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犘犾犪狀狋犘狉狅狋犲犮狋犻狅狀

技 术 与 应 用

犜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狔牔犃狆狆犾犻犮犪狋犻狅狀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７ ０９１８　　　修订日期：　２０１７ １１ １３
基金项目：　辽宁省农业领域青年科技创新人才培养计划（２０１４０５６）；山东省重点研发计划（２０１５ＧＮＣ１１１０２９）

 通信作者 Ｅｍａｉｌ：ｚｒｊ５８２３＠１６３．ｃｏｍ

３００犵／犔苯甲·丙环唑乳油对花生网斑病的

田间防效

孟丹娜，　何晶晶，　周如军，　赵杰锋，　傅俊范

（沈阳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沈阳　１１０８６６）

摘要　为明确３００ｇ／Ｌ苯甲·丙环唑乳油对花生网斑病的田间防治效果以及对植株主要农艺性状和产量的影响，

本文进行了３００ｇ／Ｌ苯甲·丙环唑乳油不同施药次数、不同施药浓度以及与生长调节剂混用配施对花生网斑病的

田间防效试验。结果表明，３００ｇ／Ｌ苯甲·丙环唑乳油３０００倍施药３～５次田间防效无显著差异，均可达到６７％以

上；采用稀释浓度１５００倍和３０００倍从发病初期开始连续施用３次防治效果较好，防效分别为７１．１９％和６７．９０％；

３００ｇ／Ｌ苯甲·丙环唑乳油与植物生长调节剂混配试验结果表明，３０００倍液于花生网斑病发生初期配施０．１３６％

赤·吲乙·芸苔８０００倍液１次，随后每隔１０ｄ喷施３００ｇ／Ｌ苯甲·丙环唑ＥＣ１次，连续施药２次，其防治效果高

于其他处理，为７８．２８％；同时具有显著增产作用，较对照增产４７．４５％。

关键词　苯甲·丙环唑；　花生网斑病；　防治效果；　农艺性状；　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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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犘犺狅犿犪犪狉犪犮犺犻犱犻犮狅犾犪Ｍａｒａｓａｓ引起的花生网

斑病是花生生产中重要的叶部病害之一，主要导致

花生生长后期大量落叶，一般减产１０％～２０％，重

者可达３０％以上，严重影响花生的产量和品质
［１］。

该病于１９７３年在美国德克萨斯州首次发现，随后在

阿根廷、巴西、加拿大等国家相继报道［２３］。１９８２

年，该病害首次在我国山东和辽宁等花生产区发现，

而后在河南和陕西等地相继发生［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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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由于花生大面积的集约化栽培及生产

