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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种杀菌剂对水稻胡麻叶斑病防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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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科学合理选用防治水稻胡麻叶斑病的杀菌剂，采用菌丝生长速率法，测定了１３种杀菌剂对水稻胡麻叶斑

病菌的毒力，对毒力较好的药剂开展盆栽防效试验。结果表明：测试的１３种药剂中，７０％丙森锌ＷＰ、３２５ｇ／Ｌ苯甲

·嘧菌酯ＳＣ、７５％肟菌·戊唑醇ＷＧ、２３％醚菌·氟环唑ＳＣ、５０％福美双ＷＰ、４００ｇ／Ｌ氯氟醚·吡唑酯ＳＣ对病原

菌菌丝生长表现出明显的抑制作用，不同浓度处理的抑制率均达到６０％以上，最高可达１００％；各药剂对水稻胡麻

叶斑病菌的毒力差异显著，３２５ｇ／Ｌ苯甲·嘧菌酯ＳＣ对水稻胡麻叶斑病菌的毒力最高，ＥＣ５０为０．０００１μｇ／ｍＬ；毒

力较高的药剂有２３％醚菌·氟环唑ＳＣ、７５％肟菌·戊唑醇ＷＧ、５０％咪鲜胺锰盐ＷＰ、７０％丙森锌ＷＰ、５０％福美

双ＷＰ、９％吡唑醚菌酯ＣＳ、３０％苯甲·丙环唑ＥＣ、４００ｇ／Ｌ氯氟醚·吡唑酯ＳＣ、２５０ｇ／Ｌ嘧菌酯ＳＣ，ＥＣ５０为

０．０１７１～２．０２７０μｇ／ｍＬ；１５％井冈霉素ＳＰ、４０％稻瘟灵ＥＣ、７５％三环唑 ＷＰ的毒力较低，ＥＣ５０为１１．２６５４～

８８．２８３５μｇ／ｍＬ。人工接种盆栽防效试验结果显示，７０％丙森锌ＷＰ对水稻胡麻叶斑病的预防效果最好，使用剂量

９４５～１５７５ｇ／ｈｍ２ 的防效均在７２．００％以上；３２５ｇ／Ｌ苯甲·嘧菌酯ＳＣ的治疗效果最好，使用剂量１９５～２９２．５ｇ／ｈｍ２

的防效均在７４．００％以上，这两种药剂可作为目前水稻胡麻叶斑病田间应急防控的首选药剂，二者作用机制不同，

建议轮换使用。

关键词　水稻；　胡麻叶斑病；　杀菌剂；　毒力测定；　防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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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稻平脐蠕孢 犅犻狆狅犾犪狉犻狊狅狉狔狕犪犲（Ｂｒｅｄａｄｅ

Ｈａａｎ）Ｓｈｏｅｍ 侵染引起的水稻胡麻叶斑病（ｒｉｃｅ

ｂｒｏｗｎｓｐｏｔ）
［１］是世界性水稻病害，在各国稻区均有

不同程度的发生。１９４５年孟加拉国曾因该病流行

造成水稻大面积失收而引起大饥荒［２］，我国２００４

年、２００８年、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０年在广西邕宁、江苏连云

港市东海县、广西贺州昭平、河北唐海县均有大面积

发生的报道［３４］。该病可在水稻整个生育期侵染地

上部各个器官，主要为害叶片和谷粒。胡麻叶斑病

在叶片及叶鞘上的典型症状为：初期多呈褐色芝麻

粒状，病斑边缘黄晕明显，后期病斑中央为灰褐色至

灰白色，边缘褐色，严重时能相互连结形成不规则的

大病斑，可致全叶枯死，植株早衰；谷粒早期受害，严

重时全粒呈灰黑色造成秕谷，谷粒质脆易碎，严重影

响水稻的产量和品质。感病田块一般减产１０％～

３０％，严重者减产５０％以上甚至绝收
［５］。以前通常

认为该病主要是由于土地贫瘠、长期高温干旱或缺

钾等原因造成，通过施肥、补硅、钾等改善栽培条件

即可达到防控效果［５７］。Ｐｈｅｌｐｓ等
［８］证明土壤营养

元素的缺乏并不是导致胡麻叶斑病发病的全部因

素，即使进行了充分合理的施肥，在菌源充足，适合

的天气条件下仍能大发生。近年来，由于菌源累积、

感病品种的普遍种植、稻种频繁调运、耕作方式和气

候的改变，该病害有上升流行的趋势。笔者在协助

２０１８年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开展的水稻穗

期病害调查中发现，在来自广东、湖南的４５个水稻

病害样本中，有３０个样本检测到胡麻叶斑病菌，占

检测样本的６６．６７％。

稻平脐蠕孢与稻瘟病菌均属半知菌丝孢纲丝孢

目暗色孢科，两者侵染水稻后发病症状虽有些相似，

但早在１９６４年陈永萱等
［９］已证明两者在碳、氮营养

成分利用上有差异，发病规律、发病条件均不同。因

此，在防治方法、管理措施上应有一定的区别。由于

以往传统观念上多认为该病为次要病害，在药剂防

治方面可参照稻瘟病，所以有关研究报道不多。瓮

巧云等［１０］室内试验证明５０％腐霉利可湿性粉剂、

７５％百菌清悬浮剂、１５％三唑酮悬浮剂对胡麻叶斑

病菌的抑制率分别为１００％、８２．８％和７４．７％。秦

忠等［１１］用３０％苯甲·丙环唑乳油（爱苗）在抽穗前

７ｄ左右和齐穗期各喷施１次，对该病有显著防效。

韩民利等［１２］研究表明，用３０％苯甲·丙环唑乳油

（世苗）在水稻破口前４～７ｄ和齐穗期各喷施１次，

可有效控制水稻生长后期胡麻叶斑病的发生。潘连

富等［１３］、赵朝明等［１４］用７０％丙森锌可湿性粉剂防

控胡麻叶斑病有较好的防效，且增产明显。以上国

内有关水稻胡麻叶斑病防控药剂的研究一般只针对

单一药剂或２～３种药剂，且大都是通过室内菌丝生

长抑制数据或大田自然发病进行验证，缺乏化学单

剂、复配剂、生物制剂对其防效、作用特性的综合性

研究。目前对胡麻叶斑病的研究进程与该病害田间

日渐发生严重的现实相比，在防控药剂、技术研究方

面相对滞后，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

植物病害防控历史中，在抗病品种缺乏、栽培

防控措施效果有限的情况下，化学防治是控制病害

最有效、快速的方法。然而，目前国内已登记防治

水稻胡麻叶斑病的药剂非常有限，仅有丙森锌和福

美双２个单剂和１２个配方产品（信息来自中国农

药信息网农药登记数据），远远不能满足生产实际

需要。本研究采用菌丝生长速率法，测定了１３种

杀菌剂对水稻胡麻叶斑病菌菌丝生长的抑制作用；

在此基础上，开展了人工接种盆栽试验，测定了室

内对犅．狅狉狔狕犪犲抑菌效果较好的药剂不同剂量对胡

麻叶斑病的预防和治疗效果。旨在筛选出对水稻

胡麻叶斑病防效好的药剂，为生产实际中胡麻叶斑

病的防控提供更多选择。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

供试培养基：燕麦番茄汁培养基（番茄汁１５０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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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２

