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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北方玉米产 区出现一种新病害玉米疯顶病
,

其病原菌为霜霉科
、

指疫霉

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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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h i r u m e t a l
. ,

是玉米霜霉病的一种
。

河北省未发生过疯顶病的地 区突然发生
,

而且严重地块发病率达 80 %以上
,

一般发病率

为 3 % ~ 6 0 %
,

发病地块逐年增多
,

有由北向南扩展的趋势
。

发病植株多数因出现雌
、

雄穗

增生畸形而败育
,

颗粒无收损失严重
。

为有效控制该病的扩展蔓延
,

自 1 9 9 2 年起开展了玉

米疯顶病初侵染来源的研究工作
。

l 材料与方法

1
.

1 供试材料

病组织选自病区田间典型病株
,

种子选自雌雄穗正常
、

叶片有黄色条状突起的病株
。

1
.

2 试验方法

1
.

2
.

1 组织透明法
:

将病组织剪成 s m m x s m m 小块
,

放入 15 %氢氧化钾溶液中煮沸 5

~ 10 m in
,

使绿色褪去呈透明状
,

用自来水冲洗数次
,

捣碎后镜检
。

1
.

2
.

2 活体染色
:

病组织剪成小块放入 。
.

0 25 %的 M T T 溶液中
,

36
’

c 染色 4 h8
,

制片镜

检卵抱子的成活率
。

其中染成红色的卵抱子为休眠状态
,

染成蓝色的为萌发状态
,

黑色或

无色的为死亡状态
。

* 河北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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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种子染色
:

将 玉米籽粒放入加有 0
.

0 5 % 1锥虫蓝的5 %氢氧化钠溶液中
,

在 28 C

染色 24 h
,

分离种皮和胚
,

经乳酸一甘油 ( 1 : 2
,

v/ v) 混合液加热至沸点透明后
,

制片镜检

种皮和胚的带菌情况
。

2 试验结果

2
.

1 卵抱子数量和成活率测定

从 田间采集典型病株
,

每株分别从变态雄穗
、

苞叶和叶片上各取样 3一 7 块
,

组织透 明

后镜检病组织内的卵饱子数量
,

卵饱子含量分别为 1
.

24
、

5
.

62 和 9
.

87 个 / m m
Z ,

以病株果

穗以上叶片组织内卵抱子含量最多
。

可见病株残体是玉米霜霉病的一个重要初侵染来源
,

并广泛存在于 田间
。

取田间越冬的病组织
,

活体染色后检测
,

卵袍子的休眠率由越冬前的 84
.

28 %下降为

11
.

7 3 %
,

萌动率由 2
.

74 %上升为 1 6
.

68 %
,

死亡率由 1 2
.

96 %上升为 71
.

62 %
,

表明冬季

低温能促使病组织内卵抱子萌发
,

进一步说 明越冬后 田间病残体是玉米疯顶病的主要初

侵染来源
。

2
.

2 种 子带菌检测

在发病田中随机采取病株果穗 10 穗
,

每穗分别在上
、

中
、

下部随机取 10 粒种子
,

经种

子染色后分别镜检种皮和胚
。

结果表明
,

在所有检测籽粒的种皮内侧和胚内均发现大量菌

丝
,

平均每穗有 10 %的籽粒胚内检测到卵饱子
。

取 10 个病株果穗
,

每个穗取 5 ~ 10 个粒
,

染色后镜检种皮和胚
。

结果表明
,

在 100 %的病株果穗籽粒种皮内检测到大量菌丝
,

30 %

的病株果穗种子胚内检测到卵抱子
。

而健穗种皮和胚内未发现菌丝和卵抱子
。

因此
,

病株

种子带菌并能远距离传播病原
。

2
.

3 寄主植物发病调查

为明确玉米疯顶病的寄主范围
,

1 9 9 3一 1 9 9 5 年于玉米疯顶病发生时期
,

在保定
、

琢鹿

等地对禾本科植物进行发病调查
。

结果表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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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病高
,

发病率分

别为 22
.

9纬
、

10 %和 5
.

0 %
,

经组织透明镜检可以在病组织内看到大量卵抱子
。

用玉米病

组织接种能引起蟋蟀草发病
。

而狗尾草
、

虎尾草等尚未见到病株
。

因此
,

田间病株杂草也

是该病的初侵染来源
。

综上所述
,

玉米病株残体内带有大量病原菌
,

越冬后病残体内的卵抱子萌动率增高是

玉米疯顶病的主要初侵染来源
。

病株种子带菌可以远距离传播病原
,

成为新病区的初侵染

源
。

田间病株杂草也是该病的初侵染来源
。

玉米生长期间及时清除田间杂草和拔除病残

体并集中烧毁
,

可以减少菌源
,

同时加强病区制种地的管理和检疫
,

能有效控制此病为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