中重茬现象普遍，菌源基数大，病害蔓延迅速，花生

网斑病呈现逐年加重的趋势，而选用低毒、高效的化

学药剂仍是最有效的防治手段之一［５８］。然而花生

种植面积增加与病害连年重发导致农药使用量大幅

度上升，从而导致的生态环境污染、农药残留以及用

药成本升高等一系列问题亟待解决［９１０］。因此，如

何进行农药减量使用已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

苯甲·丙环唑是一种广谱、内吸、治疗性的杀菌

剂，可用于防治多种真菌病害［１１１３］。其主要成分是

苯醚甲环唑和丙环唑，苯醚甲环唑通过抑制麦角甾

醇的生物合成而干扰病菌的正常生长，对植物病原

菌的孢子形成有强烈的抑制作用［１４］；丙环唑是一种

具有保护和治疗作用的三唑类杀菌剂，其内吸性强，

杀菌谱广，可被根、茎、叶部吸收，并很快在植物体内

向上传导，从而达到防治病害的目的［１５］。前期研究

发现苯甲·丙环唑在花生生产中能达到很好的防治

效果［１６］，但在施药次数、施药浓度及与植物生长调节

剂混用等方面研究较少。因此，本文通过３００ｇ／Ｌ苯

甲·丙环唑不同施药次数、不同浓度对花生网斑病

的控制作用及与生长调节剂混合配施技术的研究，

以期达到减少用药次数、降低农药使用量的目的，并

做好适时用药、配方用药，为生产上有效控制花生网

斑病提供科学、可靠的综合防治方法。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

花生品种：‘白沙１０１６’。

供试药剂：３００ｇ／Ｌ苯甲·丙环唑乳油，先正达（中

国）有限公司生产；５０％多菌灵可湿性粉剂，江阴市农药

二厂有限公司；０．１３６％赤·吲乙·芸苔（ＶｉｔａＣａｔ），德国

阿格福莱农林环境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花生生长

促控剂（ＰＢＯＧ），唐山华龙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１．２　试验方法

１．２．１　３００ｇ／Ｌ苯甲·丙环唑ＥＣ不同施药次数对

花生网斑病的防治试验

　　田间试验于沈阳农业大学花生试验基地进行，

试验地前茬为花生，网斑病历年均发生。于２０１５年

５月７日进行播种，栽培条件均匀一致。试验共设６

个处理，３００ｇ／Ｌ苯甲·丙环唑乳油３０００倍液于７

月１４日开始喷药，每隔１０ｄ喷药１次，分别施药１

～５次，以清水为对照（ＣＫ）。

１．２．２　３００ｇ／Ｌ苯甲·丙环唑ＥＣ不同浓度对花生

网斑病的防治试验

　　３００ｇ／Ｌ苯甲·丙环唑ＥＣ浓度设置为１５００、

３０００、６０００、８０００、１２０００倍，以清水为对照，共６

个处理，于花生网斑病发病初期开始喷药（７月１４

日），每隔１０ｄ喷药１次，整个生长季共喷药３次。

１．２．３　植物生长调节剂与３００ｇ／Ｌ苯甲·丙环唑

ＥＣ混用对花生网斑病的防治试验

　　试验共设５个处理，具体见表１。

各试验小区面积１２ｍ２，每处理重复３次，各小

区随机区组排列。使用背负式手动喷雾器进行喷

雾，药液量为０．９ｋｇ／１２ｍ２。采用五点取样法于９

月２日进行病害调查，每点调查１０株，每株调查全

部叶片，计算病情指数和防治效果。

表１　试验设计

犜犪犫犾犲１　犈狓狆犲狉犻犿犲狀狋犪犾犱犲狊犻犵狀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药剂及用量　Ｆｕｎｇｉｃｉｄｅａｎｄｄｏｓａｇｅ

０７ １４　Ｊｕｌｙ１４ ０７ ２４　Ｊｕｌｙ２４ ０８ ０３　Ａｕｇｕｓｔ３

Ｔ１ ０．１３６％赤·吲乙·芸苔８０００倍＋３００ｇ／Ｌ苯甲·丙环唑ＥＣ３０００倍 ３００ｇ／Ｌ苯甲·丙环唑ＥＣ３０００倍３００ｇ／Ｌ苯甲·丙环唑ＥＣ３０００倍

Ｔ２ 花生生长促控剂１０００倍＋３００ｇ／Ｌ苯甲·丙环唑ＥＣ３０００倍 ３００ｇ／Ｌ苯甲·丙环唑ＥＣ３０００倍３００ｇ／Ｌ苯甲·丙环唑ＥＣ３０００倍

Ｔ３ ０．１３６％赤·吲乙·芸苔８０００倍＋５０％多菌灵ＷＰ５００倍 ５０％多菌灵ＷＰ５００倍 ５０％多菌灵ＷＰ５００倍

Ｔ４ ３００ｇ／Ｌ苯甲·丙环唑ＥＣ３０００倍 ３００ｇ／Ｌ苯甲·丙环唑ＥＣ３０００倍３００ｇ／Ｌ苯甲·丙环唑ＥＣ３０００倍

ＣＫ 清水 清水 清水

　　花生网斑病分级标准参照袁虹霞等的方法
［１７］。

病叶率＝发病叶数／调查总叶数×１００％；

病情指数＝［∑（病害级别×该级叶片数）／（叶

片数总和×发病最重级别的代表数值）］×１００；

防治效果＝（１－
犆犓０×犘犜１
犆犓１×犘犜０

）×１００％；

犆犓０为空白对照区施药前病情指数；犆犓１为空

白对照区施药后病情指数；犘犜０为药剂处理区施药

前病情指数；犘犜１为药剂处理区施药后病情指数。

１．３　花生农艺性状及产量测定

花生收获时小区单收计产，并在每小区取１０

株植株调查其主茎高、侧枝长、单株分枝数、单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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荚果数；荚果晒干后称重计产，计算单株生产力并

