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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试验分别采用抑菌圈法和孢子萌发法测定了枸杞炭疽病菌对１９种药剂的敏感性以及各种药剂对孢子萌

发的抑制作用。对筛选出的１０种药剂进行田间药效试验，结果表明：４３０ｇ／Ｌ戊唑醇ＳＣ３０００倍液、６０％唑醚·代

森联ＷＧ２０００倍液、４５０ｇ／Ｌ咪鲜胺ＥＷ１２００倍液、４０％氟硅唑ＥＣ６０００倍液对枸杞炭疽病７ｄ的治疗效果和预

防效果均在７０％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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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枸杞炭疽病又名枸杞黑果病，是由胶孢炭疽菌

［犆狅犾犾犲狋狅狋狉犻犮犺狌犿犵犾狅犲狅狊狆狅狉犻狅犻犱犲狊（Ｐｅｎｚ．）Ｓａｃｃ．］引

起的枸杞生产上的一种常见病害［１２］。枸杞炭疽病

菌主要危害枸杞青果，在枸杞产区造成毁灭性危害。

当前化学防治仍然是控制该病害的主要手段，有关

杀菌剂对胶孢炭疽菌毒力测定的研究报道较多［３８］，

但胶孢炭疽菌可在４７０多属寄主植物上引起炭疽

病，且其遗传多样性丰富，变异类型多；有关杀菌剂

对枸杞炭疽病防治的研究虽已有报道［９１２］，但筛选

的药剂种类有限，且多为室内的毒力测定结果。本

试验针对枸杞炭疽病菌选择了１９种药剂，室内测定

各种药剂对菌丝生长及孢子萌发的抑制作用，在室

内试验的基础上筛选出了１０种药剂进行田间药效

试验，并设计了先接种病原菌后喷药和先喷药后接

种病原菌两个处理。以期筛选出对枸杞炭疽病高效

的杀菌剂及其适宜的施用时间。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供试菌种

枸杞炭疽病菌（犆狅犾犾犲狋狅狋狉犻犮犺狌犿犵犾狅犲狅狊狆狅狉犻狅犻犱犲狊）由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分离鉴定。

１．２　供试药剂

６０％唑醚·代森联水分散粒剂（巴斯夫欧洲公

司）；４５０ｇ／Ｌ咪鲜胺水乳剂（河北省农药化工有限

公司）；４００ｇ／Ｌ氟硅唑乳油、３００ｇ／Ｌ苯甲·丙环唑

乳油（永农生物科学有限公司）；４３０ｇ／Ｌ戊唑醇悬

浮剂、８０％代森锰锌可湿性粉剂、２５０ｇ／Ｌ苯醚甲环

唑乳油、１２．５％腈菌唑乳油（华北制药集团爱诺有限

公司）；５０％异菌脲可湿性粉剂（天津市汉邦植物保

护剂有限公司）；５０％多菌灵可湿性粉剂（尔福农药

厂）；７０％甲基硫菌灵可湿性粉剂、２５０ｇ／Ｌ嘧菌酯

悬浮剂（美国默赛技术公司）；３％多抗霉素可湿性粉

剂、３３．５％喹啉铜悬浮剂（兴农股份有限公司）；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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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菌清可湿性粉剂（上海亚泰农资有限公司）；１０３

亿活芽胞／ｇ枯草芽胞杆菌可湿性粉剂、２４％井冈霉

素水剂、２％嘧啶核苷类抗菌素水剂（武汉科诺生物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２％春雷霉素水剂（日本北兴化

