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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种药剂对蚕豆病毒病的防治效果

杨生华，　张　芸，　李　龙，　郭延平

（甘肃省临夏州农业科学院，临夏　７３１１００）

摘要　为了筛选防治蚕豆病毒病的有效药剂，选用０．０６％甾烯醇ＭＥ、０．５％香菇多糖ＡＳ、３０％毒氟磷 ＷＰ、８％宁

南霉素ＡＳ、２０％吗胍·乙酸铜ＷＰ等５种药剂进行田间药效试验。结果表明：５种抗病毒药剂对蚕豆病毒病均有

较好的防治效果，其中３０％毒氟磷ＷＰ防效最佳，３次施药后，防治效果分别为６７．８７％、７０．５９％和７５．３９％，并能

有效增加蚕豆产量和百粒重，在蚕豆生产中具有一定的推广价值。　　　　　　

关键词　蚕豆病毒病；　抗病毒剂；　防效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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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蚕豆犞犻犮犻犪犳犪犫犪Ｌ．属于豆科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ａｅ，蝶形花

亚科Ｐａｐｉｌｉｏｎｏｉｄｅａｅ，野豌豆族Ｖｉｃｉｅａｅ，野豌豆属犞犻犮犻犪

Ｌ．，染色体组为２狀＝１２
［１］。蚕豆在我国种植历史悠久

且分布广泛，是我国重要的冷季豆类，是重要的食用、

菜用、饲用、养地和轮作作物［２］。据联合国粮食及农

业组织（ＦＡＯ）统计，２００１－２００７年，中国蚕豆面积为

１１４．３１万ｈｍ２，总产２０９．２６万ｔ，分别占世界面积和总

产的４２．７６％和４６．９４％。蚕豆适宜冷凉气候，其固氮

能力强，蛋白质含量高，人体所需的八种氨基酸齐全，并

富含Ｂ族维生素和矿物质，在轮作倒茬、培肥地力、改

善人们膳食结构及畜禽饲料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３］。

蚕豆受多种病毒病害的侵染，如蚕豆花叶病毒

病、萎蔫病毒病、黄化卷叶病毒病、黄化病毒病、蚕豆

矮缩病毒病等［４］。据Ｃｏｃｋｂａｉｎ统计，到１９８３年为

止，已经报道能侵染蚕豆的病毒有５０种左右，我国

报道的约有２０种，每年因多种病毒病的发生和危

害，对蚕豆产量造成较大的损失［５］。蚕豆病毒病在

田间主要通过蚜虫等昆虫传播［６］。病毒侵染蚕豆

后，使叶片产生明脉、黄化、皱缩等症状，严重时整个

蚕豆植株矮小萎缩，导致蚕豆大幅度减产［７８］。本研

究旨在筛选高效、低毒、低残留的化学药剂，为蚕豆

病毒病的化学防治提供技术参考。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地概况

试验于２０１８年在甘肃省临夏州农业科学院

现代农业试验站进行，试验站平均海拔２０３５ｍ，

年均降雨量４５０ｍｍ，年平均气温７℃，全年无霜

期１５７ｄ。

１．２　试验材料

蚕豆品种：选用适合临夏地区大面积种植的春

蚕豆品种‘临蚕９号’。供试药剂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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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供试药剂使用浓度及生产企业

犜犪犫犾犲１　犇狅狊犪犵犲犪狀犱犿犪狀狌犳犪犮狋狌狉犲狉狊狅犳狋犺犲狋犲狊狋犲犱犪狀狋犻狏犻狉犪犾犪犵犲狀狋狊

供试药剂

Ａｎｔｉｖｉｒａｌａｇｅｎｔ

使用浓度

Ｄｉｌｕｔｉｏｎｒａｔｅ

生产企业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ｒ

０．０６％甾烯醇微乳剂ｓｔｅｒｏｌ０．０６％ ＭＥ ５００倍液 陕西上格之路生物科学有限公司

０．５％香菇多糖水剂ｌｅｎｔｉｎａｎ０．５％ＡＳ ５００倍液 山东圣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３０％毒氟磷可湿性粉剂ｄｕｆｕｌｉｎ３０％ ＷＰ １０００倍液 广西田园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８％宁南霉素水剂ｎｉｎｇｎａｎｍｙｃｉｎ８％ＡＳ ６００倍液 德强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吗胍·乙酸铜可湿性粉剂ｍｏｒｏｘｙｄｉｎｅ·ｃｏｐｐｅｒａｃｅｔａｔｅ２０％ ＷＰ ６００倍液 齐齐哈尔华丰化工有限公司

