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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芦笋茎枯病是芦笋生产上的毁灭性病害，近年来其发生程度有加重的趋势。为有效地防治该病，对６种杀菌

剂进行了田间药效试验。结果表明：２５％吡唑醚菌酯乳油的防效最好，对芦笋茎枯病防效为６４．３０％～７４．８５％；

３０％苯醚甲环唑乳油和２０％嘧菌酯水分散粒剂次之，其防效分别为６１．９０％～７２．６６％和６１．１２～７１．２５％；３０％醚菌

酯悬浮剂的防治效果相对较好，防效为５７．０７％～６７．３７％。７０％甲基硫菌灵可湿性粉剂和５０％多菌灵可湿性粉剂的

防效较差，其防效分别为２４．４８％～３４．９９％和２２．３７％～２９．８５％。２５％吡唑醚菌酯乳油的增产率最高，有效成分用量

３００、４００、５００ｇ／ｈｍ２的增产率分别为１９．８４％、２２．０８％、２３．６６％。３０％苯醚甲环唑乳油次之，有效成分用量３００、４００、

５００ｇ／ｈｍ２的增产率分别为１９．３２％、２０．７７％、２２．１４％。２０％嘧菌酯水分散粒剂和３０％醚菌酯悬浮剂的增产率相对

较高，为１５％～２０％。对照药剂７０％甲基硫菌灵可湿性粉剂和５０％多菌灵可湿性粉剂的增产率均在１０％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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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芦笋为石刁柏犃狊狆犪狉犪犵狌狊狅犳犳犻犮犻狀犪犾犻狊Ｌｉｎｎ．的

幼苗，属百合科Ｌｉｌｉａｃｅａｅ，天门冬属犃狊狆犪狉犪犵狌狊，在

国际市场上有“蔬菜之王”的美称。芦笋营养价值

高，能润肺、镇咳、祛痰，且具有抑制肿瘤生长等功

能，深受人们的喜爱［１２］。近年来，随着芦笋栽培面

积扩大，病害发生逐年加重，尤其是茎枯病的发生

和危害严重影响了芦笋的产量与质量［３５］。芦笋茎

枯病的病原菌为天门冬拟茎点霉犘犺狅犿狅狆狊犻狊犪狊

狆犪狉犪犵犻（Ｓａｃｃ．）Ｂｕｂａｋ
［６８］，是一种世界性分布的毁

灭性病害［９１１］。该病害在中国、日本、泰国、印尼等

亚洲芦笋种植国家发生比较严重，尤以中国最为严

重，我国芦笋生产省份均发生普遍，且南方重于北

方。轻者导致芦笋生长发育不良，降低产量与品

质，重者病株提前枯死，全田毁灭［１１１２］。茎枯病的

发生需要湿热气候条件，欧美芦笋主产区均为冷凉

气候，因此在欧美国家基本不发生茎枯病，相关的

研究报道也较少［９１０，１３］。

目前，芦笋茎枯病的防治主要以化学防治为主，

但由于多年来大量使用化学药剂防治导致该病菌在

不少地区出现了较强的抗药性而使农药的效果大打

折扣［５］。林佩力等［１４］和康业斌［１５］进行了不同农药

对芦笋茎枯病菌联合作用的毒力测定。彭明生和冯

晓案［１６］测定了６０％盐酸多菌灵可湿性粉剂、７０％甲

基硫菌灵可湿性粉剂、５０％苯来特可湿性粉剂、５０％

敌菌丹可湿性粉剂与１２．５％烯唑醇可湿性粉剂等

药剂的防效，但上述药剂均为使用年限较长的杀菌

剂，芦笋茎枯病菌对这些杀菌剂易产生抗药性，因此

寻找防治茎枯病的替代药剂尤为重要。本研究开展

了吡唑醚菌酯、苯醚甲环唑、嘧菌酯和醚菌酯等６种

杀菌剂对芦笋茎枯病的田间药效比较试验，以期筛

选出高效、低毒、安全的防治药剂，为芦笋茎枯病的

有效防控提供理论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点设在江西省南昌县向塘镇棠墅村，采

用露天种植，总面积１ｈｍ２ 左右。土壤为泥壤土，

ｐＨ６．５左右，土壤有机质含量适中。

１．２　试验材料

芦笋品种：‘井冈７０１’。

供试药剂：２５％吡唑醚菌酯乳油 （ＥＣ），德国巴

斯夫公司；３０％苯醚甲环唑乳油（ＥＣ），北京为民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２０％嘧菌酯水分散粒剂（ＷＧ），美

国世科姆公司；３０％醚菌酯悬浮剂（ＳＣ），北京为民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７０％甲基硫菌灵可湿性粉剂