测定百果重、百仁重和出仁率，所得结果进行统计

分析。

１．４　数据分析

试验数据处理采用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３，试验

数据统计及方差显著性分析利用ＳＰＳＳ１１．５软件，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和Ｄｕｎｃａｎ’ｓ新复极差法进行

显著性检验，显著性水平为犘＜０．０５。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３００犵／犔苯甲·丙环唑犈犆不同施药次数对花

生网斑病的防治效果

　　从表２可以看出，施药次数为１～３次时，随着

施药次数的增加，病情指数明显降低，防治效果显著

提高。喷药３、４、５次的防效之间无显著差异，防效

均达到６７％以上。在田间喷药时，可降低施药次

数，以减少药剂使用量，节约成本。

２．２　３００犵／犔苯甲·丙环唑犈犆不同施药次数对花

生主要农艺性状及产量的影响

　　由表３可知，不同施药次数处理对花生的主要

农艺性状和产量均有较大影响。施药区主茎高较对

照增加２．４～６．７ｃｍ，分枝数增加１．３～３．２枝，单

株荚果数增加４～８个，百果重增加７．６～１３．２ｇ，百

仁重增加１．８～４．６ｇ，出仁率提高２．８０～９．１６百分

点，单株生产力提高７．７～１３．１ｇ。从花生荚果产量

来看，不同处理对花生均有明显的增产效果，增产幅

度在１６．３６％～３８．４２％之间。喷药３、４、５次的增

产率无显著差异，增产率均在３６％以上。

表２　３００犵／犔苯甲·丙环唑犈犆不同施药次数对花生网斑病的防治效果
１）

犜犪犫犾犲２　犆狅狀狋狉狅犾犲犳犳犲犮狋狊狅犳犱犻犳犲狀狅犮狅狀犪狕狅犾犲·狆狉狅狆犻犮狅狀犪狕狅犾犲３００犵／犔犈犆狑犻狋犺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狊狆狉犪狔犻狀犵犳狉犲狇狌犲狀犮犻犲狊狅狀狆犲犪狀狌狋狑犲犫犫犾狅狋犮犺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施药前

Ｂｅｆｏｒｅｓｐｒａｙｉｎｇ

病叶率／％

Ｉｎｆｅｃｔｅｄｌｅａｆｒａｔｅ

病情指数

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ｄｅｘ

施药后

Ａｆｔｅｒｓｐｒａｙｉｎｇ

病叶率／％

Ｉｎｆｅｃｔｅｄｌｅａｆｒａｔｅ

病情指数

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ｄｅｘ

防治效果／％

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施药１次　Ｓｐｒａｙｉｎｇｏｎｅｔｉｍｅ ９．１３ ４．１２ ４７．５２ ３０．６７ （４４．３３±０．８５）ｃ
施药２次　Ｓｐｒａｙｉｎｇｔｗｏｔｉｍｅｓ ７．９５ ３．８７ ３６．３６ ２４．４２ （５２．８１±１．６４）ｂ
施药３次　Ｓｐｒａｙｉｎｇｔｈｒｅｅｔｉｍｅｓ ８．７２ ４．２４ ２２．７６ １８．２３ （６７．８５±０．４７）ａ
施药４次　Ｓｐｒａｙｉｎｇｆｏｕｒｔｉｍｅｓ ９．５９ ４．４１ ２０．１３ １７．４６ （７０．３９±２．０５）ａ
施药５次　Ｓｐｒａｙｉｎｇｆｉｖｅｔｉｍｅｓ １０．２６ ４．２５ ２０．０６ １７．２７ （６９．６１±１．９０）ａ
对照　ＣＫ １２．３２ ４．８２ ８２．６３ ６４．４５ —

