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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种杀菌剂对草莓灰霉病的防治效果筛选试验 吴德国 徐州市贾汪区青山泉镇农业农村办公室 江苏 徐州 2 2 1 0 0 0 摘要 为筛选出防治草莓灰霉病高效的药剂 本试验选择1 1种杀菌剂 设计1 7个处理进行防治效果筛选试 验 结果表明 供试药剂基于施药频次的增加防治效果则呈现出显著上升的趋势 供试药剂在第3次施药后7 d 防治效果均达至最高值 防效为5 3 6 8 8 8 第3次施药后1 5 d 防治效果略有下降 防效为5 5 6 8 3 2 表明供试药剂5 0 咯菌腈S C 9 3 7 5 m L h m 2 5 0 异菌脲S C 7 5 0 m L h m 2 2 5 啶菌噁唑E C 4 0 0 m L h m 2 3 8 唑 醚 啶酰菌胺W G 3 4 2 g h m 2 4 2 4 唑醚 氟酰胺S C 1 5 0 m L h m 2处理防治效果较好 防效均在8 0 以上 可作为防 治草莓灰霉病首选药剂 1 0 0 0亿c f u g枯草芽孢杆菌W P作为生物菌剂 对环境友好 无农药残留隐患 但防治效 果较为缓慢 随着施药频次增加防治效果显著提升 防效最高可达7 1 2 其它供试药剂均可以作为防治灰霉病备 选药剂来使用 以延缓灰霉病菌抗药性的产生 关键词 杀菌剂 草莓灰霉病 防治效果 草莓果形可爱 色泽明艳 酸甜多汁 芳香四溢 营养丰富 深受人们青睐 近年来 草莓产业在全国得到 迅猛发展 江苏省种植规模已达2 3万h m 2 年产量超过4 0万t 产值超过5 0亿元 已成为江苏设施农业的 主导产业 集中分布在贾汪 铜山 东海 句容 海门 宜兴6个县 区 灰霉病是江苏省草莓主产区优势病害 灰霉 白粉 炭疽 之一 危害严重 花期前后高发 重点为害花蕾 幼果和叶片等 最终导致植株死棵 果实腐 烂 轻者造成2 0 的减产 重者则达5 0 以上 甚至毁园 彻底清除病原难度极大 容易复发 目前 化学防 控依然是防治草莓灰霉病最重要手段 但随着传统杀菌剂的长期单一施用 灰霉病菌已对传统药剂的抗药性 凸显 不规范的使用 导致用药效果差 生产效益降低 农药残留超标 严重影响草莓的农产品质量安全 制约 了草莓产业的健康发展 本试验研究参照国标 农药田间药效试验准则 二 第1 2 0部分 杀菌剂防治草莓灰 霉病 G B T 1 7 9 8 0 1 2 0 2 0 0 4 的要求指导下 本试验选取了1 1种杀菌剂 开展田间防治效果对比筛选试 验 旨在为徐州地区草莓优势病害的科学防控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 1 材料与方法 1 1 供试材料 供试草莓品种为隋珠 高畦栽培 畦面宽9 0 c m 每畦定植2行 行距3 0 c m 株距2 5 c m 试验小区均为常 规管理 供试药剂 4 2 4 唑醚 氟酰胺S C 富美实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5 0 啶酰菌胺W G 先正达瑞士植物保 护公司 3 8 唑醚 啶酰菌胺W G 先正达瑞士植物保护公司 8 0 克菌丹W P 利民化学有限责任公司 1 0 0 0亿c f u g枯草芽孢杆菌W P 浙江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4 0 0 g L嘧霉胺S C 