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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筛选有效防治刺梨白粉病的植物源农药，以‘贵农５号’为试材，研究５种植物源农药对刺梨白粉病的防治

效果以及对果实品质及产量的影响。结果表明，连续两次施药后，植物源农药对刺梨白粉病防效良好，能提高果实

品质，增加产量；其中，０．５％大黄素甲醚ＡＳ、０．５％小檗碱ＡＳ药后７ｄ防效分别为８８．０９％、８５．８２％，药后１４ｄ防

效分别为８２．０７％、８３．２７％，与化学药剂相当；０．５％大黄素甲醚ＡＳ处理组果实品质最佳，相对化学药剂处理果实

中可溶性固形物、可溶性糖、维生素Ｃ含量分别提高２２．１１％、２４．５８％、１１．２６％，抗氧化能力增强６．７２％；６％大蒜

素ＥＣ、０．５％大黄素甲醚ＡＳ、０．５％小檗碱ＡＳ处理与化学药剂２５％嘧菌酯ＳＣ处理相比产量无明显差异，增产作用

相当，增产率分别为１４３．０２％、１５２．２９％、１４８．３８％；从对刺梨白粉病田间防治效果、果实品质、产量等因素综合考

虑，０．５％大黄素甲醚ＡＳ是防治刺梨白粉病的最佳植物源农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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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梨犚狅狊犪狉狅狓犫狌狉犵犺犻犻Ｔｒａｔｔ．属蔷薇科、蔷薇

属，多年生落叶灌木。集食用、药用、保健、观赏及生

态为一体，是一种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新兴水果。

其果实营养丰富，富含维生素Ｃ、有机酸、多糖、胡萝

卜素、Ｂ族维生素、纤维素、氨基酸、脂肪、蛋白质、芦

丁、单宁、黄酮及超氧化物歧化酶等多种活性物

质［１３］。这些物质具有防癌抗癌、抗诱变、抗氧化、提

高免疫力、延缓衰老、健胃等功效［４７］。

刺梨主要分布在我国贵州、云南、广西、四川、西

藏、陕西、湖北等地，尤其以贵州种植规模最大，产量

最高。截至２０１８年底，贵州省集中种植面积突破

１０．４万ｈｍ２
［８］。近年来，随着栽培面积的扩大，刺梨

病害日益严重，尤其刺梨白粉病（病原菌以梨球针壳

为主）危害严重且普遍。白粉病主要危害嫩叶、花蕾、

花瓣等器官，影响光合作用、呼吸作用和蒸腾作用，使

产量降低，品质变差，阻碍刺梨产业的健康发展［９１０］。

目前，刺梨白粉病主要采用化学药剂，例如，三

唑酮、甲基硫菌灵、苯醚甲环唑、腈菌唑等防治［１０１１］。

生产中过度依赖化学农药导致植株抗药性增强，防

治效果差，同时，农药残留增加，土壤和生态环境遭

到严重污染和破坏［１２］，因此，世界各国开始实施相

应的政策控制化学农药的使用，提倡用生物农药或

植物源农药代替化学农药［１３］。本试验基于生产中

的实际问题，选用５种植物源农药，研究其对刺梨白

粉病的防治效果及对产量和品质的影响，旨在为刺

梨绿色生产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位于贵州省龙里县谷脚镇茶香村，海拔

１４００ｍ左右，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年平均气温

１４．８℃，年降水量１１００ｍｍ左右，降水多集中在夏

季；年日照时数１１６０ｈ左右，无霜期２８０ｄ以上，湿

度较大。试验地为８年树龄的刺梨园，株行距为

１．５ｍ×２ｍ，品种为‘贵农５号’（易感白粉病），果园

常规管理，肥力中等。

１．２　试验药剂

６％大蒜素乳油（ＥＣ），陕西慈缘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０．５％大黄素甲醚水剂（ＡＳ）、１％蛇床子素水

乳剂（ＥＷ），内蒙古清源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０．３％

丁子香酚可溶液剂（ＳＬ），南通神雨绿色药业有限公

司；０．５％小檗碱水剂（ＡＳ），潍坊奥丰作物病害防治

有限公司；２５％嘧菌酯悬浮剂（ＳＣ），先正达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根据前期试验筛选出植物源农药推荐使用浓度

