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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进入21世纪，我国玉米病害的种类发生了明显变化，由于品种的更替和气候的变化，使原来得到
控制的病害又有所抬头，并出现一些新的病害。
随着玉米免耕和浅耕方式在我国北方玉米产区的推广，田间病残体量明显增加，给病害的流行创造了
条件，同时免耕技术也使得病原菌很容易从小麦残体、田问杂草上转移或传播至玉米上为害，一些重
要病害的发生和危害规律发生了变化，一些次要病害上升为主要病害。
玉米大斑病再度成为严重危害的病害，病原菌生理小种的种群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目前共鉴定出15
个类型的生理小种，在全国范围内已无优势小种的存在，生理小种组成趋于多元化；灰斑病、玉米褐
斑病在黄淮海区各省均大面积流行，造成的产量损失在10％～30％，辽宁省局部地区也发生严重。
如2003～2004年，许多品种的穗部以下叶片因感染褐斑病，导致叶片枯死，给生产造成较大损失。
灰斑病菌在我国是否有生理分化至今仍然不清楚，同时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叶斑病，如玉米南方锈病，
原来仅在长江以南发生，但1998年和2007年在辽宁及黄淮海地区暴发流行，造成严重的产量损失。
玉米线虫病也是这些地区出现加重危害的趋势。
除上述叶斑病和线虫病害外，纹枯病、茎腐病、丝黑穗病等土传病害仍是我国夏玉米区的主要病害。
在华东地区玉米粗缩病毒病发生日趋严重，成为甜糯玉米安全生产的主要障碍。
为此我们对第一版的内容做了较大修订，增补了一些近年发生的病害及其防治对策，剔除了一些毒性
相对较高或在国内外已禁用的化学农药，尤其是增补了新开发出的低毒化学农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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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由上海交通大学陈捷教授主编。
内容包括我国玉米病害发生的种类、危害及防治策略，玉米病害诊断的原则和基本方法，真菌、细菌
、病毒、线虫等病原物在玉米苗期和成株期引起重要病害的症状特点、发病规律和防治要点，各种非
侵染性病害的发生种类、防治及缓解方法等，集中介绍了国内外目前发生的玉米主要病害的诊断和防
治技术。
该书科学实用，指导性强，适合广大农民、农业科技人员和大中专学校有关专业师生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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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玉米病害的诊断　　病害诊断是研究病害发病规律和制订防治措施的前提，只有对病害
做出正确诊断，才能做到“对症下药”，有效地防治病害。
病害诊断是一项复杂、细致且技术性很强的工作。
要对病害做出正确的诊断，首先必须明确诊断的步骤和方法，注意诊断中容易出现的问题。
　　第一节　诊断的步骤和方法　　一、区分病害种类　　要正确区分两类病害，即按其发生原因分
为非侵染性病害和侵染性病害两大类。
非侵染性病害在田间的分布往往是成片的。
如玉米生产中经常发生的缺锌症，或者因土壤本身缺锌，或者因多磷，锌磷拮抗所致缺锌多为大面积
发生。
其他如低洼积水引起的涝害，干燥田块久旱不雨造成的旱害等，都是成片发生的。
当然，非侵染性病害也偶有零星发生的情况，但这种发病一般是与施肥不匀、用药不当，或特殊小环
境等因素有关。
这就要求对各种可能产生的因素进行全面调查，综合分析，明确主要原因，从而做出正确诊断。
从病情看，非侵染性病害是由非生物因素引起的，没有病原物，田间发病后不会传染蔓延，病情比较
稳定，而且环境条件改善后，还会有所缓解。
而侵染性病害因有害生物（病原物）的侵染、寄生并传染，田间发生多呈随机分布，点片发生，有明
显发病中心，发病条件适宜，很快流行成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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