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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采用系统诲查方法研究田饷玉米粗缩病(~IROV)的自然发展勘忠和经济期失豌律， 

其结果表明，M霄DV在玉米生嵌季中的进展曲 避 对戥抛袖钱函数( -a-ebx~。 )规 

律，从而建立亍中单2 和丹t13#．t,米上MRDV(捐指数莉发帚率)的流行模型 ( <0．05， 

’估计痨情符台章75--100％ )。，同耐认为此函数为生长后期袁现 隐症 的一类植物病毒 

病发展动态的通用拟台模型。MRDV对玉米成穗率，穗粒数，穗粒和千粒 重诸产量目 子 

都显著影晌 ，-相差分 析 发现罩米拥失率 与拔节 抽雄 和 吐丝期的MRDV 重度密协相 关 

r 0，耳 ，嘶<0 ：05)．困此建立了这砦肘 期捕指数和病株率与经济损失 率间的线性费 累 

璋型 并用相应舯撙 估计了南充拙区l988■1郫9年M8DV引起的玉米产量和经济蜩 

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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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植物病害的流行动态和经济损失都是植物病流行学的基本内容，列于人类了解 

病害流行和损失的变化规律从而丰富植病流行科学的内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在 

农业生产中对指导病害的预测预报和综台治理也具有现实的实践作用。所 近年来国内 

外植病学家在这方面进行了大量富有成效的研究“ ，但过去这方面的工作主要局限于 

真菌和细菌病害，对植物的病毒则涉及甚少。 

玉米粗缩病 (MRDV)于1949年被发现，早年在意大利等西欧国家流行，其后传播 

至中东地区为害⋯。我蹦1 954年首次在新疆南部和甘肃西部报道MRDV，为害玉米面积 

数万公顷，近年来在许多省区都发生流行和为害，仅我省南充地区1988年报道发病面积 

便达 11000多公顷，造成严重的作物损失。MRDV的迅速扩散蔓延，已对我国部分地区 

的玉米生产构成重大威胁，所以在国外过去研究的基础上，国内近年曾有人对此病的病理 

学、病原学和防治等作过一些探索，但在病害流行学规律方面尚缺乏系统的目『究报道。 

因此，本研究采用田间系统调查方法，拟探讨玉米生长期中MRDV随时间而发展变 

本文于19B9年11月8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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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造成经济损失的规律。 

方 法 

1．蒲鲁动杏胃F究：玉米出苗詹于3— 4叶期在南部县MRDV常发地作大面积多点勘查，选择不 

同品种 (代 )的玉米作定期渭查，每周一次，每块田以 五点取样法 誊 200越株，记录或计算玉 

米生育期 (按国际通用的Hanway氏标准l 1)、发病植株百分率和病情指数 

(翥譬誓 警鲁 ； ；{警 )。最后根据生长期中病情的动态变化选定适当的数学函数，通 
过相关回归分析建立病害进展曲线的拟台模型，并作统计检验。 

2．作栩损失一定：早期大面积勘查后 ．在南部县选定发病程度不同的玉米常规种植田(中单2|) 

和仪陇县确定一玉米杂交制种田 (MoI7×330)，于植株五叶、按节、抽雄和畦丝期用 ‘五点取样 

法 每块田调查200植株，记载病株率和崭指数，玉米子粒成熟后取100株考种}另在一常规种植和 

制种 田内于抽雄期挂牌标记各级病株100'株，成熟后分别考种，记录有效 穗、株高、穗 长．穗 粒 

鼓 、穗粒重和千粒重，并计 算单位面积产量 、经济损失和掼失率。然后进行统计分析 ，确定MRDV 

的损失水平．建立 病害与损失关系 捷型t并应用此摸型作太面飘玉米上 MRDV釜济损失佶许。 

结 果 

将生长期逐次调查中单2‘杂交种(F；)和 蟹种( )及丹玉 13 玉米上病株率和病指 

数的结果绘成MRDlv进展曲线(图1)。很明显，不同作物上发病程度虽有显著差异， 

但病情发展变化的规律却是基本一致的。即前期病害逐渐加重，车抽雄翔(6月19日前 

Co5 5 5 ， ●
．
1 生 ● s f ● 

固 1 玉米粗缩病在作物生育期中的变化 
Fig 1 Progress C⋯ e。 “ MRDV Epidemics 

夕 )达到高峰，此后随田问作物上病害症状部分消失 (隐症 )而病情逐渐下降。MRDV 

这样的变化规律，与二次抛物线和对数抛物线都较接近，但相关分析表 后者更能准确 

地反 映MRDV~的这种变化。 

对数抛物线函数为 ： ·e ，根据该函数作曲线 回归分析，求 得 备作物 上 

MRDv病株率 和病情指数 与时间 (单位；周 )之间的 系模型、曲线和直线相关 

 ̂ ； 自 lI： 井求皿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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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学生氏”#值及病情估许符合率，列入表1。显然这些摸銎朐瞳线相关率都 大于 