日本化学株式会社 5 0 腐 霉利W P 美国拜沃股份责任有限公司 2 5 啶菌噁唑E C 浙江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5 0 嘧菌环胺W G 先 正达瑞士植物保护公司 5 0 异菌脲S C 巴斯夫中国公司 5 0 咯菌腈S C 拜耳作物科学中国公司 1 2 试验地点及时间 试验在徐州市 莓好田园 现代农业草莓产业园内进行 土质为壤土 p H值6 4 有机质含量为3 2 试验前及试验中 不进行其它任何化学药剂防治作业 试验时间为2 0 2 1年1 2月1 5日至2 0 2 2年1月1 3 日 共施药3次 分别于2 0 2 1年1 2月1 5 2 2 2 9日进行喷雾处理 药械选用飞欧5 W B 2 0 L型智能静电喷雾 器 作业压力0 3 M P a 1 3 试验设计 收稿日期 2 0 2 3 0 1 3 0 作者简介 吴德国 1 9 7 2 男 江苏徐州人 园艺师 主要从事园艺作物高效栽培与病虫害防控技术推广工作 2 现代化农业 2 0 2 3年第1 1期 总第5 3 2期 试验共设1 7个处理 处理1为4 2 4 唑醚 氟酰胺S C 1 5 0 m L h m 2 处理2为5 0 啶酰菌胺W G 3 3 7 5 g h m 2 处理3为3 8 唑醚 啶酰菌胺W G 3 4 2 g h m 2 处理4为8 0 克菌丹W P 1 0 0 0 g h m 2 处理5为1 0 0 0亿 c f u g枯草芽孢杆菌W P 9 0 0 g h m 2 处理6为4 0 0 g L嘧霉胺S C 3 6 0 m L h m 2 处理7为5 0 腐霉利 W P 3 7 5 g h m 2 处理8为5 0 腐霉利W P 7 5 0 g h m 2 处理9为2 5 啶菌噁唑E C 2 0 0 m L h m 2 处理1 0为 2 5 啶菌噁唑E C 4 0 0 m L h m 2 处理1 1为5 0 嘧菌环胺W G 3 7 5 g h m 2 处理1 2为5 0 嘧菌环胺W G 6 0 0 g h m 2 处理1 3为5 0 异菌脲S C 3 7 5 m L h m 2 处理1 4为5 0 异菌脲S C 7 5 0 m L h m 2 处理1 5为5 0 咯菌腈 S C 6 2 5 m L h m 2 处理1 6为5 0 咯菌腈S C 9 3 7 5 m L h m 2 处理1 7为清水对照 每个处理重复4次 每小 区面积1 5 m 2 随机区组排列 对草莓果实 花器及叶片均匀喷雾 重点喷施果实 先喷施清水为对照 然后 按各处理用量进行施药 同种杀菌剂不同浓度按照从低到高顺序进行喷施 变更不同处理时 需彻底洗净 喷雾机中残渍 喷雾药液量7 5 0 L h m 2 1 4 调查方法 试验过程开展5次调查 2 0 2 1年1 2月1 5日调查试验基数 2 0 2 1年1 2月2 2 2 9日 2 0 2 2年1月7 1 5日 分别调查第1 2 3次施药后7 d及第3次施药后1 5 d的结果 每个小区采用5点取样法调查 每小区调查 2 0 0个果 分别记录病果数 计算病果率与相对防治效果 1 5 数据分析 选用D P S统计软件中邓肯氏新复极差法对试验结果数据分别进行方差分析 并按G B T 7 9 8 0 1 2 0 2 0 0 4的要求计算防治效果 2 结果与分析 2 1 安全性 经调查 基于供试药剂处理浓度下草莓生长健康 未见有明显的药害现象 表明各供试药剂对草莓生长 是安全的 2 2 不同杀菌剂对草莓灰霉病的防治效果比较 表1 1 1种杀菌剂对草莓灰霉病的田间防治效果 处 理 