如表１。

表１　植物源农药推荐使用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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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剂

Ｆｕｎｇｉｃｉｄｅ

有效成分浓度／ｍｇ·Ｌ－１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６％大蒜素ＥＣａｌｌｉｃｉｎ６％ＥＣ ６００．００

０．５％大黄素甲醚ＡＳｐｈｙｓｃｉｏｎ０．５％ＡＳ １２．５

１％蛇床子素ＥＷｏｓｔｈｏｌ１％ＥＷ ３３．３

０．３％丁子香酚ＳＬｅｕｇｅｎｏｌ０．３％ＳＬ ７．５

０．５％小檗碱ＡＳｂｅｒｂｅｒｉｎｅ０．５％ＡＳ ２５．０

２５％嘧菌酯ＳＣａｚｏｘｙｓｔｒｏｂｉｎ２５％ＳＣ １６６．６７

１．３　试验设计

田间试验设７个处理（５种植物源农药，１种化学

农药，无菌水），其中，２５％嘧菌酯ＳＣ和无菌水处理为

对照，每处理重复３次，采用随机区组排列，选取植株

生长一致的刺梨地块作为试验小区，每小区６６．７ｍ２。

１．４　施药及调查

用手动喷雾器于２０１８年４月５日进行第１次

施药，共施两次，间隔７ｄ，５种植物源农药和化学农

药（２５％嘧菌酯ＳＣ）均按表１的有效浓度施用；施药

时叶片的正反面均匀喷药，以叶片不滴水为宜，于施

药前及药后７、１４ｄ调查发病情况，每小区采取对角

线５点取样法，每点调查３株全部叶片。参照文献

［１４］进行分级，并计算病情指数和防治效果。

病情分级标准［１４］：０级，整个复叶无病斑；１级，

１～２个小叶发病，菌丝稀薄；２级，３～４个小叶发

病，菌丝较厚；３级，５～６个小叶发病，菌丝浓厚；４

级，７个以上小叶发病，菌丝浓厚。

病情指数＝
∑（病级数×该级病叶数）
调查总叶片数×最高级数

×１００；

防治效果＝

对照区病情增长值－处理区病情增长值
对照区病情增长值 ×１００％。

·７７２·



２０２０

１．５　果实品质测定

２０１８年９月在果实完全成熟时，选择颜色大小

基本一致、无病虫害、无机械损伤果实，采后立即放

入冰盒带回实验室，然后随机分成７组，每组３００个

果实，３次重复，测定可溶性固形物、可溶性糖、维生

素Ｃ、抗氧化能力等指标。

１）可溶性固形物（ＴＳＳ）含量测定：使用ＧＲ６０

全自动折光仪在室温下测定，结果以百分数表示。

２）可溶性糖含量：采用蒽酮比色法测定
［１５］。

３）维生素Ｃ含量：采用２，６二氯靛酚滴定法

测定［１６］。

４）抗氧化能力：采用ＦＲＡＰ法［ｆｅｒｒｉｃ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ｐｏｗｅｒ（ＦＲＡＰ）］测定总抗氧化能力，测

