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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辽西风沙半干旱地区，开展了人工接种茎腐病病原菌条件下覆膜滴灌施用多菌灵和戊唑醇防治玉米茎腐

病效果研究。结果表明：滴灌施用５０％多菌灵ＷＰ和２５％戊唑醇ＷＰ对玉米茎腐病防治效果均在５４％以上，两年

平均防效最高的是２５％戊唑醇可湿性粉剂１４０ｇ／６６７ｍ２滴灌处理，达到７２．６０％，平均产量为９４８．９４ｋｇ／６６７ｍ２，

与接种不施药处理相比显著增产５９．９２％，５０％多菌灵可湿性粉剂６０、１２０ｇ／６６７ｍ２滴灌处理防效分别为５４．７９％

和６７．９９％，平均产量分别为７５５．２４、８１０．４３ｋｇ／６６７ｍ２；不同药剂处理间玉米穗长、百粒重差异显著；每６６７ｍ２滴

灌施用多菌灵可增加收入２１８．６８元／年。滴灌施用戊唑醇和多菌灵可有效防治玉米茎腐病，显著提高产量和效益。

关键词　水药一体化；　玉米茎腐病；　杀菌剂；　防效；　产量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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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我国农业用水粗放、农药过量施用、

施药方式落后等引起的农业生态环境污染和水药利

用率过低是农业生产面临的突出问题。在我国新时

代农业供给侧改革倡导的“一控两减三基本”和“节

肥节药”政策实施后，节水省药、节本增效的施药灌

溉方式成为现代农业绿色发展的必然趋势。“水药

一体施药”，也称作 “化学灌溉”（ｃｈｅｍｉｇａｔｉｏｎ）
［１２］，

是借助压力灌溉系统使得药剂随灌溉水一起按时、

均匀、准确地输送到作物根际［３］。按照作物生长需

求把水分和适合的药剂定量、定时地直接提供给作

物。与传统的灌溉和喷雾施药方式相比，“水药一体

化”提高了灌溉水利用率，减少了药剂施用量，减少

农业面源污染，增加了药剂利用率和时效性，减轻了

传统灌溉与施药劳动强度，降低了有毒物质的吸入

风险［４］，可实现高效控制病虫草害［５６］，促进农业可

持续发展。随着节水灌溉材料薄壁滴灌带的发展，

滴灌在干旱半干旱地区得到广泛推广［７］，极大地促

进了滴灌施药的融合与应用。我国滴灌面积逐年增

长。新疆地区在玉米田应用随水施药较早也更广泛，

但主要集中在防治虫害方面。戴爱梅等［８９］通过滴灌

施用吡虫啉、噻虫嗪及嘧啶氧磷防治玉米三点斑叶

蝉，防治效果达到８５．８６％～９５．８４％，且对玉米安全。

随头水滴施噻虫嗪＋丁硫克百威＋农药增效剂，可有

效防治玉米螟、三点斑叶蝉、叶螨等害虫。罗燕娜

等［１０］随水滴施枯草芽胞杆菌防治棉花土传病害黄萎

病，防效达到５５．１％，增产１７．６２％。滴灌施药显著提

升药效，增加作物产量，改善品质，增加效益。

近年来，辽宁省实施了“千万亩”滴灌节水工程

和“节水增粮”行动。辽西地区（朝阳市、阜新市）为

辽宁省新增灌溉面积核心地区。该区域玉米常年连

作，土传病害镰孢茎腐病（由禾谷镰孢犉狌狊犪狉犻狌犿

犵狉犪犿犻狀犲犪狉狌犿，串珠镰孢犉．犿狅狀犻犾犻犳狅狉犿犲引起）发展

迅速，且有从次要病害发展为主要病害的趋势，采用

传统防治措施效果有限，严重影响玉米产量与品质，

且玉米大田中后期喷药作业难以实施，防治成本较

高。因此，本研究通过覆膜玉米滴灌施用多菌灵和

戊唑醇的大田试验，比较分析接种条件下不同剂量

药剂处理对茎腐病防效以及对产量和产量相关要素

的影响，以期为滴灌方式下水药一体施药技术在北

方干旱地区的应用提供实践指导。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

试验玉米品种：‘辽单５６５’，辽宁省农业科学院

玉米研究所提供；

试验药剂：５０％多菌灵可湿性粉剂（ＷＰ），江苏

省江阴市农药二厂有限公司生产；２５％戊唑醇可湿

性粉剂（ＷＰ），江苏省盐城双宁农化有限公司。

接种病菌：辽宁省境内采集、纯化、扩繁的玉米茎

腐病最主要病原菌禾谷镰孢犉狌狊犪狉犻狌犿犵狉犪犿犻狀犲犪狉狌犿

Ｓｃｈｗ．。

滤纸：孔径为８０～１２０μｍ（滴灌带滴水孔径为

７００μｍ）；

试验地点：辽宁省朝阳市建平县灌溉试验站，该

地区属于半干旱季风型大陆性气候，多年平均气温

７．１℃，平均降水量４１０ｍｍ，生育期潜在蒸散量达

６００ｍｍ，有效积温３２００℃，土壤质地砂壤土，容重

１．４ｇ／ｃｍ３，有机质含量为１．６６％，速效氮４０ｇ／ｋｇ，

速效磷１２．５ｇ／ｋｇ，速效钾８０ｇ／ｋｇ，田间最大持水量

２０．０％，ｐＨ为７．０。地下水埋深３．０ｍ左右。无霜

期１２５～１３３ｄ。

各处理采用双垄沟全覆膜种植模式（宽行距６５ｃｍ，

窄行距４５ｃｍ，地膜为黑色地膜，材质为聚乙烯，厚

度０．００８ｍｍ），种植密度４５００株／６６７ｍ２。试验地

块常年种植玉米，小斑病、穗腐病兼有发生。

１．２　试验方法

接种：分别于２０１７年６月２０日和２０１８年６月

２７日进行接种。采用埋菌法
［１１］完成接菌。在玉米

垄一侧距茎基１０ｃｍ处开约１０ｃｍ深小沟，取玉米

粒培养基扩繁的菌种５０ｇ埋在沟内，所有植株全部

完成接种后，进行田间浇灌，以保证病原菌侵染需要

的土壤湿度条件。

施药：分别于２０１７年７月１５日和２０１８年７月

１０日发病初期采用滴灌的方法施用５０％多菌灵ＷＰ

６０、１２０ｇ／６６７ｍ２，２５％戊唑醇ＷＰ７０、１４０ｇ／６６７ｍ２，

并设发病初期喷施５０％多菌灵ＷＰ１２０ｇ／６６７ｍ２至

玉米根部的对照（ＣＫ１），接种不施药对照（ＣＫ２）和清

水灌溉不接菌不施药对照（ＣＫ３）。每处理各４次重

复。各小区取同一大垄共１００株（包括两小垄，每垄

５０株）。通过文丘里施肥器施药，将药剂溶解成母液，

灌溉水量由前端灌溉系统控制，逐个打开每个小区支

管进行施药，保证每小区总灌水量一致。

病害调查：８月下旬进行病害调查。玉米茎腐

病发病程度需调查整个小区的病株数，统计病株率

并计算防治效果；产量及产量性状调查采用五点取

样法，每小区随机取５点采样，每点调查２株，调查

穗长、穗粗、穗行数、行粒数、百粒重。

病株率＝发病株数／总株数×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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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