直线相关率· 测验达显著至极显著水平 (a<0．05—0．001)，用它们估计 的病情值与 

实铡值符合率达75％以上 (p~75％)。 

囊 l不局王豢作●．~MRDV进■●蟪 的挂旨 童 
Table l S|=uJstiezz M edels of Progress CⅡrTe_ for MRDV 

Esidemles ia Differ emt Maize Crop· 

项 目 病级(中单2号) 

MRDV Severity(Zhoagdaa 2) 

宿瑗(Molt x s3o) 

MRDV SevrJly(Moltxs3o) 

Messu舢 enl1 0 I I I Ⅳ 0 t I I 玎 

株 高 
(cm) 188 186 158 137 11 142 10e 87 83 踮 

Plant H．{ t 

有效穗率 
(帅)100 10G 98 81 52 100 100 100 肿 25 

H-rTestsble Ear R●I‘ 

穗 长 
m) 20．1 10．1 l6．7 1 5．0 13．2 26．5 21．T 11．8 10．9 7．9 

EB Lea t̂h 

穗 粒 敦 
3T8 23 。5 6I ll口9 3o1 126 

o
． Gftin_／Err 

穗 粒 重 
(g) 82．9 78．5 50．5 17．4 12．0 68．1 l 7．e 16．0 6．9 1．● 

GraiⅡWt／E-t 

千 粒 重 
(g) 238 225 201 172 164 182 173 150 115 92 

1O00Grain W I． 

产 量 
(kg／b-) 

Yield 

‘损 失 
(Yu⋯／h ．) 

Lo●_ 

损 失 率 
(和) 

L0．| nlR t e 

4353 4022 2657 914 630 2T30 2595 888 363 T4 

l85 1358 1751 20T0 0 l590 4032 4820 5253 

5．3 36．5 T9．4 85．5 0 20．8 T5．2 89 8 98．1 

玉米鞭价 【0．8元／ )和杂鱼种子价《2．o元／kE)系市场售价． 

The pricez of 8 ralns<O．8 yuan／tg)-Ⅱd beb~id Seeds(2．Oyu·t／ s)-te maktl otle ptj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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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田 (中单2 )和制种田 (Mo17×330)玉米各级 病株 的产量 分 析 (表 2)显 

示，MRDV对作物主要产量构成 日子都有显著的影响，且这种影响随病害加重而增大， 

以致部分值株完全丧失产量。如两种作物 4级病株的有效穗率仅为52％和25 ，即近一 

半以上植株颗粒无收。 同时，耐种田比常规生产 田受MRDV的为害 更严重，仅 以作物损 

失率为佣， 1～ 4级痛株损失率在生产田依次为5．31％、36．35 、79．37％和85．53％， 

而在制种玉米上则是29．82 、75．17 、89．84％和98．11％。 

六块玉米病田 (中单2’)中四次调查MRDV病情及收获时测产的结果见表 3。可以 

看出，玉米公顷产量损失率平均约10％，最高达30％以上，且病情越严重 则 损 失 率越 

裹 8 卉块玉米田MR]}V善I生租虞和^产搴 
T●Ib●3 MRDV lntensiti nd T；aId R6dn。ti0n- in Sit MB；I。 

Field- ServeY●d 

① ‘̂noted in Table I(见衰l注释)， @  ̂ ted in Tsblv 2(见表 2注释)． 

高。相关回归 分析表明，@cs．4(五叶期)外，其它三个生 育期 (GS5、Gs．7、Gs·8)的 

病株率和病情指数均与玉米损失率成密切的线性相关 (ri>0．89，a<O．05)，因而建立 

了以这些时期病情指数和病株率 (x)估计单位面积损失％ (y)的线性模型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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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这 两类模型，其相关系数值很接近，说明以病株率或病情指数估计损失率时． 