　１）各处理防效分别为３次重复的平均值；不同字母表示犘＜０．０５水平下差异显著（Ｄｕｎｃａｎ’ｓ）。下同。

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ｏｆｅａｃｈ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ａｓ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ｏｆｔｈｒｅｅｒｅｐｌｉｃａｔｅ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ｅｔｔｅｒ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ｔ０．０５ｌｅｖｅｌｂｙ

Ｄｕｎｃａｎ’ｓｎｅｗ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ｒａｎｇｅｔｅｓ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ｂｅｌｏｗ．

表３　３００犵／犔苯甲·丙环唑犈犆不同施药次数对花生主要农艺性状及荚果产量的影响

犜犪犫犾犲３　犈犳犳犲犮狋狊狅犳犱犻犳犲狀狅犮狅狀犪狕狅犾犲·狆狉狅狆犻犮狅狀犪狕狅犾犲３００犵／犔犈犆狑犻狋犺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狊狆狉犪狔犻狀犵犳狉犲狇狌犲狀犮犻犲狊狅狀犿犪犻狀犪犵狉狅狀狅犿犻犮

狋狉犪犻狋狊犪狀犱狔犻犲犾犱狅犳狆犲犪狀狌狋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主茎高／ｃｍ

Ｍａｉｎｓｔｅｍ

ｈｅｉｇｈｔ

侧枝长／ｃｍ

Ｂｒａｎｃｈ

ｌｅｎｇｔｈ

单株分枝数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ｂｒａｎｃｈ

单株荚果数

Ｐｏｄｎｕｍｂｅｒ

ｐｅｒｐｌａｎｔ

百果重／ｇ

１００ｐｏｄ

ｗｅｉｇｈｔ

百仁重／ｇ

１００ｋｅｒｎｅｌ

ｗｅｉｇｈｔ

出仁率／％

Ｋｅｒｎｅｌｓ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单株生产力／ｇ

Ｓｉｎｇｌｅｐｌａｎ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６６６．７ｍ２

产量／ｋｇ

６６６．７ｍ２Ｙｉｅｌｄ

较ＣＫ增产／％

Ｙｉｅｌｄ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ｒａｔｅ

施药１次

Ｓｐｒａｙｉｎｇｏｎｅｔｉｍｅ
２５．０ ２９．６ ８．９ １７．２ １９９．８ ８５．４ ７８．２４ ３０．７ ２９４．６２ （１６．３６±０．８２）ｄ

施药２次

Ｓｐｒａｙｉｎｇｔｗｏｔｉｍｅｓ
２７．３ ３２．６ ９．８ １９．６ ２０３．６ ８７．４ ８１．２０ ３４．３ ３２９．１６ （３０．００±０．８６）ｃ

施药３次

Ｓｐｒａｙｉｎｇｔｈｒｅｅｔｉｍｅｓ
２８．６ ３３．８ ９．４ ２０．４ ２０５．０ ８７．８ ８３．６１ ３５．８ ３４９．２１ （３７．９２±０．４５）ａｂ

施药４次

Ｓｐｒａｙｉｎｇｆｏｕｒｔｉｍｅｓ
２８．８ ３２．２ ９．８ ２０．８ ２０５．２ ８８．２ ８３．１２ ３５．６ ３４６．６６ （３６．９１±１．１７）ｂ

施药５次

Ｓｐｒａｙｉｎｇｆｉｖｅｔｉｍｅｓ
２９．３ ３３．６ １０．８ ２１．２ ２０５．４ ８８．０ ８４．６０ ３６．１ ３５０．４８ （３８．４２±０．８５）ａ

对照ＣＫ ２２．６ ２６．８ ７．６ １３．２ １９２．２ ８３．６ ７５．４４ ２３．０ ２５３．２０ —

２．３　３００犵／犔苯甲·丙环唑犈犆不同浓度对花生网

斑病的防治效果

　　由表４可知，不同浓度３００ｇ／Ｌ苯甲·丙环唑

ＥＣ对花生网斑病防效差异显著。在稀释浓度１５００

～１２０００倍范围内，浓度越高防效越好。稀释１５００

倍和３０００倍防治效果无显著差异，防效分别为７１．１９％

和６７．９０％。浓度稀释至６０００倍时，防效明显下

降，仅为４８．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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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３００犵／犔苯甲·丙环唑犈犆不同浓度对花生网斑病的防治效果

