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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玉米镰孢穗腐病调查技术规程》 
地方标准编制说明 

 

一、编制的目的和意义 

1、编制背景 

夏玉米作为我国重要的粮食作物，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

进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种植面积

仅次于水稻和小麦，不仅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粮食来源，也是重

要的饲料作物和工业原料，广泛应用于食品、医药、化工等行业，

为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根据国家发布《中国农业展望报告

2021-2030》预测，2030 年全国玉米播种面积预计将增加 3854

万亩左右，总消费量将达到 3.32亿吨，年均增长 1.4%。夏玉米

镰孢穗腐病是由镰孢菌引起的病害，主要危害玉米穗部，导致穗

腐、籽粒霉变，严重影响玉米产量和品质。近年来，随着全球气

候变暖和种植密度的增加，该病害的发生和危害程度逐年加重，

已成为夏玉米生产的重要威胁。镰孢穗腐病主要发生在玉米灌浆

后期，病原菌通过风雨传播，侵染玉米穗部。受害玉米穗部出现

褐色病斑，逐渐扩大并产生粉红色霉层，籽粒发霉、腐烂，玉米

籽粒上的霉菌毒素（如呕吐毒素、玉米赤霉烯酮等）会对人体健

康造成危害，降低玉米的食用价值和加工品质，影响产业链的健

康发展。严重时，会导致玉米减产甚至绝收，给农民造成巨大的

经济损失。夏玉米镰孢穗腐病的发生与气候条件、栽培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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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抗病性等因素密切相关。高温、高湿的气候条件有利于病原

菌的繁殖和侵染；种植密度过大、田间通风透光不良、氮肥施用

过量等栽培管理措施会降低玉米的抗病性，加重病害的发生；不

同玉米品种对镰孢菌的抗性存在差异，抗病性强的品种发病轻，

抗病性弱的品种发病重。 

驻马店位于河南省中南部，地处亚热带与暖温带的过渡地带，

具有亚热带与暖温带的双重气候特征，是典型的大陆性季风型半

湿润气候，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夏季常高温多雨，光照充足、

热量丰富、适宜玉米生长。驻马店作为全国重要粮食生产核心区、

产粮大市，播种基础好，玉米播种面积常年稳定在 26万 hm
2
以上，

在河南的玉米生产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目前我市关于夏玉米的技术规程很多，但还没有制定与夏玉

米夏玉米镰孢穗腐病调查有关的技术规程。因此，为有效防控夏

玉米镰孢穗腐病，保障粮食安全，制定一套科学、规范的调查技

术规程显得尤为重要。制定《夏玉米镰孢穗腐病调查技术规程》，

不仅为夏玉米镰孢穗腐病的调查和监测提供科学依据，助力提高

防控效果，降低病害危害，对于推动夏玉米生产向标准化、规范

化方向发展，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

生态效益的协调发展，保障粮食安全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2、可行性分析 

驻马店市农业科学院先后承担了河南省科技攻关项目、河南

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驻马店综合试验站、院市共建项目、驻马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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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中心项目、河南省科技成果转化项目，河南省重大科技专项

等项目，拥有雄厚的科研实力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于豫南夏玉

米生长发育的气候特点、品种选育和栽培管理措施等方面进行了

详细的研究，为技术规程的制定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多年来

积极开展玉米病虫害防控技术推广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保技术规程的可操作性和实用性。 

3、标准制定的意义 

《夏玉米镰孢穗腐病调查技术规程》的制定和实施，将为夏

玉米镰孢穗腐病的调查和监测提供科学依据，有助于采取积极主

动的预防措施和防控技术，降低病害的发生和危害程度，具有重

高的应用价值。该技术规程的制定和实施，将推动夏玉米生产向

标准化、规范化方向发展，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实现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协调发展，提升农业科技水平。 

二、任务来源及编制原则和依据 

1、任务来源 

根据《2024 年驻马店市地方标准立项指南》的通知要求。

由驻马店市农业科学院申请，经驻马店市场监督管理局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审核,根据驻马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发布《关于下

达 2024 年第三批驻马店市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批

准立项（项目编号 20242015）。本标准的制定任务来源于河南

省科技攻关项目资金的支持。此项工作由驻马店市农业科学院负

责起草和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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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编制原则和依据 