两者准确度差异可能不大，所以在实际应用中只需记载其中任一病害指标即可。因此根 

据有关资料，用相应的模型估计了南充地区部分县l988和1989年MBDV的经济损失，结 

果见表 4。此分析直观而科学地揭示了玉米粗缩病的经济重要性a 

裹 4 南部地区19B日，19明年MRV经济擒亮估计 

T abl e 4 E Eima rion of Em nⅡic Lom mes due to MRD~ 

iⅡ 1998 Bnd 1989 iⅡ N-nehoaE P refe Iure 

地．县名 种植类型 年份 发病面 病捧率和 损失‘L。s sl 

(c⋯ty)(Ty p P 。d tiD )‘yea )‘1日f⋯e 上)(％P1aⅡc自Di ⋯ed) @kg~ yua。国 

产 粮 』988 209o 20．O 

L eng zhong G r ain 1 989 4 97 15．0 8．95 l 34873 10 7898 

来襁【于南充地区植保站的报道 
@cBloli-ted f rom the modei rs0．549xd't)．7r5 根据此摸型计算 

@T-kiag 3450／ha．iⅡTable 3⋯ o4trol以表 3~34sOkg／bB作对照 

④No~ed 4。ia Tsbl e 2见裘 1注解． r 

讨 

过去在真菌祀细菌病害流行时间动态研究中用以描述病害发展规律 的数学模型有指 

数 、Logistic、Gompem Bett81anffy、单分子和we uII函数模型等 ⋯。本研究表 

明，MRDv的变化动态曲线与这些函数曲线差异甚大，而遵循对数抛物线的变化规律。 

实际上有许多植物病毒嘉在柞物生长季帝的发展都可 遵从MRDV的这种变化l规律，因 
为它们一般都是前期侵染加重而后期表现 “隐症 现象·因此对这类病毒病发展的时间 

动态似乎都可以甩对数抛物线函数予以拟台。 

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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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粗缩病是一种毁 性的怍物病毒病，冀为害后抑制作物生长发育 ，降低植株成 

穗率、穗粒数和平粒莺等产量构成因案 ，从而导致作物产量和经济损失。病害侵染严重 

陆可致植物颗粒无收，因此在生长前辫拨除重病植 抹，既可控制病害的发展也不会影响 

作物产量。 - 。⋯ -- 、 、 。一 。 

玉米损失率与MRDV 重度呈显著的直线相关，即病害侵染越严重，其引起的作物 

损失率就越高，这与许多真菌和细菌瘸害的损失规律相同。本文提出了拔节、抽雄和吐 

丝期MRDV~株率和病指数分男}j与玉米损失事的关系模型 应用此模型即可进行损失估 

计或预铡 了。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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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Quantitative Study on the Epidemic Dynamics 

and Economic Loss Caused by Maize 

Rough-Dwarf Virus Disease 

Tan W an—zhong 

(Southwest Agricu[fural University，Chongqlng) 

In this work．the dynamics of maize rough—dwarf virus(MRDV )epide— 

m ics and the econom ic loss due to the disease Were studted uslng data recorded 

from natu rally infected field m aize crops．M RDV epidem ics were found to de— 

velop du ring the growing season following the logarithmic parabola(LP)， 

thu s models for their progressing OB Zhongdan 2 and Danyu 13 maize crops were 

established by fitting observed dat4 tO the LP function y=a·exp(b·x+c·羞 )， 

； ； ； 】】 ⋯ ㈨ ⋯ ㈣㈨㈩⋯㈨㈨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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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P function is considered general for modelling progress enr~es of those 

virus epiphyties which increase in early stages progressively to。 peak and 

fhen decrease malniy because of symptom hiding later in the cropping seaso~
． 

MRDV ~nfection affected All yield components(e·g·rate of harvestable cars。 

number and weight of grains per ear， 1000-graln weght， et~．)and thu s th e 

yield and eeofiomie income were signlfloantly impaired． Correlation anstysis 

revealed close relationships beween yield(or economic)losses and MRDV dis— 

ease severity or ineldence at GS．5， GS．7 and GS。8 (r≥O．89， 口<0．05)． 

Consequently，linear models of these relationships Were computed through reg- 

ression anelysls． and B loss-lneidence~y model at GS．7 WaS applied to evsl- 

uate the yield and economic loss in 1988-- 1989 in Nanehong Prefecture- to 

reveal the economle importance of the disease． 

Key w ordsI Zea mays L．Maize rough dwarf virus Epidemic 

dynamics Eeonomie loss Models 

斗 

l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