学工业株式会社）。

１．３　药剂对菌丝生长的抑制作用

将供试药剂按推荐浓度设定６个浓度梯度，采

用滤纸片法［１０］。将病原菌接种到ＰＤＡ培养基上，

置于２５℃、连续光照条件下培养１０ｄ左右，挑取橘

红色的分生孢子团用无菌水稀释，制成１０倍镜下每

视野５０～６０个孢子的悬浮液。

培养皿中加入５００μＬ配好的孢子悬浮液，然后

将冷却到４５℃左右的ＰＤＡ培养基倒入培养皿内，

与孢子悬浮液充分混匀，制备含菌培养基，待冷却后

每个培养皿放置１枚浸有不同浓度药液的直径为

６ｍｍ的滤纸片，每个处理重复３次，置于培养箱中

２５℃培养，以浸有无菌水的滤纸片为对照，６ｄ后用

十字交叉法测量抑菌圈直径，抑菌圈直径越大表明

病菌对该杀菌剂越敏感［１３］，通过稀释倍数与抑菌圈

的大小初步筛选出抑菌较好的药剂。

１．４　药剂对孢子萌发的抑制作用

采用孢子萌发法［１４］，用配好的孢子悬浮液将各

药剂稀释成一定的浓度梯度，滴在载玻片上，每处理

重复３次，置于２５℃恒温箱中保湿培养，２４ｈ后镜检

孢子萌发情况，以芽管长度大于孢子最大长度的一半

为萌发，每个处理随机镜检１００个分生孢子，记载孢

子萌发数，计算孢子萌发率，并计算孢子萌发抑制率。

求出每个处理３次重复的平均值，及孢子萌发

抑制率的几率值（狔）与药剂浓度的对数值（狓）之间

的毒力回归方程，计算相关系数、ＥＣ５０，比较供试的

１０种药剂对孢子的毒力大小。

孢子萌发抑制率（％）＝

对照孢子萌发率－处理孢子萌发率
对照孢子萌发率 ×１００。

１．５　田间药效试验

田间药效试验在甘肃省靖远县五合乡白茨林

村苗圃地进行。根据室内抑菌结果，筛选出１０种

效果较明显的药剂（表３）。每种药剂设２种不同

的稀释倍数，每处理设３个重复，以清水为对照。

具体设计如下：

（１）治疗作用：先接种病原菌后喷药。选择

２０ｃｍ左右的枝条，对上面的青果（２０个左右）进行

针刺处理后喷施１０ｍＬ左右孢子悬浮液（１０倍镜下

每视野２００个左右），以清水为对照，套上保鲜袋保

湿１２ｈ，再喷施１０ｍＬ左右各处理药剂。７、１０ｄ后

调查发病情况，计算病情指数及防效。

（２）预防作用：先喷药后接种病原菌。选择

２０ｃｍ左右的枝条，对上面的青果（２０个左右）进行

针刺处理，先喷施１０ｍＬ左右各处理药剂，１２ｈ后，

再喷施１０ｍＬ左右孢子悬浮液（１０倍镜下每视野

２００个左右），套上保鲜袋保湿１２ｈ，以清水为对照。

７、１０ｄ后调查发病情况，并计算病情指数及防效。

枸杞炭疽病分级标准［１５］，０级：果实表面伤口愈

合，不扩展；１级：果实表面（０～１／８］变黑；２级：果实

表面（１／８～１／４］变黑；３级：果实表面（１／４～１／２］变

黑；４级：果实表面１／２以上变黑。

病情指数＝
∑（各级病果数×该病级值）
调查总果数×最高级值

×１００；

防治效果（％）＝

对照病情指数－处理病情指数
对照病情指数 ×１０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病原菌对１０种药剂的敏感性比较

供试的１９种药剂中，有１０种药剂对枸杞炭疽

病菌有抑制作用（表１），其他药剂无抑菌作用。

５０％多菌灵 ＷＰ、４０％氟硅唑ＥＣ和４５０ｇ／Ｌ咪鲜胺

ＥＷ的抑菌圈相对较大，３００ｇ／Ｌ苯甲·丙环唑ＥＣ、

２５％苯醚甲环唑ＥＣ、４３０ｇ／Ｌ戊唑醇ＳＣ、５０％异菌脲

ＷＰ、７０％甲基硫菌灵ＷＰ和８０％代森锰锌ＷＰ的抑

菌圈较小，６０％唑醚·代森联ＷＧ的抑菌圈最小。

２．２　１０种药剂对孢子萌发的抑制作用

将毒力最小的６０％唑醚·代森联ＷＧ毒力倍数设

为１，１０种药剂对孢子萌发的抑制作用有较大的差

异（表２），其中４０％氟硅唑ＥＣ的抑制作用最强，

ＥＣ５０为０．０６１５ｍｇ／ｍＬ，为６０％唑醚·代森联 ＷＧ

的１０．５６倍；其次为４３０ｇ／Ｌ戊唑醇ＳＣ和５０％异菌

脲ＷＰ，ＥＣ５０分别为０．１０９６和０．１９４１ｍｇ／ｍＬ，为

６０％唑醚·代森联ＷＧ的５．９２和３．３４倍。

·１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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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菌丝生长对１０种药剂的敏感性１
）