定方法根据Ｂｅｎｚｉｅ等描述
［１７］稍有改动，总抗氧化

能力以每克新鲜果实中Ｆｅ２＋的等价物表示（ＦｅＳＯ４

·７Ｈ２Ｏμｇ／ｇ鲜重）。

５）坐果率：人工授粉后４０ｄ调查坐果率。坐果

率＝
结果数
总开花数×１００％

。

６）单果重：采用对角线５点取样法每小区选取

５株植株，果实成熟时，采收全部果实，称重法测定

单果重，取其平均值。

７）产量：果实成熟时，统计每个小区的产量，并

换算为每公顷的产量。

１．６　数据分析

试验数据采用ＳＡＳ软件ＡＮＯＶＡ过程进行方

差分析，Ｄｕｎｃａｎ氏新复极差法比较各处理间的差异

显著性。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植物源农药对刺梨白粉病的田间防治效果

由表２可知：５种植物源农药在试验用量下，连续

两次施药对刺梨白粉病起到了良好的防治效果。第２

次药后７、１４ｄ，植株的病情指数均极显著低于对照

（无菌水）（犘＜０．０１），表明５种植物源农药对植株病

情的发展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施药７ｄ后，０．５％大黄

素甲醚 ＡＳ、０．５％小檗碱 ＡＳ防效为８８．０９％、

８５．８２％，药后１４ｄ防效为８２．０７％、８３．２７％，与化

学药剂相当；１％蛇床子素ＥＷ 药后７ｄ的防效与

２５％嘧菌酯ＳＣ无显著差异，药后１４ｄ防效明显低

于２５％嘧菌酯ＳＣ，但与０．５％大黄素甲醚 ＡＳ、

０．５％小檗碱ＡＳ无显著差异；６％大蒜素ＥＣ药后

７ｄ与化学药剂防效相当，药后１４ｄ防效显著低于化

学药剂；０．３％丁子香酚ＳＬ药后７、１４ｄ防效均显著

低于２５％嘧菌酯ＳＣ。由分析知，０．５％大黄素甲醚

ＡＳ、０．５％小檗碱ＡＳ在刺梨白粉病防治上可以代替

化学药剂；１％蛇床子素ＥＷ 与０．５％大黄素甲醚

ＡＳ、０．５％小檗碱ＡＳ的防效相当，在生产中也可以

推荐使用；６％大蒜素ＥＣ施用后短时间内防治效果

好，与２５％嘧菌酯ＳＣ化学药剂相当，随时间延长，

防效略低于化学药剂，这是否与大蒜素有效成分挥

发，降低了防治效果有关，有待下一步研究。

表２　植物源农药对刺梨白粉病的田间防治效果１
）

犜犪犫犾犲２　犉犻犲犾犱犮狅狀狋狉狅犾犲犳犳犲犮狋狅犳犫狅狋犪狀犻犮犪犾犳狌狀犵犻犮犻犱犲狊狅狀狆狅狑犱犲狉狔犿犻犾犱犲狑狅犳犚狅狊犪狉狅狓犫狌狉犵犺犻犻

药剂处理

Ｆｕｎｇｉｃｉｄ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药前病指

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ｄｅｘ

ｂｅｆｏ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药后７ｄ　７ｄ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病情指数

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ｄｅｘ

防效／％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药后１４ｄ　１４ｄ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病情指数

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ｄｅｘ

防效／％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６％大蒜素ＥＣ　ａｌｌｉｃｉｎ６％ＥＣ （２．２０±０．０１）Ａ （３．５２±０．１３）Ｃ （８１．３３±３．８７）ＡＢ （４．９６±０．０５）ＢＣ （７８．０１±１．５９）ＣＤ

０．５％大黄素甲醚ＡＳ　ｐｈｙｓｃｉｏｎ０．５％ＡＳ （２．４２±０．１０）Ａ （３．２６±０．０７）Ｄ （８８．０９±４．２１）Ａ （４．６７±０．２９）ＣＤ （８２．０７±３．９７）ＡＢＣ

１％蛇床子素ＥＷ　ｏｓｔｈｏｌ１％ＥＷ （２．５８±０．１１）Ａ （３．６６±０．１０）Ｃ （８４．７８±６．５７）Ａ （５．２１±０．２２）Ｂ （７９．０７±０．９４）ＢＣＤ

０．３％丁子香酚ＳＬ　ｅｕｇｅｎｏｌ０．３％ＳＬ （２．２８±０．０７）Ａ （４．１２±０．１０）Ｂ （７３．９１±３．２６）Ｂ （５．３７±０．１２）Ｂ （７５．３９±０．６４）Ｄ

０．５％小檗碱ＡＳ　ｂｅｒｂｅｒｉｎｅ０．５％ＡＳ （２．５８±０．１１）Ａ （３．５８±０．１４）Ｃ （８５．８２±３．７０）Ａ （４．６８±０．０６）ＣＤ （８３．２７±１．３２）ＡＢ

