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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针对紫皮石斛锈病&试验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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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杀菌剂进行田间药效试验&结果表明"复配剂
$',

吡萘)嘧菌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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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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肟菌)戊

唑醇
aT*((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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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效相当且显著高于其余两个施药处理$在第
*

次施药后
#J

时达最高防效分别为
&#+#(,

和

&&+)",

$鲜重折合产量比空白对照分别增产
%*+!&,

%

%*+$$,

$可在实际生产中交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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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皮石斛
B),-$#2%'(-)C#,%+,'( 5G[A+

又名

齿瓣石斛%为兰科石斛属植物%在我国主要分布于云

南)广西)贵州)西藏东南部%在缅甸)越南)老挝)泰

国等东南亚国家也有分布"

%$

#

$云南保山市龙陵县

是中国紫皮石斛之乡%截至
$(%&

年全县紫皮石斛种

植面积达
"$(@2

$

%占全国紫皮石斛产量的
#(,

以

上$紫皮石斛锈病由鸡矢藤鞘锈菌
7#*)#&

"

#$%'(

"

+)-)$%+)4LHAHM

引起%目前仅分布于云南龙陵"

*

#

$

高温高湿的栽培环境致使紫皮石斛锈病普遍发生%

当病害发生严重时%造成锈病流行%导致植株提前落

叶%直接影响当年紫皮石斛的产量和品质$

有试验表明可用
$),

三唑酮
a5$(((

倍液)

)(,

多菌灵
a5&((

倍液对叶背喷雾防治紫皮石斛锈病"

!

#

$

胡永亮等研究表明
!*,

戊唑醇
6/

)

%(,

苯醚甲环唑

aT

)

%),

三唑酮
a5

对石斛锈病防治效果较好%相对

防效分别达到
&%+%!,

)

#"+*",

和
#"-**,

"

)

#

$此外苯

醚甲环唑对多种作物的多种真菌性病害具有很好的

保护和治疗作用%已经成为农作物种植中广泛使用

的杀菌剂"

"

#

$嘧菌酯对病菌孢子萌发)菌丝生长和

孢子的形成产生抑制作用%对多种真菌病害有很好

的防治效果"

#&

#

$

$',

吡萘,嘧菌酯
6/

对草莓白

粉病"

'

#

)杨梅白腐病"

%(

#

)马铃薯黑痣病"

%%

#等真菌病

害有较好防效$沈伟东等还证实
$',

吡萘,嘧菌

酯
6/%)((

倍液对铁皮石斛轮纹病病原菌菌丝生

长和分生孢子萌发的抑制效果达到
%((,

%表明这

种药剂可用于铁皮石斛轮纹病的田间防治"

%$

#

$

#),

肟菌,戊唑醇
aT

对香蕉黑星病"

%*

#

)玉米大斑

病)玉米灰斑病"

%!

#

)水稻纹枯病)水稻稻曲病"

%)

#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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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作物病害防效明显$

为进一步有效防治紫皮石斛锈病的发生%控制病

害的流行%本试验选用
%(,

苯醚甲环唑
aT

)

$)(

Z

-

>

嘧菌酯
6/

)

$',

吡萘,嘧菌酯
6/

)

#),

肟菌,戊唑

醇
aT!

种高效)低毒)广谱)环境友好型杀菌剂对

紫皮石斛锈病进行田间药效试验%为大面积防治紫

皮石斛锈病提供用药依据$

A

!

材料与方法

A%A

!

试验地概况

试验示范地位于龙陵县龙山镇横山村二组*芹

菜塘+赵应强农户承包地$选择在石斛长势均匀良

好且已有锈病发生的遮阴棚%墒面用木渣)刨花)基

质)腐熟农家肥等混合成透气腐殖质%株行距
%(12

e%(12

%海拔
%!"(2

%棚内年平均温度*

$$g%

+

3

%

施药前
*(J

未打药$试验地栽培的石斛田间管理

措施与当地生产相同$试验作物为紫皮石斛*齿瓣

石斛+%防治病害为锈病$

A%!

