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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田间小区试验，开展了６种病毒抑制剂对西藏青稞上大麦黄矮病防治效果的研究。采用带毒蚜虫人工

接种法，于青稞起身拔节期每株接种１０～１５头带毒麦长管蚜，７ｄ后灭蚜，灭蚜后３ｄ喷施病毒抑制剂，在成株期出

现黄矮病症状后调查病株率、病情指数、防治效果，以及长势和产量。结果表明，６种病毒抑制剂对青稞上大麦黄矮病

有不同程度的防治效果，其中６％寡糖·链蛋白ＷＰ、０．５％香菇多糖ＡＳ和８％宁南霉素ＡＳ防治效果分别为６５．３８％、

５２．４１％和５０．１１％；处理后的青稞有不同程度的增产，其中６％寡糖·链蛋白ＷＰ、０．５％香菇多糖ＡＳ和４０％烯·羟

·吗啉胍ＳＰ处理增产率分别为７８．４４％、５３．２２％、２７．４２％。综合本文结果表明，６％寡糖·链蛋白ＷＰ、０．５％香菇多

糖ＡＳ对西藏大麦黄矮病有较好的防治效果和增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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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麦黄矮病（ｂａｒｌｅｙｙｅｌｌｏｗｄｗａｒｆｄｉｓｅａｓｅ，ＢＹＤ）是

