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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荔枝麻点病是我国大陆地区荔枝上普遍发生的一种新病害，其病原为暹罗刺盘孢犆狅犾犾犲狋狅狋狉犻犮犺狌犿狊犻犪犿犲狀狊犲。

为筛选防治该病的有效药剂并评价其农药残留安全性，于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８年分别在８个不同的果园开展了田间药

剂防治试验，并于２０１６年和２０１８年分别对果实的农药残留量进行了检测。试验结果表明，２５０ｇ／Ｌ吡唑醚菌酯乳

油１２５～２５０ｍｇ／Ｌ、６０％唑醚·代森联水分散粒剂３００～８００ｍｇ／Ｌ的防效较好且较为稳定，对荔枝麻点病的防效为

７４．２０％～９２．５２％；２５０ｇ／Ｌ嘧菌酯悬浮剂１６６．７～２５０ｍｇ／Ｌ、４５０ｇ／Ｌ咪鲜胺水乳剂２５０～４５０ｍｇ／Ｌ、３２５ｇ／Ｌ苯甲·

嘧菌酯悬浮剂２１６．７～３２５ｍｇ／Ｌ和６２％多·锰锌可湿性粉剂８８５．７～１２４０ｍｇ／Ｌ的防效次之，但不同年份不同果

园间防效波动较大，防效介于６５．８１％～９２．６２％之间；在挂果期田间施药３～４次后，荔枝果实中各药剂农药残留

量均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ＧＢ２７６３—２０１６）；此６种药剂推荐用于荔枝麻点病的田间防治。

关键词　荔枝麻点病；　化学防治；　田间防效；　农药残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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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荔枝麻点病（ｌｉｔｃｈｉｐｅｐｐｅｒｓｐｏｔｄｉｓｅａｓｅ），俗称

为鸭头绿、黑点病、青鸡头；该病在荔枝品种‘桂味’

上极为常见，具该病状的病果也被称之为胡须桂味。

该病分别于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１７年在澳大利亚和我国台

湾被鉴定报道［１２］，但均没有病原菌接种田间荔枝果

实且表现出与自然发病症状相同的文字描述。在我

国大陆地区，该病虽普遍发生于不同的荔枝产区，但

病原菌致病性直至近年才被本研究团队通过田间果

实接种得到确定，故正式报道荔枝麻点病为暹罗刺

盘孢犆狅犾犾犲狋狅狋狉犻犮犺狌犿狊犻犪犿犲狀狊犲Ｐｒｉｈａｓｔ，Ｌ．Ｃａｉ＆ Ｋ．

Ｄ．Ｈｙｄｅ引起的一种真菌病害是在２０１９年７月
［３］。

该病侵染荔枝果实，一般先在果蒂、果肩部位形成褐

色至黑色芝麻点状小斑点，斑点直径约１ｍｍ或更

小，随着病情的发展，麻点状小斑点逐渐增多，聚集成

大块黑斑，严重时几乎遍布整个果面，极大地影响荔

枝果实外观和商品价值。由于荔枝果实处于转色期

或成熟期时，病斑周围果皮常不转色而保持一定的绿

色，故产区常称之为“鸭头绿”或“青鸡头”。通常果实

背地面斑点比向地面斑点多，树冠下部果实比树冠上

部果实发病重，内膛果实比树冠表面果实发病重。

由于该病只危害荔枝果实表皮形成黑点，不引起

果实腐烂，一直以来未引起果农足够重视。近几年消

费者对荔枝果实外观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荔枝麻点

病果的售价因此受到影响。病果售价比正常果实低

１０％～５０％，发病重的果实甚至无人收购，给果农带

来严重的经济损失，这才引起果农对荔枝麻点病的重

视，急切希望有一种能够防治该病的方法。然而，针

对该病的防治，仅见澳大利亚有报道，在荔枝非生产季

节（冬春季）采取了几种化学防治措施，但防效不明

显［４］；在我国大陆地区，由于对该病病因没有定论，尽管

果农通过加大农药使用剂量、增加药剂种类或施药次

数来进行防治，但防效不理想，不仅无法有效控制病情，

还直接导致防治成本和农药残留风险的增加。因此，

本研究团队在对该病作出初步诊断后，于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８年先后进行了多次高效低毒防治药剂的田间筛