犜犪犫犾犲１　犛犲狀狊犻狋犻狏犻狋狔狅犳狋犺犲犿狔犮犲犾犻犪犵狉狅狑狋犺狅犳犆狅犾犾犲狋狅狋狉犻犮犺狌犿犵犾狅犲狅狊狆狅狉犻狅犻犱犲狊狋狅１０犳狌狀犵犻犮犻犱犲狊

药剂

Ｆｕｎｇｉｃｉｄｅ

稀释倍数

Ｄｉｌｕｔｉｏｎ

ｒａｔｉｏ

有效用量／

ｍｇ·ｍＬ－１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抑菌圈

直径／ｍｍ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ｏｆ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ｚｏｎｅ

药剂

Ｆｕｎｇｉｃｉｄｅ

稀释倍数

Ｄｉｌｕｔｉｏｎ

ｒａｔｉｏ

有效用量／

ｍｇ·ｍＬ－１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抑菌圈

直径／ｍｍ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ｏｆ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ｚｏｎｅ

８０％代森锰锌ＷＰ

８０％ ＭａｎｃｏｚｅｂＷＰ

５００ １．６００ （２４．３±１．０９０）ａ　 ３００ｇ／Ｌ苯甲·

丙环唑ＥＣ

３００ｇ／ＬＤｉｆｅｎｏ

ｃｏｎａｚｏｌｅ·ｐｒｏｐｉｃｏ

ｎａｚｏｌｅＥＣ

５００ ０．６００ （４３．３±１．１３８）ａ

１０００ ０．８００ （１８．５±０．８６６）ｂ １０００ ０．３００ （４０．８±０．３３３）ａ

１５００ ０．５３３ （１７．５±０．５００）ｂ １５００ ０．２００ （４０．５±１．０４０）ａ

２０００ ０．４００ （１４．６±０．４４１）ｃ ２０００ ０．１５０ （３８．３±２．０２７）ａｂ

２５００ ０．３２０ （１１．６±１．１６７）ｄ ２５００ ０．１２０ （３４．１±２．１８５）ｂｃ

３０００ ０．２６７ （１０．１±０．６６７）ｄ ３０００ ０．１００ （３１．６±２．９２２）ｃ

４５０ｇ／Ｌ咪鲜胺ＥＷ

４５０ｇ／ＬＰｒｏｃｈｌｏｒａｚ

ＥＷ

４００ １．１２５ （４９．５±１．０４１）ａ ４３０ｇ／Ｌ戊唑醇ＳＣ

４３０ｇ／Ｌ

ＴｅｂｕｃｏｎａｚｏｌｅＳＣ

３０００ ０．１４３ （４４．０±２．２００）ａ

８００ ０．５６３ （４４．６±１．５８９）ａｂ ４０００ ０．１０８ （４１．１±１．８７８）ａｂ

１２００ ０．３７５ （４３．５±１．５００）ａｂｃ ５０００ ０．０８６ （３８．０±０．７６３）ｂ

１６００ ０．２８１ （４２．５±１．４４０）ａｂｃ ６０００ ０．０７２ （３７．８±１．０９２）ｂ

２０００ ０．２２５ （４０．５±０．３１５）ｂｃ ７０００ ０．０６１ （３３．１±０．６０９）ｃ

２４００ ０．１８８ （３６．８±２．２４２）ｃ ８０００ ０．０５４ （３２．３±１．６９１）ｃ

４０％氟硅唑ＥＣ

４０％ＦｌｕｓｉｌａｚｏｌｅＥＣ

３０００ ０．１３３ （５２．８±１．３８９）ａ ５０％异菌脲ＷＰ

５０％ＩｐｒｏｄｉｏｎｅＷＰ

５００ １．０００ （３３．１±０．３３３）ａ

６０００ ０．０６７ （４４．０±０．３５３）ｂ １０００ ０．５００ （２６．８±１．４８１）ｂ

９０００ ０．０４４ （４１．８±１．０４７）ｂｃ １５００ ０．３３３ （２２．５±１．０４８）ｃ