世界各地最重要且分布最广泛的麦类作物病毒病

害，是包括大麦（青稞）、小麦和燕麦等作物在内的多

种禾谷类作物的主要病害之一。作物感染黄矮病毒

后，表现出植株矮缩、叶片黄化和有效分蘖减少等症

状，从而导致减产［１］。

近年来，大麦黄矮病在西藏青稞上时有发生。

２０１１年拉萨达孜县、墨竹工卡县的春青稞大麦黄矮

病发病面积１００余公顷，２０１６年曲水县冬青稞‘冬

青１８’发病面积７０余公顷，发病田减产３０％～

５０％
［２３］。大麦黄矮病造成了青稞严重减产，甚至绝

收，且导致青稞产量与品质不同程度下降，严重影响

西藏青稞生产的可持续发展［２３］。目前西藏自治区

主要通过适当调整播期、施用化学农药防控传毒介

体麦蚜等措施进行病害防治［２］。针对植物病毒还没

有特效药，该病害的防治是生产上的一大难题。为

防治大麦黄矮病，选育抗ＢＹＤＶ品种是最经济有效

的方法，但栽培品种中抗病基因缺乏，常规育种周期

长，定向性差，易带入不良性状；化学防治也是控制

大麦黄矮病的主要途径之一，但主要以杀虫剂控制

蚜虫为主，而蚜虫难以准确预报［４］。

病毒抑制剂作用机理主要为抑制病毒侵染、复

制和增殖、症状表达，也可能诱导寄主产生抗病性和

促进植株生长。抑制剂种类包括化学合成的具有抗

植物病毒活性的化合物，以及植物源、微生物源、动

物源和植物激素类抗病毒物质［５６］。

目前进入中国市场的病毒抑制剂有３７种以上，

用于农业生产的制剂有２３个以上
［７］，如盐酸吗啉胍

类、氨基酸衍生物类、磺酸衍生物类、三唑类衍生物

类、三嗪类衍生物类和微生物源类等［８９］。这些制剂

多见于其他植物病毒病的防治报道［９１４］，对大麦尤

其是青稞上黄矮病防治效果的报道目前尚未见。为

尝试用病毒抑制剂防治青稞大麦黄矮病，本研究开

展了小区药效试验，旨在为青稞上大麦黄矮病的防

控筛选优良药剂。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供试材料　

田间小区试验青稞品种为‘青稞喜拉２２’；室内

盆栽用于无毒蚜虫扩繁、饲养的青稞品种为‘青稞藏

青２０００’。灭蚜所用药剂为１０％吡虫啉可湿性粉剂

（ＷＰ），山东恒利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产品。

供试病毒抑制剂：０．５％香菇多糖水剂（ＡＳ），青

岛东生药业有限公司；８％宁南霉素水剂（ＡＳ），德强

生物股份有限公司；６％寡糖·链蛋白可湿性粉剂

（ＷＰ），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廊坊农药中

试厂；４０％烯·羟·吗啉胍可溶粉剂（ＳＰ），河北中保

绿农作物科技有限公司；０．５％氨基寡糖素水剂（ＡＳ），

河北奥德植保药业有限公司；３０％毒氟·吗啉胍可湿

性粉剂（ＷＰ），广西田园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表１　病毒抑制剂种类和毒性

犜犪犫犾犲１　犜狔狆犲狊犪狀犱狋狅狓犻犮犻狋犻犲狊狅犳狆犾犪狀狋狏犻狉狌狊犻狀犺犻犫犻狋狅狉狊

病毒抑制剂

Ｐｌａｎｔｖｉｒｕｓ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

有效成分用量

Ｄｏｓａｇｅ

毒性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０．５％香菇多糖ＡＳｆｕｎｇｏｕｓｐｒｏｔｅｏｇｌｙｃａｎ０．５％ＡＳ １５ｍＬ／ｈｍ２ 低毒

８％宁南霉素ＡＳｎｉｎｇｎａｎｍｙｃｉｎ８％ＡＳ １２０ｍＬ／ｈｍ２ 低毒

６％寡糖·链蛋白ＷＰｏｌｉｇｏ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ｃｔｉｖａｔｏｒｐｒｏｔｅｉｎ６％ ＷＰ ９０ｇ／ｈｍ２ 低毒

４０％烯·羟·吗啉胍ＳＰｅｎａｄｅｎｉｎｅ·ｏｘｙｅｎａｄｅｎｉｎｅ·ｍｏｒｏｘｙｄｉｎｅｈｙｄｒｏｃｈｌｏｒｉｄｅ４０％ＳＰ ６００ｇ／ｈｍ２ 低毒

０．５％氨基寡糖素ＡＳｏｌｉｇｏ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ｎｓ０．５％ＡＳ ７．５ｍＬ／ｈｍ２ 低毒

３０％毒氟·吗啉胍ＷＰｄｕｆｕｌｉｎ·ｍｏｒｏｘｙｄｉｎｅｈｙｄｒｏｃｈｌｏｒｉｄｅ３０％ ＷＰ ２７０ｇ／ｈｍ２ 低毒

清水 Ｗａｔｅｒ － －

１．２　试验方法

１．２．１　试验设置

小区试验选在农业农村部拉萨作物有害生物科

学观测试验站网室内。试验地海拔３６５０ｍ。各小

区的肥水、田间管理严格一致，小区等行距、随机区

组排列。６种病毒抑制剂分别为６种处理，ＣＫ１为

健康植株喷施清水对照，ＣＫ２为接种饲毒蚜并喷施

清水对照，每处理３个小区重复，每个小区面积为

９ｍ２，共２４个小区。

１．２．２　带毒蚜虫人工接种和病毒抑制剂喷施

采用水培青稞苗饲养麦蚜法获得大量虫龄、大

小一致的无毒麦长管蚜犛犻狋狅犫犻狅狀犿犻狊犮犪狀狋犺犻（Ｆａｂｒｉｃｉ

ｕｓ）。采集感染大麦黄矮病毒ＧＡＶ（ＢＹＤＶＧＡＶ）

的具有典型症状的青稞叶片，剪成１～２ｃｍ小段，放

·８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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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底部垫有保湿滤纸的培养皿中，投放饥饿２４ｈ的