２５％嘧菌酯ＳＣ　ａｚｏｘｙｓｔｒｏｂｉｎ２５％ＳＣ （２．６４±０．１４）Ａ （３．１２±０．０５）Ｄ （９２．１６±５．２１）Ａ （４．３５±０．３０）Ｅ （８６．４２±２．５５）Ａ

无菌水ＣＫ （２．５７±０．１２）Ａ （９．６２±０．２４）Ａ － （１５．１４±０．１４）Ａ －

　１）表中数据为平均值±标准误，同列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极显著（犘＜０．０１），下同。

Ｅａｃｈｖａｌｕ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ｍｅａｎ±Ｓ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ｅｔｔ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ｃｏｌｕｍ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犘＜０．０１），ｔｈｅｓａｍｅａｐｐｌｉｅｓｂｅｌｏｗ．

２．２　植物源农药对刺梨果实品质的影响

药剂处理后刺梨果实品质均显著提高，明显高

于无菌水处理（犘＜０．０１）（表３）。５种植物源农药

处理组刺梨果实品质明显优于２５％嘧菌酯ＳＣ处理

组（犘＜０．０１）。经植物源农药处理后刺梨果实中可

溶性固形物、可溶性糖、维生素Ｃ含量提高，抗氧化

能力增强；其中，０．５％大黄素甲醚ＡＳ处理组果实

中可溶性固形物、可溶性糖、维生素Ｃ含量最高，相

·８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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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２５％嘧菌酯ＳＣ处理分别提高２２．１１％、２４．５８％、

１１．２６％，抗氧化能力最强，比２５％嘧菌酯ＳＣ处理

增强６．７２％；０．５％小檗碱ＡＳ处理组果实中可溶性

固形物及可溶性糖含量显著高于０．３％丁子香酚

ＳＬ、６％大蒜素ＥＣ处理组，而０．３％丁子香酚ＳＬ、

６％大蒜素ＥＣ处理组果实中可溶性糖含量显著高于

１％蛇床子素ＥＷ处理组，且１％蛇床子素ＥＷ处理组

果实的抗氧化能力较６％大蒜素ＥＣ处理组弱。由分

析知，相比化学农药，５种植物源农药均能提高刺梨果

实品质，增强抗氧化能力，其中效果最好的是０．５％大

黄素甲醚ＡＳ，０．５％小檗碱ＡＳ次之，然后是０．３％丁

子香酚ＳＬ、６％大蒜素ＥＣ，０．３％丁子香酚ＳＬ较差。

表３　植物源农药对刺梨果实品质的影响

犜犪犫犾犲３　犈犳犳犲犮狋狅犳犫狅狋犪狀犻犮犪犾犳狌狀犵犻犮犻犱犲狊狅狀狇狌犪犾犻狋狔狅犳犚狅狊犪狉狅狓犫狌狉犵犺犻犻

药剂处理

Ｆｕｎｇｉｃｉｄ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可溶性固形物／％

Ｓｏｌｕｂｌｅｓｏｌｉｄ

可溶性糖／

ｇ·（１００ｇ）－１

Ｓｏｌｕｂｌｅｓｕｇａｒ

维生素Ｃ／

ｍｇ·（１００ｇ）－１

ＶｉｔａｍｉｎＣ

抗氧化能力／

μｇ·ｇ
－１

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６％大蒜素ＥＣ　ａｌｌｉｃｉｎ６％ＥＣ （１０．９８±０．２０）Ｃ （４．６０±０．０８）Ｃ （１４４８．６７±１４．８４）ＢＣ （２７８５．００±１５．３９）Ｂ

０．５％大黄素甲醚ＡＳ　ｐｈｙｓｃｉｏｎ０．５％ＡＳ （１１．８２±０．１５）Ａ （５．１７±０．１４）Ａ （１５４１．６７±３５．５０）Ａ （２８４４．６７±４０．８２）Ａ

１％蛇床子素ＥＷ　ｏｓｔｈｏｌ１％ＥＷ （１１．１５±０．１５）ＢＣ （４．３９±０．０４）Ｄ （１４２０．３３±１９．０１）Ｃ （２７１４．００±１６．０９）ＣＤ

