录。同时，我们还采集了

病害样本，进行了病原菌的分离和鉴定,以及病害的发生规律

分析。 

1. 采样：采用随机取样法，采取本玉米地中 5%的

病害植株进行取样调查。 

 

2. 调查问卷：向农户询问玉米地受害表现症状为，

叶片出现枯黄，穗粒不饱满，成熟期较往年相比时间推迟，

田间多虫害无果。怀疑是病虫害。 

 

3. 现场观察：到达玉米地现场，首先观察玉米叶片

和穗粒的生长情况，发现叶片普遍出现枯黄现象，穗粒不

饱满；其次观察到玉米叶片上和穗粒上有红色斑点，一些

叶片上甚至出现褐色坏死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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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析方法 

分级计数法： 

玉米锈病[1] 

级别 病害发生程度 抗性 

1 级 叶片上无病斑或仅有无孢子堆的

过敏性反应 

高抗（HR） 

3 级 棒三叶上有少量孢子堆，占叶面

积少于 25% 

抗病（R） 

5 级 棒三叶上有中量孢子堆，占叶

面积 26%～50% 

中抗（MR） 

7 级 棒三叶上有大量孢子堆，占叶面

积 51%～75% 

感病（S） 

9 级 棒三叶上有大量孢子堆，占叶面

积 76%～100%，叶片枯死。 

高感（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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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灰斑病[2] 

级别 病害发生表现 抗性 

1 级 穗粒叶病斑面积占整个叶面积 0-

5% 

高抗（HR） 

3 级 穗位叶病斑面积占整叶面积 6%-

10% 

抗病（R） 

5 级 穗位叶病斑面积占整叶面积

11%-35% 

中抗（MR） 

7 级 穗位叶病斑面积占整叶面积

36%-70% 

感病（S） 

9 级 穗位叶病斑面积占整叶面积

70%-100% 

高感（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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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调查结果 

3.1[玉米灰斑病的调查结果] 

玉米灰斑病又称尾孢叶斑病、玉米霉斑病，除侵染玉

米外，还可侵染高梁、香茅、须芒草等多种禾本科植物。

玉米灰斑病是近年上升很快、为害较严重的病害之一。主

要为害叶片。初在叶面上形成无明显边缘的椭圆形至矩圆

形灰色至浅褐色病斑，后期变为褐色。病斑多限于平行叶

脉之间，大小 4～20×2～5(mm)。湿度大时，病斑背面

生出灰色霉状物，即病菌分生孢子梗和分生孢子。玉米灰

斑病病菌主要危害叶片。初始病斑在透射光下呈针尖状褪

绿的黄色小斑点，1 周后，感病品种上形成长矩形病斑，

长 1-6 cm，宽 0.2～0.4 cm，宽度受叶脉限制，多数沿

玉米叶脉扩展。病斑交界处清晰。病斑中央灰色，边缘具

褐色坏死线，叶片两面均可产生灰色霉层，以叶背面居多。 

湿度大时，病斑背面生出灰色霉状物，即病菌分生孢子梗

和分生孢子。发病严重年份，植株叶片枯死早衰。病菌主

要以子座或菌丝随病残体越冬，成为翌年初侵染源。以后

病斑上产生分生孢子进行重复侵染，不断扩展蔓延。玉米

灰斑病是一个空气传播的病害。病原菌在本地病残体越冬。

分生孢子从植株的下部向上部传播， 然后在株间传播。[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B%98%E6%A2%81/4227874?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6%99%E8%8C%85/3399091?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1%BB%E8%8A%92%E8%8D%89/967252?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8%86%E7%94%9F%E5%AD%A2%E5%AD%90/3447344?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7%85%E8%8F%8C?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F%8C%E4%B8%9D?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8%86%E7%94%9F%E5%AD%A2%E5%AD%90?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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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析 

 

 

图表和图像 

玉米灰斑病田间调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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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灰斑病田间图） 

 

 

（玉米灰斑病侵染叶片图） 

 

3.2[玉米锈病的调查结果] 

玉米锈病是由玉米柄锈菌引起、发生在玉米的病害。

主要发生在玉米叶片上，也能够侵染叶鞘、茎秆和苞叶。

玉米锈病的病原为担子菌亚门真菌玉米柄锈菌（Puccini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E%89%E7%B1%B3/18401?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B%85%E5%AD%90%E8%8F%8C%E4%BA%9A%E9%97%A8/2916780?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C%9F%E8%8F%8C/713829?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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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rghi）。[4]夏孢子球形或椭圆形，黄褐色，单胞，表面有