燕麦片４０ｇ，碳酸钙０．６ｇ，琼脂粉１８．７５ｇ，蒸馏水

定容至１０００ｍＬ），主要用于水稻胡麻叶斑病菌人

工接种盆栽试验产孢和菌丝生长。酵母固体培养基

（可溶性淀粉１０ｇ、酵母浸出膏４ｇ、琼脂粉２０ｇ、蒸

馏水定容至１０００ｍＬ），主要用于药剂毒力测定试

验菌丝生长。

供试水稻材料：感胡麻叶斑病水稻品种‘新黄占’。

供试菌株：稻平脐蠕孢犅犻狆狅犾犪狉犻狊狅狉狔狕犪犲（Ｂｒｅｄａ

ｄｅＨａａｎ）Ｓｈｏｅｍ，分离自广西都安稻田病株上。经

常规组织分离法获得并按柯赫氏法则进行验证。菌

株在酵母固体培养上纯化、燕麦番茄汁培养基产孢

后置４℃冰箱备用。病原菌分离与鉴定参考相关文

献报道［１５１６］。

供试药剂：用于室内毒力筛选供试杀菌剂及处

理剂量（有效成分量，下同）见表１，用于盆栽试验筛

选预防和治疗效果的药剂及处理剂量见表２。

表１　室内毒力测定药剂名称及处理剂量

犜犪犫犾犲１　犇犲狊犻犵狀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狋狉犲犪狋犲犱犱狅狊犲狅犳犳狌狀犵犻犮犻犱犲狊犳狅狉犻狀犱狅狅狉狋狅狓犻犮犻狋狔狋犲狊狋

供试药剂

Ｆｕｎｇｉｃｉｄｅ

生产厂家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

有效成分用量／μｇ·ｍＬ
－１

Ａｃｔｉｖｅ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ｄｏｓｅ

７０％丙森锌可湿性粉剂　ｐｒｏｐｉｎｅｂ７０％ ＷＰ 拜耳股份公司 ３０．８０、１５．４０、７．７０、３．８５、１．９３

５０％咪鲜胺锰盐可湿性粉剂

ｐｒｏｃｈｌｏｒａｚ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ｃｈｌｏｒｉｄｅｃｏｍｐｌｅｘ５０％ ＷＰ
苏州富美实植物保护有限公司 ３３．３０、１６．７０、８．３０、４．２０、１．１０

２５０ｇ／Ｌ嘧菌酯悬浮剂　ａｚｏｘｙｓｔｒｏｂｉｎ２５０ｇ／ＬＳＣ 先正达南通作物保护有限公司 ４０．００、２０．００、１０．００、５．００、１．２５

３２５ｇ／Ｌ苯甲·嘧菌酯悬浮剂

ｄｉｆｅｎｏｃｏｎａｚｏｌｅ·ａｚｏｘｙｓｔｒｏｂｉｎ３２５ｇ／ＬＳＣ
先正达南通作物保护有限公司 ５２．００、２６．００、１３．００、６．５０、１．６３

７５％肟菌·戊唑醇水分散粒剂

ｔｒｉｆｌｏｘｙｓｔｒｏｂｉｎ·ｔｅｂｕｃｏｎａｚｏｌｅ７５％ ＷＧ
拜耳股份公司 ５．２５、２．６３、１．３２、０．６６、０．３３

２３％醚菌·氟环唑悬浮剂

ｋｒｅｓｏｘｉｍｍｅｔｈｙｌ·ｅｐｏｘｉｃｏｎａｚｏｌｅ２３％ＳＣ
巴斯夫植物保护（江苏）有限公司 ３１．３０、１５．６０、７．８０、３．９０、１．０

９％吡唑醚菌酯微囊悬浮剂　ｐｙｒａｃｌｏｓｔｒｏｂｉｎ９％ＣＳ 巴斯夫欧洲公司 １０．００、５．００、２．５０、１．２５、０．３１

５０％福美双可湿性粉剂　ｔｈｉｒａｍ５０％ ＷＰ 河北冠龙农化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５０．００、２５．００、１２．５０

４０％稻瘟灵乳油　ｉｓｏｐｒｏｔｈｉｏｌａｎｅ４０％ＥＣ 江苏龙灯化学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５０．００、２５．００、１２．５０、６．３０

４００ｇ／Ｌ氯氟醚·吡唑酯悬浮剂

ｃｈｌｏｒｏｆｌｕｏｒｏｅｔｈｅｒ·ｐｙｒａｃｌｏｓｔｒｏｂｉｎ４００ｇ／ＬＳＣ
巴斯夫欧洲公司 ４０．００、２０．００、１０．００、５．００、１．２５

３０％苯甲·丙环唑乳油

ｄｉｆｅｎｏｃｏｎａｚｏｌｅ·ｐｒｏｐｉｃｏｎａｚｏｌ３０％ＥＣ
先正达（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１０．００、５．００、２．５０、０．６３

１５％井冈霉素可溶粉剂　ｊｉｎｇａｎｇｍｙｃｉｎＡ１５％ＳＰ 浙江省桐庐汇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３０．００、１５．００、７．５０、３．７５、０．９４

７５％三环唑可湿性粉剂　ｔｒｉｃｙｃｌａｚｏｌｅ７５％ ＷＰ 一帆生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９３．７６、４６．８８、２３．４４、１１．７２、２．９３

表２　用于预防和治疗水稻胡麻叶斑病试验的药剂名称及处理剂量１
）

犜犪犫犾犲２　犉狌狀犵犻犮犻犱犲狊犪狀犱狋犺犲犻狉犱狅狊犪犵犲犻狀狆狅狋狋犲犱狆犾犪狀狋狊犮狉犲犲狀犻狀犵狋犲狊狋狅狀狋犺犲狆狉犲狏犲狀狋犻狏犲犪狀犱狋犺犲狉犪狆犲狌狋犻犮犮狅狀狋狉狅犾犪犵犪犻狀狊狋狉犻犮犲犫狉狅狑狀狊狆狅狋犱犻狊犲犪狊犲