犜犪犫犾犲４　犆狅狀狋狉狅犾犲犳犳犲犮狋狊狅犳犱犻犳犲狀狅犮狅狀犪狕狅犾犲·狆狉狅狆犻犮狅狀犪狕狅犾犲３００犵／犔犈犆犪狋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犮狅狀犮犲狀狋狉犪狋犻狅狀狊狅狀狆犲犪狀狌狋狑犲犫犫犾狅狋犮犺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施药前

Ｂｅｆｏｒｅｓｐｒａｙｉｎｇ

病叶率／％

Ｉｎｆｅｃｔｅｄｌｅａｆｒａｔｅ

病情指数

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ｄｅｘ

施药后

Ａｆｔｅｒｓｐｒａｙｉｎｇ

病叶率／％

Ｉｎｆｅｃｔｅｄｌｅａｆｒａｔｅ

病情指数

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ｄｅｘ

防治效果／％

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１５００倍　１５００ｔｉｍｅｓｄｉｌｕｔｉｏｎ １０．７１ ４．０３ ２１．４２ １５．６６ （７１．１９±０．８１）ａ

３０００倍　３０００ｔｉｍｅｓｄｉｌｕｔｉｏｎ ８．４４ ４．２８ ２３．０１ １８．５４ （６７．９０±０．９０）ａ

６０００倍　６０００ｔｉｍｅｓｄｉｌｕｔｉｏｎ １２．５０ ４．９２ ４９．２７ ３４．２４ （４８．４１±０．６６）ｂ

８０００倍　８０００ｔｉｍｅｓｄｉｌｕｔｉｏｎ ９．６７ ４．７３ ５７．８４ ３９．６０ （３７．９３±０．６６）ｃ

１２０００倍　１２０００ｔｉｍｅｓｄｉｌｕｔｉｏｎ １０．６７ ４．４５ ７５．４５ ４６．６６ （２２．２７±１．９４）ｄ

对照　ＣＫ １２．０８ ４．９５ ８０．８０ ６６．７７ —

２．４　３００犵／犔苯甲·丙环唑犈犆不同浓度对花生主

要农艺性状及产量的影响

　　从表５可以看出，不同浓度处理对花生的主要

农艺性状和产量均有影响。施药区主茎高比对照增

加２．６～６．４ｃｍ，分枝增加１．２～２．７枝，单株荚果

数增加５～１０．７个，百果重增加６．４～１８．２ｇ，出仁

率提高２．６２～８．４４百分点，单株生产力提高４．２～

１５．６ｇ。从花生荚果产量来看，不同处理对花生均有

明显的增产效果，增产幅度达８．２９％～４１．３７％。以

３００ｇ／Ｌ苯甲·丙环唑ＥＣ稀释１５００倍处理的荚果

产量最高，较对照增产４１．３７％；其次为稀释３０００

倍处理，增产率为３８．７０％。

表５　３００犵／犔苯甲·丙环唑犈犆不同浓度对花生主要农艺性状及荚果产量的影响

犜犪犫犾犲５　犈犳犳犲犮狋狊狅犳犱犻犳犲狀狅犮狅狀犪狕狅犾犲·狆狉狅狆犻犮狅狀犪狕狅犾犲３００犵／犔犈犆犪狋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犮狅狀犮犲狀狋狉犪狋犻狅狀狊狅狀犿犪犻狀犪犵狉狅狀狅犿犻犮狋狉犪犻狋狊犪狀犱狔犻犲犾犱狅犳狆犲犪狀狌狋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主茎高／ｃｍ