１２０００ ０．０３３ （３９．０±０．７０７）ｃ ２０００ ０．２５０ （２１．５±１．０４０）ｃ

１５０００ ０．０２７ （３３．５±０．９３５）ｄ ２５００ ０．２００ （１８．６±０．７２６）ｃ

１８０００ ０．０２２ （２８．６±０．６２３）ｅ ３０００ ０．１６７ （１８．５±２．５６５）ｃ

５０％多菌灵ＷＰ

５０％Ｃａｒｂｅｎｄａｚｉｍ

ＷＰ

５００ １．０００ （６１．３±１．３０１）ａ ７０％甲基硫菌灵ＷＰ

７０％Ｔｈｉｏｐｈａｎａｔｅ

ｍｅｔｈｙｌＷＰ

５００ １．４００ （２４．６±０．６６７）ａ

１０００ ０．５００ （５６．０±１．３２２）ｂ １０００ ０．７００ （２４．０±１．６０７）ａ

１５００ ０．３３３ （４６．５±０．５７７）ｃ １５００ ０．４６７ （１９．８±０．６０９）ｂ

２０００ ０．２５０ （４３．５±１．８９３）ｃ ２０００ ０．３５０ （１９．５±０．５００）ｂ

２５００ ０．２００ （３８．０±２．７８３）ｄ ２５００ ０．２８０ （１７．５±０．２２３）ｂｃ

３０００ ０．１６７ （３５．８±０．７２６）ｄ ３０００ ０．２３３ （１５．８±０．７２６）ｃ

２５％苯醚甲环唑ＥＣ

２５％Ｄｉｆｅｎｏｃｏｎａｚｏｌｅ

ＥＣ

２００ １．２５０ （４１．１±０．１６７）ａ ６０％唑醚·

代森联ＷＧ

６０％Ｐｙｒａｃｌｏｓｔｒｏｂｉｎｏ·

ｍｅｔｉｒａｍＷＧ

５００ １．２００ （１８．２±１．２１２）ａ

８００ ０．３１３ （３８．６±１．４２４）ｂ １０００ ０．６００ （１６．２±０．５３１）ａｂ

１４００ ０．１７９ （３６．０±０．５７７）ｃ １５００ ０．４００ （１４．８±０．６９２）ｂ

２０００ ０．１２５ （３５．３±０．４４１）ｃ ２０００ ０．３００ （１３．３±１．５５９）ｂｃ

２６００ ０．０９６ （３１．１±０．６０９）ｄ ２５００ ０．２４０ （１１．２±０．５００）ｃ

３２００ ０．０７８ （２９．０±０．５７７）ｄ ３０００ ０．２００ （１１．０±０．８００）ｃ

　１）表中各数值为３次重复的平均值，不同的小写字母代表在０．０５水平具有显著差异。下同。

Ｄａｔａｉｎｔｈｅｔａｂｌｅａｒｅｔｈｅｍｅａｎｖａｌｕｅｏｆ３ｒｅｐｌｉｃａｔｅ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ｍａｌｌｌｅｔｔ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ｃｏｌｕｍ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ｔ０．０５ｌｅｖｅｌ．

Ｔｈｅｓａｍｅｂｅｌｏｗ．

表２　１０种杀菌剂对枸杞炭疽病菌孢子萌发的抑制作用

犜犪犫犾犲２　犜狅狓犻犮犻狋狔狅犳１０犳狌狀犵犻犮犻犱犲狊狋狅犮狅狀犻犱犻犪狅犳犆狅犾犾犲狋狅狋狉犻犮犺狌犿犵犾狅犲狅狊狆狅狉犻狅犻犱犲狊

杀菌剂

Ｆｕｎｇｉｃｉｄｅ

回归方程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ＥＣ５０／ｍｇ·

ｍＬ－１

相关系数狉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毒力倍数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ｒａｔｉｏ