防治效果＝ （接种不施药对照区病株率－处理

区病株率）／接种不施药对照区病株率×１００％。

利用ＳＰＳＳ，通过Ｄｕｎｃａｎ氏新复极差法对试验

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接种试验未施药处理不同年度发病效果比较

接种茎腐病病原菌１４ｄ后未施药处理ＣＫ２

２０１７年和２０１８年平均发病率分别为９８．２５％和

８７．２５％（表１），各年度发病程度均匀，适宜作为测

试对象，两年发病率差异显著，２０１８年较２０１７年茎

腐病发病率减少１１百分点，可能与２０１７年玉米生

长中后期降雨偏多有关。

２．２　不同施药方式对玉米茎腐病防效和产量影响

试验各处理防效和产量如表１所示。接种１４ｄ

后对照小区作物均匀发病，各施药处理对茎腐病防治

效果均在５４％以上。５０％多菌灵ＷＰ６０ｇ／６６７ｍ２滴

灌处理２年的防效均显著低于其他处理；２５％戊唑醇

ＷＰ１４０ｇ／６６７ｍ２滴灌处理２年的防效均最高，其中

２０１７年的防效为６９．８８％，显著高于其他滴灌处理和

５０％多菌灵ＷＰ１２０ｇ／６６７ｍ２喷雾对照；２０１８年的防

效为７５．３１％，与５０％多菌灵 ＷＰ１２０ｇ／６６７ｍ２ 滴

灌处理无显著差异，但显著高于其他处理和５０％多

菌灵ＷＰ１２０ｇ／６６７ｍ２喷雾对照。年度和处理间交

互作用差异不显著（犘＝０．１８３），２年的试验结果基

本一致，防效受年度间影响较小，药效稳定。

表１　不同滴灌施药处理对茎腐病的防治效果１
）

犜犪犫犾犲１　犆狅狀狋狉狅犾犲犳犳犲犮狋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犳狌狀犵犻犮犻犱犲狊犫狔犱狉犻狆犻狉狉犻犵犪狋犻狅狀狅狀狊狋犪犾犽狉狅狋

