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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参灰霉病给人参生产造成巨大损失%本研究选取人参生产上常用的
!

种杀菌剂$对东北人参产区分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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胺&异菌脲的抗性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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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平均水平%分离菌株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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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发现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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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杀菌剂均敏感的灰霉菌菌株%研究结果对于指导人参产区防治灰霉病杀

菌剂的合理选用$有效降低人参农药残留$延缓灰霉菌抗性产生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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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霉病是我国农业生产上的重要病害"化学防治

是防治灰霉病最为经济&有效"且使用最为普遍的方

法%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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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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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研究者相继开发出苯并咪唑

类&二甲酰亚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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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基氨基甲酸酯类&苯基吡咯类&

三唑类等灰霉病杀菌剂%灰霉菌繁殖快&遗传变异大"

极易产生抗药性%目前"农业生产上灰霉病菌对嘧霉

胺&嘧菌环胺&腐霉利&异菌脲&乙霉威&嘧菌酯胺等常用

杀菌剂均已产生抗性"由于杀菌剂的不合理使用"田间

已经出现.双抗/甚至.多抗/灰霉菌株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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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五加科植物"

别名棒槌&地精&神草等"是我国驰名中外的名贵药

材"被誉为.百草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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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人参灰霉病发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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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严重"已成为人参生产上的重要病害之一%据初步

调查"长白山区人参灰霉病病田率已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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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株率

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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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参灰霉病防治过程中杀菌剂使用

不规范不仅造成人参农药残留超标"同时也严重影响

了人参品质"给人参生产造成了巨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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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有的报道主要集中在人参灰霉病杀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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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人参灰霉菌对多菌灵&异菌脲&嘧霉胺&嘧菌酯

的抗药性研究%鉴于人参灰霉病在整个人参产区普

遍发生的严峻形势"本研究在对黑龙江&吉林&辽宁

人参产区灰霉菌株分离鉴定的基础上"进行室内抗

药性检测"以期明晰我国人参产区灰霉病菌抗药性

现状"为人参灰霉病防治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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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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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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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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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本研究对供试的
!

种杀菌剂检测结果显示"部

分灰霉菌菌株已对
!

种杀菌剂产生了抗性"且表现

.全抗/的菌株在灰霉菌群体中所占比例较高"存在

病害大流行风险%

!

种杀菌剂中多菌灵已完全失去

效果"在人参生产过程中建议停止使用%腐霉利和

异菌脲均属于二甲酰亚胺类药剂"该类药剂是甘油

三酯合成抑制剂"能够抑制菌丝生长和孢子萌发"因

多年使用已导致病菌产生抗性"防治效果显著降

低#

'!

$

%嘧霉胺属于苯并咪唑类杀菌剂"其作用靶点

单一"易使病菌产生抗性"属于高抗性风险杀菌

剂#

'*

$

%目前"东北人参产区灰霉菌对嘧霉胺和异菌

脲的抗性很普遍#

'"

$

%苯吡咯类杀菌剂是一类新型&

广谱&高效的内吸性杀菌剂"可抑制菌丝体生长&孢

子萌发和芽管伸长#

'/

$

%东北地区人参灰霉病菌对

咯菌腈的抗性频率较低%

在我国"多菌灵)苯并咪唑类*&腐霉利)二甲酰

亚胺类*&异菌脲)二甲酰亚胺类*&咯菌腈)苯吡咯

类*&嘧霉胺)苯胺基嘧啶类*&啶酰菌胺)烟酰胺类*&

抑霉唑)咪唑类*及福美双)有机硫类*是防治人参灰

霉病的常用杀菌剂%啶酰菌胺是新型烟酰胺类杀菌

剂"药剂通过植物叶面渗透到植物体中并可在植物

体中传导"其持效期长"被广泛应用于灰霉病的防

治#

'0

$

%灰霉菌对啶酰菌胺敏感"在生产中可将啶酰

菌胺与腐霉利&咯菌腈交替使用来延缓和治理抗

性#

'1

$

%咪唑类杀菌剂又称为
46:R

杀菌剂"其通过

抑制
'!F

!

F

脱甲基酶使真菌体内的麦角甾醇生物合

成受阻而起到抑菌作用%抑霉唑是
46:R

杀菌剂中

的一种"其与腐霉利&异菌脲&咯菌腈&嘧霉胺&啶酰

菌胺及福美双不存在交互抗性"被广泛用于防治植

物真菌病害#

#(

$

%福美双属于有机硫类杀菌剂"因存

在杀菌能力弱&水溶性低&复配能力差等缺点"目前

研究较少#

#'

$

%

综上"在人参生产上应尽快寻找新型可替代杀

菌剂以防止灰霉病流行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另外"

要尽快建立早期预警机制"在病害发生和流行初期

用药"减少用药次数"防止抗性发生或延缓抗性群体

的形成-还要根据抗性菌株的区域分布&抗性频率和

水平制定科学合理的用药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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