供试药剂

Ｆｕｎｇｉｃｉｄｅ

生产厂家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

有效成分用量／ｇ·（ｈｍ２）－１

Ａｃｔｉｖｅ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ｄｏｓｅ

７０％丙森锌ＷＰ　ｐｒｏｐｉｎｅｂ７０％ ＷＰ 拜耳股份公司 １５７５、１２６０、９４５

５０％福美双ＷＰ　ｔｈｉｒａｍ５０％ ＷＰ 河北冠龙农化有限公司 ９６０、７２０、４８０

７５％三环唑ＷＰ　ｔｒｉｃｙｃｌａｚｏｌｅ７５％ ＷＰ 一帆生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６７５、４５０、２２５

３２５ｇ／Ｌ苯甲·嘧菌酯ＳＣ　ｄｉｆｅｎｏｃｏｎａｚｏｌｅ·ａｚｏｘｙｓｔｒｏｂｉｎ３２５ｇ／ＬＳＣ 先正达南通作物保护有限公司 ２９２．５、１９５、９７．５

７５％肟菌·戊唑醇ＷＧ　ｔｒｉｆｌｏｘｙｓｔｒｏｂｉｎ·ｔｅｂｕｃｏｎａｚｏｌｅ７５％ ＷＧ 拜耳股份公司 ４５０、２８１．２５、１１２．５

２３％醚菌·氟环唑ＳＣ　ｋｒｅｓｏｘｉｍｍｅｔｈｙｌ·ｅｐｏｘｉｃｏｎａｚｏｌｅ２３％ＳＣ 巴斯夫植物保护（江苏）有限公司 ２７６、２０７、１３８

４００ｇ／Ｌ氯氟醚·吡唑酯ＳＣ　ｃｈｌｏｒｏｆｌｕｏｒｏｅｔｈｅｒ·ｐｙｒａｃｌｏｓｔｒｏｂｉｎ４００ｇ／ＬＳＣ 巴斯夫欧洲公司 ３６０、２４０、１２０

４０％稻瘟灵ＥＣ　ｉｓｏｐｒｏｔｈｉｏｌａｎｅ４０％ＥＣ 江苏龙灯化学有限公司 ８４０、６６０、４８０

ＣＫ１（接种后喷清水）　ＣＫ１（ｓｐｒａｙｉｎｇｏｆｗａｔｅｒａｆｔｅｒ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 －

ＣＫ２（不接种喷清水）　ＣＫ２（ｓｐｒａｙｉｎｇｏｆｗａｔｅｒｎｏｎ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 －

　１）表中前３个药剂进行了预防效果试验，所有药剂均进行了治疗效果试验。

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ｔｈｒｅｅｆｕｎｇｉｃｉｄｅｓｉｎｔｈｅｔａｂｌｅｗｅｒｅｔｅｓｔｅｄｆｏｒ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ｗｈｉｌｅａｌｌｆｕｎｇｉｃｉｄｅｓｗｅｒｅｔｅｓｔｅｄｆｏｒ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ｅｆｆｅｃｔ．

１．２　试验方法

１．２．１　杀菌剂对水稻胡麻叶斑病菌室内毒力测定

采用菌丝生长速率法。在无菌条件下，将各供

试药剂按表１的处理剂量配制成不同浓度梯度的带

药酵母固体培养基，以加无菌水的酵母固体培养基

平板为对照。供试菌株接种在培养基平板上，置

·４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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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黑暗条件下培养３ｄ，用打孔器从菌落边缘打取