Ｍａｉｎｓｔｅｍ

ｈｅｉｇｈｔ

侧枝长／ｃｍ

Ｂｒａｎｃｈ

ｌｅｎｇｔｈ

单株分枝数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ｂｒａｎｃｈ

单株荚果数

Ｐｏｄｎｕｍｂｅｒ

ｐｅｒｐｌａｎｔ

百果重／ｇ

１００ｐｏｄ

ｗｅｉｇｈｔ

百仁重／ｇ

１００ｋｅｒｎｅｌ

ｗｅｉｇｈｔ

出仁率／％

Ｋｅｒｎｅｌｓ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单株生产力／ｇ

Ｓｉｎｇｌｅｐｌａｎ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６６６．７ｍ２

产量／ｋｇ

６６６．７ｍ２Ｙｉｅｌｄ

较ＣＫ增产／％

Ｙｉｅｌｄ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ｒａｔｅ

１５００倍

１５００ｔｉｍｅｓｄｉｌｕｔｉｏｎ
２７．１ ３１．９ ９．５ ２２．５ ２０７．４ ８９．３ ８３．７０ ３６．８ ３５５．０１ （４１．３７±０．５６）ａ

３０００倍

３０００ｔｉｍｅｓｄｉｌｕｔｉｏｎ
２８．３ ３３．１ ９．２ ２０．８ ２０４．８ ８７．６ ８３．３１ ３６．２ ３４８．３０ （３８．７０±０．５１）ｂ

６０００倍

６０００ｔｉｍｅｓｄｉｌｕｔｉｏｎ
２７．２ ３１．８ ８．４ １８．４ １９８．５ ８３．８ ８２．４３ ２９．７ ２９６．７０ （１８．１５±０．４１）ｃ

８０００倍

８０００ｔｉｍｅｓｄｉｌｕｔｉｏｎ
２５．６ ３０．１ ８．３ １６．８ ２０１．２ ８２．４ ７９．１３ ２７．１ ２８４．２４ （１３．１９±０．３３）ｄ

１２０００倍

１２０００ｔｉｍｅｓｄｉｌｕｔｉｏｎ
２４．５ ２９．８ ８．０ １７．３ １９５．６ ８１．２ ７７．８８ ２５．４ ２７１．９４ （８．２９±１．１２）ｅ

对照ＣＫ ２１．９ ２６．０ ６．８ １１．８ １８９．２ ８２．８ ７５．２６ ２１．２ ２５１．１２ —

２．５　植物生长调节剂与３００犵／犔苯甲·丙环唑犈犆

混用对花生网斑病的防治效果

　　由表６可知，不同处理对花生网斑病有明显的防

治效果，且差异显著。４种处理的防效从高到低依次

为：Ｔ１＞Ｔ２＞Ｔ４＞Ｔ３。其中Ｔ１ 的防效最好，为７８．

２８％；对照药剂（Ｔ３）的防效最差，仅为４９．０５％。

表６　植物生长调节剂与３００犵／犔苯甲·丙环唑犈犆混用对花生网斑病的防治效果
１）

犜犪犫犾犲６　犆狅狀狋狉狅犾犲犳犳犲犮狋狊狅犳犪狆狆犾犻犮犪狋犻狅狀狅犳犱犻犳犲狀狅犮狅狀犪狕狅犾犲·狆狉狅狆犻犮狅狀犪狕狅犾犲３００犵／犔犈犆犪狀犱狆犾犪狀狋犵狉狅狑狋犺狉犲犵狌犾犪狋狅狉狅狀狆犲犪狀狌狋狑犲犫犫犾狅狋犮犺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施药前

Ｂｅｆｏｒｅｓｐｒａｙｉｎｇ

病叶率／％

Ｉｎｆｅｃｔｅｄｌｅａｆｒａｔｅ

病情指数

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ｄｅｘ

施药后

Ａｆｔｅｒｓｐｒａｙｉｎｇ

病叶率／％

Ｉｎｆｅｃｔｅｄｌｅａｆｒａｔｅ

病情指数

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ｄｅｘ

防治效果／％

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Ｔ１ ４．８３ ２．３６ ２３．５２ １７．２３ （７８．２８±０．８９）ａ