年份

Ｙｅａｒ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剂量／ｇ·（６６７ｍ２）－１

Ｄｏｓａｇｅ

发病率／％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防效／％

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产量／ｋｇ·（６６７ｍ２）－１

Ｙｉｅｌｄ

２０１７

５０％多菌灵ＷＰ

ｃａｒｂｅｎｄａｚｉｍ５０％ ＷＰ

２５％戊唑醇ＷＰ

ｔｅｂｕｃｏｎａｚｏｌｅ２５％ＷＰ

５０％多菌灵ＷＰ（ＣＫ１）

ｃａｒｂｅｎｄａｚｉｍ５０％ ＷＰ

清水接种对照（ＣＫ２）

Ｗａｔｅｒｗｉｔｈ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清水不接种对照（ＣＫ３）

Ｗａｔｅｒｗｉｔｈｏｕｔ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６０

１２０

７０

１４０

１２０

－

－

（４３．７５±１．１１）ｂ
（３２．７５±２．３２）ｄｅ
（３８．７５±１．３１）ｃ
（２９．５０±０．８７）ｅ

（３４．００±０．７５）ｄ

（９８．２５±０．４８）ａ

０ｆ

（５５．２３±０．８７）ｄ
（６６．３３±０．４３）ｂ
（６０．４５±１．２７）ｃ
（６９．８８±０．９１）ａ

（６１．４３±０．９８）ｃ

－

－

（７３０．４３±７．０６）ｃｄ
（８０１．８５±９．２５）ｂ
（７４１．７５±５．２０）ｃ
（９０４．９６±８．３１）ａ

（６５７．１２±９．５１）ｅ

（５４８．６３±１１．９４）ｆ

（７１３．３０±７．５１）ｄ

２０１８

５０％多菌灵ＷＰ

ｃａｒｂｅｎｄａｚｉｍ５０％ ＷＰ

２５％戊唑醇ＷＰ

ｔｅｂｕｃｏｎａｚｏｌｅ２５％ＷＰ

５０％多菌灵ＷＰ（ＣＫ１）

ｃａｒｂｅｎｄａｚｉｍ５０％ ＷＰ

清水接种对照（ＣＫ２）

Ｗａｔｅｒｗｉｔｈ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清水不接种对照（ＣＫ３）

Ｗａｔｅｒｗｉｔｈｏｕｔ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６０

１２０

７０

１４０

１２０

－

－

（３８．００±０．５８）ｂ
（２４．００±１．０８）ｄ
（３３．５０±１．０４）ｃ
（２１．２５±１．２５）ｄ

（３２．５０±１．０４）ｃ

（８７．２５±１．１８）ａ

０ｅ

（５４．３６±２．２７）ｃ
（６９．６４±２．１７）ａｂ
（６７．６７±２．３０）ｂ
（７５．３１±０．７８）ａ

（６４．９１±１．４８）ｂ

－

－

（７８０．０５±７．３１）ｃ
（８１９．０２±５．８９）ｂ
（７７１．２３±５．１８）ｃ
（９９２．９３±９．５８）ａ

（７２０．７７±１５．８６）ｄ

（６３８．２２±６．９６）ｅ

（７９７．９４±６．３３）ｂｃ

平均值

Ａｖｅｒａｇｅ

５０％多菌灵ＷＰ

ｃａｒｂｅｎｄａｚｉｍ５０％ ＷＰ

２５％戊唑醇ＷＰ

ｔｅｂｕｃｏｎａｚｏｌｅ２５％ＷＰ

５０％多菌灵ＷＰ（ＣＫ１）

ｃａｒｂｅｎｄａｚｉｍ５０％ ＷＰ

清水接种对照（ＣＫ２）

Ｗａｔｅｒｗｉｔｈ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清水不接种对照（ＣＫ３）

Ｗａｔｅｒｗｉｔｈｏｕｔ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６０

１２０

７０

１４０

１２０

－

－

（４０．８８±１．２３）ｂ
（２８．３８±２．０３）ｄ
（３６．１３±１．２６）ｃ
（２５．３８±１．７１）ｄ

（３３．１３±０．６４）ｃ

（９２．７５±２．１６）ａ

０ｅ

（５４．７９±１．１４）ｄ
（６７．９９±１．２０）ｂ
（６４．０６±１．８３）ｃ
（７２．６０±１．１７）ａ

（６３．１７±２．６８）ｃ