无毒麦长管蚜，盖严，置于１５℃培养箱，黑暗离体饲

毒２４～４８ｈ后转移到试验小区内处于起身拔节期

的青稞植株上，每株接种１０～１５头带毒麦长管蚜。

ＣＫ１罩网不接种蚜虫。接毒７ｄ后喷施１０％吡虫啉

ＷＰ（有效成分用量为３００ｇ／ｈｍ２）灭蚜。灭蚜３ｄ后

喷施６种病毒抑制剂和清水，每间隔７ｄ喷施１次，

共３次。

１．２．３　调查方法

１．２．３．１　成株期出现典型黄矮症状后的病情调查

青稞成株期出现典型黄矮症状后，按 ＮＹ／

Ｔ３０６０．６２０１６
［１５］计算病株率、病情指数和防治

效果。

病株率＝发病青稞株数／调查青稞总株数×

１００％；病情指数＝Σ（各级病株数×各级代表值）／

（调查总株数×最高级代表值）×１００；防治效果＝

（对照病情指数－处理病情指数）／对照病情指数

×１００％。

１．２．３．２　６种病毒抑制剂处理对青稞长势和产量

的影响调查

长势参数：收获期采用５点取样法，每点２０株青

稞，每小区共１００株青稞，测量株高、穗长和分蘖数。

产量参数：每小区随机选取１ｍ２，收获全部青稞

麦穗，统计１ｍ２穗数、每穗粒数、千粒重及１ｍ２产量，

并根据重复区组的千粒重折算每６６７ｍ２产量（折合

产量）。折合产量（ｋｇ／６６６．７ｍ２）＝１ｍ２实际产量（ｇ）

×６６６．７／１０００；理论产量（ｋｇ／６６６．７ｍ２）＝［１ｍ２穗数

×每穗粒数×千粒重（ｇ）×６６６．７］／１０００。

１．３　数据统计

采用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０对数据进行整理，ＳＰＳＳ２０．０

ＯｎｅｗａｙＡＮＯＶＡ模块对数据进行单因素方差分

析，采用ＯｒｉｇｉｎＰｒｏ８．５作图。统计检验前，用Ｋｏｌ

ｍｏｇｏｒｏｖＳｍｉｒｎｏｖ和Ｌｅｖｅｎｅ统计量分别检验所有

数据的正态性和方差同质性，满足方差齐性采用

ＬＳＤ多重比较，不满足方差齐性采用ＧａｍｅｓＨｏｗ

ｅｌｌ多重比较法进行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病毒抑制剂处理对青稞上大麦黄矮病的

防治效果

　　不同病毒抑制剂处理对青稞上大麦黄矮病的防

治效果如表２所示。不同处理之间病株率、病情指

数均有极显著差异（病株率犉（６，１４）＝５３．２４９，犘＜

０．０１；病情指数犉（６，１４）＝５４．９８１，犘＜０．０１）。６种病

毒抑制剂对青稞上大麦黄矮病的防治效果为

２７．０６％～６５．３８％。其中６％寡糖·链蛋白 ＷＰ、

０．５％香菇多糖ＡＳ和８％宁南霉素ＡＳ防治效果突

出，分别为６５．３８％、５２．４１％和５０．１１％。

表２　不同病毒抑制剂处理对青稞上大麦黄矮病的防治效果１
）

犜犪犫犾犲２　犈犳犳犲犮狋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狏犻狉狌狊犻狀犺犻犫犻狋狅狉狊狅狀犫犪狉犾犲狔狔犲犾犾狅狑犱狑犪狉犳犱犻狊犲犪狊犲狅犳犺犻犵犺犾犪狀犱犫犪狉犾犲狔

病毒抑制剂

Ｐｌａｎｔｖｉｒｕｓ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

病株率／％

Ｒａｔｅｏｆｄｉｓｅａｓｅｄｐｌａｎｔｓ

病情指数

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ｄｅｘ

防治效果／％

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ＣＫ１ － － －

０．５％香菇多糖ＡＳｆｕｎｇｏｕｓｐｒｏｔｅｏｇｌｙｃａｎ０．５％ＡＳ （１９．０７±１．９７）Ｆ （１１．４３±１．３３）Ｄ ５２．４１±５．２０

８％宁南霉素ＡＳｎｉｎｇｎａｎｍｙｃｉｎ８％ＡＳ （２３．３２±３．１０）Ｅ （１２．０１±０．９７）Ｄ ５０．１１±４．１０

６％寡糖·链蛋白ＷＰｏｌｉｇｏ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ｃｔｉｖａｔｏｒｐｒｏｔｅｉｎ６％ ＷＰ （１５．３３±１．６８）Ｆ （９．３３±１．３５）Ｅ ６５．３８±２．５５

４０％烯·羟·吗啉胍ＳＰ

ｅｎａｄｅｎｉｎｅ·ｏｘｙｅｎａｄｅｎｉｎｅ·ｍｏｒｏｘｙｄｉｎｅｈｙｄｒｏｃｈｌｏｒｉｄｅ４０％ＳＰ
（３５．１９±２．６５）Ｃ （１７．５５±１．３２）Ｂ ２７．０６±１．９９