直径０．５ｃｍ的菌饼，接种到含试验药剂系列浓度及

无药的酵母固体培养基平板上，每个处理重复３次，

培养４ｄ后采用十字交叉法测量各处理菌落直径，

计算菌丝生长抑制率［１７］。

菌丝生长抑制率＝（对照菌落生长直径－处理

菌落生长直径）／（对照菌落生长直径－菌饼直径）

×１００％。

１．２．２　盆栽试验筛选预防、治疗胡麻叶斑病药剂

选择经室内毒力测定抑菌效果较好的６种药剂

和２种常规药剂共８种进行盆栽试验。其中有３个

药剂（７０％丙森锌ＷＰ、５０％福美双ＷＰ、７５％三环唑

ＷＰ）既进行预防试验，又进行治疗试验，另外５种药

剂只进行治疗试验。（预防试验：接菌前处理；治疗

试验：接菌后处理）。每种药剂设３个浓度处理，设

接种后喷清水（ＣＫ１）和不接种喷清水（ＣＫ２）对照处

理，共３５个处理，每处理４个重复（即４盆苗），共

１４０盆苗（育苗盆上下底直径分别为１４ｃｍ 和

１０ｃｍ，盘高１３ｃｍ），每盆种植２０株苗，各供试药剂

及处理剂量见表２。

当大部分秧苗长至４～５叶龄时，进行人工喷雾

接种。每盆（重复）喷菌液量３０ｍＬ（１×１０５个／ｍＬ

孢子悬浮液）。接种后置于２８℃、ＲＨ９５％以上的保

湿培养箱中培养２４ｈ，然后喷第１次药，第１次药后

７ｄ喷第２次药作为治疗效果测试（表２中所有药

剂）。除喷药当天外其余时间均在温室（２８～３２℃）

中定时喷雾保湿。

对药剂７０％丙森锌 ＷＰ、５０％福美双 ＷＰ、７５％

三环唑ＷＰ还进行了预防效果测试。在接种前先进

行喷药剂处理（第１次施药），喷药２４ｈ后接菌；第２

次施药在接菌后２４ｈ。其他管理措施与治疗效果测

试一致。

防效调查：每株水稻调查上部第２或第３片叶，

每盆调查２０片叶，每处理共调查８０片叶，记录每片

叶的病级数，计算病情指数和防治效果。病害分级

参照国际水稻研究所胡麻叶斑病品种抗性分级标

准［１９］。以病斑占叶面积百分比为指标：０级，叶片无

病斑；１级，小于１％；２级，１％～３％；３级，４％～

５％；４级，６％～１０％；５级，１１％～１５％；６级，１６％～

２５％；７级，２６％～５０％；８级，５１％～７５％；９级，７６％

～１００％。按下列公式计算病情指数和防治效果。

病情指数＝Σ（各级病叶数×相对级数值）／（调查

总叶数×最高级数值）×１００；

防治效果＝（对照区病情指数－处理区病情指

数）／对照区病情指数×１００％。

盆栽试验于２０２１年４月－５月进行，２０２１年４

月１２日播种。预防处理：４月２８日喷第１次药，４月

２９日人工喷雾接种，４月３０日各处理喷第２次药，５

月１１日各处理进行防效调查。治疗处理：４月２９日

人工喷雾接种，４月３０日喷第１次药，５月７日各处

理喷第２次药，５月１１日各处理进行防效调查。

１．３　数据处理与分析

采用ＳＡＳ９．０软件中Ｐｒｏｃｐｒｏｂｉｔｌｏｇ１０进行室

内毒力测试数据分析，计算各杀菌剂有效抑制中浓

度（ＥＣ５０）、９５％置信区间、卡方值等相关参数，以衡

量不同杀菌剂对病原菌的毒力效果；药剂对病害的

预防和治疗效果试验数据采用Ｄｕｎｃａｎ氏新复极差

法比较不同处理间的病情指数和防治效果，应用

ＤＰＳ９．５０进行统计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供试杀菌剂对水稻胡麻叶斑病菌菌丝生长的

影响

　　在５种不同处理剂量下，１３种供试杀菌剂对水

稻胡麻叶斑病菌菌丝生长的抑制作用见表３。由表

３可知：１３种药剂中，７０％丙森锌ＷＰ、３２５ｇ／Ｌ苯甲

·嘧菌酯ＳＣ、７５％肟菌·戊唑醇 ＷＧ、２３％醚菌·

氟环唑ＳＣ、５０％福美双ＷＰ、４００ｇ／Ｌ氯氟醚·吡唑

酯ＳＣ对病原菌菌丝生长表现出明显的抑制作用，

不同浓度处理的抑制率均达到６０％以上，最高可达

１００％；其次是３０％苯甲·丙环唑ＥＣ、５０％咪鲜胺

锰盐ＷＰ、２５０ｇ／Ｌ嘧菌酯ＳＣ、９％吡唑醚菌酯ＣＳ；

其他３种药剂对病原菌也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效

果不明显。其中，４００ｇ／Ｌ氯氟醚·吡唑酯ＳＣ在

处理剂量为４０．００μｇ／ｍＬ时抑菌率达１００％；７０％

丙森锌 ＷＰ、３２５ｇ／Ｌ苯甲·嘧菌酯ＳＣ、７５％肟菌·

戊唑醇ＷＧ、２３％醚菌·氟环唑ＳＣ、５０％福美双ＷＰ

在处理剂量分别为３０．８０μｇ／ｍＬ、５２．００μｇ／ｍＬ、

５．２５μｇ／ｍＬ、３１．３０μｇ／ｍＬ、２００．００μｇ／ｍＬ时抑菌

率可达７５．１８％～８７．５９％。这６种药剂的抑菌率

明显好于其他药剂处理和无菌水对照，说明以上６

种药剂对水稻胡麻叶斑病菌具有一定的防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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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１３种杀菌剂对水稻胡麻叶斑病菌菌丝生长的抑制效果

犜犪犫犾犲３　犐狀犺犻犫犻狋狅狉狔犲犳犳犲犮狋狊狅犳１３犳狌狀犵犻犮犻犱犲狊狅狀犿狔犮犲犾犻犪犾犵狉狅狑狋犺狅犳犅犻狆狅犾犪狉犻狊狅狉狔狕犪犲

供试药剂

Ｆｕｎｇｉｃｉｄｅ

有效成分用量／

μｇ·ｍＬ
－１

Ａｃｔｉｖｅ

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

ｄｏｓｅ

菌落直径／ｃｍ

Ｃｏｌｏｎｙ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抑制率／％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供试药剂

Ｆｕｎｇｉｃｉｄｅ

有效成分用量／

μｇ·ｍＬ
－１

Ａｃｔｉｖｅ

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

ｄｏｓｅ

菌落直径／ｃｍ

Ｃｏｌｏｎｙ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抑制率／％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７０％丙森锌ＷＰ

