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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氯异氰尿酸对香蕉叶鞘腐烂病的抑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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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广东省植物保护新技术重点实验室，广州　５１０６４０）

摘要　香蕉叶鞘腐烂病是近几年的新发病害，目前生产上尚无高效药剂，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进行了三氯异氰尿酸对香

蕉叶鞘腐烂病的抑制效果评价。两年的试验结果表明，４２％三氯异氰尿酸可湿性粉剂是抑制香蕉叶鞘腐烂病的较

好药剂，３３６倍液施药４次对香蕉叶鞘腐烂病防治效果达到６３．１６％、６６．１５％，显著优于对照药剂５０％氯溴异氰尿

酸可湿性粉剂３４８倍液施药４次后的防效，值得在香蕉产区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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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随香蕉产业近５０年的持续发展，我国已成为

全球产量第二的香蕉生产大国，香蕉种植业已发展

为华南地区实现农民增收的主要高效经济作物［１２］。

近年来，在广东省广州、肇庆、惠州、湛江等地的香蕉

叶鞘部位普遍发生一种腐烂性病害。其病原菌主要

危害叶鞘基部，病斑呈黑褐色，初成点状，后扩大成

条形或长椭圆形水渍斑，叶鞘肿胀、腐烂［３］，挤压病

斑处有酸臭水流出，后期叶片从腐烂部位叶柄折断，

导致蕉叶倒垂，故称香蕉叶鞘腐烂病。一般田间轻

者发病率为５％～１０％，重者可达１００％，常年均有

发生。该病害以前较少发生，近几年发生普遍且有

加重之势，常规化学药剂的防治效果不理想，已成为

影响香蕉高产、稳产的重要威胁之一。

香蕉叶鞘腐烂病病原菌初步鉴定为成团泛菌

（犘犪狀狋狅犲犪犪犵犵犾狅犿犲狉犪狀狊）
［４］，是一种细菌侵染性病害。

该病主要危害成株期香蕉的中下部叶鞘，新叶鲜有发

病，底部叶鞘发病后逐渐向上部叶鞘蔓延。目前有关

该病的发生、危害及防治情况的报道较少，病害暴发

成因、侵染循环及其防控措施等都有待详细研究。

三氯异氰尿酸（ｔｒｉｃｈｌｏｒｏｉｓｏｃｙａｎｕｒｉｃａｃｉｄ，ＴＣＣＡ）

是一种强氧化剂和氯化剂，有效氯含量达９０％以上，

具有高效、广谱、较为安全的消毒作用，对细菌及其芽

胞、病毒、真菌等都有杀灭作用，具速效缓释作用特

点，应用范围广［５６］。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我们连续两年进

行了４２％三氯异氰尿酸可湿性粉剂抑制香蕉叶鞘腐

烂病的田间效果研究，现将试验结果报道如下。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

供试药剂为４２％三氯异氰尿酸可湿性粉剂（湖



２０１６

南省海洋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对照药剂为５０％氯

溴异氰尿酸可湿性粉剂（湖南省海洋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

供试香蕉品种均为‘巴西’，为２年蕉留芽栽培

种植。蕉园地势平坦，水位中等，土壤肥力中等，

种植密度约１２０株／６６７ｍ２，香蕉各期肥水管理、害

虫防治措施属当地中等水平，香蕉叶鞘腐烂病常年

均有发生。

１．２　试验方法

两年试验地点均设在广东省惠州市龙门县永汉

镇，香蕉叶鞘腐烂病发病初期开始施药，试验设

４２％三氯异氰尿酸可湿性粉剂５０４、４０３、３３６倍和

５０％氯溴异氰尿酸可湿性粉剂３４８倍及空白对照共

５个处理。每处理４个重复，随机区组排列，每小区

供试香蕉５株，每隔１０～１５ｄ施药１次，共施药４