０．５％氨基寡糖素ＡＳｏｌｉｇｏ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ｎｓ０．５％ＡＳ （３１．５５±２．２４）ＣＤ （１４．６５±１．２６）Ｃ ３９．１１±３．４４

３０％毒氟·吗啉胍ＷＰｄｕｆｕｌｉｎ·ｍｏｒｏｘｙｄｉｎｅｈｙｄｒｏｃｈｌｏｒｉｄｅ３０％ ＷＰ （３６．７７±１．１０）ＡＢ （１６．８２±０．９７）Ｂ ３０．１０±２．５８

ＣＫ２ （４０．２７±２．３３）Ａ　 （２４．０７±０．８８）Ａ －

　１）表中数据为平均值±标准差，同列数据后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单因素方差分析在α＝０．０１水平差异极显著。ＣＫ１：健康植株喷施清水对照；

ＣＫ２：接种饲毒蚜并喷施清水对照。－：无统计数据。下同。

Ｄａｔａｉｎｔｈｅｔａｂｌｅｗｅｒｅｍｅａｎ±Ｓ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ａｐｉｔａｌｌｅｔｔ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ｃｏｌｕｍ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ｔ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０．０１

ｂｙＯｎｅｗａｙＡＮＯＶＡ．ＣＫ１：Ｈｅａｌｔｈｙｐｌａｎｔｓｓｐｒａｙｅｄｗｉｔｈｃｌｅａｒｗａｔｅｒｆｏｒｃｏｎｔｒｏｌ；ＣＫ２：Ｐｌａｎｔｓ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ｖｉｒｕｌｉｆｅｒｏｕｓａｐｈｉｄａｎｄ

ｓｐｒａｙｅｄｗｉｔｈｃｌｅａｒｗａｔｅｒｆｏｒ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Ｔｈｅｓａｍｅａｐｐｌｉｅｓｂｅｌｏｗ．

２．２　不同病毒抑制剂处理对青稞长势的影响

健康植株喷施清水对照（ＣＫ１）与接种饲毒蚜并

喷施清水对照（ＣＫ２）相比较，分蘖数差异极显著，证

实了大麦黄矮病毒危害使青稞有效分蘖减少；６种

·９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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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抑制剂处理与接种饲毒蚜并喷施清水对照