０．３％丁子香酚ＳＬ　ｅｕｇｅｎｏｌ０．３％ＳＬ （１０．８６±０．０７）Ｃ （４．７２±０．０８）Ｃ （１４４６．６７±１０．６０）ＢＣ （２７５８．００±２４．０６）ＢＣ

０．５％小檗碱ＡＳ　ｂｅｒｂｅｒｉｎｅ０．５％ＡＳ （１１．４３±０．１２）Ｂ （４．９３±０．０４）Ｂ （１４８３．３３±９．０２）Ｂ （２７４１．６７±２６．０８）ＢＣ

２５％嘧菌酯ＳＣ　ａｚｏｘｙｓｔｒｏｂｉｎ２５％ＳＣ （９．６８±０．２３）Ｄ （４．１５±０．０８）Ｅ （１３８５．６７±８．５０）Ｄ （２６６５．６７±２８．２２）Ｄ

无菌水ＣＫ （８．７０±０．３４）Ｅ （３．４２±０．１１）Ｆ （１２９７．３３±１２．７４）Ｅ （２５３３．００±３４．５１）Ｅ

２．３　植物源农药对刺梨产量的影响

不同药剂处理后刺梨坐果率、单果重和产量比

无菌水对照均有显著提高（表４）（犘＜０．０１）；５种

植物源农药处理组除０．３％丁子香酚ＳＬ外，坐果

率均与２５％嘧菌酯ＳＣ组无显著差异，０．５％大黄

素甲醚ＡＳ、６％大蒜素ＥＣ、０．５％小檗碱ＡＳ处理，

刺梨单果重与２５％嘧菌酯ＳＣ处理组无显著差异；

１％蛇床子素ＥＷ、０．３％丁子香酚ＳＬ处理组刺梨

单果重显著低于２５％嘧菌酯ＳＣ处理。５种植物

源农药对刺梨均有一定的增产作用，其中６％大蒜

素ＥＣ、０．５％大黄素甲醚ＡＳ、０．５％小檗碱ＡＳ处

理组的产量与２５％嘧菌酯ＳＣ处理无显著差异，增

产作用相当，增产率分别为１４３．０２％、１５２．２９％、

１４８．３８％；１％蛇床子素ＥＷ、０．３％丁子香酚ＳＬ处

理组产量显著低于２５％嘧菌酯ＳＣ处理，且增产率

也低于２５％嘧菌酯ＳＣ处理组。综上，５种植物源

农药均能明显提高刺梨果实的坐果率、增加单果

重、提高产量，其中，６％大蒜素ＥＣ、０．５％大黄素

甲醚ＡＳ、０．５％小檗碱ＡＳ对刺梨果实的坐果率、

单果重、产量的影响与化学药剂效果相当，生产中

这３种植物源农药代替化学农药使用可达到相同

的效果。

表４　植物源农药对刺梨产量的影响

犜犪犫犾犲４　犈犳犳犲犮狋狅犳犫狅狋犪狀犻犮犪犾犳狌狀犵犻犮犻犱犲狊狅狀狔犻犲犾犱狅犳犚狅狊犪狉狅狓犫狌狉犵犺犻犻

药剂处理

Ｆｕｎｇｉｃｉｄ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坐果率／％

Ｆｒｕｉｔｉｎｇｒａｔｅ

单果重／ｇ

Ｆｒｕｉｔｗｅｉｇｈｔ

产量／ｋｇ·（ｈｍ２）－１

Ｙｉｅｌｄ

增产率／％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ｒａｔｅ

６％大蒜素ＥＣａｌｌｉｃｉｎ６％ＥＣ （５８．００±１．００）ＡＢ （１９．４６±０．５９）ＡＢ （１２０７０．６７±１２４．８０）ＡＢ （１４３．０２±１６．４４）Ａ

０．５％大黄素甲醚ＡＳｐｈｙｓｃｉｏｎ０．５％ＡＳ （５９．６７±１．１５）ＡＢ （２０．２５±０．５５）Ａ （１２５３１．００±３３２．６５）Ａ （１５２．２９±２１．２７）Ａ

１％蛇床子素ＥＷｏｓｔｈｏｌ１％ＥＷ （５８．６７±１．５３）ＡＢ （１８．７８±０．２２）Ｂ （１１６７３．３３±２８８．５８）Ｂ （１３５．０２±８．００）Ｂ