ｐｒｏｐｉｎｅｂ７０％ ＷＰ

３０．８０ １．０５ ８４．６７ ５０％福美双ＷＰ

ｔｈｉｒａｍ５０％ ＷＰ

２００．００ ０．８５ ８７．５９

１５．４０ １．３５ ８０．２９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５ ８４．６７

７．７０ １．６７ ７５．６７ ５０．００ １．２２ ８２．２４

３．８５ １．６０ ７６．６４ ２５．００ １．４０ ７９．５６

１．９３ ２．２０ ６７．８８ １２．５０ １．７２ ７４．９４

５０％咪鲜胺锰盐ＷＰ

ｐｒｏｃｈｌｏｒａｚ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

ｃｈｌｏｒｉｄｅｃｏｍｐｌｅｘ

５０％ ＷＰ

３３．３０ ２．３８ ６５．２１ ４０％稻瘟灵ＥＣ

ｉｓｏｐｒｏｔｈｉｏｌａｎｅ４０％ＥＣ

１００．００ １．９０ ７２．２６

１６．７０ ２．４２ ６４．７２ ５０．００ ３．４２ ５０．１２

８．３０ ２．７２ ６０．３４ ２５．００ ４．６３ ３２．３６

４．２０ ２．７５ ５９．８５ １２．５０ ５．７３ １６．３０

１．１０ ２．９０ ５７．６６ ６．３０ ６．０８ １１．１９

２５０ｇ／Ｌ嘧菌酯ＳＣ

ａｚｏｘｙｓｔｒｏｂｉｎ２５０ｇ／ＬＳＣ

４０．００ ２．１３ ６８．８６ ４００ｇ／Ｌ氯氟醚·吡唑

酯ＳＣ

ｃｈｌｏｒｏｆｌｕｏｒｏｅｔｈｅｒ·ｐｙｒ

ａｃｌｏｓｔｒｏｂｉｎ４００ｇ／ＬＳＣ

４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７７ ５９．６１ ２０．００ ０．９０ ８６．８６

１０．００ ２．８２ ５８．８８ １０．００ １．５５ ７７．３７

５．００ ２．９５ ５６．９３ ５．００ １．７０ ７５．１８

１．２５ ３．６３ ４６．９６ １．２５ ２．１８ ６８．１３

３２５ｇ／Ｌ苯甲·嘧菌酯ＳＣ

ｄｉｆｅｎｏｃｏｎａｚｏｌｅ·ａｚｏｘｙｓ

ｔｒｏｂｉｎ３２５ｇ／ＬＳＣ

５２．００ １．７０ ７５．１８ ３０％苯甲·丙环唑ＥＣ

ｄｉｆｅｎｏｃｏｎａｚｏｌｅ·ｐｒｏｐｉ

ｃｏｎａｚｏｌｅ３０％ＥＣ

２０．００ ０．９５ ８６．１３

２６．００ ２．００ ７０．８０ １０．００ ２．５２ ６３．２６

１３．００ ２．０３ ７０．３２ ５．００ ２．５５ ６２．７７

６．５０ ２．１３ ６８．８６ ２．５０ ２．９８ ５６．４５

１．６３ ２．１３ ６８．８６ ０．６３ ３．０５ ５５．４７

７５％肟菌·戊唑醇ＷＧ

ｔｒｉｆｌｏｘｙｓｔｒｏｂｉｎ·ｔｅｂｕ

ｃｏｎａｚｏｌｅ７５％ ＷＧ

５．２５ １．５７ ７７．１３ １５％井冈霉素ＳＰ

ｊｉｎｇａｎｇｍｙｃｉｎＡ１５％ＳＰ

３０．００ ２．３８ ６５．２１

２．６３ １．７２ ７４．９４ １５．００ ３．１０ ５４．７４

１．３１ １．８２ ７３．４８ ７．５０ ３．４８ ４９．１５

０．６６ ２．３５ ６５．６９ ３．７５ ４．７０ ３１．３９

０．３３ ２．４０ ６４．９６ ０．９４ ６．５３ ４．６２

２３％醚菌·氟环唑ＳＣ

ｋｒｅｓｏｘｉｍｍｅｔｈｙｌ·

ｅｐｏｘｉｃｏｎａｚｏｌｅ２３％ＳＣ

３１．３０ ０．８７ ８７．３５ ７５％三环唑ＷＰ

ｔｒｉｃｙｃｌａｚｏｌｅ７５％ ＷＰ

９３．７６ ２．７３ ６０．１０

１５．６０ ０．９２ ８６．６２ ４６．８８ ４．７３ ３０．９０

７．８０ １．００ ８５．４０ ２３．４４ ６．０８ １１．１９

３．９０ １．３２ ８０．７８ １１．７２ ６．４２ ６．３３

１．００ １．８２ ７３．４８ ２．９３ ６．５３ ４．６２

９％吡唑醚菌酯ＣＳ

Ｐｙｒａｃｌｏｓｔｒｏｂｉｎ９％ＣＳ

１０．００ ２．００ ７０．８０ 对照ＣＫ － ６．８５ －

５．００ ２．５０ ６３．５０

２．５０ ２．５５ ６２．７７

１．２５ ３．０８ ５４．９９

０．３１ ３．４５ ４９．６４

２．２　供试杀菌剂对水稻胡麻叶斑病菌室内毒力结果

　　各药剂对胡麻叶斑病菌的毒力差异显著。对该

菌毒力最强的杀菌剂是３２５ｇ／Ｌ苯甲·嘧菌酯ＳＣ，

其ＥＣ５０值为０．０００１μｇ／ｍＬ；其次是２３％醚菌·氟

环唑ＳＣ、７５％肟菌·戊唑醇 ＷＧ、５０％咪鲜胺锰盐

ＷＰ，ＥＣ５０在０．０１７１～０．０６３０μｇ／ｍＬ；７０％丙森锌

ＷＰ、５０％福美双ＷＰ、９％吡唑醚菌酯ＣＳ、４００ｇ／Ｌ氯

氟醚·吡唑酯ＳＣ、３０％苯甲·丙环唑ＥＣ毒力也较

强，ＥＣ５０在０．１１６８～０．６６００μｇ／ｍＬ；２５０ｇ／Ｌ嘧菌

酯ＳＣ毒力中等，ＥＣ５０为２．０２７０μｇ／ｍＬ。１５％井冈

霉素ＳＰ、４０％稻瘟灵ＥＣ、７５％三环唑 ＷＰ毒力较

弱，ＥＣ５０为１１．２６５４～８８．２８３５μｇ／ｍＬ（表４）。药

剂氯氟醚·吡唑酯、苯甲·丙环唑及三环唑，数据模

型拟合效果差（犘＜０．０５）；药剂苯甲·嘧菌酯根据

拟合模型所计算得出的ＥＣ５０为０．０００１，接近于０，

这四者其ＥＣ５０９５％置信区间的参考意义不大所以没

列出。出现以上情况可能与浓度梯度范围还不够或

药剂本身的特性有关，有待进一步研究。

·６５３·



４８卷第５期 冯爱卿等：１３种杀菌剂对水稻胡麻叶斑病防效研究

表４　１３种杀菌剂对胡麻叶斑病菌菌丝生长的室内毒力

犜犪犫犾犲４　犐狀犱狅狅狉狋狅狓犻犮犻狋狔狅犳狋犺犻狉狋犲犲狀犳狌狀犵犻犮犻犱犲狊狋狅犅犻狆狅犾犪狉犻狊狅狉狔狕犪犲

杀菌剂

Ｆｕｎｇｉｃｉｄｅ

斜率

Ｓｌｏｐｅ±ＳＥ
χ
２ 犱犳

抑制中浓度／

μｇ·ｍＬ
－１

ＥＣ５０

犘

９５％置信区间／

μｇ·ｍＬ
－１

９５％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７０％丙森锌ＷＰ　ｐｒｏｐｉｎｅｂ７０％ ＷＰ ０．４１３０±０．１４７９ ０．８２０７ ３ ０．１１６８ ０．８４４５ 　　　０～０．６８４９

５０％咪鲜胺锰盐ＷＰ

ｐｒｏｃｈｌｏｒａｚ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ｃｈｌｏｒｉｄｅｃｏｍｐｌｅｘ５０％ ＷＰ
０．１４２６±０．１１１６ ０．１８６４ ３ ０．０６３０ ０．９７９８ ０．０００１～８６．００７４

２５０ｇ／Ｌ嘧菌酯ＳＣ　ａｚｏｘｙｓｔｒｏｂｉｎ２５０ｇ／ＬＳＣ ０．３３３５±０．１０９８ ０．８２３６ ３ ２．０２７０ ０．８４３８ ０．１１２０～４．７６１９