（ＣＫ２）相比，分蘖数极显著增加，说明喷施６种病毒

抑制剂能够有效降低大麦黄矮病毒造成的青稞分蘖

数减少。

与接种饲毒蚜并喷施清水对照（ＣＫ２）相比，健

康植株喷施清水对照（ＣＫ１）、６％寡糖·链蛋白

ＷＰ、０．５％香菇多糖ＡＳ和３０％毒氟·吗啉胍 ＷＰ

株高差异极显著，这３种病毒抑制对株高有促进

作用。

与接种饲毒蚜并喷施清水对照（ＣＫ２）相比，健

康植株喷施清水对照（ＣＫ１）和６种病毒抑制剂处理

的穗长极显著增加，说明６种病毒抑制剂促进了青

稞穗长增长。

综上，大麦黄矮病毒的侵染造成青稞分蘖数减

少、株高降低、穗长变短，但是喷施６种病毒抑制剂

能增加分蘖数、增长穗长，喷施６％寡糖·链蛋白

ＷＰ、０．５％香菇多糖ＡＳ、３０％毒氟·吗啉胍 ＷＰ还

能提高株高。

图１　病毒抑制剂对青稞长势的影响

犉犻犵．１　犈犳犳犲犮狋狅犳狏犻狉狌狊犻狀犺犻犫犻狋狅狉狊狅狀犺犻犵犺犾犪狀犱犫犪狉犾犲狔犵狉狅狑狋犺

　
２．３　不同病毒抑制剂处理对青稞产量的影响

与接种饲毒蚜并喷施清水对照（ＣＫ２）对比，只

有健康植株喷施清水对照（ＣＫ１）的穗粒数极其显著

增加。６种病毒抑制剂处理与接种饲毒蚜并喷施清

水对照ＣＫ２差异不显著，说明６种病毒抑制剂对提

高穗粒数作用不明显。

６种病毒抑制剂对于穗头数的影响不大。健康

植株喷施清水对照（ＣＫ１）和接种饲毒蚜并喷施清水

对照（ＣＫ２）穗头数差异不显著，说明大麦黄矮病毒

对穗头的生成影响不大。

健康植株喷施清水处理组（ＣＫ１）的千粒重和

６种病毒抑制剂处理及接种饲毒蚜并喷施清水的处

理（ＣＫ２）差异极显著，说明喷施６种病毒抑制剂可

提高青稞的千粒重。６种病毒抑制剂处理的青稞

中，千粒重最高的６％寡糖·链蛋白 ＷＰ显著高于

其他处理，千粒重最低的是３０％毒氟·吗啉胍ＷＰ。

６％寡糖链蛋白 ＷＰ和０．５％香菇多糖ＡＳ处

理，其１ｍ２实际产量显著高于接种饲毒蚜并喷施清

水的处理（ＣＫ２）；另外４种病毒抑制剂处理与ＣＫ２

差异不显著；说明６％寡糖链蛋白ＷＰ和０．５％香菇

多糖ＡＳ对青稞有增产作用。

综上，６种药剂处理对比接种饲毒蚜并喷施清

水对照（ＣＫ２），穗粒数和穗头数差异不显著，千粒重

差异极显著，所喷施的６种病毒抑制剂是通过提高

千粒重来增加理论产量的。

不同病毒抑制剂处理对青稞产量的影响如表３

所示。接种饲毒蚜并喷施清水对照（ＣＫ２）与健康植

株喷施清水对照（ＣＫ１）相比，减产率高达６０．５４％，说

明大麦黄矮病毒对青稞产量的影响较大。穗粒数、

穗头数和千粒重为产量三因素，其中千粒重是决定

理论产量的关键因素。通过对比千粒重、病株率等

参数的差异显著性，６％寡糖·链蛋白 ＷＰ、０．５％

香菇多糖ＡＳ两种病毒抑制剂作为防治大麦黄矮

病的药剂效果较好。

·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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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病毒抑制剂对青稞产量的影响

犉犻犵．２　犈犳犳犲犮狋狅犳狏犻狉狌狊犻狀犺犻犫犻狋狅狉狊狅狀犺犻犵犺犾犪狀犱犫犪狉犾犲狔狔犻犲犾犱

　
表３　不同病毒抑制剂处理对青稞产量影响

犜犪犫犾犲３　犈犳犳犲犮狋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狏犻狉狌狊犻狀犺犻犫犻狋狅狉狊狋狉犲犪狋犿犲狀狋狊狅狀狋犺犲狔犻犲犾犱狅犳犺犻犵犺犾犪狀犱犫犪狉犾犲狔

病毒抑制剂

Ｐｌａｎｔｖｉｒｕｓ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

理论产量／

ｋｇ·（６６６．７ｍ２）－１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ｙｉｅｌｄ

折合产量／

ｋｇ·（６６６．７ｍ２）－１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ｙｉｅｌｄ

相对于ＣＫ２

的增产率／％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ｙｉｅｌｄ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ｔｏＣＫ２

相对于ＣＫ１

的减产率／％

Ｒｅｄｕｃｅｄｙｉｅｌｄ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ｔｏＣＫ１

ＣＫ１ ３３３．６９ ２６８．９９ １５３．４０ －

６％寡糖·链蛋白ＷＰ

ｏｌｉｇｏ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ｃｔｉｖａｔｏｒｐｒｏｔｅｉｎ６％ ＷＰ
２３４．９９ ２１２．４１ ７８．４４ ２９．５８

０．５％香菇多糖ＡＳｆｕｎｇｏｕｓｐｒｏｔｅｏｇｌｙｃａｎ０．５％ＡＳ ２０１．７８ ２０５．２０ ５３．２２ ３９．５３

０．５％氨基寡糖素ＡＳｏｌｉｇｏ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ｎｓ０．５％ＡＳ １４４．０９ １７４．９９ ９．４１ ５６．８２