选，并对防效高、有推广前景的药剂处理后的果实进

行了农药残留安全性评价，以期为实现该病的绿色防

控、助力荔枝产业绿色发展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

供试荔枝品种为‘桂味’，供试药剂见表１，施药

器械为 ＭａｔａｂｉＳｕｐｅｒｇｒｅｅｎ１６型背负式喷雾器，西

班牙盖世堡公司生产。

表１　供试药剂及其生产厂家

犜犪犫犾犲１　犉狌狀犵犻犮犻犱犲狊犪狀犱狋犺犲犻狉犿犪狀狌犳犪犮狋狌狉犲狉狊

序号Ｎｏ． 供试药剂Ｆｕｎｇｉｃｉｄｅ 生产厂家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ｒ

１ ２５％咪鲜胺ＥＣ　ｐｒｏｃｈｌｏｒａｚ２５％ＥＣ 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 ４５％咪鲜胺ＭＥ　ｐｒｏｃｈｌｏｒａｚ４５％ ＭＥ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３ ４５０ｇ／Ｌ咪鲜胺ＥＷ　ｐｒｏｃｈｌｏｒａｚ４５０ｇ／ＬＥＷ 美国富美实公司

４ ４５０ｇ／Ｌ咪鲜胺ＥＷ　ｐｒｏｃｈｌｏｒａｚ４５０ｇ／ＬＥＷ 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５ ２５０ｇ／Ｌ吡唑醚菌酯ＥＣ　ｐｙｒａｃｌｏｓｔｒｏｂｉｎ２５０ｇ／ＬＥＣ 巴斯夫欧洲公司

６ ３０％吡唑醚菌酯ＥＣ　ｐｙｒａｃｌｏｓｔｒｏｂｉｎ３０％ＥＣ 东莞市瑞德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７ ３０％吡唑醚菌酯ＳＣ　ｐｙｒａｃｌｏｓｔｒｏｂｉｎ３０％ＳＣ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８ ２５０ｇ／Ｌ嘧菌酯ＳＣ　ａｚｏｘｙｓｔｒｏｂｉｎ２５０ｇ／ＬＳＣ 瑞士先正达作物保护有限公司

９ ２５０ｇ／Ｌ嘧菌酯ＳＣ　ａｚｏｘｙｓｔｒｏｂｉｎ２５０ｇ／ＬＳＣ 江阴苏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 ３２５ｇ／Ｌ苯甲·嘧菌酯ＳＣ　ｄｉｆｅｎｏｃｏｎａｚｏｌｅ·ａｚｏｘｙｓｔｒｏｂｉｎ３２５ｇ／ＬＳＣ 瑞士先正达作物保护有限公司

１１ ６０％唑醚·代森联ＷＧ　ｐｙｒａｃｌｏｓｔｒｏｂｉｎ·ｍｅｔｉｒａｍ６０％ ＷＧ 巴斯夫欧洲公司

１２ ６２％多·锰锌ＷＰ　ｃａｒｂｅｎｄａｚｉｍ·ｍａｎｃｏｚｅｂ６２％ ＷＰ 广东大丰植保科技有限公司

１．２　试验方法

１．２．１　药剂初筛

分别于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３年和２０１５年开展了药剂

初筛。

２０１２年，试验地点设在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

道群爱村百花林果园，荔枝树龄１３年，种植密度约

·１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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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４０株／６６７ｍ２，供试药剂及剂量设置见表２。分