（ＷＰ），西安万邦农药科技有限公司；５０％多菌灵可

湿性粉剂（ＷＰ），四川国光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１．３　试验设计

每试验小区面积３０ｍ２。６种药剂的有效成分用

量均设３个剂量，３００、４００和５００ｇ／ｈｍ２；以清水处理

为对照。共设１９个处理，３次重复，随机区组排列。

１．４　试验方法

试验于芦笋茎枯病发生高峰期（５－６月）进行，

共用药３次。５月２４日喷第一次药，喷药当天阴，

２１～２５℃，空气湿度６４％。６月１日喷第二次药，喷

药当天晴，２２～３２℃，空气湿度７０％。６月１０日喷

第三次药，喷药当天多云，２４～３２℃，空气湿度６４％。

第三次施药１０ｄ后调查发病情况。第一次施药１ｄ

后收割芦笋，记录各个小区的芦笋产量，每天收割一

次，直到调查发病当天为止，累积５月２５日到６月２０

日期间共２７ｄ的芦笋产量，计算增产率。

１．５　病害调查

每小区采用对角线五点取样，每点取相连５丛

芦笋，每丛芦笋随机调查３根芦笋，共调查２５丛芦

笋７５根芦笋，记录健株数和各级病株数。病情分级

标准参照杨迎青等［６］制定的标准。０级：无发病；１

级：发病面积占总面积的６％以下；２级：发病面积占

总面积的６％～１０％；３级：发病面积占总面积的

１１％～２０％；４级：发病面积占总面积的２１％～

３０％；５级：发病面积占总面积的３０％以上
［６］。

１．６　数据处理计算方法

病情指数＝∑（各级病株数×相对级数值）／调

查总株数×５×１００；

防治效果＝（对照区病情指数－处理区病情指

数）／对照区病情指数×１００％；

增产率＝（处理区产量－空白对照区产量）／空

白对照区产量×１００％。

采用ＳＡＳ９．０软件的Ｄｕｎｃａｎ氏新复极差法

（ＤＭＲＴ）对病情指数进行差异显著性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防治效果

试验结果（表１）表明：随着有效成分用量的提

高，供试药剂的防效也相应提高，在５％水平上差异

显著。供试的６种药剂中，２５％吡唑醚菌酯乳油的

防效最好，有效成分用量３００、４００和５００ｇ／ｈｍ２的

·８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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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效分别为６４．３０％、７０．１８％和７４．８５％。３０％苯醚