—

—

（７５５．２４±１０．４９）ｃ
（８１０．４３±６．０２）ｂ
（７５６．４９±６．５３）ｃ
（９４８．９４±１７．６３）ａ

（６８８．９４±１４．７６）ｄ

（５９３．４２±１８．１０）ｅ

（７５５．６２±１６．６３）ｃ

处理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犘＝０．００７ 犘＝０

年度Ｙｅａｒ 犘＝０．０５１ 犘＝０．００２

处理年度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Ｙｅａｒ
犘＝０．１８３ 犘＝０

　１）表中数据为平均值±标准误。５０％多菌灵ＷＰ对照处理（ＣＫ１）采用喷雾的方式。同一年度内，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犘＜０．０５）。

Ｄａｔａｉｎｔｈｅｔａｂｌｅａｒｅｍｅａｎ±ＳＥ．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ｍｏｄｅｏｆｃａｒｂｅｎｄａｚｉｍ５０％ ＷＰ（ＣＫ１）ｗａｓｓｐｒａ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ｅｔｔ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ｃｏｌｕｍｎｉｎ

ｓａｍｅｙｅａｒ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犘＜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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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灌施药２年玉米平均产量测算结果显示，滴

灌施药处理比手动喷雾对照处理（ＣＫ１）增产７．００％

～３７．７６％，比接种不施药对照（ＣＫ２）显著增产

２７．２７％～５９．９１％。年度和处理间交互作用差异不

显著（犘＝０）。

２．３　不同施药方式对玉米产量相关性状的影响

如表２所示，不同药剂滴灌处理间及与对照

５０％多菌灵ＷＰ手动喷雾对照（ＣＫ１）、清水接种对

照（ＣＫ２）、清水不接种对照（ＣＫ３）之间穗行数、行粒

数无显著差异。药剂滴灌处理的穗长在１５５．９０～

１７２．７０ｃｍ之间，２５％戊唑醇 ＷＰ１４０ｇ／６６７ｍ２滴

灌处理的穗长显著高于其他处理，与清水不接种对

照（ＣＫ３）差异不显著。２５％戊唑醇ＷＰ７０ｇ／６６７ｍ２

滴灌处理穗长次之；５０％多菌灵ＷＰ６０、１２０ｇ／６６７ｍ２

滴灌处理的穗长与５０％多菌灵ＷＰ手动喷雾（ＣＫ１）、

清水接种对照（ＣＫ２）之间差异不显著。２５％戊唑醇

ＷＰ７０ｇ／６６７ｍ２和１４０ｇ／６６７ｍ２滴灌处理平均穗

粗显著高于清水接种对照（ＣＫ２），但与５０％多菌灵

ＷＰ手动喷雾（ＣＫ１）、清水不接种对照（ＣＫ３）差异

不显著，而５０％多菌灵 ＷＰ６０ｇ／６６７ｍ２和１２０ｇ／

６６７ｍ２ 滴灌处理与５０％多菌灵 ＷＰ手动喷雾

（ＣＫ１）、清水不接种对照（ＣＫ３）均无显著差异。

５０％多菌灵 ＷＰ１２０ｇ／６６７ｍ２ 滴灌处理百粒重最

高，与５０％多菌灵ＷＰ６０ｇ／６６７ｍ２滴灌处理、清水

不接种对照（ＣＫ３）差异不显著，清水接种对照

（ＣＫ２）的百粒重最低，显著低于各滴灌施药处理和

清水不接种对照（ＣＫ３），但与５０％多菌灵 ＷＰ手动

喷雾（ＣＫ１）无显著差异。

表２　滴灌施药与喷雾施药对产量指标的影响（２０１８年）

犜犪犫犾犲２　犐狀犳犾狌犲狀犮犲狅犳犮犺犲犿犻犵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狊狆狉犪狔犻狀犵犳狌狀犵犻犮犻犱犲狅狀狋犺犲狔犻犲犾犱犻狀犱犲狓犲狊（２０１８）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剂量／ｇ·（６６７ｍ２）－１