细刺，大小 24-32 微米×20-28 微米。冬孢子长圆形，

深褐色，双胞，表面光滑，分隔处稍缢缩，有柄，大小 28-

43 微米×13-25 微米。通常有淡黄色或淡褐色的柄，与

孢子长度相等或略长。玉米柄锈菌的精子器和锈子腔阶段

发生在酢浆草属的植物上。[5]玉米锈病主要发生在玉米叶

片上，也能够侵染叶鞘（图 1）、茎秆（图 2）和苞叶。

侵染初期，叶片两面初生淡黄白色小斑，四周有黄色晕圈

（图 3），后突起形成黄褐色乃至红褐色疱斑，散生或聚

生圆形或长圆形，即病菌的夏孢子堆（图 4）。孢子堆表

皮破裂后，散出铁锈状夏孢子（图 5）。后期病斑或其附

近又出现黑色疱斑，即病菌的冬孢子堆，长椭圆形，疱斑

破裂散出黑褐色粉状物。发病严重时，整张叶片可布满锈

褐色病斑，引起叶片枯黄，同时可危害苞叶、果穗和雄花。

[4] 

数据分析 

目前玉米锈病已上升为中国玉米产区的主要病害之

一,本研究总结了玉米锈病的病害特征，以及该病在中国玉

米产区的为害现状和病害流行因素,系统综述了中国玉米

抗病机制及抗病品种改良研究;分析提出玉米锈病综合防

控措施，指出种植抗性品种是玉米锈病防治的根本措施。

最后，认为玉米锈病发生为害逐年严重。[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F%B6%E9%9E%98/8533526?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B%9E%E5%8F%B6/9945006?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E%9C%E7%A9%97/11056978?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B%84%E8%8A%B1/2928525?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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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和图像 

玉米锈病田间调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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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图 2） 

（图 3）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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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4.1 对调查结果的解释和分析 

根据我们的调查结果和分析,我们认为要有效防治玉米病

害，需要采取以下措施: 

1.品种选择:选择抗病性较强的玉米品种，能够降低病

害的发生和传播风险。 

2.农业措施:合理轮作、间作,避免连作;清理田间秸秆

和杂草,减少病原菌的滋生和传播。 

3.施肥管理:根据土壤养分状况合理施肥，保持土壤肥

力平衡，提高玉米的抗病能力。 

4.农药使用:在病害高发期适时喷洒农药，选择病害专

用的农药，并注意合理使用，避免对环境和生态系统造成

负面影响。 

5.病害监测:定期对玉米田进行病害监测，及时发现和

处理病害，防止病害扩散和暴发。 

养成良好的农业管理习惯,加强病害防技术培训，提高农民的

防治意识和能才能有效控制和减少玉米病害的发生。 

 

4.2 结果与研究目标的关系 

玉米田间的病虫害将会严重影响到玉米的生长情况和结

果进而影响到农民经济收益。玉米地经过管理后，将会提

升玉米的生长情况和收获数量、质量，提升农民的经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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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4.3 调查的局限性 

玉米病害调查的局限性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时间限制:调查在特定的时间段内进行，很难涵盖全

年的病害情况。某些病害可能在特定季节发生，而在其他

季节则不再存在。 

2.空间限制:调查往往仅限于特定地区或农田，难以覆

盖大范围。因此，某些地区的病害情况可能被疏忽或未能

及时捕捉到。 

3.可视化限制:某些病害可能在早期阶段难以被肉眼

观察到，或者具有隐蔽性，仅在特定条件下才能显现。这

使得我们很难检测到所有的病害。 

4.主观性:调查结果可能受到调查者主观观察和判断

的影响。不同的调查者可能对病害的辨识和评估有不同的

理解和标准，从而导致结果的差异。 

5.可变性:病害的发生和传播往往受到环境因素的影

响，如气候、土壤和作物管理。这些因素的变化可能会导

致病害的时空分布发生变化，从而对调查结果产生影响。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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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5.1 对调查的主要发现的总结 

1.玉米灰斑病发病早期，坏死的病斑较小，呈淡褐色，

因病斑扩展受叶脉限制，后期多呈矩形或长条状;湿度大时，

病斑两面生灰色霉层，并以叶背居多。降雨量大、相对湿

度高、气温较低的环境条件有利于病害的发生和流行。 

2.玉米锈病叶片两面散生浅黄色长形至卵形褐色小

脓疤，后小疱破裂散出铁锈色粉状物，严重时叶片干枯，

植株早衰。 

根据我们的调查结果，可以得出玉米病害的发生是由多种

因素引起的，其中包含季节气候、土壤肥力、作物耐病性

等。针对不同的病害，应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例如选择

抗病品种、保持田间通风透气、合理控制用药量和次数等。 

 

5.2 建议或推荐措施 

1.降雨量大、相对湿度高、气温较低的环境条件有利

于玉米灰斑病的发生和流行，防治药剂可选择丙环唑、异

菌脲、苯甲嘧菌酯、吡唑醚菌酯等。 

2.田间高温多湿、连阴雨、多雾或阳光不足时易发玉

米锈病，药剂可选择已唑醇、氟环唑、嘧菌酯、苯醚甲环

唑等。针对目前的现状，我们建议: 

1.加强玉米病害的监测和防治工作，及时发现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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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害的传播; 

2.推广抗病品种，提高玉米抗病能力，减少玉米病害

的发生; 

3.加强技术培训，提高农民的病害防控意识和能力; 

4.加强政策引导，扶持玉米病害防治与研究工作。[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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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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