甲环唑乳油和２０％嘧菌酯水分散粒剂防效次之，其防

效分别为６１．９０％～７２．６６％和６１．１２％～７１．２５％。

３０％醚菌酯悬浮剂的防效相对较好，为５７．０７％～

６７．３７％。７０％甲基硫菌灵可湿性粉剂的防效为

２４．４８％～３４．９９％，５０％多菌灵可湿性粉剂的防效为

２２．３７％～２９．８５％，说明４种新型药剂２５％吡唑醚菌酯

乳油、３０％苯醚甲环唑乳油、２０％嘧菌酯水分散粒剂和

３０％醚菌酯悬浮剂的防治效果远高于常规药剂７０％

甲基硫菌灵可湿性粉剂和５０％多菌灵可湿性粉剂。

表１　６种药剂对芦笋茎枯病的防治效果１
）

犜犪犫犾犲１　犆狅狀狋狉狅犾犲犳犳犲犮狋狊狅犳狊犻狓犳狌狀犵犻犮犻犱犲狊狅狀犪狊狆犪狉犪犵狌狊狊狋犲犿犫犾犻犵犺狋犱犻狊犲犪狊犲

处理编号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ｎｕｍｂｅｒ

药剂名称

Ｆｕｎｇｉｃｉｄｅ

使用剂量／ｇ·（ｈｍ２）－１

Ｄｏｓａｇｅ

病情指数

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ｄｅｘ

防效／％

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１ ２５％吡唑醚菌酯ＥＣ

ｐｙｒａｃｌｏｓｔｒｏｂｉｎ２５％ＥＣ

３００ （７．９８±１．４３）ｅｆｇｈｉ （６４．３０±６．３８）ｂｃｄｅｆ

２ ４００ （６．６６±１．１８）ｇｈｉｊ （７０．１８±５．２６）ａｂｃｄ

３ ５００ （５．６２±０．９５）ｊ （７４．８５±４．２３）ａ

４ ３０％苯醚甲环唑ＥＣ

ｄｉｆｅｎｏｃｏｎａｚｏｌｅ３０％ＥＣ

３００ （８．５２±０．６５）ｅｆｇ （６１．９０±２．８９）ｄｅｆ

５ ４００ （７．２３±０．９７）ｆｇｈｉｊ （６７．６３±４．３６）ａｂｃｄｅ

６ ５００ （６．１１±０．８１）ｉｊ （７２．６６±３．６３）ａｂ

７ ２０％嘧菌酯ＷＧ

ａｚｏｘｙｓｔｒｏｂｉｎ２０％ＷＧ

３００ （８．６９±０．９４）ｅｆ （６１．１２±４．２０）ｅｆ

８ ４００ （７．４５±１．１８）ｆｇｈｉｊ （６６．６７±５．２７）ａｂｃｄｅ

９ ５００ （６．４３±１．１６）ｈｉｊ （７１．２５±５．２０）ａｂｃ

１０ ３０％醚菌酯ＳＣ

ｋｒｅｓｏｘｉｍｍｅｔｈｙｌ３０％ＳＣ

３００ （９．５９±０．８９）ｅ （５７．０７±３．９９）ｆ

１１ ４００ （８．３５±１．１０）ｅｆｇｈ （６２．６６±４．９２）ｃｄｅｆ

１２ ５００ （７．２９±０．９４）ｆｇｈｉｊ （６７．３７±４．１８）ａｂｃｄｅ

１３ ７０％甲基硫菌灵ＷＰ

ｔｈｉｏｐｈａｎａｔｅｍｅｔｈｙｌ７０％ ＷＰ

３００ （１６．８８±１．３７）ｂｃ （２４．４８±６．１４）ｈｉ

１４ ４００ （１５．４６±０．８４）ｃｄ （３０．８１±３．７４）ｇｈ

１５ ５００ （１４．５３±０．９２）ｄ （３４．９９±４．１２）ｇ

１６ ５０％多菌灵ＷＰ

ｃａｒｂｅｎｄａｚｉｍ５０％ ＷＰ

３００ （１７．３５±２．０３）ｂ （２２．３７±４．０１）ｉ

１７ ４００ （１６．６４±０．６１）ｂｃ （２５．５６±２．７７）ｈｉ

１８ ５００ （１５．６８±１．０７）ｂｃｄ （２９．８５±４．７８）ｇｈｉ

１９ 空白对照ＣＫ － （２２．３５±１．０５）ａ －

　１）表中数据为３次重复的平均值±标准误，同列数据后标有不同字母者表示经Ｄｕｎｃａｎ氏新复极差法（ＤＭＲＴ）差异显著性分析，在５％水平

（犘＝０．０５）上差异显著。下同。

Ｄａｔａｉｎｔｈｅｔａｂｌｅａｒ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ｏｆｔｈｒｅｅｒｅｐｌｉｃａｔｅｓ±Ｓ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ｍａｌｌｌｅｔｔ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ｃｏｌｕｍ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ｔ５％ｌｅｖｅｌ

（犘＝０．０５）ｂｙＤｕｎｃａｎ＇ｓ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ＲａｎｇｅＴｅｓｔ（ＤＭＲ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ｂｅｌｏｗ．

２．２　增产效果

６种药剂的增产率如表２所示。２５％吡唑醚菌酯

乳油的增产率最高，有效成分用量３００、４００、５００ｇ／ｈｍ２

的增产率分别为１９．８４％、２２．０８％、２３．６６％。３０％苯

醚甲环唑乳油次之，有效成分用量３００、４００、５００ｇ／ｈｍ２

的增产率分别为１９．３２％、２０．７７％、２２．１４％。２０％

嘧菌酯水分散粒剂和３０％醚菌酯悬浮剂的增产率

相对较高，在１５％～２２％之间。对照药剂７０％甲基

硫菌灵可湿性粉剂和５０％多菌灵可湿性粉剂的增

产率均在１０％左右。

表２　６种药剂处理后芦笋的增产率

犜犪犫犾犲２　犘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犻狀犮狉犲犪狊犻狀犵狉犪狋犲狊狅犳犪狊狆犪狉犪犵狌狊狋狉犲犪狋犲犱犫狔６犳狌狀犵犻犮犻犱犲狊

处理编号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ｎｕｍｂｅｒ

药剂

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

使用剂量／ｇ·（ｈｍ２）－１

Ｄｏｓａｇｅ

平均产量／ｋｇ

Ａｖｅｒａｇ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增产率／％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ｒａｔｅ