第1次施药后7 d 病果率防治效果 第2次施药后7 d 病果率防治效果 第3次施药后7 d 病果率防治效果 第3次施药后1 5 d 病果率防治效果 1 7 8 5 4 7 9 c d e 6 5 8 7 2 4 b c d e 5 2 6 8 3 2 a b 5 7 0 7 6 2 a b c 2 9 1 2 4 3 8 d e f 8 9 2 6 1 6 f 6 1 8 7 9 6 b c 7 2 0 6 3 8 f 3 7 2 8 3 8 2 d e f 7 4 2 7 7 2 a b c 6 2 4 8 3 2 a b 6 1 2 7 6 6 a b c 4 1 1 2 0 3 6 8 c d e 6 8 8 8 0 9 a b 5 8 2 7 7 6 b c 6 7 2 7 2 8 b c d 5 9 3 6 6 2 4 a b 8 7 2 6 5 2 c d e 9 9 2 6 8 8 d e 8 2 8 7 1 2 c d e f 6 8 5 6 5 8 6 a b c 7 8 6 6 8 0 c d e 7 4 2 7 2 6 c d 7 2 6 6 6 5 e f 7 9 2 0 3 6 4 e f 7 7 5 4 2 5 g 9 1 2 5 3 6 e 7 6 9 5 5 6 g 8 1 0 2 4 4 2 0 d e f 8 3 4 6 4 2 e f 7 6 2 7 2 8 c d 7 1 0 6 8 2 c d e f 9 9 8 0 4 5 6 d e f 8 8 2 6 8 2 c d e f 5 6 8 7 7 2 b c 6 3 2 7 5 2 a b c d 1 0 8 2 4 5 1 2 b c d 8 3 6 7 3 0 b c d e 6 2 0 8 3 8 a b 5 5 6 7 7 6 a b c d 1 1 7 6 8 3 8 2 d e f 6 5 2 4 6 6 g 5 6 8 7 1 5 c d 5 1 6 6 4 6 f 1 2 8 1 8 5 9 2 a b c 8 9 2 6 5 0 d e f 5 9 2 7 9 6 b c 6 6 4 7 4 2 b c d 1 3 1 0 2 8 3 5 2 f 8 5 2 7 6 2 a b c 7 6 8 7 9 0 b c 8 8 6 6 7 2 d e f 1 4 9 5 0 4 0 6 d e f 6 5 6 7 9 5 a b c 5 4 0 8 5 2 a b 4 6 5 8 1 5 a b 1 5 8 2 7 4 3 2 d e f 7 6 8 7 4 8 b c d e f 6 5 2 8 1 6 a b 7 3 6 7 0 3 c d e f 1 6 7 5 6 6 4 6 a 5 0 2 8 7 6 a 4 8 2 8 8 8 a 4 3 2 8 3 2 a 1 7 1 0 1 2 9 0 7 1 4 1 8 1 3 4 1 由表1可知 第1次施药后7 d 供试药剂对草莓灰霉病的防治效果整体较低 防效为3 5 2 6 4 6 第2次施药后7 d 见表1 供试药剂对草莓灰霉病的防治效果均有显著提升 防效为4 2 5 8 7 6 3 现代化农业 2 0 2 3年第1 1期 总第5 3 2期 其中5 0 咯菌腈S C 9 3 7 5 m L h m 2和8 0 克菌丹W P 1 0 0 0 g h m 2处理防治效果较高 防效均超过8 0 其 次是5 0 异菌脲S C 7 5 0 m L h m 2 3 8 唑醚 啶酰菌胺W G 3 4 2 g h m 2 5 0 异菌脲S C 3 7 5 m L h m 2 5 0 