０．３％丁子香酚ＳＬｅｕｇｅｎｏｌ０．３％ＳＬ （５７．００±２．６４）Ｂ （１８．６８±０．３１）Ｂ （１１１６９．６７±１６０．００）Ｃ （１２４．８８±１５．８８）Ｂ

０．５％小檗碱ＡＳｂｅｒｂｅｒｉｎｅ０．５％ＡＳ （５９．３３±２．０８）ＡＢ （１９．０９±０．５０）ＡＢ （１２３３７．００±４０３．７７）Ａ （１４８．３８±１３．８９）Ａ

２５％嘧菌酯ＳＣａｚｏｘｙｓｔｒｏｂｉｎ２５％ＳＣ （６２．３３±１．５３）Ａ （２０．１４±０．６０）Ａ （１２０４０．３３±７２．５９）ＡＢ （１４２．４１±１３．６３）Ａ

无菌水ＣＫ （３５．００±３．００）Ｃ （１４．３７±０．９２）Ｃ （４９６７．００±２８３．６６）Ｄ －

３　结论与讨论

供试的５种植物源农药对刺梨白粉病田间防治

效果显著，施用后对植株病情的发展表现出明显的

抑制作用。在整个药剂防治期间，０．５％大黄素甲醚

ＡＳ、０．５％小檗碱ＡＳ对刺梨白粉病的防效与化学药

剂２５％嘧菌酯ＳＣ相当，在生产中可以作为防治刺

梨白粉病的有效植物源药剂。

５种植物源农药处理后刺梨果实品质明显得到

提高。植株坐果率、单果重、产量均有明显增加，其

·９７２·



２０２０

中０．５％大黄素甲醚ＡＳ处理组果实品质最优，增产

率为１５２．２９％，与化学处理组无显著差异。

从刺梨白粉病田间防治效果及果实品质、产量

等因素综合考虑，０．５％大黄素甲醚ＡＳ是防治刺

梨白粉病的最佳植物源药剂，可代替化学药剂使

用，实现刺梨无公害低残留的绿色生产。施用的方

法为：在刺梨白粉病未发病时，连续施用有效浓度

为１２．５ｍｇ／Ｌ０．５％大黄素甲醚ＡＳ两次，两次施

药间隔７ｄ。

大黄素甲醚具有良好抑菌、杀菌等作用。０．５％

大黄素甲醚能有效控制燕麦白粉病的发生，防治效

果好，并且能确保产量，减少经济损失［１８１９］；同时

０．５％大黄素甲醚ＡＳ对草莓白粉病防治效果较好，

连续３次施药后防效大于６５％，优于枯草芽孢杆菌

（１０００亿孢子／ｇ）ＷＰ、寡雄腐霉（１００万孢子／ｇ）

ＷＰ、１％蛇床子素ＥＷ、５％氨基寡糖素ＡＳ
［２０］，本试

验也得出相似的结果。根据农业发展和生产的要

求，利用植物源农药防治病害是目前实现绿色、无公

害、无残留农业生产的重要环节，也是生物防治的新

兴重点领域；植物源农药除对病害具有防治作用外

还能提高农作物的品质，增加产量。有研究表明，化

学农药破坏植株正常的生理活动，影响植株的营养

成分及酶活性，从而影响品质［２１２２］，而植物源农药有

利于植株的生理活动，促进植株体内物质合成，提高

酶活性，提高作物品质［２３］。植物源农药提高刺梨果

实产量和品质，主要是由于施药后，植物源农药能诱

导植株产生抗性，保证生理活动顺利进行，使叶片能

够充分有效地进行光合作用，增加有机物质的合成

与积累［２２］。综合考虑，施用植物源农药是刺梨生产

中实现高效栽培的技术之一。由于时间和条件的限

制，本试验仅研究了５种植物源农药对刺梨白粉病

的田间防效，及对果实品质和产量的作用，还有许多

问题，比如，如何延长植物源农药的药效，植物源农

药与化学药剂混合或交替使用防治效果如何、对果

实的品质是否有提高作用等问题均有待进一步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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