１．３　试验设计

试验采用单因子设计，共设６个处理。蚕豆于

３月１７日播种，小区面积３ｍ×５ｍ＝１５ｍ２，３次重

复，随机区组排列，宽窄行种植，宽行行距６０ｃｍ，窄行

行距２０ｃｍ，共种植８行，每行３０粒，株距１６．７ｃｍ，保

苗１．１万株／６６７ｍ２。

１．４　试验方法

在蚕豆开花结荚期田间零星发病时喷药防治，

于６月１３日、２０日、２７日喷药，以清水为对照。每

次喷药后７ｄ调查各处理发病情况，共调查３次，每

处理对角线固定５点随机取样调查１０株，每株自上

而下调查全部叶片病情，记录发病级别，并观察是否

有药害产生。收获期进行考种测产。

参照国际干旱农业研究中心（ＩＣＡＲＤＡ）的标

准［９１０］，根据单株单叶的发病程度进行病情分级。

分级如下：０级无病；１级轻度花叶；３级中度花叶；

５级轻微皱缩或轻花叶皱缩；７级花叶或皱缩或畸

形；９级重度花叶且皱缩或坏死。

病情指数＝∑（各级叶片数×相对级数值）／（调

查总叶片数×最高级数值）×１００；

防治效果＝（对照病情指数－处理病情指数）／

对照病情指数×１００％；

增产效果＝（处理区产量－对照区产量）／对照

区产量×１００％。

试验数据采用Ｅｘｃｅｌ、ＤＰＳ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５种药剂对蚕豆病毒病的防治效果

５种药剂对蚕豆病毒病均有较好的防治效果，

除０．５％香菇多糖ＡＳ外其他４种药剂在第２次和

第３次施药后，平均防效逐渐提高。各药剂处理间

防治效果差异显著性分析结果表明，３０％毒氟磷

ＷＰ和８％宁南霉素ＡＳ在两次药后对蚕豆病毒病

的防治效果与其他处理间差异达极显著水平，两药

剂间无显著差异。在３次喷药后３０％毒氟磷 ＷＰ

对蚕豆病毒病的防治效果与其他处理间差异达显著

水平（表２）。３次施药后观察，５种抗病毒药剂处理

蚕豆生长正常、长势均优于清水对照。

表２　不同药剂对蚕豆病毒病的防治效果１
）

犜犪犫犾犲２　犆狅狀狋狉狅犾犲犳犳犲犮狋狅犳犳犻狏犲犪狀狋犻狏犻狉犪犾犪犵犲狀狋狊狅狀犫狉狅犪犱犫犲犪狀狏犻狉狌狊犱犻狊犲犪狊犲狊

药剂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第１次调查

Ｆｉｒｓｔ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病情指数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ｄｅｘ

防效／％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第２次调查

Ｓｅｃｏｎｄ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病情指数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ｄｅｘ

防效／％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第３次调查

Ｔｈｉｒｄ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病情指数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ｄｅｘ

防效／％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０．０６％甾烯醇ＭＥ　ｓｔｅｒｏｌ０．０６％ ＭＥ ７．１５ ２２．０８ｄＤ ７．１５ ２８．２５ｃＣ ８．１１ ４４．０５ｅＣ

０．５％香菇多糖ＡＳ　ｌｅｎｔｉｎａｎ０．５％ＡＳ ４．９９ ４５．７６ｂＢ ４．９９ ４２．５６ｂＢ ７．３５ ４９．４１ｄＢＣ

３０％毒氟磷ＷＰ　ｄｕｆｕｌｉｎ３０％ ＷＰ ２．９６ ６７．８７ａＡ ２．９６ ７０．５９ａＡ ３．５９ ７５．３９ａＡ

８％宁南霉素ＡＳ　ｎｉｎｇｎａｎｍｙｃｉｎ８％ＡＳ ３．３０ ６４．０７ａＡ ３．３０ ６６．６７ａＡ ４．２３ ７０．８３ｂＡ

２０％吗胍·乙酸铜ＷＰ　ｍｏｒｏｘｙｄｉｎｅ·ｃｏｐｐｅｒａｃｅｔａｔｅ２０％ ＷＰ ６．２２ ３２．２８ｃＣ ６．２２ ４１．８０ｂＢ ６．５７ ５４．８３ｃＢ

对照Ｃｏｎｔｒｏｌ ９．２０ － ９．２０ － １４．５４ －

　１）表中同列数据后不同大、小写字母分别表示在１％、５％水平下的差异显著性。下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ａｐｉｔａｌａｎｄｓｍａｌｌｌｅｔｔ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ｃｏｌｕｍ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ｔ１％ａｎｄ５％ｌｅｖｅｌ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Ｔｈｅｓａｍｅｂｅｌｏｗ．

２．２　药剂处理对蚕豆的增产效果

从表３看出，５种药剂处理后蚕豆株高均比清水对

照高，其中８％宁南霉素ＡＳ处理最高，为１１３．１ｃｍ，其

次为３０％毒氟磷 ＷＰ，０．０６％甾烯醇ＭＥ处理的株

·７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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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最低，为９７．７ｃｍ，说明供试药剂对蚕豆植株生长