!

试验设计与施药处理

设
!

个施药处理%药剂如表
%

所示%另设清水对

照$

*

次重复%每个小区
%&2

$

%小区随机区组排列%

周围设保护行$于
$(%&

年
)

月
*

日)

%(

日)

%#

日各

施药
%

次%正常药量$药剂兑水量为
"(>

-

""#2

$

%

采用
*a<4?%"

型背负式电动喷雾器%对小区进行茎

叶喷雾$施药当天天气晴%棚内温度为
$!3

%相对

湿度为
"&,

$

表
A

!

试验用杀菌剂

=.8'+A

!

"(-

$

#4#3+10,*+)*

药剂名称
7FK

Z

L1LJH

施用量
4EDG

Z

H

药剂来源
N

Z

HKADEFX1H

%(,

苯醚甲环唑水分散粒剂
JLIHKE1EKGWEMH%(, aT '((

Z

-

@2

$ 瑞士先正达作物保护有限公司

$)(

Z

-

>

嘧菌酯悬浮剂
GWE[

^

DAXEYLK$)(

Z

-

>6/

"((2>

-

@2

$ 瑞士先正达作物保护有限公司

$',

吡萘,嘧菌酯悬浮剂
LDE

B̂

XGWG2

,

GWE[

^

DAXEYLK$',6/ "((2>

-

@2

$ 瑞士先正达作物保护有限公司

#),

肟菌,戊唑醇水分散粒剂
AXLIME[

^

DAXEYLK

,

AHYF1EKGWEMH#), aT

*((

Z

-

@2

$ 德国拜耳股份公司

A%<

!

试验调查&计算与测产

每小区定点调查
)(

株%每株每次调查根部倒数

第
!

片叶的发病情况%计算病情指数及防治效果$

分别于第
%

次施药后
#J

%第
$

次施药后
#J

%第
*

次

施药后
#

)

%!J

各调查
%

次%全期共调查
!

次$于

$(%&

年
%$

月采收称量小区内紫皮石斛的鲜重并测

产$采用单因素分析及
4FK1GK

氏新复极差法统计

检验$病害分级标准*表
$

+及病情指数)防治效果

计算公式如下!

表
!

!

石斛锈病病害分级标准

=.8'+!

!

&'.))#1#4.*#0-)*.-3.,3013+-3,08#(5,()*3#)+.)+

病级

4LDHGDH

Z

XGJH

症状*病斑面积-整片叶面积+

6

^

2

B

AE2

*

MHDLEKGXHG

-

C@EMHMHGIGXHG

+

(

级
TXGJH(

无病

%

级
TXGJH%

'

),

$

级
TXGJH$ ",

!

$),

*

级
TXGJH* $",

!

)(,

!

级
TXGJH! )%,

!

#),

)

级
TXGJH)

)

#",

病情指数
D

%

*各级病叶数
E

各级代表值+

调查总叶数
E

最高级值
E

%((

&

防治效果
d

对照区病情指数
0

处理区病情指数

对照区病情指数
e%((,

$

!

!

结果与分析

!%A

!

供试药剂的安全性

试验期间观察发现%在本试验使用的剂量下%

经
%(,

苯醚甲环唑
aT

)

$)(

Z

-

>

嘧菌酯
6/

)

$',

吡萘,嘧菌酯
6/

)

#),

肟菌,戊唑醇
aT

处理的

紫皮石斛未出现药害现象%对试验区内的有益生物

安全$

!%!

!

供试药剂对紫皮石斛锈病的田间防效

由表
*

可知
!

个施药处理在施药两次后%紫皮石

斛的病情指数逐渐降低)防效逐渐增加%第
$

!

*

次药

后病情指数和防效趋于稳定%第
*

次药后
#J

病情指

数降为最小)防效达到最好%第
*

次药后
#

!

%!J

病情

指数逐渐上升)防效逐渐减弱$从病情指数上看!

%(,

苯醚甲环唑
aT

与
$)(

Z

-

>

嘧菌酯
6/

处理的平

均病指分别在
%(+'*

!

