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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杀菌剂对春蚕豆赤斑病的防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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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蚕豆赤斑病是甘肃临夏州春蚕豆生产中的主要真菌病害!该病害的发生流行直接导致蚕豆产量下降%商品性

降低!严重时可使蚕豆绝收"采用单因子试验设计!对
!-D

咪鲜胺乳油%微生物制剂#全关$粉剂%

%"D

甲霜)霉

灵乳油%

$"D

代森锰锌可湿性粉剂%

#!9-D

氟环唑悬浮剂%

("D

唑醚)代森联水分散粒剂%

-"D

异菌脲可湿性粉剂和

-"D

多菌灵可湿性粉剂等
$

种杀菌剂对春蚕豆赤斑病的防治效果进行研究"结果表明!

("D

唑醚)代森联水分散

粒剂在
%

次药后
&

%

#.

%

!#L

的平均防效为
$#9..D

%

'"9.#D

%

$(9$-D

!并能增加蚕豆产量%种子百粒重!可在甘肃省

春蚕豆种植地区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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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蚕豆是甘肃省高寒阴湿地区种植的主要粮食

经济作物之一%具有固氮能力强%蛋白质含量高%富

含
`

族维生素和矿物质及人体所需的八种氨基酸等

优点%在轮作倒茬)培肥地力)改善膳食结构及畜禽

饲料中有着重要的作用&

#

'

(蚕豆作为小宗作物%长

期以来病害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足够重视%使得蚕豆

病害已经成为影响蚕豆产量及品质的重要因素%严

重制约着临夏州蚕豆产业发展和出口创汇&

!%

'

(

蚕豆赤斑病!

EN;1LEM18:F;:;31IMJ

K

;I

"是春蚕豆

常见的一种叶部病害%由蚕豆葡萄孢
F'%&

8

%*-

/

#2#(

和灰葡萄孢
FH)*$(&(#

引起(赤斑病在蚕豆生长的整

个生育期均有发生%主要危害叶片)茎%发生严重时可

造成植株叶片)花器)幼荚及枝干发黑)干枯%叶片脱

落%茎成光秆%枯萎变黑(部分重茬)荫蔽较重)低洼

潮湿的田块发生更重%在雨量大%雨日多%光照时间短

时%该病发生流行&

.(

'

%在临夏地区一般导致蚕豆产量

下降
-D

"

%"D

%严重的年份可达
-"D

以上(因此%

找寻出蚕豆赤斑病的有效防治措施已经成为保障蚕

豆安全生产的重要任务之一&

&

'

(本试验选择
$

种不

同杀菌剂对春蚕豆赤斑病的防治效果进行研究%以期

筛选出有效防治春蚕豆赤斑病的杀菌剂(

$

!

材料与方法

$%$

!

供试品种

选用适合临夏地区大面积种植的春蚕豆品种

/临蚕
'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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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设计

试验于
!"#&

年在临夏州农业科学院现代农业试

验站内进行%

%

月
!#

日播种%小区面积
%0V-0g

#-0

!

%每处理
%

次重复%随机区组排列(采用人工

播种%宽窄行种植%宽行行距
.":0

%窄行行距

!":0

%共种植
$

行%每行种植
%"

粒%株距
#(9&:0

%

每穴
#

株%于赤斑病发病初期喷雾防治%每隔
&L

施

药
#

次%生育期
#!-L

%共防治
%

次!第
#

次施药时间

为
-

月
!#

日"%以喷施等量清水为对照(试验采用

单因子试验设计%共设
'

个处理(

表
$

!

供试杀菌剂名称%剂型%有效成分及生产厂家

&'()*$

!

&*/4*1206

7

-5-1*/

&

13/'

7

*23,.

&

4F*'54-8*-6

7

,*1-*64'61.'602'540,*,/

杀菌剂

*58

Y

2:2LM

有效成分含量*
D

@;8IM8I;\

1:I2OM28

Y

NML2M8I

剂型

?MJI2:2LM

\;N0531I2;8

稀释倍数*倍

P235I2;8N1IM

生产厂家

H185\1:I5NMN

咪鲜胺
K

N;:F3;N16 !-

乳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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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艾科思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微生物制剂!全关$芽胞杆菌%益生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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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M8IJ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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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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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35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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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N;E2;I2: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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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剂!