咯菌 腈S C 6 2 5 m L h m 2 2 5 啶菌噁唑E C 4 0 0 m L h m 2 4 2 4 唑醚 氟酰胺S C 1 5 0 m L h m 2处理 防效均超过 7 0 防治效果较差的是5 0 腐霉利W P 3 7 5 g h m 2和5 0 嘧菌环胺W G 3 7 5 g h m 2 防效低于5 0 第3次施药后7 d 见表1 供试药剂对灰霉病的防治效果持续上升 各处理的防治效果均达到最高值 防效为5 3 6 8 8 8 其中5 0 咯菌腈S C 9 3 7 5 m L h m 2 5 0 异菌脲S C 7 5 0 m L h m 2 2 5 啶菌噁唑 E C 4 0 0 m L h m 2 4 2 4 唑醚 氟酰胺S C 1 5 0 m L h m 2 3 8 唑醚 啶酰菌胺W G 3 4 2 g h m 2 5 0 咯菌腈S C 6 2 5 m L h m 2防治效果较高 防效均达到8 0 以上 其次是5 0 嘧菌环胺W G 6 0 0 g h m 2 5 0 异菌脲 S C 3 7 5 m L h m 2 5 0 啶酰菌胺W G 3 3 7 5 g h m 2 8 0 克菌丹W P 1 0 0 0 g h m 2 2 5 啶菌噁唑E C 2 0 0 m L h m 2 4 0 0 g L嘧霉胺S C 3 6 0 m L h m 2 5 0 腐霉利W P 7 5 0 g h m 2 5 0 嘧菌环胺W G 3 7 5 g h m 2处理 防效均 超过7 0 5 0 腐霉利W P 3 7 5 g h m 2防效低于6 0 与其他处理差异显著 第3次施药后1 5 d 见表1 1 0 0 0亿c f u g枯草芽孢杆菌W P 9 0 0 g h m 2处理防治效果显著提升 防效达 到7 1 2 其它各处理的防治效果均有所下降 防效为5 5 6 8 3 2 其中5 0 咯菌腈S C 9 3 7 5 m L h m 2和5 0 异菌脲S C 7 5 0 m L h m 2持效性良好 防效保持在8 0 以上 与其它处理差异显著 4 2 4 唑醚 氟酰胺S C 1 5 0 m L h m 2 3 8 唑醚 啶酰菌胺W G 3 4 2 g h m 2 8 0 克菌丹W P 1 0 0 0 g h m 2 2 5 啶菌噁唑 E C 2 0 0 m L h m 2 2 5 啶菌噁唑E C 4 0 0 m L h m 2 5 0 嘧菌环胺W G 6 0 0 g h m 2和5 0 咯菌腈S C 6 2 5 m L h m 2处理防效均在7 0 以上 3 结论与讨论 试验结果分析 供试化学类1 0种药剂基于施药频次的增加防治效果呈现出显著上升的趋势 在第3次 施药后7 d时 防治效果均达至最高值 防效为5 3 6 8 8 8 随着时间推移 施药后1 5 d 防治效果略有下 降 防效为5 5 6 8 3 2 表明供试药剂5 0 咯菌腈S C 9 3 7 5 m L h m 2 5 0 异菌脲S C 7 5 0 m L h m 2 2 5 啶菌噁唑E C 4 0 0 m L h m 2 3 8 唑醚 啶酰菌胺W G 3 4 2 g h m 2 4 2 4 唑醚 氟酰胺S C 1 5 0 m L h m 2处理 防治效果较好 防效均在8 0 以上 可作为防治草莓灰霉病首选药剂 1 0 0 0亿c f u g枯草芽孢杆菌W P作 为生物菌剂 对环境友好 无农药残留隐患 但防治效果较为缓慢 随着施药频次增加防治效果显著提升 防 效最高可达7 1 2 其它供试药剂均可以作为防治灰霉病备选药剂来使用 以延缓灰霉病菌抗药性的产生 