６０％唑醚·代森联ＷＧ６０％Ｐｙｒａｃｌｏｓｔｒｏｂｉｎ·ｍｅｔｉｒａｍＷＧ 狔＝５．５７６８＋３．０７３９狓 ０．６４９２ ０．９３８２ １　

４５０ｇ／Ｌ咪鲜胺ＥＷ４５０ｇ／ＬＰｒｏｃｈｌｏｒａｚＥＷ 狔＝５．６７３３＋２．４１０５狓 ０．５２５６ ０．９８６２ １．２３

５０％多菌灵ＷＰ５０％ＣａｒｂｅｎｄａｚｉｍＷＰ 狔＝６．５５１０＋３．４４７８狓 ０．３５４９ ０．９７９３ １．８３

７０％甲基硫菌灵ＷＰ７０％ＴｈｉｏｐｈａｎａｔｅｍｅｔｈｙｌＷＰ 狔＝８．３１０４＋６．２９６８狓 ０．２９８０ ０．９４０４ ２．１８

３００ｇ／Ｌ苯甲·丙环唑ＥＣ３００ｇ／ＬＤｉｆｅｎｏｃｏｎａｚｏｌｅ·ｐｒｏｐｉｃｏｎａｚｏｌｅＥＣ 狔＝７．２５６３＋３．９５９４狓 ０．２６９２ ０．９８６２ ２．４１