Ｄｏｓａｇｅ

穗长／ｍｍ

Ｅａｒｌｅｎｇｔｈ

穗粗／ｍｍ

Ｅａｒｗｉｄｔｈ

穗行数／粒

Ｒｏｗｓｐｅｒｅａｒ

行粒数／粒

Ｋｅｒｎｅｌｓｐｅｒｒｏｗ

百粒重／ｇ

１００ｇｒａｉｎｗｅｉｇｈｔ

５０％多菌灵ＷＰ

ｃａｒｂｅｎｄａｚｉｍ５０％ ＷＰ

６０

１２０

（１５５．９０±１．３５）ｄ

（１６０．２５±０．７６）ｃｄ

　（４５．８９±０．４３）ａｂｃ

　（４５．２４±０．１７）ｂｃ

（１３．２５±０．２８）ａ

（１３．７０±０．３８）ａ

（３１．８５±０．８８）ａ

（３１．９５±０．２５）ａ

（４５．１１±０．７１）ａｂ

（４６．３５±０．４８）ａ

２５％戊唑醇ＷＰ

ｔｅｂｕｃｏｎａｚｏｌｅ２５％ＷＰ

７０

１４０

（１６３．９５±１．６０）ｂｃ

（１７２．７０±３．５４）ａ

（４７．４７±０．４８）ａ

（４６．８８±０．９９）ａｂ

（１３．８０±０．２６）ａ

（１３．７５±０．３３）ａ

（３０．７０±０．９１）ａ

（３５．６５±１．１４）ａ

（４３．２０±０．４７）ｃ　
（４３．８５±０．６５）ｂｃ

５０％多菌灵ＷＰ（ＣＫ１）

ｃａｒｂｅｎｄａｚｉｍ５０％ ＷＰ（ＣＫ１）
１２０　 （１６１．８５±０．６２）ｃｄ　（４５．５４±０．４３）ａｂｃ （１３．３５±０．３１）ａ （３１．２５±０．５９）ａ （４２．６８±０．５０）ｃｄ

清水接种对照（ＣＫ２）

Ｗａｔｅｒｗｉｔｈ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Ｋ２）
－ （１５６．５５±１．５７）ｄ （４４．００±０．２４）ｃ （１３．４０±０．１２）ａ （３０．２０±１．０６）ａ （４１．０２±０．６８）ｄ

清水不接种对照（ＣＫ３）

Ｗａｔｅｒｗｉｔｈｏｕｔ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Ｋ３）
－ （１６９．２５±３．６９）ａｂ （４６．１７±０．９４）ａｂ （１３．６０±０．３７）ａ （３３．００±０．９４）ａ （４６．１８±０．６１）ａ

２．４　经济效益分析

以药剂多菌灵为例从药剂投入、人工投入和产

量等方面进行效益比较。结果（表３）显示，滴灌施

药每年使用农药１２０ｇ／６６７ｍ２，计１２元／６６７ｍ２，

手动喷雾施药每年使用农药２４０ｇ／６６７ｍ２，计２４

元／６６７ｍ２。传统的喷雾处理每年杀菌剂至少施用

２次，滴灌施药与之相比减少了用药次数，减少了

用药量；传统手动喷雾每年需人工费用约为２０元／

６６７ｍ２，滴灌施药的人工费用仅为４元／６６７ｍ２，

比传统手动喷雾费用减少８０％。与传统喷雾施

药相比，滴灌施药可增加产量收入２１８．６８元／

６６７ｍ２·年。

表３　传统施药与滴灌施药效益比较１
）

犜犪犫犾犲３　犅犲狀犲犳犻狋狊狅犳犮犺犲犿犻犵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狊狆狉犪狔犻狀犵犳狌狀犵犻犮犻犱犲