别于２０１２年５月１４日（小果期）、５月３１日（中果

期）和６月１１日（膨大期）各施药１次，共施３次

药，喷药液量以喷湿整个树冠至叶片欲滴水为准

（下同），于第３次药后１６ｄ（６月２７日，成熟期）调

查１次。

２０１３年，试验地点设在３个果园：１）深圳市南

山区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深职院）荔枝园，荔枝树龄

２３年，种植密度约为１２株／６６７ｍ２，供试药剂及剂量

设置见表２。分别于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５日（小果期）、

５月２８日（中果期）和６月９日（转色期）各施药

１次，共施３次药，于第３次药后９ｄ（６月１８日，成

熟期）调查１次。２）湛江市廉江市新民镇李氏果园，

荔枝树龄８年，种植密度约为３０株／６６７ｍ２，供试药剂

及剂量设置见表２。分别于４月２２日（小果期）、

５月３日（中果期）、５月１２日（膨大期）和５月２２日

（转色期）各施药１次，共施４次药，于第４次药后１２ｄ

（６月３日，成熟期）调查１次。３）湛江市廉江市吉

水镇梁氏果园，荔枝树龄１７年，种植密度约为

４０株／６６７ｍ２，供试药剂及剂量设置见表２。分别于

４月２５日（小果期）、５月６日（中果期）、５月１５日

（膨大期）和５月２７日（转色期）各施药１次，共施

４次药，于第４次药后７ｄ（６月３日，转色期至成熟

期）调查１次。

２０１５年，试验地点设在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道群

爱村罗氏果园，荔枝树龄８年，种植密度约为４０株／

６６７ｍ２，供试药剂及剂量设置见表２。分别于５月１２

日（小果期）、５月２７日（中果期）、６月５日（膨大期）

和６月１５日（转色期）各施药１次，共施４次药，于

第４次药后９ｄ（６月２４日，成熟期）调查１次。

１．２．２　药剂使用剂量筛选

根据药剂初筛结果，分别于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６年和

２０１８年开展了药剂使用剂量的筛选。

２０１４年，试验地点设在阳江市阳西县儒洞镇华翔

果园，荔枝树龄１０年，种植密度约为３３株／６６７ｍ２，供

试药剂及剂量设置见表３。分别于２０１４年４月２８

日（小果期）、５月１２日（中果期）和５月２３日（膨大

期）各施药１次，共施３次药，于第３次药后１５ｄ（６

月７日，转色期至成熟期）调查１次。

２０１６年，试验地点设在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

料坑村曾氏果园，荔枝树龄１５年，种植密度约为

４０株／６６７ｍ２，供试药剂及剂量设置见表３。分别于

２０１６年５月１１日（小果期）、５月２３日（中果期）、６

月７日（膨大期）和６月１８日（转色期）各施药１次，

共施４次药，于第４次药后１０ｄ（６月２８日，成熟期）

调查１次。

２０１８年，试验地点设在东莞市大岭山镇大岭山

森林公园内阿吉果园，荔枝树龄２２年，种植密度约

为１５株／６６７ｍ２，供试药剂及剂量设置见表３。分别

于２０１８年５月１１日（小果期）、５月２９日（中果期、

膨大期）和６月１０日（转色期）各施药１次，共施

３次药，于第３次药后１１ｄ（６月２１日，成熟期）调查

１次。

１．２．３　田间试验设计

每处理４个重复／小区，每重复／小区根据树的

大小选１～２株树，小区随机区组排列，试验过程中

除栽培措施和害虫防治措施按当地常规操作外，试

验处理区所用杀菌剂及其施药方法均按本试验的

要求进行，于病害发生前或发病初期开始施药。

１．２．４　调查方法及药效计算方法

参照农药田间药效试验准则ＧＢ／Ｔ１７９８０．１００—

２００４
［５］稍作修改，每小区调查１株荔枝树，每株按

东、南、西、北、中五点取样，每点调查果实不少于３０

个，记录总果数、各级病果数，计算病情指数及防治

效果。

病果分级标准：０级，无病；１级，病斑占果实表

面积１１％以下；３级，病斑占果实表面积１１％～

２５％；５级，病斑占果实表面积２６％～５０％；７级，病

斑占果实表面积５０％以上。

病情指数＝
∑（各级病果数×相对级值）
调查总果数×最高级值

×１００；

防治效果＝
对照区病情指数－施药区病情指数

对照区病情指数 ×１００％。

１．２．５　农药残留安全性评价

分别于２０１６年和２０１８年试验调查结束后，从

各处理区随机摘取２ｋｇ新鲜荔枝果实，当天即送广

东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公共监测中心／农业农村部

农产品及加工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广州），并

委托其对相应杀菌剂有效成分进行农药残留量检

测，具体参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

残留限量》（ＧＢ２７６３—２０１４
［６］和ＧＢ２７６３—２０１６

［７］）

进行。将测定结果与荔枝中相应药剂最大残留限量

进行比较，若测定值小于或等于最大残留限量，则判

定农药残留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

·２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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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数据分析

采用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０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计算各