８０％代森锰锌ＷＰ８０％ ＭａｎｃｏｚｅｂＷＰ 狔＝６．８９４０＋３．１４７３狓 ０．２５０２ ０．９８０４ ２．５９

２５％苯醚甲环唑ＥＣ２５％ＤｉｆｅｎｏｃｏｎａｚｏｌｅＥＣ 狔＝６．５９２４＋２．４６６４狓 ０．２２６１ ０．９７８６ ２．８７

５０％异菌脲ＷＰ５０％ＩｐｒｏｄｉｏｎｅＷＰ 狔＝６．８７４１＋２．６３２３狓 ０．１９４１ ０．９７１９ ３．３４

４３０ｇ／Ｌ戊唑醇ＳＣ４３０ｇ／ＬＴｅｂｕｃｏｎａｚｏｌｅＳＣ 狔＝９．９５８８＋５．１６５３狓 ０．１０９６ ０．９９６９ ５．９２

４０％氟硅唑ＥＣ４０％ＦｌｕｓｉｌａｚｏｌｅＥＣ 狔＝９．０５７５＋３．３５０１狓 ０．０６１５ ０．９５６５ １０．５６

·２３２·



４２卷第１期 刘永刚等：枸杞炭疽病防治药剂筛选

２．３　药剂田间防治试验结果

２．３．１　治疗作用试验结果

田间治疗试验结果表明（表３）：４５０ｇ／Ｌ咪鲜胺

ＥＷ、４３０ｇ／Ｌ戊唑醇ＳＣ以及６０％唑醚·代森联ＷＧ

在两个稀释倍数下７ｄ均有较好的防效，且防效均在

７０％以上，１０ｄ防效５８％以上，持效期长；７０％甲基硫

菌灵ＷＰ、５０％多菌灵ＷＰ、８０％代森锰锌ＷＰ、５０％异

菌脲ＷＰ、２５％苯醚甲环唑ＥＣ和３００ｇ／Ｌ苯甲·丙环

唑ＥＣ以较小倍数稀释时７ｄ均有一定的防效，１０ｄ的

防效均较差，它们以较大倍数稀释时７ｄ和１０ｄ的防

效均较小；４０％氟硅唑ＥＣ６０００倍液在施药７ｄ和

１０ｄ的防效分别为７５．３８％和５３．０９％，９０００倍液７ｄ

和１０ｄ的防效均较差。

２．３．２　药剂预防作用试验结果

田间预防试验结果表明（表４）：４３０ｇ／Ｌ戊唑醇ＳＣ

和６０％唑醚·代森联ＷＧ、４５０ｇ／Ｌ咪鲜胺ＥＷ在两个稀

释倍数下的防效均较好，前两者在８５％以上，后者在

５３％以上。５０％异菌脲ＷＰ、２５％苯醚甲环唑ＥＣ、３００ｇ／

Ｌ苯甲·丙环唑ＥＣ和７０％甲基硫菌灵ＷＰ在较小稀

释倍数下７ｄ的防效较好，均在５３％以上，在较大稀释

倍数下的防效则较差；４０％氟硅唑ＥＣ６０００倍液７ｄ和

１０ｄ的防效分别为７６．２６％和７４．５５％，９０００倍液的防

效则较差；５０％多菌灵ＷＰ和８０％代森锰锌ＷＰ两个

稀释倍数下的防效均较差，最高仅为２８．５７％。

表３　治疗试验中１０种药剂对枸杞炭疽病的田间防治效果

犜犪犫犾犲３　犉犻犲犾犱犮狅狀狋狉狅犾犲犳犳犻犮犪犮狔狅犳１０犳狌狀犵犻犮犻犱犲狊狋狅犆狅犾犾犲狋狅狋狉犻犮犺狌犿犵犾狅犲狅狊狆狅狉犻狅犻犱犲狊犻狀狋狉犲犪狋犿犲狀狋狋狉犻犪犾狊