P?

"

.""

河南省思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甲霜+霉灵
0MI131X

b

3

+

F

b

0MX16;3 %"

乳油!

/@

"

.""

上海沪联生物有限公司

代森锰锌
018:;6ME $"

可湿性粉剂!

c?

"

(""

南通德思益农化有限公司

氟环唑
M

K

;X2:;816;3M #!9-

悬浮剂!

C@

"

#"""

德国巴斯夫公司

唑醚+代森联
Kb

N1:3;JIN;E28

+

0MI2N10 ("

水分散粒剂!

cW

"

$""

德国巴斯夫公司

异菌脲
2

K

N;L2;8M -"

可湿性粉剂!

c?

"

#"""

广东惠州市中讯化工有限公司

多菌灵
:1NEM8L1620 -"

可湿性粉剂!

c?

"

#"""

北京中农科创投资有限公司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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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项目与方法

试验前调查每小区发病病情%第
%

次药后
&

)

#.

和
!#L

调查各小区病级(采用对角线固定五点取

样调查%每点调查
.

株%每株自上而下调查全部叶片

病情%蚕豆收获时测定各小区产量及籽粒百粒重%并

计算每公顷的总产量和经济效益(试验结果采用

/X:M3

)

P?C

进行数据统计分析(

蚕豆赤斑病病级共分为
'

级%病情指数和防治

效果的计算采用孙广宇等的方法&

$

'

(

#

级$叶片上无病斑或仅有稀少针尖状病斑%占

叶面积
$

-D

#

%

级$叶片上病斑散生%有少量小的病斑%直径

小于
!00

%占叶面积
(D

"

!-D

#

-

级$叶片上病斑多散生%直径介于
%

"

-00

%

少数相连%占叶面积
!(D

"

-"D

%有少量落叶#

&

级$叶片和荚果上病斑多且大%病斑相连%占

叶面积
-#D

"

&-D

%有半数叶片枯死或脱落(

'

级$叶片和荚果上病斑相连%占叶面积
&

&-D

%

叶片大量脱落%植株发黑死亡(

病情指数
g

&

(

!各级病叶数
V

相对级数值"*

!调查总叶数
V'

"'

V#""

#

防治效果
g

&

#R

!

DE

"

V!;

#

"*!

DE

#

V!;

"

"'

V#""D

(

式中$

DE

"

为空白对照区施药前病情指数#

DE

#

为空白对照区施药后病情指数#

!;

"

为药剂处理区

施药前病情指数#

!;

#

为药剂处理区施药后病情

指数(

=

!

结果与分析

=%$

!

不同杀菌剂对蚕豆赤斑病的防治效果

供试杀菌剂对蚕豆赤斑病均有较好的控制效果

!表
!

"(防治效果最好的是
("D

唑醚+代森联水分

散粒剂%第
%

次施药后
&

)

#.

)

!#L

平均防效分别为

$#9..D

)

'"9.#D

)

$(9$-D

#其次是
%"D

甲霜+

霉灵乳油和
-"D

异菌脲可湿性粉剂两个处理%药后

&

)

#.

)

!#L

平均防效分别为
&.9%-D

)

$(9(%D

)

&-9"'D

和
($9$D

)

$&9#&D

)

$#9(.D

(施用微生物制剂!全

关"粉剂后
&

)

#.

)

!#L

平均防效为
("9'-D

)

&'9%.D

)

$%9#'D

%其防效随时间的推移逐渐上升%该药剂为

中药微生物制剂%可有效增加蚕豆植株的免疫力%提

高抗病性(由表
!