处理病情指数和防治效果；采用ＤＰＳ７．０５软件
［８］进

行方差分析，用Ｄｕｎｃａｎ氏新复极差法（Ｄｕｎｃａｎ’ｓ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ｒａｎｇｅｔｅｓｔ，ＤＭＲＴ）进行差异显著性检验。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药剂初筛

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３年和２０１５年在５个不同果园开展

了田间药剂初筛，试验结果表明（表２）：６０％唑醚·代

森联ＷＧ、２５０ｇ／Ｌ吡唑醚菌酯ＥＣ、２５０ｇ／Ｌ嘧菌酯

ＳＣ和６２％多·锰锌ＷＰ对荔枝麻点病的防效普遍较

好，达到６６．２０％～９３．６０％，因此被选作下一步使用

剂量筛选试验的候选药剂；虽然２５％咪鲜胺ＥＣ在

２０１２年防效不明显，但在２０１５年４５０ｇ／Ｌ咪鲜胺

ＥＷ却表现出较好防效，达８３．６０％，因此仍将咪鲜

胺作为候选药剂。

从防效的稳定性来看，不同年份不同果园之间，

６０％唑醚·代森联 ＷＧ６００ｍｇ／Ｌ的平均防效介于

８５．１９％～９０．４６％，２５０ｇ／Ｌ吡唑醚菌酯ＥＣ２５０ｍｇ／Ｌ

的平均防效介于８７．２０％～９３．６０％，两者的防效较为

稳定；６２％多·锰锌ＷＰ１２４０ｍｇ／Ｌ的平均防效介于

７１．０７％～８４．０１％，２５０ｇ／Ｌ嘧菌酯ＳＣ２５０ｍｇ／Ｌ

的平均防效介于７２．１１％～８６．５６％，两者的防效

波动较大。

２．２　药剂使用剂量筛选

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６年和２０１８年在３个不同果园开展

了药剂使用剂量筛选，试验结果表明（表３）：２５０ｇ／Ｌ

吡唑醚菌酯ＥＣ１２５～２５０ｍｇ／Ｌ的平均防效介于

７４．２０％～９２．５２％，２５０ｇ／Ｌ嘧菌酯ＳＣ１６６．７～

３３３．３ｍｇ／Ｌ的平均防效介于６９．７０％～８５．６１％，

供试咪鲜胺２２５～４５０ｍｇ／Ｌ 的平均防效介于

６３．５３％～９２．６２％，６０％唑醚·代森联 ＷＧ３００～

８００ｍｇ／Ｌ的平均防效介于７４．５６％～８８．８４％，

３２５ｇ／Ｌ苯甲·嘧菌酯ＳＣ１６２．５～３２５ｍｇ／Ｌ的平

均防效介于７０．６０％～９０．５１％，６２％多·锰锌 ＷＰ

６８８．９～１２４０ｍｇ／Ｌ的平均防效介于５９．２２％～

８４．２６％。

从２０１８年的试验结果还可看出（表３），在相同有

效成分剂量前提下，不同有效成分总含量、不同剂型、

不同生产厂家的药剂间防效差异不显著，如：吡唑醚

菌酯２５０ｍｇ／Ｌ、嘧菌酯２５０ｍｇ／Ｌ、咪鲜胺２５０ｍｇ／Ｌ

和咪鲜胺４５０ｍｇ／Ｌ。

从防效的稳定性来看，不同年份不同果园之

间，６０％唑醚·代森联 ＷＧ６００ｍｇ／Ｌ的平均防

效介于８３．０６％～８６．１３％，２５０ｇ／Ｌ吡唑醚菌酯

ＥＣ２５０ ｍｇ／Ｌ 的 平 均 防 效 介 于 ９１．８３％ ～

９２．５２％，２５０ｇ／Ｌ嘧菌酯ＳＣ（先正达）２５０ｍｇ／Ｌ的