药剂

Ｆｕｎｇｉｃｉｄｅ

稀释倍数／倍

Ｄｉｌｕｔｉｏｎ

ｒａｔｉｏ

７ｄ

病情指数

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ｄｅｘ

防治效果／％

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１０ｄ

病情指数

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ｄｅｘ

防治效果／％

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４５０ｇ／Ｌ咪鲜胺ＥＷ

４５０ｇ／ＬＰｒｏｃｈｌｏｒａｚＥＷ

８００ ０．０６７３ ９２．１５ａｂｃ ０．１１２９ ８８．７１ａｂ

１２００ ０．２７７８ ７３．４４ｃｄｅ ０．４１４２ ５８．５８ｃｄ

４０％氟硅唑ＥＣ

４０％ＦｌｕｓｉｌａｚｏｌｅＥＣ

６０００ ０．２１１１ ７５．３８ｃｄ ０．４６９１ ５３．０９ｃｄｅ

９０００ ０．６１２５ ２８．５８ｆｅ ０．８２１４ １７．８６ｅ

４３０ｇ／Ｌ戊唑醇ＳＣ

４３０ｇ／ＬＴｅｂｕｃｏｎａｚｏｌｅＳＣ

２０００ ０．０１０３ ９８．８０ａ ０．０４２２ ９５．７８ａ

３０００ ０．０５０９ ９４．０６ａｂ ０．３６１１ ６３．８９ｃ

６０％唑醚·代森联ＷＧ

６０％Ｐｙｒａｃｌｏｓｔｒｏｂｉｎ·ｍｅｔｉｒａｍＷＧ

１０００ ０．１３２０ ８４．６１ｂ ０．２２８２ ７７．１８ｂ

２０００ ０．１７９７ ７９．０５ｂｃ ０．３８９７ ６１．０３ｃｄ

５０％异菌脲ＷＰ

５０％ＩｐｒｏｄｉｏｎｅＷＰ

５００ ０．３５２１ ５８．９４ｄ ０．７０５０ ２９．０５ｄ

１０００ ０．４９２３ ４２．６０ｅｆｇ ０．９５４３ ４．５７ｆｇ

２５％苯醚甲环唑ＥＣ

２５％ＤｉｆｅｎｏｃｏｎａｚｏｌｅＥＣ

１０００ ０．３７１２ ５６．７２ｄｅ ０．８８２９ １１．７１ｅｆｇ

２０００ ０．５６３１ ３４．３４ｆ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ｇ

３００ｇ／Ｌ苯甲·丙环唑ＥＣ

３００ｇ／ＬＤｉｆｅｎｏｃｏｎａｚｏｌｅ·ｐｒｏｐｉｃｏｎａｚｏｌｅＥＣ

５００ ０．２７０８ ６８．４２ｃ ０．８５５５ １４．４５ｅｆ

１０００ ０．４８６９ ４３．２３ｅｆ ０．９３７７ ６．２３ｆ

７０％甲基硫菌灵ＷＰ

７０％ＴｈｉｏｐｈａｎａｔｅｍｅｔｈｙｌＷＰ

５００ ０．４６９６ ４５．２４ｅ ０．９６４０ ３．６０ｆｇ

１０００ ０．５６７６ ３３．８２ｆ ０．９６７９ ３．２１ｆｇ

５０％多菌灵ＷＰ

５０％ＣａｒｂｅｎｄａｚｉｍＷＰ

５００ ０．５５９９ ３４．７１ｆ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ｇ

１０００ ０．６１７４ ２８．０１ｆｇ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ｇ

８０％代森锰锌ＷＰ

８０％ ＭａｎｃｏｚｅｂＷＰ

５００ ０．４６９３ ４５．２８ｅ ０．７６５３ ２３．４７ｄｅ

１０００ ０．７３０４ １４．８３ｇ ０．９０００ １０．００ｅ

ＣＫ — ０．８５７６ —　 １ 　　—

表４　 预防试验中１０种药剂对枸杞炭疽病的田间防治效果

犜犪犫犾犲４　犉犻犲犾犱犮狅狀狋狉狅犾犲犳犳犻犮犪犮狔狅犳１０犳狌狀犵犻犮犻犱犲狊狋狅犆狅犾犾犲狋狅狋狉犻犮犺狌犿犵犾狅犲狅狊狆狅狉犻狅犻犱犲狊犻狀狆狉犲狏犲狀狋犻狅狀狋狉犻犪犾狊