没有抑制作用；药剂处理后株荚数、株粒数和百粒重

３个产量因子均比对照高，单株荚数以３０％毒氟磷

ＷＰ和８％宁南霉素ＡＳ的最高，为１０．８个，比对照

多２．１个，单株粒数以８％宁南霉素ＡＳ的最高，为

２３粒，比对照多４．４粒，百粒重以３０％毒氟磷 ＷＰ

最高，较对照高８．１ｇ。

５种药剂处理均提高蚕豆产量，其中施用３０％毒

氟磷ＷＰ后折合单位面积产量最高，为２０７．４３ｋｇ／

６６７ｍ２，比对照增产１５．８％，其次为８％宁南霉素

ＡＳ较对照增产１０．４２％。不同药剂处理之间对蚕

豆的增产作用也有差异，其中３０％毒氟磷 ＷＰ对蚕

豆的增产作用最明显，极显著高于对照，其他药剂处

理在０．０１％水平上差异不显著（表３）。

表３　５种药剂防治蚕豆病毒病的增产效果

犜犪犫犾犲３　犢犻犲犾犱狅犳犫狉狅犪犱犫犲犪狀狋狉犲犪狋犲犱犫狔犳犻狏犲犪狀狋犻狏犻狉犪犾犪犵犲狀狋狊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株高／ｃｍ

Ｐｌａｎｔ

ｈｅｉｇｈｔ

荚数／个

Ｐｏｄ

ｎｕｍｂｅｒ

粒数／粒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ｎｕｍｂｅｒ

百粒重／ｇ

Ｈｕｎｄｒｅｄｇｒａｉｎ

ｗｅｉｇｈｔ

产量／

ｋｇ·（６６７ｍ２）－１

Ｙｉｅｌｄ

增产率／％

Ｙｉｅｌ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０．０６％甾烯醇ＭＥｓｔｅｒｏｌ０．０６％ ＭＥ ９７．７ａｂ ９．８ １９．８ １４２．８８ １９６．４７ａｂｃＡＢ ９．６８

０．５％香菇多糖ＡＳｌｅｎｔｉｎａｎ０．５％ＡＳ １０３．５ａｂ ９．６ ２０．７ １４２．２０ １８７．８８ｂｃＡＢ ４．８８

３０％毒氟磷ＷＰｄｕｆｕｌｉｎ３０％ ＷＰ １１０．９ａｂ １０．８ ２０．６ １４６．１０ ２０７．４３ａＡ １５．８０

８％宁南霉素ＡＳｎｉｎｇｎａｎｍｙｃｉｎ８％ＡＳ １１３．１ａ １０．８ ２３．０ １４３．７１ １９７．８０ａｂＡＢ １０．４２

２０％吗胍·乙酸铜ＷＰ

ｍｏｒｏｘｙｄｉｎｅ·ｃｏｐｐｅｒａｃｅｔａｔｅ２０％ ＷＰ
１０４．５ａｂ ９．７ １９．２ １４２．３６ １９２．６２ａｂｃＡＢ ７．５３

对照ｃｏｎｔｒｏｌ ９６．１ｂ ８．７ １８．６ １３８．００ １７９．２８ｃＢ －

３　结论与讨论

春蚕豆病毒病在临夏州分布较广、传播迅速、危

害严重，防控形势严峻，其传播介体一般为蚜虫，生

产上一般采取“以虫防病”的防治策略。使用抗病毒

药剂可以有效减轻作物病毒病的发生，如３０％毒氟

磷ＷＰ、８％宁南霉素ＡＳ对烟草花叶病、芋病毒病及

水稻黑条矮缩病均有很好的防治效果［１１］。本试验

明确了５种药剂对蚕豆病毒病的防控效果，这对蚕

豆病毒病的防治具有重要的意义。从本试验的防效

来看，选用的５种抗病毒药剂对蚕豆病毒病均有较好

的防效，其中３０％毒氟磷 ＷＰ防治效果最好，３次施

药后防治效果分别为６７．８７％、７０．５９％和７５．３９％；连

续用药后，５种抗病毒药剂均提高蚕豆产量，其中

３０％毒氟磷ＷＰ对蚕豆的增产效果最好，为１５．８０％，

表明３０％毒氟磷 ＷＰ可以作为防治蚕豆病毒病的

药剂；８％宁南霉素ＡＳ、０．０６％甾烯醇 ＭＥ、２０％吗

胍·乙酸铜 ＷＰ、２％香菇多糖ＡＳ分别比对照增产

１０．４２％、９．６８％、７．５３％、４．８８％。药剂处理均增加

单株荚数、单株粒数和百粒重３个产量因素值。综

上所述，５种抗病毒药剂中３０％毒氟磷 ＷＰ对蚕豆

病毒病的防治效果最好，不影响蚕豆植株的正常生

长，能有效增加蚕豆产量和百粒重，在蚕豆生产中具

有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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