次，施药时间为当年的７－９月份。施药工具为西班

牙产“没得比”超绿１６型（Ｍａｔａｂｉｓｕｐｅｒｇｒｅｅｎ１６）喷

雾器，喷水量约为４８ｋｇ／６６７ｍ２，均匀喷施香蕉叶

鞘，直至滴水为止。

调查方法：每小区调查５株蕉树，每株从下往上

查６～１０叶外叶叶鞘，记录调查总叶鞘数、发病叶鞘

数、病级，并计算平均病指及平均防效。

病叶鞘分级标准：０级，叶鞘无病；１级，叶鞘发

病，病斑纵向直径小于３ｃｍ；３级，叶鞘发病，病斑纵

向直径３～６ｃｍ；５级，叶鞘发病，病斑纵向直径大于

６～１０ｃｍ；７级，叶鞘发病，病斑纵向直径１０ｃｍ以

上，叶鞘断裂，叶片下垂；９级，叶鞘发病腐烂，叶鞘

断裂，叶片完全下垂。

１．３　数据处理

用邓肯氏新复极差检验法（ＤＭＲＴ法）对试验

结果进行差异显著性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２０１２年试验结果

２０１２年试验结果表明（表１），香蕉在施药４次

后１２ｄ，４２％三氯异氰尿酸可湿性粉剂５０４、４０３和

３３６倍处理随施药浓度升高，平均病指降低，分别为

２６．８９、２６．３１和２２．３２，平均防效提高分别为

５０．４５％、５６．７０％和６６．２５％，３个供试浓度处理间

的平均防效差异达到显著水平；４２％三氯异氰尿酸

可湿性粉剂５０４倍处理的平均防效显著低于对照药

剂５０％氯溴异氰尿酸可湿性粉剂３４８倍的处理，

４０３倍处理的平均防效与对照药剂防效相当，３３６倍

处理的平均防效则显著高于对照药剂的处理。施药

３次后１０ｄ的平均防效略低于施药４次后１２ｄ的

平均防效，详见表１。

表１　４２％三氯异氰尿酸可湿性粉剂对香蕉叶鞘腐烂病的抑制效果（２０１２年）１
）

犜犪犫犾犲１　犆狅狀狋狉狅犾犲犳犳犻犮犪犮狔狅犳４２％狋狉犻犮犺犾狅狉狅犻狊狅犮狔犪狀狌狉犻犮犪犮犻犱犠犘狅狀犫犪狀犪狀犪狊犺犲犪狋犺狉狅狋犱犻狊犲犪狊犲犫狔犳犻犲犾犱狋狉犻犪犾狊犻狀２０１２

药剂名称

Ｆｕｎｇｉｃｉｄｅ

稀释

倍数／倍

Ｄｉｌｕｔｉｏｎ

ｒａｔｉｏ

药前病指

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ｄｅｘ

ｂｅｆｏｒｅ

ｓｐｒａｙｉｎｇ

３次药后１０ｄ

１０ｄａｙｓａｆｔｅｒｓｐｒａｙｉｎｇ３ｔｉｍｅｓ

平均病指

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ｄｅｘ

平均防效／％

Ａｖｅｒａｇｅｃｏｎｔｒｏｌ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４次药后１２ｄ

１２ｄａｙｓａｆｔｅｒｓｐｒａｙｉｎｇ４ｔｉｍｅｓ

平均病指

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ｄｅｘ

平均防效／％

Ａｖｅｒａｇｅｃｏｎｔｒｏｌ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４２％三氯异氰尿酸ＷＰ

４２％ＴｒｉｃｈｌｏｒｏｉｓｏｃｙａｎｕｒｉｃａｃｉｄＷＰ

５０４ １．８６ｂｃ １６．３３ｂ ４５．８９ｃ ２６．８９ｂ ５０．４５ｃ

４０３ ２．０８ａｂ １５．９５ｂｃ ５２．７５ｂ ２６．３１ｂ ５６．７０ｂ

３３６ ２．２７ａ １３．９３ｃ ６１．７６ａ ２２．３２ｃ ６６．２５ａ

５０％氯溴异氰尿酸ＷＰ

５０％ＣｈｌｏｒｏｉｓｏｂｒｏｍｉｎｅｃｙａｎｕｒｉｃａｃｉｄＷＰ
３４８ １．９２ｂｃ １４．１５ｂｃ ５４．４０ｂ ２３．１７ｃ ５８．２２ｂ

空白对照 — １．６８ｃ ２６．９６ａ — ４８．７５ａ —

　１）同列数据后小写字母不同者表示经ＤＭＲＴ法检验在０．０５水平差异显著。下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ｍａｌｌｌｅｔｔ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ｃｏｌｕｍ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ｔ０．０５ｌｅｖｅｌｂｙＤＭＲ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ｂｅｌｏｗ．