Ｔ２ ４．８９ ２．１７ ２７．０４ １８．５８ （７４．５３±１．２４）ｂ

Ｔ３ ４．０２ １．９１ ５０．７４ ３２．７１ （４９．０５±１．０１）ｄ

Ｔ４ ５．１３ ２．４８ ２７．０２ ２３．６９ （７１．５８±０．９３）ｃ

ＣＫ ３．９９ ２．０４ ８４．２０ ６８．５７ —

　１）处理编号对应的处理同表１。下同。

Ｔｒｅａｍｅｎｔｎｕｍｂｅｒｉｓａｓｓａｍｅａｓｉｎｔａｂｌｅ１．Ｔｈｅｓａｍｅｂｅｌｏｗ．

·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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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植物生长调节剂与３００犵／犔苯甲·丙环唑犈犆

混用对花生主要农艺性状及产量的影响

　　从表７可以看出，植物生长调节剂与３００ｇ／Ｌ苯

甲·丙环唑ＥＣ混用对花生的主要农艺性状和产量均

有较大影响。施药区主茎高比对照增加１．５～６．２ｃｍ，

分枝增加０．８～２．４枝，单株荚果数增加３．７～１０．２

个，百果重增加７．８～１８．１ｇ，百仁重增加３．３～９．０ｇ，

出仁率提高４．１７～１１．１９百分点，单株生产力提高

５．５～１５．６ｇ。从花生荚果产量来看，不同处理对花

生均有明显的增产效果，差异显著，增产幅度在１６．

０９％～４７．４５％之间。以Ｔ１的荚果产量最高，较对

照增产４７．４５％；其次为Ｔ２，增产率为４４．５３％。

表７　植物生长调节剂与３００犵／犔苯甲·丙环唑犈犆混用对花生主要农艺性状及荚果产量的影响

犜犪犫犾犲７　犈犳犳犲犮狋狊狅犳犪狆狆犾犻犮犪狋犻狅狀狅犳犱犻犳犲狀狅犮狅狀犪狕狅犾犲·狆狉狅狆犻犮狅狀犪狕狅犾犲３００犵／犔犈犆犪狀犱狆犾犪狀狋犵狉狅狑狋犺狉犲犵狌犾犪狋狅狉狅狀

犿犪犻狀犪犵狉狅狀狅犿犻犮狋狉犪犻狋狊犪狀犱狔犻犲犾犱狅犳狆犲犪狀狌狋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主茎高／ｃｍ