平均防效介于７７．５８％～８１．９２％，６２％多·锰锌

ＷＰ１２４０ ｍｇ／Ｌ 的平均防效介于 ７９．６０％ ～

８４．２６％，此４种药剂防效均较为稳定，但综合药剂

初筛试验结果（表２）来看，后两者防效的波动仍较

大；４５０ｇ／Ｌ咪鲜胺ＥＷ（富美实）４５０ｍｇ／Ｌ的平均

防效介于７４．１１％～９２．６２％，３２５ｇ／Ｌ苯甲·嘧菌酯

ＳＣ３２５ｍｇ／Ｌ的平均防效介于７５．３２％～９０．５１％，

表现出较大的波动。

２．３　农药残留安全性评价

２年２地的农药残留分析结果表明（表４），在果

实发育期田间施药３～４次后，根据我国《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ＧＢ２７６３—

２０１６）
［７］，除代森联在荔枝上尚没有制定相应的最大

残留限量而无法作出评价外（２０１８年该药剂未被检

出），其他供试药剂实测值均低于国家标准规定的最

大残留限量，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

表４　田间各供试药剂使用剂量处理后的荔枝农药残留检测结果１
）

犜犪犫犾犲４　犉狌狀犵犻犮犻犱犲狉犲狊犻犱狌犲狊狅狀犾犻狋犮犺犻犳狉狌犻狋狊狋狉犲犪狋犲犱犫狔犳犻犲犾犱狊狆狉犪狔狊狑犻狋犺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犳狌狀犵犻犮犻犱犲狊犱狅狊犪犵犲

药剂处理

Ｆｕｎｇｉｃｉｄ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稀释倍数／倍

Ｄｉｌｕｔｉｏｎ

ｆｏｌｄ

最大残留限量／

ｍｇ·ｋｇ－１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ｒｅｓｉｄｕｅｌｉｍｉｔ

残留量／ｍｇ·ｋｇ－１　Ｒｅｓｉｄｕｅａｍｏｕｎｔ

深圳市曾氏果园（２０１６年）

Ｚｅｎｇ’ｓｏｒｃｈａｒｄｉｎ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２０１６）

东莞市阿吉果园（２０１８年）

Ａｊｉｏｒｃｈａｒｄｉｎ

Ｄｏｎｇｇｕａｎ（２０１８）

２５０ｇ／Ｌ吡唑醚菌酯ＥＣ

ｐｙｒａｃｌｏｓｔｒｏｂｉｎ２５０ｇ／ＬＥＣ
１０００ ０．１ － ＵＤ（＜０．００５）

３０％吡唑醚菌酯ＥＣ

ｐｙｒａｃｌｏｓｔｒｏｂｉｎ３０％ＥＣ
１２００ ０．１ － ＵＤ（＜０．００５）

３０％吡唑醚菌酯ＳＣ

ｐｙｒａｃｌｏｓｔｒｏｂｉｎ３０％ＳＣ
１２００ ０．１ － ０．０１２

·５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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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４　犜犪犫犾犲４（犆狅狀狋犻狀狌犲犱）