建议花期前后提升植株免疫力 减少弱化组织的发生 从而做到有效地预防 在发病初期优选效果较好的药 剂 选对药量 若有灰色霉层产生 建议先摘除病叶 病果后再施药 以便彻底消灭病菌 提升防治效果 根据 防治效果和田间灰霉病的发生动态 在草莓花果同期 灰霉病发生风险较大 建议遵循安全间隔期 连续用药 2 3次 效果更佳 如果防治关键阶段遇到连续阴雨天 建议停止喷雾 改用优选药剂的烟剂类型进行熏 棚 效果较佳 本次供试药剂有悬浮剂 水分散粒剂 乳油和可湿性粉剂4个剂型 基于对高端有机果品的品 质考虑 建议多选择悬浮剂 水分散粒剂来使用 因为乳油和可湿性粉剂会影响到果实品质 目前 国内已有报道了灰霉病菌对部分药剂产生抗药性 如腐霉利 异菌脲 啶酰菌胺 嘧霉胺 咯菌腈 等 但结合本次试验结果分析 在供试浓度下 有效成分为唑醚 氟酰胺 唑醚 啶酰菌胺 咯菌腈 腐霉利 异 菌脲 嘧霉胺 啶酰菌胺等7种杀菌剂防治效果较好 第3次施药后7 d防效为7 2 6 8 8 8 初步表明该 基地灰霉病菌尚未对已报道出的杀菌剂产生抗药性 但仍然需要注意 在使用优选药剂进行轮换等措施 可 优选枯草芽孢杆菌 哈茨木霉 丁香酚等生物类药剂进行防治 以延缓或避免病原菌的抗药性产生 以延长杀 菌剂的市场使用寿命 基于灰霉病菌属于弱寄生菌 湿度大时产孢能力强 传播速度快 很难根除 因此要做 好防控需要农艺措施 生物防控和化学防控等多措并举 有效提升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推动徐州地区草莓 产业的健康发展 4 参考文献 1 吴丹 王绘华 草莓灰霉病田间药剂防治效果试验初报 J 上海蔬菜 2 0 1 8 5 6 6 6 9 4 现代化农业 2 0 2 3年第1 1期 总第5 3 2期 氨基寡糖素用于大豆田杀菌剂 叶面肥减量效果研究 李嘉伦1 李洋洋2 姜凯岩3 1 大连凯飞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 大连 1 1 6 6 0 0 2 北大荒集团黑龙江红五月农场有限公司 3 北大荒集团黑龙江尖山农场有限公司 摘要 通过多年实际应用表明 氨基寡糖素作为一款植物诱抗剂 具有显著的抗逆 防病 抗早衰 促生长 增产 效果 基于氨基寡糖素的这些特点 继续探究在大豆种植上是否可以用氨基寡糖素替代部分化学杀菌剂及叶面肥 的用量 从生物诱导的角度实现减量增效的目的 结果表明 药肥分别减量5 的处理组合可以有效降低病害发生 率 增加大豆株荚数 株粒数 起到一定的增产提质效果 药肥分别减量1 0 的处理组合的大豆病害发生率有所上 升 且增产效果不佳 说明在大豆上应用降低化学杀菌剂 叶面肥的使用量存在一定范围 同时也表明 使用生物 诱导技术提高作物自身抗逆性和免疫力 用于减少化学杀菌剂和叶面肥使用量的方法是可行的 关键词 氨基寡糖素 双减 大豆 抗逆 防病 免疫 大豆 Glycine max L M e r r 是我国重要的粮食及油料作物 起源于中国 栽培历史悠久 后期传到 日本 美国等国家 1 东北地区是我国大豆产量最高产区 据2 0 1 6年周顺启发表的文章中记载 我国大豆年 总产量的4 0 左右是东北松辽一带所贡献 2 近年来我国大豆需求形势逐渐从出口大国转变为进口大国 如郑金英等在2 0 1 5年提到我国在2 0 1 4年大豆的进口量达到了7 1 4 0万t 3 到2 0 2 0年我国大豆的年需求量 为9 0 0 0万t 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之一 4 