可见%药后
&L

%

("D

唑醚+代森联

水分散粒剂与
%"D

甲霜+霉灵乳油)

-"D

异菌脲可

湿性粉剂两处理平均防效差异不显著%但这两种药

剂与其他杀菌剂差异达到极显著水平#药后
#.L

%

("D

唑醚+代森联水分散粒剂与
-"D

异菌脲可湿性

粉剂)

%"D

甲霜+霉灵乳油两处理平均防效差异不

显著%与其他杀菌剂差异达到极显著水平#药后
!#L

("D

唑醚+代森联水分散粒剂与微生物制剂!全关"

粉剂)

-"D

异菌脲可湿性粉剂两处理平均防效差异

不显著%与其他杀菌剂差异达到极显著水平(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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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李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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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杀菌剂对春蚕豆赤斑病的防治效果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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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杀菌剂对春蚕豆赤斑病的防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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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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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同列数据后不同大)小写字母分别表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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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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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下的差异显著性(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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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杀菌剂对蚕豆产量及百粒重的影响

由表
%

可见%

("D

唑醚+代森联水分散粒剂)

$"D

代森锰锌可湿性粉剂)微生物制剂!全关"粉剂)

-"D

异菌脲可湿性粉剂小区平均产量为
#&9.

)

#&9%

)

#&9!

)

#(9$e

Y

%较对照分别增产
&9.D

)

(9&'D

)

(9#&D

)

%9&D

%但各处理间差异不显著#百粒重方面%

("D

唑

醚+代森联水分散粒剂)微生物制剂!全关"粉剂分

别为
#$&

)

#$!9&

Y

%较对照增加
.9"(D

)

#9(&D

%其

他处理与对照相同或较对照有所下降%其中
$"D

代

森锰锌可湿性粉剂)

-"D

异菌脲可湿性粉剂处理由

于受赤斑病影响使得已经结荚的豆荚灌浆受到影

响%造成百粒重下降%但其产量有所增加%分析其原

因是施用
$"D

代森锰锌可湿性粉剂)

-"D

异菌脲可

湿性粉剂后对赤斑病具有一定的防治效果%使得结

荚量有所增加%植株上部所结荚进一步成熟%从而增

加了产量(

表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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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杀菌剂防治春蚕豆赤斑病的产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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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讨论

蚕豆赤斑病目前已成为临夏地区蚕豆最主要的

病害之一%因此加强蚕豆赤斑病的防治研究和示范势

在必行(本研究对
$

种杀菌剂在田间对蚕豆赤斑病

的防治效果进行试验%结果表明
("D

唑醚+代森联水

分散粒剂)微生物制剂!全关"粉剂)

-"D

异菌脲可湿

性粉剂对蚕豆赤斑病有很好的防效%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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唑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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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森联水分散粒剂对蚕豆赤斑病病菌的抑制效果最

好%

%

次药后
!#L

的平均防效为
$(9$-D

%该杀菌剂对

蚕豆植株的正常生长没有影响%并能有效增加蚕豆产

量及种子百粒重(因此在临夏地区蚕豆赤斑病的发

生发展时期%建议轮换使用以上
%

种杀菌剂喷雾%每

隔
&L

喷药
#

次%共喷
%

"

-

次%可有效地减轻赤斑病

对蚕豆的危害%减少蚕豆赤斑病导致的产量损失及品

质下降%从而提高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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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_,a

%

MI139C=<JI5L2MJ

;\JMJ

[

52IMN

K

M8M31:I;8MJ1J?&'2#$)>(),1#$#JMML

Y

MN0281I2;8

JI205318IJ

&

a

'

9a;5N813;\=

Y

N2:53I5N13*;;L18L@FM02JIN

b

%

!""!

%

-"

$

#'## #'#&9

&

#%

'

H=@r=C*=

%

W=<@_=+P_=THP

%

?q</TB=

%

MI139,M4

:FM02:13:35MJ\;NEN;;0N1

K

M+J58\3;4MNF;JI+

K

1N1J2IM28IMN1:+

I2;8J

$

J

b

8IFMJ2J;\

Y

51218MJIN2

Y

;+31:I;8MJ

&

a

'

9a;5N813;\=

Y

N2+

:53I5N13*;;L18L@FM02JIN

b

%

!""'

%

-&

$

-$-% -$(.9

&

#.

'

<=U??* H

%

C?<_,W 9̂,M4JMJ

[

52IMN

K

M8M31:I;8MJ\N;0

J58\3;4MNN;;IMX5L1IM1J

Y

MN0281I2;8JI205318IJ\;N?&'2#$)>(

),1#$#

&

a

'

9a;5N813;\=

Y

N2:53I5N13*;;L18L@FM02JIN

b

%

!"#%

%

(#

$

#".$# #".$&9

&

#-

'

CB=Â 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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