药剂处理

Ｆｕｎｇｉｃｉｄ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稀释倍数／倍

Ｄｉｌｕｔｉｏｎ

ｆｏｌｄ

最大残留限量／

ｍｇ·ｋｇ－１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ｒｅｓｉｄｕｅｌｉｍｉｔ

残留量／ｍｇ·ｋｇ－１　Ｒｅｓｉｄｕｅａｍｏｕｎｔ

深圳市曾氏果园（２０１６年）

Ｚｅｎｇ’ｓｏｒｃｈａｒｄｉｎ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２０１６）

东莞市阿吉果园（２０１８年）

Ａｊｉｏｒｃｈａｒｄｉｎ

Ｄｏｎｇｇｕａｎ（２０１８）

２５０ｇ／Ｌ嘧菌酯ＳＣ（先正达）

ａｚｏｘｙｓｔｒｏｂｉｎ２５０ｇ／ＬＳＣ（Ｓｙｎｇｅｎｔａ）
１５００ ＵＤ（＜０．００１） －

１０００ ０．５ ０．０５２ ＵＤ（＜０．０１）

７５０ ０．０８０ －

２５０ｇ／Ｌ嘧菌酯ＳＣ（苏利）

ａｚｏｘｙｓｔｒｏｂｉｎ２５０ｇ／ＬＳＣ（Ｓｕｌｉ）
１０００ ０．５ － ＵＤ（＜０．０１）

４５０ｇ／Ｌ咪鲜胺ＥＷ（富美实）

ｐｒｏｃｈｌｏｒａｚ４５０ｇ／ＬＥＷ（ＦＭＣ）
２０００ ＵＤ（＜０．００１） －

１８００
２

－ ＵＤ（＜０．０３８）

１５００ ＵＤ（＜０．００１） －

１０００ ＵＤ（＜０．００１） ＵＤ（＜０．０３８）

４５０ｇ／Ｌ咪鲜胺ＥＷ（辉丰）

ｐｒｏｃｈｌｏｒａｚ４５０ｇ／ＬＥＷ（Ｈｕｉｆｅｎｇ）
１８００

２
－ ＵＤ（＜０．０３８）

１０００ － ＵＤ（＜０．０３８）

２５％咪鲜胺ＥＣｐｒｏｃｈｌｏｒａｚ２５％ＥＣ １０００ ２ － ＵＤ（＜０．０３８）

４５％咪鲜胺ＭＥ

ｐｒｏｃｈｌｏｒａｚ４５％ ＭＥ

１８００
２

－ ＵＤ（＜０．０３８）

１０００ － ＵＤ（＜０．０３８）

６０％唑醚·代森联ＷＧ

ｐｙｒａｃｌｏｓｔｒｏｂｉｎ·ｍｅｔｉｒａｍ６０％ ＷＧ
１０００ ０．１／ＮＳ － ＵＤ（＜０．００５）／ＵＤ（＜０．０１）

３２５ｇ／Ｌ苯甲·嘧菌酯ＳＣ

ｄｉｆｅｎｏｃｏｎａｚｏｌｅ·ａｚｏｘｙｓｔｒｏｂｉｎ３２５ｇ／ＬＳＣ

２０００ ＵＤ（＜０．０３８）／ＵＤ（＜０．００１） －

１５００ ０．５／０．５ ＵＤ（＜０．０３８）／ＵＤ（＜０．００１） －

１０００ ＵＤ（＜０．０３８）／ＵＤ（＜０．００１） ＵＤ（＜０．０３８）／ＵＤ（＜０．０１）

６２％多·锰锌ＷＰ

ｃａｒｂｅｎｄａｚｉｍ·ｍａｎｃｏｚｅｂ６２％ ＷＰ
５００ ０．５／５ － ０．２９／ＵＤ（＜０．０１）

　１）最大残留限量参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ＧＢ２７６３—２０１６）［７］。－，表示未安排该药剂处理。ＮＳ，表示未制定。ＵＤ，表示未检出。，表示检

测下限。表中“／”左右两侧的数值表示前后两个有效成分的最大残留限量或实测值。

Ｔｈｅｍａｘｉｍｕｍｒｅｓｉｄｕｅｌｉｍｉｔｉｓｒｅｆｅｒｒｅｄｔｏ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ｏｏｄｓａｆｅｔｙ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ＧＢ２７６３—２０１６）［７］．－，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ｈｉｓｆｕｎｇｉｃｉｄ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ｈａｓｎｏｔ

ｂｅｅｎａｐｐｌｉｅｄｔｈａｔｙｅａｒ．Ｎ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ｈｅｍａｘｉｍｕｍｒｅｓｉｄｕｅｌｉｍｉｔｗａｓｎｏｔ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ＵＤ，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ｈｅｒｅｓｉｄｕｅｗａｓｕｎａｂｌｅｔｏｂｅｄｅｔｅｃｔｅｄ．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ｌｏｗｅｒｌｉｍｉｔｏｆ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ｓｏｎｔｈｅｌｅｆｔａｎｄｒｉｇｈｔｓｉｄｅｓｏｆ“／”ｉｎｔｈｅｔａｂｌｅａｒｅｓｈｏｗｎａｓｔｈｅｍａｘｉｍｕｍｒｅｓｉｄｕｅｌｉｍｉｔｏｒ

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ｖａｌｕｅｏｆ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ａｃｔｉｖｅ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