２．２　２０１３年试验结果

２０１３年试验结果见表２，４２％三氯异氰尿酸可

湿性粉剂对香蕉叶鞘腐烂病的防治效果与２０１２年

的结果趋势基本一致，施药４次后１１ｄ，４２％三氯异

氰尿酸可湿性粉剂５０４、４０３和３３６倍处理随施药浓

度升高，平均病指降低，分别为１６．７１、１７．５１和

１４．７８，平均防效提高，分别为５２．８４％、５７．１４％和

６３．１６％，３个供试浓度处理间的平均防效差异显

著；４２％三氯异氰尿酸可湿性粉剂５０４倍处理的平

均防效显著低于对照药剂５０％氯溴异氰尿酸可湿

性粉剂３４８倍的处理，４０３倍处理的平均防效与对

照药剂防效相当，３３６倍处理的平均防效则显著高

于对照药剂的处理。施药３次后１０ｄ的平均防效

略低于施药４次后１１ｄ的平均防效，详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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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４２％三氯异氰尿酸可湿性粉剂对香蕉叶鞘腐烂病的抑制效果（２０１３年）

犜犪犫犾犲２　犆狅狀狋狉狅犾犲犳犳犻犮犪犮狔狅犳４２％狋狉犻犮犺犾狅狉狅犻狊狅犮狔犪狀狌狉犻犮犪犮犻犱犠犘狅狀犫犪狀犪狀犪狊犺犲犪狋犺狉狅狋犱犻狊犲犪狊犲犫狔犳犻犲犾犱狋狉犻犪犾狊犻狀２０１３

药剂名称

Ｆｕｎｇｉｃｉｄｅ

稀释

倍数／倍

Ｄｉｌｕｔｉｏｎ

ｒａｔｉｏ

药前病指

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ｄｅｘ

ｂｅｆｏｒｅ

ｓｐｒａｙｉｎｇ

３次药后１０ｄ

１０ｄａｙｓａｆｔｅｒｓｐｒａｙｉｎｇ３ｔｉｍｅｓ

平均病指

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ｄｅｘ

平均防效／％

Ａｖｅｒａｇｅｃｏｎｔｒｏｌ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４次药后１１ｄ

１１ｄａｙｓａｆｔｅｒｓｐｒａｙｉｎｇ４ｔｉｍｅｓ

平均病指

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ｄｅｘ

平均防效／％

Ａｖｅｒａｇｅｃｏｎｔｒｏｌ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４２％三氯异氰尿酸ＷＰ

４２％ＴｒｉｃｈｌｏｒｏｉｓｏｃｙａｎｕｒｉｃａｃｉｄＷＰ

５０４ ２．２１ａ １２．４６ｂｃ ４６．８７ｃ １６．７１ｂｃ ５２．８４ｃ

４０３ ２．５４ａ １２．７１ｂ ５２．４９ｂ １７．５１ｂ ５７．１４ｂ

３３６ ２．４９ａ １０．４２ｃ ６０．３３ａ １４．７８ｃ ６３．１６ａ

５０％氯溴异氰尿酸ＷＰ

５０％ＣｈｌｏｒｏｉｓｏｂｒｏｍｉｎｅｃｙａｎｕｒｉｃａｃｉｄＷＰ
３４８ ２．２０ａ １１．２５ｂｃ ５１．３８ｂ １５．２２ｂｃ ５６．４７ｂ

空白对照 — ２．２６ａ ２３．８４ａ — ３６．４２ａ —

３　结论与讨论

近年来广东、福建、海南等香蕉产区叶鞘腐烂病

发生危害较重，该病害以前发生较少或并不严重，最

近几年发生越来越普遍，而常规化学药剂的防治效

果不理想，是目前生产上需要重点防治的病害对象。

香蕉叶鞘腐烂病的流行与当地气候密切相关，广东省

通常５－６月开始发病，７－１０月发病严重，病害在高

温、高湿、土壤含水量过高以及蕉园密植、通风不良的

条件下容易发生流行。目前泛菌属包括有成团泛菌

在内的７个种
［４］，泛菌可广泛存在于植株表面、种子、

土壤、水以及人体与动物体中［７］，长期以来成团泛菌

的致病性问题都有争议，大多情况下该菌被认为是一

种腐生菌或植物病斑上的次生菌［８］，引起香蕉叶鞘腐

烂病的成团泛菌与蕉园水源、土壤是否存在紧密联

系，其致病力有无分化，有待进一步研究。

连续两年的田间防治试验结果表明，４２％三氯

异氰尿酸可湿性粉剂是抑制香蕉叶鞘腐烂病的较好

药剂，使用３３６～４０３倍液喷施香蕉叶鞘，对香蕉未

见药害现象。建议在香蕉叶鞘初发病或未发病时施

用该药，推荐使用浓度３３６～４０３倍，施药次数４次，

施药间隔为１０～１５ｄ，均匀喷施在香蕉假茎和叶鞘

部位，或轮换喷施其他杀菌剂，如春雷霉素、井冈霉

素、农用链霉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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