%)+(#

)

#+#*

!

%$-$#

之间%病害

程度中等偏轻&

$',

吡萘,嘧菌酯
6/

与
#),

肟

菌,戊唑醇
aT

处理的平均病指分别在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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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之间%病害程度偏轻&而空白对照

的平均病指在
$)+**

!

**+#*

之间%病害程度偏重%

且略有加重趋势$从防效上看!第
%

次药后
#J

%

%(,

苯醚甲环唑
aT

与
$',

吡萘,嘧菌酯
6/

)

#),

肟菌,戊唑醇
aT

处理的防效差异显著&第
$

次药后
#J

及第
*

次药后
#

)

%!J

%

%(,

苯醚甲环唑

aT

与
$)(

Z

-

>

嘧菌酯
6/

处理的防效差异显著%

$)(

Z

-

>

嘧菌酯
6/

处理与
$',

吡萘,嘧菌酯
6/

)

#),

肟菌,戊唑醇
aT

处理的防效差异显著&

!

次

调查中
$',

吡萘,嘧菌酯
6/

处理与
#),

肟菌,戊

唑醇
aT

处理的防效均没有显著差异$由此可知%

$',

吡萘,嘧菌酯
6/

与
#),

肟菌,戊唑醇
aT

防

效相当%在第
*

次施药后
#J

时防效达最高%分别为

&#-#%,

和
&&+)",

%防效突出$

表
<

!

不同施药处理对紫皮石斛锈病的病情指数和防治效果A

"

=.8'+<

!

:#)+.)+#-3+G.-340-*,0'+11+4*013#11+,+-**,+.*5+-*)0-3+-3,08#(5,()*3#)+.)+

药剂处理

7FK

Z

L1LJH

第
%

次药后
#J

#JG

^

DGIAHXA@H

ILXDAG

BB

ML1GALEK

病指

4LDHGDH

LKJH[

防效-
,

/EKAXEM

HIIL1G1

^

第
$

次药后
#J

#JG

^

DGIAHXA@H

DH1EKJG

BB

ML1GALEK

病指

4LDHGDH

LKJH[

防效-
,

/EKAXEM

HIIL1G1

^

第
*

次药后
#J

#JG

^

DGIAHXA@H

A@LXJG

BB

ML1GALEK

病指

4LDHGDH

LKJH[

防效-
,

/EKAXEM

HIIL1G1

^

第
*

次药后
%!J

%!JG

^

DGIAHXA@H

A@LXJG

BB

ML1GALEK

病指

4LDHGDH

LKJH[

防效-
,

/EKAXEM

HIIL1G1

^

%(,

苯醚甲环唑
aT

JLIHKE1EKGWEMH%(, aT

%!+)* !$+"!Y %%+$( "(+%&1 %(+'* ")+$#1 %)+(# ))+*$1

$)(

Z

-

>

嘧菌酯
6/

GWE[

^

DAXEYLK$)(

Z

-

>6/

%$+$# )%+)"GY &+%* #%+%(Y #+#* #)+!!Y %(+&( "#+'&Y

$',

吡萘,嘧菌酯
6/

LDE

B̂

XGWG2

,

GWE[

^

DAXEYLK$',6/

'+** "*+%#G !+(( &)+#&G *+&# &#+#(G "+'* #'+!)G

#),

肟菌,戊唑醇
aT

AXLIME[

^

DAXEYLK

,

AHYF1EKGWEMH#), aT

'+!# "$+"%G *+&# &"+$!G *+"( &&+)"G #+$( #&+")G

/\ $)+** 0 $&+%* 0 *%+!# 0 **+#* 0

!

%

+同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6

(

(+()

+$下表同$

4LIIHXHKAD2GMMMHAAHXDGIAHXA@H_GMFHDLKJL1GAHDL

Z

KLIL1GKAJLIIHXHK1HGA(+()MH_HMGIAHXAXHGA2HKAY

^

IFK

Z

L1LJHD+V@HDG2HG

BB

MLHDYHMEC+

!%<

!