３　结论与讨论

荔枝麻点病是在我国大陆地区近期才报道的一

种新病害［３］，在国内尚未有针对该病的防治报道。

在澳大利亚，有学者曾做过一些防治试验，但效果

不明显［４］。本研究团队７年的田间防治药剂筛选

试验结果表明：吡唑醚菌酯和唑醚·代森联２种药

剂防效较好且较为稳定，其次是嘧菌酯、咪鲜胺、

苯甲·嘧菌酯和多·锰锌４种药剂，但不同年份不

同果园间的防效波动较大；在果实发育期田间施药

３～４次后，荔枝果实中各药剂农药残留量均符合

国家食品安全标准（ＧＢ２７６３—２０１６）
［７］。本研究

同时还对其他一些三唑类或甲氧基丙烯酸酯类药

剂单剂进行了田间防效试验，如苯醚甲环唑、戊唑

醇、氟环唑、氟硅唑、腈苯唑、丙环唑、溴菌腈、醚菌

酯等，但效果一般或不明显（数据未显示）。综上

所述，防治荔枝麻点病建议在荔枝挂果期于该病发

病前或发病初期开始施药，药剂首选２５０ｇ／Ｌ吡唑

醚菌酯ＥＣ１２５～２５０ｍｇ／Ｌ和６０％唑醚·代森联

ＷＧ３００～６００ｍｇ／Ｌ，其次是２５０ｇ／Ｌ嘧菌酯ＳＣ

１６６．７～２５０ｍｇ／Ｌ、４５０ｇ／Ｌ咪鲜胺ＥＷ２２５～４５０ｍｇ／Ｌ、

３２５ｇ／Ｌ苯甲·嘧菌酯ＳＣ２１６．７～３２５ｍｇ／Ｌ和

６２％多·锰锌ＷＰ８８５．７～１２４０ｍｇ／Ｌ，相同有效成

分情况下，不同剂型或不同厂家药剂均可使用。一

般每隔１０～１５ｄ施药１次，连续施药３～４次，最后

一次施药于采果前１０～２０ｄ进行，以保证果品农药

残留安全。施药次数和施药间隔期可根据田间实际

天气情况及病害发生程度作适当改变，如遇连续多

雨天气、病害迅速发展期，施药次数应适当增加，施

药间隔期则应适当缩短。施药时应尽可能将每穗果

实都喷施到位，均匀着药，特别是当荔枝掉头后，部

分果穗交叉重叠或聚集在树冠枝叶中，施药时应重

·６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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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喷施。

在防治荔枝麻点病的同时，还应注意霜疫霉病

及炭疽病的危害。霜疫霉病和炭疽病是目前荔枝上

最主要的两大病害［９］。研究表明，荔枝麻点病是炭

疽病的一种，但并非所有荔枝品种均产生此种症

状［３］。本研究所推荐的药剂中，吡唑醚菌酯、嘧菌

酯、唑醚·代森联、苯甲·嘧菌酯和多·锰锌具有兼

防霜疫霉病和炭疽病的作用，咪鲜胺则不能兼防霜

疫霉病，所以在使用咪鲜胺时还应搭配使用防治霜

疫霉病的药剂。

在本研究中，嘧菌酯、咪鲜胺、苯甲·嘧菌酯和

多·锰锌的防效波动较大，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

是此类药剂受环境因素影响较大，如咪鲜胺２５０ｍｇ／Ｌ，

２０１２年最后一次施药至调查结果期间雨日超过１０ｄ，

２０１８年则仅有３ｄ。另据文献报道，在荔枝上，施药

后１４ｄ，嘧菌酯的降解率达到８１％～９８％
［１０］，咪鲜

胺和多菌灵的降解率达到９８％以上
［１１］，反映了各药

剂在荔枝上的持效性，从而导致防效波动程度的

差异。

在实际生产中，部分果农或是不能准确识别病

害，或是不熟悉药剂的防治对象，用药不对症；或是不

了解病害发生规律，没有根据实际病害发生情况用

药，防治不及时；或是施药方法不当，药液未喷施到

位，施药不均匀、不彻底等等，导致防治效果不理想。

从农药登记情况来看，本研究推荐的药剂中仅

６０％唑醚·代森联ＷＧ、２５０ｇ／Ｌ嘧菌酯ＳＣ、２５％咪

鲜胺ＥＣ和６２％多·锰锌 ＷＰ有在荔枝上登记
［１２］，

部分供试药剂尚未在荔枝上登记，可选有效药剂偏

少。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农药登记工作，避免在

农药使用中产生违规用药问题。

吡唑醚菌酯和嘧菌酯同属甲氧基丙烯酸酯类药

剂，具有高抗性风险［１３］。因此，在使用此类药剂时

建议与其他作用位点不同的药剂（如咪鲜胺、多·锰

锌等）轮换用药，或使用复配制剂（如唑醚·代森联，

苯甲·嘧菌酯等），避免长期、单一使用甲氧基丙烯

酸酯类药剂，从而降低此类药剂的抗性风险，延长其

使用寿命。

关于荔枝果实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问题，由于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ＧＢ２７６３—２０１９）
［１４］已于２０２０