施药方法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

每年药剂投入／元·（６６７ｍ２）－１

Ｆｕｎｇｉｃｉｄｅｉｎｐｕｔ

每年人工投入／元·（６６７ｍ２）－１

Ｌａｂｏｒｃｏｓｔ

年产量／ｋｇ·（６６７ｍ２）－１

Ｙｉｅｌｄ

传统手动喷雾施药Ｓｐｒａｙｉｎｇｆｕｎｇｉｃｉｄｅ ２４ ２０ ６８８．９４

滴灌施药Ｃｈｅｍｉｇａｔｉｏｎ １２ ４ ８１０．４３

变幅Ｃｈａｎｇｅ －１２ －１６ １２１．４９

　１）玉米收购价１．８元／ｋｇ（２０１８年均价）计算。

Ｃｏｒｎｐｒｉｃｅｗａｓ１．８ｙｕａｎ／ｋｇｉｎ２０１８．

３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表明滴灌施药在茎腐病防效（５４．３６％～

７５．３１％）、产量（比人工喷雾施药增产９．６２％～

３７．７４％）、经济效益（增加产量收入２１８．６８元／

６６７ｍ２·年）等方面明显优于传统施药，在经济投入

·５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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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人工费１６元／６６７ｍ２·年）上远低于喷雾施药。

滴灌施药更适宜集约化大规模生产，并可以减少农

业面源污染，实现节水节药增产增效。

戊唑醇属于三唑类杀菌剂。程亮等［１２］利用滴

灌施用三唑类杀菌剂苯醚甲环唑防治花生黑斑病，

取得了较好的防治效果，与本文试验结果相一致，并

均有促进产量增加提高作物质量的作用。多菌灵为

苯并咪唑类杀菌剂，本试验结果与王铁生等［１３］使用

该药剂防治人参根部病害效果相似。本试验所用药

剂均为可湿性粉剂，虽然在水中可以溶解的剂型更

适合用于滴灌系统，更利于植物吸收，但本试验中药

剂在施用前先溶解为母液再使用文丘里施肥器施

药，较好地解决了药剂溶解的问题。文丘里施肥器

是一种较为精确的施肥装置，本试验中文丘里施肥

器安装于滴灌系统的支管与施药试验区连接处，各

小区前端安装有手动开关。施药时先关闭不施药小

区，施药小区在完成施药后需灌少量清水清洗管道，

保证不同小区施药间无影响。灌水量由辽宁省农业

科学院自行研制的水肥药一体机［１４］进行精准控制。

本研究中２０１８年度穗腐病自然发病较重，对产量

有一定影响。施用的滴灌药剂均为广谱性内吸性药

剂，通过根部吸收，对穗腐病有较好的防治效果，减少了

产量损失，提高了产品质量。滴灌施药处理对穗长、穗

粗影响较大，尤其２５％戊唑醇ＷＰ１４０ｇ／６６７ｍ２处理下

的穗长、穗粗显著高于接种不施药对照，因此，穗长、

穗粗的增加对增产贡献是最高的。但是，滴灌施药

处理与接种不施药对照的百粒重与产量并不呈正相

关，这可能是由于穗腐病自然发病，导致缺粒现象明

显，使得同穗上未发病籽粒获得营养更多，百粒重更

高。２５％戊唑醇ＷＰ１４０ｇ／６６７ｍ２处理产量高于清

水不接种对照（ＣＫ３），这可能与高浓度戊唑醇除有

杀菌功能，还有调节、刺激植物生长发育，增强植物

逆境生长的作用有关［１５１６］。

玉米茎腐病致病菌多为镰孢菌（以禾谷镰孢为

主）和腐霉菌（以肿囊腐霉犘狔狋犺犻狌犿犻狀犳犾犪狋狌犿 为主）

两大类同时侵染［１７１８］。本试验是在接种条件下防

治，接种菌为禾谷镰孢 犉狌狊犪狉犻狌犿犵狉犪犿犻狀犲犪狉狌犿

Ｓｃｈｗ．，为本地区分离纯化，实验室扩繁菌源，是本

地区最主要致病菌。选用单一菌源可使试验结果更

易于分析。本研究只针对试验条件下防效、产量、经

济效益进行比较分析，并未对安全性进行试验，滴灌

施药对环境安全性、作物农药残留等有待进一步测

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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