（1）规范性原则：本标准的编制严格遵守国家现行农业方

针、政策和法规，严格遵循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以及《农业标准管理办

法》的规定，确保文件的质量和规范。 

（2）科学性原则：本标准所采用的技术措施均源于实践和

试验研究成果，并在大田生产中得到了验证与完善。本标准既立

足于当前生产需求，又确保了标准内容的科学性和技术的前沿性。 

（3）实用性原则：在制定《夏玉米镰孢穗腐病调查技术规

程》的过程中，紧密结合驻马店市夏玉米生产的实际情况，依托

多年田间试验调查成果，广泛查阅标准文献，进行了深入调研和

科学验证。在标准制定过程中，充分吸纳了领域专家、基层农技

人员和广大种植户的意见，不断在实践中优化完善，确保了标准

内容紧贴生产实际，具有较高的实用性。 

三、编制过程 

1、工作过程 

1.1 工作基础 

驻马店市农业科学院玉米研究所，河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

综合试验站，与多家科研机构和高等学府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

在玉米新品种的选育、栽培技术研究、品种布局及示范推广等领

域，我们开展了大量工作，积累了坚实的科研基础和卓越的科研

能力。得益于河南省院市共建项目和河南省重大科技专项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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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夏玉米生长季节针对镰孢穗腐病调查的技术难点和数据

质量等问题，在全市范围内进行了技术培训与指导，并通过现场

调研、电话、微信等多种方式，及时解答各县区基层技术人员在

调查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难题。 

参与本项目的实施和编制的团队成员均受过良好的教育，具

备较强的科研能力，并积累了丰富的相关研究经验和技能。他们

以扎实的工作作风，高度关注并服务于当地农业生产，确保了项

目的顺利进行。 

1.2 成立规程制定小组 

为了确保《夏玉米镰孢穗腐病调查技术规程》的制定工作顺

利进行，项目组迅速组织相关技术人员成立了以许海涛等为核心

成员的“夏玉米镰孢穗腐病调查技术规程”工作小组。该小组多

次召开会议，明确了规程制定的原则，确立了标准制定的思路，

并对技术规程的主要内容进行了深入、广泛且细致的讨论。小组

成员对标准文本的每一节内容进行了精细化起草，并有效地监督

了标准制定过程的每一步。 

1.3 初稿的编制 

在工作小组的共同努力下，基于多年的试验研究和丰富的生

产实践经验，通过查阅相关文献资料，搜集国内外科研动态，多

次召开会议讨论，形成了标准编制的清晰思路，确立了编制原则。

我们积极吸纳种植大户和基层农技人员的实际生产反馈，与领域

专家进行深入咨询与交流，对标准的主要内容进行了详尽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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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反复修改，最终完成了《夏玉米镰孢穗腐病调查技术规程》的

初稿起草工作。 

2、标准主要起草人及承担的工作 

 标准起草小组由许海涛担任组长，主要起草人有许波，张

军刚，郭海斌等人员。 

表 1 主要制定人及所做工作 

姓名 性别 职务/职称 工作单位 任务分工 

许海涛 男 研究员 驻马店市农业科学院 标准整体设计与验证、起草工作 

马红珍 女 副研究员 驻马店市农业科学院 参与标准验证、起草工作 

许 波 男 研究员 驻马店市农业科学院 参与标准验证、起草工作 

郭海斌 男 助理研究院 驻马店市农业科学院 参与标准验证、起草工作 

张军刚 男 助理研究员 驻马店市农业科学院 参与标准验证、起草工作 

1、第一章范围编制说明 

范围中规定夏玉米镰孢穗腐病调查技术规程的术语和定义、

发病特点和原因、病情分级、田间调查、调查结果等基本内容和

和适用生产区域。 

2、第二章规范引用文件 

夏玉米的种植环境必须符合规范性文件引用的标准才能进

行种植，应用文件对本规范必不可少。 

3、第三章术语和定义说明编制说明 

介绍了夏玉米镰孢穗腐病、病株率、病穗率、严重度、病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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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的定义。 

4、第四章发病特点和原因编制说明 

本章包括夏玉米镰孢穗腐病的发病特点和发病原因。 

5、第五章病情调查编制说明 

本章包括了病情分级、抗性分级、病情指数。 

6、第六章田间调查编制说明 

本章包括了调查时间、调查地点、调查方法。 

7、第七章调查结果编制说明 

本章规定了调查过程中信息记录的各项内容。 

五、采标情况 

目前尚无相关的国家和地方标准。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结果和依据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不存在重大意见分歧。 

七、与国家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国家标准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种子法》、《农业标准化管理办法》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 

八、根据需要提出实施标准的建议 

建议将《夏玉米镰孢穗腐病调查技术规程》作为推荐性地方

标准发布实施。标准发布后可广泛组织宣传，举办标准培训班，

加快标准的普及和应用。本标准发布后，如在实施过程中出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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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和改进建议及时反馈给标准编写组，促进本标准进一步修订和

完善。 

九、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夏玉米镰孢穗腐病调查技术规程》标准起草小组 

2024 年 11 月 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