８％宁南霉素ＡＳｎｉｎｇｎａｎｍｙｃｉｎ８％ＡＳ １６２．９７ １４８．８１ ２３．７５ ５１．１６

４０％烯·羟·吗啉胍ＳＰ

ｅｎａｄｅｎｉｎｅ·ｏｘｙｅｎａｄｅｎｉｎｅ·ｍｏｒｏｘｙｄｉｎｅｈｙｄｒｏｃｈｌｏｒｉｄｅ４０％ＳＰ
１６７．８０ １４２．３３ ２７．４２ ４９．７１

３０％毒氟·吗啉胍ＷＰ

ｄｕｆｕｌｉｎ·ｍｏｒｏｘｙｄｉｎｅｈｙｄｒｏｃｈｌｏｒｉｄｅ３０％ ＷＰ
１４６．５２ １２４．７７ １１．２６ ５６．０９

ＣＫ２ １３１．６９ １０８．７０ － ６０．５４

３　结论与讨论

通过千粒重、病株率等参数的差异显著性，建议

选用６％寡糖·链蛋白 ＷＰ和０．５％香菇多糖ＡＳ

这两种病毒抑制剂作为防治大麦黄矮病的药剂。

健康对照ＣＫ１，在严格一致的肥水、田间管理、

取样等条件下，１ｍ２ 实际产量及６６７ｍ２ 折合产量

接近大田正常产量；而不喷药感病对照ＣＫ２减产率

·１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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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６０．５４％，说明大麦黄矮病导致青稞明显减产。

病毒抑制剂通过提高千粒重（籽粒饱满度）、增

加分蘖数、增长穗长、提高株高等一系列途径减少黄

矮病毒造成的减产，从另一方面讲就是提高了产量。

病毒抑制剂对烟草花叶病［９１０］、小麦黄矮

病［５，７，１１］、番茄病毒病［１２］等其他植物病毒病害［１３１４］

的防治效果已有研究。张琼芬［９］采用８％宁南霉素

ＡＳ１６００倍液、２０％盐酸吗啉胍ＳＰ６００倍液、０．５％

氨基酸寡糖素ＡＳ６００倍液、２０％吗胍·乙酸铜 ＷＰ

７００倍液进行烟草花叶病毒病田间药效试验，结果

表明２０％吗胍·乙酸铜ＷＰ７００倍液具有较好的防

治效果。闫佳会等［１１］曾在田间条件下研究了病毒

抑制剂对小麦黄矮病的防治效果，结果表明，不同药

剂处理对小麦黄矮病均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且小麦

产量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并同样得出了６％寡糖·

链蛋白ＷＰ防效最高、增产效果最显著。病毒抑制

剂除了对小麦黄矮病和烟草花叶病效果较好外，对

其他植物病毒病害也有较明显的效果［１２１４］，而６％

寡糖·链蛋白ＷＰ、０．５％香菇多糖ＡＳ相比其他药

剂，效果更为突出，可以作为未来防治大麦黄矮病的

药剂使用。

本研究中效果较好的２种药剂６％寡糖·链蛋

白ＷＰ和０．５％香菇多糖ＡＳ均为生物源制剂。６％

寡糖·链蛋白ＷＰ包括３％氨基寡糖素、３％极细链

格孢激活蛋白，作用方式为抑制病毒基因表达和病

毒复制，同时通过细胞活化作用修复受害植株损伤，

促根壮苗，增强作物的抗逆性；激发植物体内基因表

达，产生几丁酶、葡聚糖酶及ＰＲ蛋白等物质，诱导

植物产生多重防御作用，提升自身抗病能力。０．５％

香菇多糖ＡＳ起主要作用的成分系食用菌菌体代谢

所产生的蛋白多糖，而真菌多糖、云芝多糖等多糖在

相关研究中已经证实对小麦黄矮病防治效果突

出［１６１７］。６％寡糖·链蛋白 ＷＰ、０．５％香菇多糖

ＡＳ、０．５％氨基寡糖素ＡＳ，这些成分均为生物源成

分农药，相比３０％毒氟·吗啉胍 ＷＰ等化学成分农

药，效果略佳。通过本试验推断，化学农药阻断病毒

复制过程，对大麦黄矮病防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

是生物农药中的生物源成分不仅能阻断病毒复制传

播过程，还可作为营养物质促根壮苗提升植株自身

抵抗力，对大麦黄矮病的防治起到了更好的作用。

上述推断还需要进一步的分子试验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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