年２月１５日实施，虽然该标准规定的最大残留限量

值没有改变，但其测定部位已由果肉改为全果，因

此，在实施ＧＢ２７６３—２０１９后，本研究所推荐的药剂

使用安全性仍有待进一步评价。

参考文献

［１］　ＣＯＯＫＥＡＷ，ＣＯＡＴＥＳＬＭ．Ｐｅｐｐｅｒｓｐｏｔ：ａｐｒｅｈａｒｖｅｓｔｄｉｓ

ｅａｓｅｏｆｌｙｃｈｅｅｃａｕｓｅｄｂ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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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ＡｕｓｔｒａｌａｓｉａｎＰｌａｎｔ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２，３１：３０３ ３０４．

［２］　ＮＩＨＦ，ＨＵＡＮＧＣＷ，ＷＵＣＪ，ｅｔａｌ．Ｆｉｒｓｔ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ｐｅｐｐｅｒ

ｓｐｏ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ｏｆｌｙｃｈｅｅｃａｕｓｅｄｂｙ犆狅犾犾犲狋狅狋狉犻犮犺狌犿狊犻犪犿犲狀狊犲ｉｎ

Ｔａｉｗａ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ｌａｎｔ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７，９９（３）：８０８．

［３］　ＬＩＮＧＪＦ，ＳＯＮＧＸＢ，ＸＩＰＧ，ｅｔ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犆狅犾犾犲狋狅

狋狉犻犮犺狌犿狊犻犪犿犲狀狊犲ｃａｕｓｉｎｇｌｉｔｃｈｉｐｅｐｐｅｒｓｐｏ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ｍａｉｎｌ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Ｊ］．Ｐｌａｎｔ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９，６８（８）：１５３３ １５４２．

［４］　ＤＲＥＷ ＨＪ．Ｌｙｃｈｅｅｐｅｐｐｅｒｓｐｏｔｉｎ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Ｉｔｓｉｍｐａｃｔ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Ｒ］．Ｒｕｒａｌ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Ｃｏｒ

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Ｎｏ０１／１６３．Ｃａｎｂｅｒｒａ：Ｒｕｒａｌ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１．

［５］　农业部农药检定所．农药田间药效试验准则（二）第１００部分：

杀菌剂防治荔枝霜疫霉病：ＧＢ／Ｔ１７９８０．１００ ２００４［Ｓ］．北

京：中国农业出版社，２００４．

［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

国农业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ＧＢ

２７６３—２０１４［Ｓ］．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２０１４．

［７］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

国农业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ＧＢ２７６３—２０１６［Ｓ］．北京：中国

标准出版社，２０１６．

［８］　唐启义．ＤＰＳ数据处理系统：实验设计、统计分析及数据挖掘

［Ｍ］．第２版．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０：８２ ８４．

［９］　姜子德，习平根，冼继东，等．对未来五年我国荔枝植保研究

的思考［Ｊ］．中国热带农业，２０１１（５）：６１ ６３．

［１０］王思威，刘艳萍，孙海滨．嘧菌酯在荔枝上的消解动态及最终

残留的研究［Ｊ］．福建农业学报，２０１４，２９（２）：１６８ １７１．

［１１］刘艳萍，王思威，孙海滨．我国荔枝农药残留现状及最大残留

限量制定分析［Ｊ］．中国热带农业，２０１６（４）：３１ ３４．

［１２］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农药检定所．中国农药信息网，农

药登记数据［ＤＢ／ＯＬ］．（２０１９ １０ ２１）［２０２０ ０４ ０９］．ｈｔｔｐ：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ｏｒｇ．ｃｎ／ｈｙｓｊ／ｉｎｄｅｘ．ｊｈｔｍｌ．

［１３］柏亚罗，万红梅．甲氧基丙烯酸酯类杀菌剂的抗性剖析［Ｊ］．

农药，２００９，４８（２）：８８ ９５．

［１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

农村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

农药最大残留限量：ＧＢ２７６３—２０１９［Ｓ］．北京：中国标准出

版社，２０１９．

（责任编辑：田　?）

·７５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