３２５ｇ／Ｌ苯甲·嘧菌酯ＳＣ

ｄｉｆｅｎｏｃｏｎａｚｏｌｅ·ａｚｏｘｙｓｔｒｏｂｉｎ３２５ｇ／ＬＳＣ
０．１０８１±０．１１４３ ０．４３３４ ３ ０．０００１ ０．９３３３ －

７５％肟菌·戊唑醇ＷＧ

ｔｒｉｆｌｏｘｙｓｔｒｏｂｉｎ·ｔｅｂｕｃｏｎａｚｏｌｅ７５％ ＷＧ
０．３２９７±０．１４０８ ０．４９３５ ３ ０．０２５３ ０．９２０３ ０～０．１６５０

２３％醚菌·氟环唑ＳＣ

ｋｒｅｓｏｘｉｍｍｅｔｈｙｌ·ｅｐｏｘｉｃｏｎａｚｏｌｅ２３％ＳＣ
０．３６９３±０．１２７４ ０．４０８７ ３ ０．０１７１ ０．９３８４ ０～０．１９５７

９％吡唑醚菌酯ＣＳ　ｐｙｒａｃｌｏｓｔｒｏｂｉｎ９％ＣＳ ０．３５８６±０．１１０１ ０．５９３３ ３ ０．３９２９ ０．８９８０ ０．０２４８～０．９３４７

５０％福美双ＷＰ　ｔｈｉｒａｍ５０％ ＷＰ ０．３８６７±０．１５５６ ０．０４５８ ３ ０．２０８８ ０．９９７４ ０～２．３８５２

４０％稻瘟灵ＥＣ　ｉｓｏｐｒｏｔｈｉｏｌａｎｅ４０％ＥＣ １．５５９８±０．１５６１ １．５９８７ ３ ４６．６２９６ ０．６５９７３８．６８９１～５８．２５０１

４００ｇ／Ｌ氯氟醚·吡唑酯ＳＣ

ｃｈｌｏｒｏｆｌｕｏｒｏｅｔｈｅｒ·ｐｙｒａｃｌｏｓｔｒｏｂｉｎ４００ｇ／ＬＳＣ
０．７８２２±０．２８８７ １４．０９３１ ３ ０．４９９１ ０．００２８ －

３０％苯甲·丙环唑ＥＣ

ｄｉｆｅｎｏｃｏｎａｚｏｌｅ·ｐｒｏｐｉｃｏｎａｚｏｌ３０％ＥＣ
０．４７８４±０．２２２４ １１．５４９４ ３ ０．６６００ ０．００９１ －

１５％井冈霉素ＳＰ　ｊｉｎｇａｎｇｍｙｃｉｎＡ１５％ＳＰ １．２４９２±０．２０２５ ６．８５８１ ３ １１．２６５４ ０．０７６６ ６．４８８８～２４．６２５７

７５％三环唑ＷＰ　ｔｒｉｃｙｃｌａｚｏｌｅ７５％ ＷＰ １．５３９９±０．４３０６ １８．５３８３ ３ ８８．２８３５ ０．０００３ －

２．３　药剂的预防和治疗效果

２．３．１　供试药剂对水稻的安全性及试验的有效性

根据盆栽试验目测调查，各供试杀菌剂在本试验

使用剂量下对水稻安全，未发现有药害现象。接种

１３ｄ调查，接种后喷清水对照区发病充分，病叶病级最

高达９级，平均病情指数为８１．６７。说明菌株毒性和发

病环境条件适宜，均达到试验要求，本试验结果有效。

２．３．２　药剂预防效果

由表５可知，３种具有预防作用的药剂随用药

量增加对水稻胡麻叶斑病的防效均逐渐提高，各药

剂对胡麻叶斑病的防效治果差异显著。人工喷雾接

种喷２次药后，７０％丙森锌 ＷＰ在使用剂量９４５～

１５７５ｇ／ｈｍ２ 下防效均在７２．００％以上，最高达

７８．７４％；但５０％福美双 ＷＰ、７５％三环唑 ＷＰ无论

在高剂量下还是低剂量下防效均较低，防效均在

２５％以下。说明在本试验剂量下以上药剂中只有

７０％丙森锌ＷＰ对水稻胡麻叶斑病有较好的预防效

果，建议推荐使用剂量为９４５～１５７５ｇ／ｈｍ２。

表５　３种药剂对水稻胡麻叶斑病的预防效果１
）

犜犪犫犾犲５　犘狉犲狏犲狀狋犻狏犲犲犳犳犲犮狋狅犳狋犺狉犲犲犳狌狀犵犻犮犻犱犲狊狅狀狉犻犮犲犫狉狅狑狀狊狆狅狋犱犻狊犲犪狊犲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有效成分用量／ｇ·（ｈｍ２）－１

Ａｃｔｉｖｅ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ｄｏｓｅ

二次药后平均病指

Ｍｅａｎ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ｄｅｘａｆｔｅｒｓｅｃｏ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二次药后平均防效／％

Ｍｅａ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ｆｆｅｃｔａｆｔｅｒｓｅｃｏ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７０％丙森锌ＷＰ

ｐｒｏｐｉｎｅｂ７０％ ＷＰ

１５７５ （１７．３６±０．８０）ｇＥ （７８．７４±０．８０）ａＡ

１２６０ （１８．６１±１．２５）ｇＥ （７７．２１±１．３４）ａＡＢ

９４５ （２２．５０±０．７３）ｆＥ （７２．４５±０．６７）ｂＢ

５０％福美双ＷＰ

ｔｈｉｒａｍ５０％ ＷＰ

９６０ （６１．３９±０．９８）ｅＤ （２４．８３±０．６０）ｃＣ

７２０ （６４．１７±１．５９）ｄｅＣＤ （２１．４３±１．３２）ｃｄＣＤ

４８０ （７３．４７±１．６６）ｃＢ （１０．０３±１．５４）ｅＥ

７５％三环唑ＷＰ

ｔｒｉｃｙｃｌａｚｏｌｅ

７５％ ＷＰ

６７５ （６７．０８±２．２１）ｄＣ （１７．８６±２．０４）ｄＤ

４５０ （７６．３９±１．４１）ｂｃＡＢ （６．４６±０．９４）ｅＥＦ

２２５ （８０．１４±１．７５）ａｂＡ （１．８７±１．４６）ｆＦ

ＣＫ１ － （８１．６７±０．７２）ａＡ －

ＣＫ２ － （０．００±０．００）ｈＦ －

　１）表中同列数据后的小写字母表示处理间差异达显著水平（犘＜０．０５），大写字母表示处理间差异达极显著水平（犘＜０．０１）。ＣＫ１：接种后喷

清水；ＣＫ２：不接种喷清水。下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ｏｒｃａｐｉｔａｌｌｅｔｔ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ｃｏｌｕｍｎｍｅａ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ｔ犘＜０．０５ｏｒａｔ犘＜０．０１ｌｅｖｅｌｂｙＤｕｎｃａｎ’ｓｎｅｗｍｕｌ