药剂

Ｆｕｎｇｉｃｉｄｅ

稀释倍数／倍

Ｄｉｌｕｔｉｏｎ

ｒａｔｉｏ

７ｄ

病情指数

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ｄｅｘ

防治效果／％

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１０ｄ

病情指数

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ｄｅｘ

防治效果／％

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４５０ｇ／Ｌ咪鲜胺ＥＷ

４５０ｇ／ＬＰｒｏｃｈｌｏｒａｚＥＷ

８００ ０．２１０９ ７５．４８ｂｃ ０．７２３５ ６７．６５ｂｃ

１２００ ０．２５４２ ７０．４５ｂｃｄ ０．７６８１ ５３．１９ｃ

４０％氟硅唑ＥＣ

４０％ＦｌｕｓｉｌａｚｏｌｅＥＣ

６０００ ０．２０４２ ７６．２６ｂ ０．４５４５ ７４．５５ｂ

９０００ ０．５３５２ ３７．７８ｄｅ ０．７２６９ ２７．３１ｄ

４３０ｇ／Ｌ戊唑醇ＳＣ

４３０ｇ／ＬＴｅｂｕｃｏｎａｚｏｌｅＳＣ

２０００ ０．０１２５ ９８．５５ａ ０．０７４５ ９２．５５ａｂ

３０００ ０．０４３１ ９４．９９ａｂ ０．１０５８ ８９．４２ａｂ

６０％唑醚·代森联ＷＧ

６０％Ｐｙｒａｃｌｏｓｔｒｏｂｉｎ·ｍｅｔｉｒａｍＷＧ

１０００ ０．０１２０ ９８．６１ａ ０．０４３８ ９５．６２ａ

２０００ ０．０７４８ ９１．３０ａｂｃ ０．１４５８ ８５．４２ａｂｃ

５０％异菌脲ＷＰ

５０％ＩｐｒｏｄｉｏｎｅＷＰ

５００ ０．２８７９ ６６．５３ｃ ０．７９７１ ２０．２９ｄｅ

１０００ ０．５６２９ ３４．５６ｄｅｆ ０．９２３１ ７．６９ｆｇ

·３３２·



２０１６

续表４　犜犪犫犾犲４（犆狅狀狋犻狀狌犲犱）

药剂

Ｆｕｎｇｉｃｉｄｅ

稀释倍数／倍

Ｄｉｌｕｔｉｏｎ

ｒａｔｉｏ

７ｄ

病情指数

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ｄｅｘ

防治效果／％

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１０ｄ

病情指数

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ｄｅｘ

防治效果／％

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２５％苯醚甲环唑ＥＣ

２５％ＤｉｆｅｎｏｃｏｎａｚｏｌｅＥＣ

１０００ ０．３５４６ ５８．７８ｃｄｅ ０．８６５９ １３．４１ｅ

２０００ ０．６７２２ ２１．２２ｇ ０．９６７７ ３．２３ｆｇ

３００ｇ／Ｌ苯甲·丙环唑ＥＣ

３００ｇ／ＬＤｉｆｅｎｏｃｏｎａｚｏｌｅ·ｐｒｏｐｉｃｏｎａｚｏｌｅＥＣ

５００ ０．３２１７ ６２．６０ｃｄ ０．８７２５ １２．７５ｅｆ

１０００ ０．５９８８ ３０．３９ｅ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ｇ

７０％甲基硫菌灵ＷＰ

７０％ＴｈｉｏｐｈａｎａｔｅｍｅｔｈｙｌＷＰ

５００ ０．４０２３ ５３．２３ｃｄｅｆ ０．９３１６ ６．８４ｆｇ

１０００ ０．４８３３ ４３．８２ｄ ０．９３７２ ６．２８ｆｇ

５０％多菌灵ＷＰ

５０％ＣａｒｂｅｎｄａｚｉｍＷＰ

５００ ０．６２９２ ２６．８５ｅｆｇ ０．９３０６ ６．９４ｆｇ

１０００ ０．６７９８ ２０．９７ｇ ０．９８４３ １．５７ｇ

８０％代森锰锌ＷＰ

８０％ ＭａｎｃｏｚｅｂＷＰ

５００ ０．６１４４ ２８．５７ｅｆ ０．８８８９ １１．１１ｅｆｇ

１０００ ０．６２５０ ２７．３４ｅｆ ０．９１１９ ８．８１ｆ

ＣＫ — ０．８６０２ — １ 　　—

３　结论与讨论

本试验筛选出４３０ｇ／Ｌ戊唑醇ＳＣ、６０％唑醚·

代森联ＷＧ、４５０ｇ／Ｌ咪鲜胺ＥＷ、４０％氟硅唑ＥＣ、

５０％异菌脲ＷＰ、２５％苯醚甲环唑ＥＣ、３００ｇ／Ｌ苯甲·

丙环唑ＥＣ、７０％甲基硫菌灵 ＷＰ、５０％多菌灵 ＷＰ、

８０％代森锰锌 ＷＰ１０种药剂进行田间防治试验，结

果显示４３０ｇ／Ｌ戊唑醇ＳＣ、６０％唑醚·代森联

ＷＧ、４５０ｇ／Ｌ咪鲜胺ＥＷ、４０％氟硅唑ＥＣ４种药剂

对枸杞炭疽病具有非常好的预防和治疗效果。可在

枸杞炭疽病防治中选用。本试验筛选出的防效较好

的４种药剂中，４０％氟硅唑ＥＣ的防治效果与张丽

荣等［１１］报道的防治效果基本一致，４３０ｇ／Ｌ戊唑醇

ＳＣ、６０％唑醚·代森联 ＷＧ和４５０ｇ／Ｌ咪鲜胺ＥＷ

在以往的枸杞炭疽病化学防治中均未见报道，其中

６０％唑醚·代森联 ＷＧ是首次发现对胶孢炭疽菌

有较好的抑菌效果。

在整个药剂筛选过程中发现室内药剂筛选结

果和田间试验结果并不完全一致，例如５０％多菌

灵 ＷＰ对孢子萌发的抑制作用较好，但是田间防治

结果却不是很好，而６０％唑醚·代森联 ＷＧ对孢

子萌发抑制作用最小，而田间试验１０００倍液７ｄ

的防效均在８０％以上，１０ｄ的防效也在７０％以上。

这说明在药剂筛选过程中需要将室内试验和田间

试验相结合。另外，在设计田间试验时，先对青果

进行孢子悬浮液接种，以保证发病的一致性；喷施

的每种药剂都设计了２个浓度，以期筛选出用量

少、效果好的药剂；根据施药的时间设计了治疗和预

防两种处理，以期确定最佳的施药时间。在２个浓

度中，浓度大的防效相对较好，但是综合考虑到农药

残留和防治成本，筛选出了４３０ｇ／Ｌ戊唑醇ＳＣ、

６０％唑醚·代森联 ＷＧ、４５０ｇ／Ｌ咪鲜胺ＥＷ、４０％

氟硅唑ＥＣ４种药剂，建议根据病害发生程度选择药

剂的使用浓度，并交替使用不同种类药剂，避免产生

抗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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