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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瘤黑粉病综合防控技术规程》 
地方标准编制说明 

 

一、制定标准的目的和意义 

玉米是世界上种植范围最广泛、土地利用最高的粮食作物之

一，也是我国的主要粮食、饲料和工业原料来源。河南省常年种

植玉米面积在 5000 万亩左右，是第一大秋粮作物，占全省秋粮

作物种植面积的 50%以上，占全国总产量的 8%以上。驻马店市常

年种植玉米面积在 600万亩以上，占秋粮作物种植面积的 60%以

上，占全省总产量的 10%左右。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肉蛋奶的需求不断增加，畜牧业和农产品加工业迅猛发展，玉米

的需求也在不断的增加，因此，大力发展玉米产业，提高玉米的

产量水平和品质，对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助力乡村振兴，增加农

民收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驻马店市地处亚热带向暖温带过度地带，具有独特的一年两

熟耕作制度，是河南省乃至全国的玉米传统优势种植区和商品粮

生产基地。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的变暖，在玉米生长期间受到

各种非生物因素和生物因素的影响，高温、干旱、台风、暴雨、

冰雹、阴雨寡照、涝害等异常天气频繁发生，始终制约着我区玉

米的高产稳产。加之农业种植结构的调整、新品种的推广、常年

秸秆还田、密植、多年重茬种植、一些病虫草害地理分布发生变

化，以往的次要病害发展成主要病害，且有加重的趋势等，给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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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病害的发生和危害创造了有利条件，特别是近些年原来在北方

多发生的玉米瘤黑粉病在我市也时有发生和危害，发生的频率和

危害的程度局部有加重的趋势，成为玉米生产中的迫切需要解决

的问题。由于瘤黑粉病病菌侵染的是玉米的根、茎、叶、雌雄穗

等所有地上组织幼嫩部位，黑粉菌瘤消耗大量的植物营养，导致

玉米空秆、授粉不良、雌雄穗发育受阻。玉米瘤黑粉病在我国玉

米生产上发病率一般为 5%-10%，病株造成减产 30%-80%，据统计，

2000 年全国玉米发病面积为 180 万 hm
2
， 其中绝收 3 万余 hm

2
，

严重影响玉米的产量和品质。 

针对玉米瘤黑粉病在我市发生危害特征，发病规律，根据我

们多年的试验研究与田间调查，掌握玉米瘤黑粉病的综合防控技

术，制定玉米瘤黑粉病综合防治技术规程，持续提高玉米综合生

产能力，为玉米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玉米增产和农民增收提供

技术支撑，对有效助力乡村玉米产业振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任务来源及编制原则和依据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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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2014）。本标准任务来源于河南玉米产业

技术体系驻马店综合试验站资金支持，同时也获得河南省重大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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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专项资金资助，由驻马店市农业科学院负责起草、制定并归口。 

（二）编制原则和依据 

（1）规范性原则：本标准编制遵循国家现有的农业有关方

针、政策和法规，本文件严格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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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农业标

准管理办法》的规定进行编写。 

（2）科学性原则：本标准编写采用的综合防控技术以生产

实践和试验调查为依据，借鉴和参考成熟技术和生产经验，并在

大田生产中得到验证、完善，既立足驻马店市现实生产需求，又

确保标准内容的科学性和技术的先进性。 

（3）可操作性原则：《玉米瘤黑粉病综合防控技术规程》的

制定，紧密结合驻马店市玉米生产实际情况，以预防为主、综合

防控，提高玉米的产量和品质为目标，以多年田间试验调查为基

础，查阅大量标准文献，进行了广泛调研和科学验证，并充分吸

取相关领域专家、基层农技人员和种植大户的意见，结合我区玉

米病害发生和危害的特点，不断在实践中完善防控技术，使标准

和生产实际相协调统一，确保本标准在生产上具有可操作性。 

（三）编制的依据 

由于目前没有玉米瘤黑粉病综合控技术的行业标准或地方

标准可供参考，因此本标准采用的综合防控技术措施来源于生产

实践和试验研究，参考有关玉米病虫害防治文献，并在生产实际

中验证、完善。编制技术措施中相关量化指标严格按照国家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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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执行。 