ｔｉｐｌｅｒａｎｇｅｔｅｓｔ．ＣＫ１：Ｓｐｒａｙｉｎｇｏｆｗａｔｅｒａｆｔｅｒ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Ｋ２：Ｓｐｒａｙｉｎｇｏｆｗａｔｅｒｗｉｔｈｏｕｔ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ｂｅｌｌｏ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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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３　药剂治疗效果

８种药剂对胡麻叶斑病的治疗效果差异显著。

以３２５ｇ／Ｌ苯甲·嘧菌酯ＳＣ效果最好，在１９５～

２９２．５ｇ／ｈｍ２浓度下防效均在７４．００％以上；其次

是４００ｇ／Ｌ氯氟醚·吡唑酯ＳＣ，在３６０ｇ／ｈｍ２ 浓

度下治疗防效为４５．２７％，但其他剂量下防效较

低；２３％醚菌·氟环唑ＳＣ在高剂量２７６ｇ／ｈｍ２时

治疗效果仅为３１．１５％；其余５种药剂防治效果均不

理想，防效均在１４％以下。说明在本试验剂量下，上

述药剂中只有３２５ｇ／Ｌ苯甲·嘧菌酯ＳＣ、４００ｇ／Ｌ氯

氟醚·吡唑酯ＳＣ对水稻胡麻叶斑病有较好的治疗

效果，３２５ｇ／Ｌ苯甲·嘧菌酯ＳＣ推荐使用剂量为

１９５～２９２．５ｇ／ｈｍ２，４００ｇ／Ｌ氯氟醚·吡唑酯ＳＣ建

议使用剂量为３６０ｇ／ｈｍ２以上（表６）。

表６　不同药剂对水稻胡麻叶斑病的治疗效果

犜犪犫犾犲６　犜犺犲狉犪狆犲狌狋犻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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狅狀狉犻犮犲犫狉狅狑狀狊狆狅狋犱犻狊犲犪狊犲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有效成分用量／