国家也从政策角度来扩大大豆种植面积 提高大 豆种植管理水平 以此来希望逐年提高大豆产量 但在实际种植生产过程中 大豆的产量及品质受到大豆病 虫草害问题的严重制约 全世界范围内已记载并报道的大豆病害种类达7 0余种 我国己统计的大豆病害有 4 0余种 5 在我国不同产区大豆常发生的病害种类也有所不同 例如北方大豆产区病害情况发生较重的主 要有大豆根腐病 炭疽病 霜霉病 菌核病 黑斑病 灰斑病 细菌性角斑病 大豆胞囊线虫病等 6 这些病害 在实际生产中对大豆产量影响较大 例如大豆细菌性角斑病在黑龙江省及辽宁省发病较重 其中在齐齐哈尔 市大豆田中发病情况格外严重 其田间发病率可达百分之百 7 为了保障大豆高产稳产 作为预防和抵抗病 虫草害的有效手段 化学农药的使用也是必不可少的 8 但使用不当或过量会带来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 对 我国粮食安全 食品安全 环境安全造成不利影响 有相关文献报道2 0 1 6年黑龙江省大豆田农药用药量接 近2 1万t 预测到2 0 2 5年 黑龙江省大豆田杀菌剂用量将接近1 7 0 0 t 杀虫剂用量将接近1 8 0 0 t 除草剂用 收稿日期 2 0 2 3 0 2 1 3 作者简介 李嘉伦 1 9 9 4 男 辽宁大连人 硕士 中级农艺师 研究方向为通过诱导方式提高植物抗逆性 2 王丽 周增强 杀菌剂对草莓灰霉病菌的毒力测定及田间防治效果 J 北方园艺 2 0 1 6 1 2 1 1 2 1 1 4 3 江景勇 王会福 江苏草莓农药残留风险评估 J 江苏农业学报 2 0 1 7 3 3 6 1 4 0 8 1 4 1 4 4 张亚 刘双清 草莓灰霉病菌对4种杀菌剂的抗药性检测 J 植物保护 2 0 1 6 4 2 5 1 8 1 1 8 7 5 王华弟 沈颖 草莓灰霉病流行规律与综合防治技术研究 J 浙江农业科学 2 0 1 7 5 8 1 2 2 2 2 6 6 宋巧凤 5 0 嘧菌环胺W G防治草莓灰霉病田间试验 J 上海蔬菜 2 0 2 2 6 5 7 5 8 7 陈秀 草莓灰霉病菌对啶酰菌胺的抗性现状研究 J 农药科学与管理 2 0 1 8 3 9 1 2 5 2 5 7 8 白耀博 陈学进 徐州市草莓灰霉病菌对嘧霉胺的抗药性 J 安徽农业科学 2 0 1 6 4 4 3 5 1 6 2 1 6 4 9 潘以楼 朱桂梅 江苏草莓灰霉病对5种杀菌剂的抗药性 J 江苏农业科学 2 0 1 8 2 9 2 2 9 9 3 0 4 1 0 肖婷 陈露 张建华 江苏省句容市灰霉病菌对啶酰菌胺的抗药性 J 江苏农业学报 2 0 1 8 3 1 1 5 0 5 5 1 1 徐慧 董德成 张传博 草莓灰霉病菌对嘧霉胺的抗药性及致病力分析 J 分子植物育种 2 0 1 8 1 6 1 2 4 8 2 5 4 1 2 礼茜 草莓灰霉病菌对异菌脲和嘧霉胺的抗药性评价及其分子机制研究 D 杭州 浙江大学 2 0 1 9 1 3 张豫超 设施内温湿度生态调控草莓灰霉病的影响 J 浙江农业科学 2 0 2 0 6 1 9 1 8 5 0 1 8 5 3 1 4 韩永超 曾祥国 向发云 草莓花瓣脱落对果实灰霉病的影响 J 中国农业科学 2 0 1 5 4 8 2 2 4 4 4 8 0 2 0 5 现代化农业 2 0 2 3年第1 1期 总第5 3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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