供试药剂对紫皮石斛鲜重的影响

由表
!

可知%

!

个施药处理下的紫皮石斛鲜

重折合产量都显著高于空白对照%比对照增产

!-"",

!

%*+!&,

$

$',

吡萘,嘧菌酯
6/

与

#),

肟菌,戊唑醇
aT

两个施药处理下的紫皮

石斛鲜重折合产量皆显著高于其余两个施药处

理%测算的折合产量分别达
)((&+("]

Z

-

@2

$

)

!''"+'!]

Z

-

@2

$

$

表
E

!

不同施药处理对紫皮石斛的鲜重影响

=.8'+E

!

F11+4*)013#11+,+-**,+.*5+-*)0-1,+)2K+#

$

2*014$-5'"1()*5$6"-(+-)*

药剂处理

7FK

Z

L1LJH

鲜重-

]

Z

,*

%&2

$

+

0%

7XHD@C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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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与讨论

石斛锈病春末至秋末均可发病%以
'

月
0%(

月

最容易发病$该病发病迅速%传染快%在铁皮石斛)

齿瓣石斛)兜唇石斛和晶帽石斛上都有发生"

%"

#

$紫

皮石斛锈病是近几年发生的一种新病害%该锈菌属

于专性寄生菌$锈菌的夏孢子直接侵染紫皮石斛当

年生新叶%病害潜伏期
$

!

*

周%发生期为每年的

*

月至
%%

月$锈菌以冬孢子和菌丝在紫皮石斛的

病组织中越冬%是翌年的初次侵染病原"

*

#

$紫皮石

,

%!$

,



$($(

斛叶片受侵染后%先在叶片上出现黄色小斑点%随后

在叶背面可见到散生的黄色夏孢子堆$夏孢子散

生%排列成圆形的集成圈%夏孢子堆也可联合成大

块%且叶背病菌部隆起%叶片正面布满淡黄色病斑%

严重时形成大型枯斑%叶片枯死脱落$

复配剂中复配后的组分特性起互补)协调作用%

产生效果相加效应$

#),

肟菌,戊唑醇
aT

是一

种高效)低毒)内吸性广谱杀菌剂%由
)(,

戊唑醇和

$),

肟菌酯复配而成$肟菌酯主要通过与细胞色素

Y1%

复合体
lE

部位结合而抑制线粒体的电子传递

以破坏能量合成%从而抑制真菌的生长"

%#

#

$戊唑醇

作用机理为抑制麦角甾醇的去甲基化%使得病原菌

不能形成细胞膜而死亡"

%&

#

$肟菌酯与作用机理不

同)无交互抗性的戊唑醇混配成复配制剂使用%能够

扩大杀菌谱)减少用药量)延长药剂的使用寿命和延

缓抗药性的产生"

%'

#

$

$',

吡萘,嘧菌酯
6/

由

%%-$,

吡唑萘菌胺和
%#+&,

嘧菌酯复配而成%吡唑

萘菌胺属于
64PR

类杀菌剂%是一种兼具预防和治

疗作用的杀菌剂活性成分%能长效防控作物病害%该

成分的作用机理为抑制病原菌线粒体膜中的呼吸

酶$嘧菌酯属于
lER

类杀菌剂%作用机制是通过与

病原菌线粒体呼吸链上
/

^

AY1%

复合物的
lE

位点

结合而阻止病原菌电子传递%进而抑制病原菌的呼

吸作用"

$(

#

%两者复配能有效防治多种作物的真菌

病害$

综合田间防效)鲜重折合产量与药剂作用机理%

$',

吡萘,嘧菌酯
6/"((2>

-

@2

$或
#),

肟菌,

戊唑醇
aT*((

Z

-

@2

$在锈病发病初期
)

月
0"

月

使用
*

次%每次间隔
#

!

%(J

%最佳防效可达

&#-#(,

)

&&-)",

%且持效期长%能实现有效防控紫

皮石斛锈病的发生与流行%产量上比对照增加

%*-!&,

)

%*-$$,

%建议在实际生产中交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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