ｇ·（ｈｍ２）－１

Ａｃｔｉｖｅ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ｄｏｓａｇｅ

二次药后平均病指

Ｍｅａｎ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ｄｅｘａｆｔｅｒ

ｓｅｃｏ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二次药后平均防效／％

Ｍｅａ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ｆｆｅｃｔａｆｔｅｒ

ｓｅｃｏ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７０％丙森锌ＷＰ

ｐｒｏｐｉｎｅｂ７０％ ＷＰ

１５７５ （７６．８１±１．５８）ａｂｃＡＢＣ （５．９８±１．１９）ｉｊＧＨＩ

１２６０ （７７．３６±１．４４）ａｂｃＡＢＣ （５．３０±０．９８）ｉｊＧＨＩＪ

９４５ （７８．６１±１．８８）ａｂＡＢＣ （３．７８±１．４６）ｊｋｌＨＩＪ

５０％福美双ＷＰ

ｔｈｉｒａｍ５０％ ＷＰ

９６０ （７７．５０±２．１６）ａｂｃＡＢＣ （５．１５±１．８１）ｉｊＧＨＩＪ

７２０ （７７．６４±２．０２）ａｂｃＡＢＣ （４．９７±１．７０）ｉｊｋＨＩＪ

４８０ （８０．６９±０．６９）ａＡＢＣ （１．１９±０．１７）ｋｌＩＪ

７５％三环唑ＷＰ

ｔｒｉｃｙｃｌａｚｏｌｅ７５％ ＷＰ

６７５ （７０．４２±１．５３）ｄＤＥ （１３．８±１．２３）ｇＦ

４５０ （７８．４７±２．１９）ａｂＡＢＣ （３．９６±１．９３）ｊｋｌＨＩＪ

２２５ （８１．１１±０．７２）ａＡ （０．６８±０．００４）ｌＪ

３２５ｇ／Ｌ苯甲·嘧菌酯ＳＣ

ｄｉｆｅｎｏｃｏｎａｚｏｌｅ·ａｚｏｘｙｓｔｒｏｂｉｎ３２５ｇ／ＬＳＣ

２９２．５ （１８．０６±０．７３）ｉＩ （７７．９１±０．７２）ａＡ

１９５ （２１．１１±１．０１）ｉＩ （７４．１８±１．０２）ｂＡ

９７．５ （３６．２５±１．６７）ｈＨ （５５．６５±１．６７）ｃＢ

７５％肟菌·戊唑醇ＷＧ

ｔｒｉｆｌｏｘｙｓｔｒｏｂｉｎ·ｔｅｂｕｃｏｎａｚｏｌｅ７５％ ＷＧ

４５０ （７３．４７±１．８５）ｃｄＣＤ （１０．０７±１．５５）ｈＦＧ

２８１．２５ （７７．２２±１．４２）ａｂｃＡＢＣ （５．４６±０．９５）ｉｊＧＨＩＪ

１１２．５ （７９．３１±１．４２）ａｂＡＢＣ （２．９１±０．９３）ｊｋｌＩＪ

２３％醚菌·氟环唑ＳＣ

ｋｒｅｓｏｘｉｍｍｅｔｈｙｌ·ｅｐｏｘｉｃｏｎａｚｏｌｅ２３％ＳＣ

２７６ （５６．２５±１．３５）ｆＦ （３１．１５±１．０７）ｅＤ

２０７ （５８．０６±１．７３）ｆＦ （２８．９５±１．５１）ｅＤ

１３８ （７４．７２±２．１１）ｂｃＢＣＤ （８．５５±１．８５）ｈｉＧＨ

４００ｇ／Ｌ氯氟醚·吡唑酯ＳＣ

ｃｈｌｏｒｏｆｌｕｏｒｏｅｔｈｅｒ·ｐｙｒａｃｌｏｓｔｒｏｂｉｎ４００ｇ／ＬＳＣ

３６０ （４４．７２±１．３３）ｇＧ （４５．２７±１．１６）ｄＣ

２４０ （６６．２５±１．３５）ｅＥ （１８．９０±０．９７）ｆＥ

１２０ （７８．１９±１．１９）ａｂＡＢＣ （４．２７±０．６２）ｊｋｌＨＩＪ

４０％稻瘟灵ＥＣ

ｉｓｏｐｒｏｔｈｉｏｌａｎｅ４０％ＥＣ

８４０ （７９．１７±０．７３）ａｂＡＢＣ （３．０６±０．２０）ｊｋｌＩＪ

６６０ （８０．８３±０．７３）ａＡＢ （１．０２±０．２０）ｌＩＪ

４８０ （８０．９７±０．４７）ａＡＢ （０．８４±０．３２）ｌＩＪ

ＣＫ１ 　－ （８１．６７±０．７２）ａＡ －

ＣＫ２ 　－ （０．００±０．００）ｊＪ －

３　结论与讨论

当前，对于水稻胡麻叶斑病抗病品种缺乏、其他

防控措施效果有限，而田间却日渐发生严重的情况

下，药物防治是防控该病的首选应急措施，所选药物

是否有效显得尤为重要。本研究通过室内毒力测

定，结合药剂的预防和治疗效果试验，首次系统评价

了１３个新、旧药剂对水稻胡麻叶斑病的防效，本研

究结果与国内部分研究者的结果相似或相符。秦忠

等［１１］、韩民利等［１２］均进行了田间自然发病防效试

验，证明３０％苯甲·丙环唑ＥＣ可有效控制水稻胡

麻叶斑病的发生，与本试验证明其对胡麻叶斑病菌

的毒力较强（ＥＣ５０为０．６６μｇ／ｍＬ）相符合。潘连富

等［１３］通过田间自然发病防效试验，也证明在水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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蘖封行后以７０％丙森锌可湿性粉剂７５～１００ｇ兑水

６０ｋｇ喷雾，药后２０ｄ对水稻纹枯病、胡麻叶斑病的

防治效果均达１００％，３０ｄ后的防治效果也达９０％

以上。赵朝明等［１４］研究表明，在水稻含胎期和齐穗

期各喷施１次７０％丙森锌 ＷＰ，对胡麻叶斑病叶片

病斑和谷穗防效分别达９４．６％和９２．８％，在含胎

期喷施１次对叶片病斑和谷穗防效分别达８９．１％

和７９．１％，且对提高稻谷产量和质量的作用明显。

潘连富等［１３］、赵朝明等［１４］的研究结果与本研究均证

明７０％丙森锌 ＷＰ对水稻胡麻叶斑病有较好的预

防效果，而本试验的防效在７２％～７８％，比两位研

究者的稍低些，这可能与试验方式（自然发病还是人

工接种）、菌株差异、使用剂量等因素相关。７０％丙

森锌 ＷＰ是一种保护性杀菌剂，主要作用于真菌细

胞壁和蛋白质的合成，能抑制孢子的侵染和萌发，同

时能抑制菌丝体的生长，导致其变形、死亡，在穗期

使用还能对水稻具有补锌作用。３２５ｇ／Ｌ苯甲·嘧

菌酯ＳＣ为复配内吸性杀菌剂，其中苯醚甲环唑属

三唑类杀菌剂，具有保护、治疗和内吸作用，是甾醇

脱甲基化抑制剂，抑制细胞壁甾醇的生物合成，阻止

真菌的生长，嘧菌酯为线粒体呼吸抑制剂，即通过在

细胞色素Ｂｃｌ向细胞素Ｃ的电子转移，从而抑制线

粒体的呼吸，具有保护、铲除、渗透、内吸作用，抑制

孢子萌发和菌丝生长并抑制产孢。４００ｇ／Ｌ氯氟醚

·吡唑酯ＳＣ是２０２１年新上市的药剂。其中氯氟醚

菌唑是异丙醇三唑类杀菌剂，为甾醇类生物合成抑

制剂的脱甲基抑制剂Ｇ１（ＤＭＩ）亚组，具有较好的内

吸传导性，兼具保护和治疗作用；吡唑醚菌酯是甲氧

基丙烯酸酯类广谱杀菌剂，为Ｃ３（ＱｏＩ）亚组，具有作

用速度快，施药后在叶片上形成沉降药膜，与蜡质层

紧密粘连，迅速穿透到叶片中并在叶肉组织内扩散

的特点，但该药剂未在水稻上登记，不能在水稻上使

用。本试验结果证明，７０％丙森锌 ＷＰ对水稻胡麻

叶斑病有较好的预防效果；３２５ｇ／Ｌ苯甲·嘧菌酯

ＳＣ对胡麻叶斑病有较好的治疗作用。二者作用机

制不同，可作为目前水稻胡麻叶斑病田间应急防控

的首选药剂，建议轮换使用两种药剂。

丙森锌和福美双是目前仅有的登记防治水稻胡

麻叶斑病的药剂，两者均是保护性为主的杀菌剂。

在本研究中已证明７０％丙森锌 ＷＰ对水稻胡麻叶

斑病有较好的预防效果，防效可达７８．７４％，但治疗

效果却较差，所以该药剂应在发病前或发病初期使

用。而福美双是有机硫类保护性杀菌剂，具有抑菌

和杀菌双重作用，是以预防作用为主兼有治疗作用

的药剂，在本研究中，虽然室内毒力测定证明其有

较强的毒力，但无论是预防作用试验还治疗作用试

验防效均较低，这可能与设置的使用浓度、使用方

法、环境等因素有关，有待进一步研究。２３％醚菌

·氟环唑ＳＣ为氟环唑和醚菌酯的混配杀菌剂，兼

具三唑类及甲氧基丙烯酸酯类杀菌剂的特性，早期

使用可阻止病菌侵入，并延缓抗性的产生。在本研

究中 其 室 内 毒 力 也 较 强，治 疗 作 用 防 效 为

３１．１５％，属于防效中等类型，该药剂可兼防水稻

稻瘟病和纹枯病，可作为水稻胡麻叶斑病发病初期

备用药剂轮换使用。７５％三环唑 ＷＰ、４０％稻瘟灵

ＥＣ、１５％井冈霉素ＳＰ在生产上经常被用作兼防或

单独防治水稻胡麻叶斑病，但在本研究中三者对水

稻胡麻叶斑病的室内毒力均较低，预防作用、治疗

作用防治效果亦十分差，建议生产上引导种植者不

要盲目施用。

目前对水稻胡麻斑病防效较好的药剂十分有

限，对于水稻胡麻斑病的防控，一方面需加快抗病基

因资源和品种的发掘利用、现有已知成分杀菌剂的

田间防效评价和登记；另一方面应加大生物源、植物

源、化学制剂等不同成分、不同机制防治药剂的研发

力度，同时探讨不同配方施肥技术、营造有利小气候

环境等栽培防控措施与不同防治方法间的组合使用

技术，凝练精准、高效的水稻胡麻斑病的绿色防控技

术，以延长现有有限高效药剂的使用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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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蚜虫防效研究［Ｊ］．中国植保导刊，２０１５，３５（１０）：１３ １７．

［１２］赵飞，张苗，李霞，等．不同浓度噻虫嗪种子处理悬浮剂防治

小麦蚜虫效果研究［Ｊ］．种子科技，２０１６，３４（１１）：１１６ １１７．

（责任编辑：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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