Ｍａｉｎｓｔｅｍ

ｈｅｉｇｈｔ

侧枝长／ｃｍ

Ｂｒａｎｃｈ

ｌｅｎｇｔｈ

单株分枝数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ｂｒａｎｃｈ

单株荚果数

Ｐｏｄｎｕｍｂｅｒ

ｐｅｒｐｌａｎｔ

百果重／ｇ

１００ｐｏｄ

ｗｅｉｇｈｔ

百仁重／ｇ

１００ｋｅｒｎｅｌ

ｗｅｉｇｈｔ

出仁率／％

Ｋｅｒｎｅｌｓ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单株生产力／ｇ

Ｓｉｎｇｌｅｐｌａｎ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６６６．７ｍ２

产量／ｋｇ

６６６．７ｍ２Ｙｉｅｌｄ

较ＣＫ增产／％

Ｙｉｅｌｄ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ｒａｔｅ

犜１ ２７．５ ３２．６ ９．６ ２２．７ ２１０．６ ９０．２ ８５．２３ ３８．７ ３６６．１６ （４７．４５±０．７１）ａ

犜２ ２４．３ ２８．２ ９．２ ２１．３ ２０７．４ ８９．１ ８４．７６ ３６．６ ３５８．９１ （４４．５３±１．２０）ｂ

犜３ ２６．２ ３０．１ ８．０ １６．２ ２００．３ ８４．５ ７８．２１ ２８．６ ２８８．２９ （１６．０９±０．６５）ｄ

犜４ ２９．０ ３３．６ ９．６ ２０．８ ２０６．２ ８８．３ ８４．０１ ３６．２ ３５２．０８ （４１．７８±０．７５）ｃ

ＣＫ ２２．８ ２６．５ ７．２ １２．５ １９２．５ ８１．２ ７４．０４ ２３．１ ２４８．３３ —

３　结论与讨论

花生网斑病在辽宁省各产区常年普遍发生，病害

发生程度逐年上升，且产量损失严重。目前，施用农

药仍是防治花生网斑病的主要措施［１８］。但由于农药

使用量较大，加之施药方法不够科学，带来病原菌产

生抗药性，农产品中农药残留超标和作物药害等一系

列问题，降低了花生品质，制约了花生产业可持续发

展，影响了人类健康。为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推进

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农业部制定了《到２０２０年农药使

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通过推进专业化统防统治，并

与绿色防控技术有机融合，以实现农药减量控害，保

障农业生产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

苯甲·丙环唑作为一种防治花生网斑病的有效

药剂，近年来已在各花生种植地广泛推广使用［１９］。

本文研究了其不同施药次数与不同施药浓度对花生

网斑病的田间防治效果，力求通过改进施药方式，在

减少农药使用量的同时，做到保产增效。结果表明，

在施药次数为１～３次时，随着３００ｇ／Ｌ苯甲·丙环

唑ＥＣ施药次数增加，对花生网斑病的防效有明显提

高，但田间喷药３、４、５次的防效之间无显著差异，防

效均达到６７％以上。３００ｇ／Ｌ苯甲·丙环唑ＥＣ

１５００倍和３０００倍处理对花生网斑病有较好的防治

效果，二者的防效无显著差异，分别为７１．１９％和

６７．９０％。同时，不同浓度的３００ｇ／Ｌ苯甲·丙环唑

ＥＣ处理的各小区荚果产量均高于对照，增幅在

８．２９％～４１．３７％之间。在田间应用时，为了降低农

药用量，减少残留农药对环境的污染，建议使用

３００ｇ／Ｌ苯甲·丙环唑ＥＣ３０００倍喷施３次进行花

生网斑病的防治。

多年来，由于多菌灵、百菌清等传统杀菌剂长期

单一、频繁使用已导致病原菌产生抗药性，防病效果

差［２０］。因此，针对花生网斑病制定一套科学、可靠

的综合防治方法尤为重要。植物生长调节剂能够促

进作物生根、发芽，提高作物的抗逆性，诱导作物的

抗病性，最终增强作物本身对不利因素的抵抗

力［２１］。杀菌剂通过干扰病原菌的生物合成过程来

抑制孢子形成和破坏菌丝细胞结构，从而降低病原

菌的致病力［２２］。植物生长调节型叶面肥与杀菌剂

混用可能加强对作物病害的控制效果，从而提高作

物产量。因此本试验根据花生网斑病发病晚，后期

危害重的特点［２３］，在病害发生前期混用不同植物生

长调节剂进行保护性防治，在病害发生中后期选用

内吸治疗性杀菌剂３００ｇ／Ｌ苯甲·丙环唑ＥＣ进行

喷施，以达到有效控制病害、增产增收的效果。植物

生长调节剂与３００ｇ／Ｌ苯甲·丙环唑ＥＣ混用试验

结果显示，３００ｇ／Ｌ苯甲·丙环唑ＥＣ于花生网斑病

发生初期配施０．１３６％赤·吲乙·芸苔处理的防治

效果高于其他处理，为７８．２８％；同时能显著提高花

生荚果产量，较对照增产４７．４５％。３００ｇ／Ｌ苯甲·

丙环唑ＥＣ混施花生生长促控剂（ＰＢＯＧ）处理的主

茎高显著低于其他施药处理，说明ＰＢＯＧ能够有效

避免花生生长后期贪青徒长，这与梁英等［２４］在花生

叶部病害上的研究结果一致。

·１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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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以上试验研究结果，从防治效果、增产效果

及投入成本等多因素考虑，建议从发病初期开始施

药，使用３００ｇ／Ｌ苯甲·丙环唑ＥＣ３０００倍液配施

０．１３６％赤·吲乙·芸苔８０００倍液１次，随后连续

喷施３００ｇ／Ｌ苯甲·丙环唑ＥＣ３０００倍２次，间隔

约１０ｄ，可在减少农药使用量的同时，有效防治花生

网斑病并能提高花生荚果产量。此外，在不同时期

进行杀菌剂交替使用，以延缓抗药性的产生，降低防

治成本，达到有效控制病害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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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霉生长及展青霉素积累的影响［Ｊ］．果树学报，２０１５，３２（２）：

２９８ ３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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