三、工作简况 

（一）工作过程 

（1）工作基础 

驻马店市农业科学院玉米研究所多年来一直承担河南省玉

米产业技术体系综合试验站项目，并与多家科研院所与高校建立

密切的合作关系。在新品种的选育、栽培技术以及品种布局、示

范推广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具有雄厚科研基础和科研能力。在

河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综合试验站项目及驻马店市重大科技

专项支持下，在玉米生长季节，针对玉米瘤黑粉病防治工作中的

技术难点等工作进行全市范围内的技术培训与指导，并就各县区

基层技术人员在调查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难题进行现场调研、电话、

微信等多形式进行解答。 

参与该项目实施和编制的同志专业技术过硬，有较强的科研

能力，并在玉米产业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的研究经验和技能，工作

扎实负责，高度关心并服务当地农业生产，保障项目的顺利完成。 

（2）成立规程制定小组 

为做好《玉米瘤黑粉病综合防控技术规程》标准的制定工作，

项目组及时组织有关技术人员成立了以许波等为主要成员的“玉

米瘤黑粉病综合防控技术规程”工作小组，并多次召开了规程制

定小组会议，确定了规程制定原则，拟定了标准制定思路，就技

术规程的主要内容进行了深入、广泛、细致的讨论，对标准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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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节内容的起草工作逐一进行了细化，并有效监督了标准制定工

作的每一步实施。 

（3）草稿的编制 

技术规程制定小组成员根据前期多年的试验研究和大量的

生产实践的基础上，通过查阅相关文献资料，收集国内外相关科

研动态，多次召开会议，形成了标准编制思路，确定了标准编制

原则，积极听取种植大户、基层农技人员的实际生产反馈，与相

关领域专家进行咨询交流，就标准的主要内容进行深入和细致的

探讨，并进行反复修改，最终完成了《玉米瘤黑粉病综合防控技

术规程》标准的起草。 

（二）标准主要起草人及承担的工作 

 标准起草小组由许波担任组长，主要起草人有李长红，马

红珍，孔子明，张瑞等，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工作见下表。 

姓名 性别 职务/职称 工作单位 任务分工 

许  波 男 研究员 驻马店市农业科学院 主持标准整体设计与验证、起草工作 

李长红 男 正高级农艺师 驻马店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参与标准验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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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明 男 正高级级农艺师 遂平县农业农村局 参与标准验证、起草工作 

张  瑞 女 农艺师 驻马店市农业技术推广和植物保护检疫站 参与标准验证、起草工作 

四、主要技术内容的确定依据 

（一）第一章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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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规定了玉米瘤黑粉病的病害调查、防控原则及防控技术，

规定了适用的范围。 

（二）第二章规范引用文件说明 

本章列举引用了玉米种植所必须符合的规范性应用文件。包

括种子质量、农药的安全使用、农田灌溉用水、肥料的使用等方

面标准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

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

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

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4404.1 粮食作物种子  第 1部分：禾谷类 

GB5084 农田灌水质标准 

GB/T8321（所有部分）农药合理使用准则 

GB/T15671 农作物薄膜包衣种子技术条件 

NY/T1276农药安全使用规范  总则 

NY/T496肥料合理使用准则通则 

（三）第三章术语和定义说明编制说明 

本章介绍了玉米瘤黑粉病的定义、危害程度的分级、发病株

数的调查及发病株率的计算方法等。 

（四）第四章防控原则编制说明 

本章依据玉米瘤黑粉病发生的特点规定了该病防控应该遵

循的总体指导方针，提出了应采取农业防治和化学防治相结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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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防控措施。 

（五）第五章防控措施编制说明 

  本章包括农业防治和化学防治的方法。农业防治包括品种

的选择、菌源的控制、合理密度及肥水的运筹等必须遵循的

原则；化学防治包括种子的处理及药剂的防治措施。 

（六）第六章生产档案编制说明 

本章规定了综合防控玉米瘤黑粉病技术档案记录的主要内

容，包括当年种植品种名称、耕作方式及时间、每次防治时

间、地点及施药名称、使用方法及药效等；规定了相关资料

保存年限等。 

五、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不存在重大意见分歧。 

六、采用国际标准情况 

本标准无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标准。 

七、与现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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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标准化管理办

法》、《河南省标准化管理办法》、《河南省地方标准管理办法》等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八、标准实施的建议 

（一）建议将《玉米瘤黑粉病综合防控技术规程》作为推荐

性地方标准发布实施。本标准发布后，科研人员和种植户在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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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中如出现问题或有改进建议及时反馈给标准编写组，以便

及时对本标准进行补充、修订和完善。 

（二）本标准的实施对我市玉米瘤黑粉病综合防控技术的推

广应用具有科学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建议农业有关部门在标

准实施的过程中广泛宣传，加强有关农技人员培训，加快标准的

普及和应用。 

九、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玉米瘤黑粉病综合防控技术规程》标准起草小组 

2024 年 11 月 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