１ ２５％吡唑醚菌酯ＥＣ

ｐｙｒａｃｌｏｓｔｒｏｂｉｎ２５％ＥＣ

３００ （９４．８３±４．９２）ａ （１９．８４±６．２３）ａｂｃ

２ ４００ （９６．６０±８．５８）ａ （２２．０８±１０．８４）ａ

３ ５００ （９７．８５±５．８３）ａ （２３．６６±７．３７）ａ

４ ３０％苯醚甲环唑ＥＣ

ｄｉｆｅｎｏｃｏｎａｚｏｌｅ３０％ＥＣ

３００ （９４．４１±９．１５）ａ （１９．３２±１１．５７）ａｂｃ

５ ４００ （９５．５６±６．５３）ａ （２０．７７±８．２５）ａｂｃ

６ ５００ （９６．６５±７．９９）ａ （２２．１４±３．６６）ａ

７ ２０％嘧菌酯ＷＧ

ａｚｏｘｙｓｔｒｏｂｉｎ２０％ ＷＧ

３００ （９３．１５±４．３５）ａ （１７．７２±５．４９）ａｂｃ

８ ４００ （９４．４０±５．１６）ａ （１９．３０±６．５２）ａｂｃ

９ ５００ （９６．２５±１２．６６）ａ （２１．６３±５．２０）ａｂ

·９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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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犜犪犫犾犲２（犆狅狀狋犻狀狌犲犱）

处理编号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ｎｕｍｂｅｒ

药剂

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

使用剂量／ｇ·（ｈｍ２）－１

Ｄｏｓａｇｅ

平均产量／ｋｇ

Ａｖｅｒａｇ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增产率／％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ｒａｔｅ

１０ ３０％醚菌酯ＳＣ

ｋｒｅｓｏｘｉｍｍｅｔｈｙｌ３０％ＳＣ

３００ （９１．６４±６．５５）ａ （１５．８１±８．２８）ａｂｃ

１１ ４００ （９３．１４±５．９６）ａ （１７．７０±７．５３）ａｂｃ

１２ ５００ （９４．３７±４．５２）ａ （１９．２６±５．７２）ａｂｃ

１３ ７０％甲基硫菌灵ＷＰ

ｔｈｉｏｐｈａｎａｔｅｍｅｔｈｙｌ７０％ ＷＰ

３００ （８６．２３±５．４３）ａｂ （８．５７±１．９０）ｃ

１４ ４００ （８８．４９±４．７８）ａｂ （１１．４１±２．２０）ａｂｃ

１５ ５００ （８９．５４±４．１０）ａｂ （１３．１６±３．４１）ａｂｃ

１６ ５０％多菌灵ＷＰ

ｃａｒｂｅｎｄａｚｉｍ５０％ ＷＰ

３００ （８５．７９±４．１５）ａｂ （９．２６±３．８８）ｂｃ

１７ ４００ （８７．５３±４．８０）ａｂ （１１．４６±２．７４）ａｂｃ

１８ ５００ （８８．２４±２．９２）ａｂ （１２．７７±２．６３）ａｂｃ

１９ 空白对照ＣＫ － （７９．１３±４．６１）ｂ －

３　讨论

孟凡等［５］比较了不同地理来源的芦笋茎枯病菌

菌株对两种常规药剂多菌灵和代森锰锌的抗药性，发

现供试的芦笋茎枯病菌菌株对这两种常规药剂的抗

药性表现出明显差异，不同省份的菌株之间也表现出

差异，山东省菌株对多菌灵的抗药性最强，福建省菌

株对代森锰锌的抗药性最强。本研究比较了吡唑醚菌

酯等４种新型杀菌剂与常规杀菌剂甲基硫菌灵和多菌

灵的防效。结果表明，４种新型杀菌剂的防效明显高于

两种常规杀菌剂，这支持了孟凡等［５］的研究结果。

彭明生和冯晓案［１６］测定了苯来特、敌菌丹、烯

唑醇、多菌灵和甲基硫菌灵等药剂的防效。结果表

明，多菌灵、甲基硫菌灵对茎枯病的相对防效都在

８０％左右，比较稳定，认为它们是较好的防治芦笋

茎枯病的药剂，而烯唑醇、敌菌丹和苯来特的防治效

果随时间延长而降低，其防治效果低于多菌灵和甲

基硫菌灵。本研究的结果表明，７０％甲基硫菌灵可

湿性粉剂和５０％多菌灵可湿性粉剂的防效较差，其防

效分别为２４．４８％～３４．９９％和２２．３７％～２９．８５％，远

低于彭明生和冯晓案［１６］的测定结果。存在差异的原

因可能与两个试验相隔较长的时间（２０余年）有关，常

规药剂的过度施用使芦笋茎枯病菌产生了抗药性；还

可能与不同地域菌株的抗药性存在差异有关。

前人［５，１４１６］在芦笋茎枯病的防控方面做了大量

工作，但未能有效控制该病的发生，目前该病有逐年

加重的趋势，严重田块整株枯死、全田毁灭。造成防

治效果不佳的主要原因可能与上述药剂老旧、长期

过度施用引起抗药性有关。本研究比较了吡唑醚菌

酯、苯醚甲环唑、嘧菌酯和醚菌酯４种新型杀菌剂及

甲基硫菌灵和多菌灵两种常规药剂的防治效果，证

明４种新型杀菌剂防治效果明显优于２种常规药

剂，对指导田间芦笋茎枯病的防治具有重要理论与

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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