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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用生长速率法测定了 10种杀菌剂对甜玉米小斑病的毒力袁筛选出 7.5%欧宝尧22.5%扑海因尧43%好力克尧25%敌力脱

和 70%甲基托布津 5种杀菌剂进行田间药效试验袁结果显示院7.5%欧宝田间相对防效最好袁平均防治效果为 83.0%曰其次是好力
克袁平均防效 68.3%曰70%甲基托布津和敌力脱防治效果较差遥 7.5%欧宝值得推广应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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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院 Control efficiency of 5 fungicides including Opal (7.5% EC), Iprodione (22.5%), Horizon (43%), Tilt (25%) and Topsin-M (70%),
which selected by means of growth velocity test against Bipolaris maydis, were tested in field.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control efficiency of
Opal was better than Horizon, the efficiency reached 83.0% and 68.3% respectively. However, the control efficiency of Topsin-M and Tilt were
low. The Opal was recommended for application in field to control the B. maydi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 of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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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玉米小斑病主要发生在气候温暖潮湿的甜玉米产

区袁在我国几乎所有省份都有发生[1]遥 由于广东省的秋天
气候温暖袁平均温度在 25益以上袁有利于小斑病的发生[2]袁
根据调查统计袁 甜玉米苗期的玉米小斑病发病率达到
33.3%袁抽穗期和成熟收获期的玉米发病率均达到 100%袁
但是严重指数一般在 1耀2左右袁 且没有发现大规模爆发
的情况遥 我们筛选 5种对甜玉米小斑病抑菌作用较强的
杀菌剂进行田间药效试验袁 为大田防治甜玉米小斑病提
供科学的理论依据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供试药剂院70%甲基托布津可湿性粉剂袁 日本曹达株
式会社生产曰25%敌力脱乳油袁 瑞士先正达作物保护有限
公司生产曰43%好力克悬浮剂袁 拜耳作物科学公司生产曰
22.5%扑海因悬浮剂袁德国拜耳公司生产曰7.5%欧宝乳油袁
德国巴斯夫股份有限公司生产遥
供试甜玉米品种为粤甜 3 号袁 由广东农业科学院

作物研究所提供袁该品种发芽率高袁出芽整齐袁农艺性
状良好遥
1.2 试验方法

试验于 2012年春季和秋季在广州市白云区农业科技
试验示范园进行袁 两次试验均设 6个处理院7.5%欧宝乳

油袁22.5%扑海因悬浮剂袁43%好力克悬浮剂袁25%敌力脱
乳油和 70%甲基托布津可湿性粉剂及清水对照遥 每个处
理 3次重复袁随机区组排列袁小区面积 33 m2袁用水量 750
kg/hm2袁使用WS-16P型手动喷雾器均匀喷雾遥
春季试验于 2012年 3月 1日播种袁4月 1日喷施第 1

次药袁4月 8日喷施第 2次药遥 4月 1日和 4月 20日采用
五点抽样法逐株逐叶调查发病株数尧发病叶数袁计算病株
率尧病叶率尧病情指数及防治效果遥
秋季试验于 2012年 8月 1日播种袁9月 1日喷施第 1

次药袁9月 8日喷施第 2次药遥 9月 1日和 9月 20日采用
五点抽样法逐株逐叶调查发病株数尧发病叶数袁计算病株
率尧病叶率尧病情指数及防治效果遥
病情分级标准院1级院叶片上无病斑或仅在穗位下部

叶片上有零星病斑袁病斑占叶面积臆5豫曰3级院穗位下部
叶片上有少量病斑袁病斑占叶面积 6豫耀10豫袁穗位上部叶
片有零星病斑曰5级院穗位下部叶片上病斑较多袁病斑占
叶面积 11豫耀30豫袁穗位上部叶片有少量病斑曰7级院穗位
下部叶片或穗位上部叶片有大量病斑袁病斑相连尧占叶面
积 31豫耀70豫曰9级院 全株叶片基本为病斑覆盖袁 叶片枯
死遥
2 结果与分析

从 2012年春尧秋季的大田试验结果渊表 1尧表 2冤来看袁
参试的 5种药剂对玉米小斑病均有不同程度的防治效果袁
但是各种药剂之间的防治效果存在较大的差异遥 总的来
说袁参试的 5种药剂对玉米小斑病的防效从高到低依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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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效果

92.63aA
91.23aAB
76.63bB
46.05cC
29.31dD

药后病情
指数
2.63
3.16
9.27

19.69
25.17
38.15

药前病情
指数
0.40
0.41
0.46
0.41
0.40
0.43

病叶率
(%)

15.91
19.49
34.18
42.96
47.66
60.13

病株率
(%)

86.51
92.06
100
100
100
100

发病
叶数
204
251
433
534
612
763

发病
株数
109
116
126
126
126
126

调查
叶数
1282
1288
1267
1243
1284
1269

调查
株数
126
126
126
126
126
126

剂量
渊g/mL冤
56.25

140.63
322.50
234.38
656.25

处理

7.5%欧宝
22.5%扑海因
43%好力克
25%敌力脱
70%甲基托布津
清水 (CK)

表 1 不同药剂对玉米小斑病的防治效果 渊2012年春季冤

注院表中同列数据后小写英文字母不同者表示差异显著袁大写英文字母不同者表示差异极显著遥 表 2同遥

防治效果

94.08aA
90.28aA
72.31bB
52.62cC
47.98dC

药后病情
指数
1.36
2.35
7.03

12.03
13.21
27.81

药前病情
指数
0.19
0.20
0.21
0.21
0.20
0.23

病叶率
渊%冤
6.11

12.31
22.42
54.25
54.10
70.97

病株率
渊%冤
37.88
54.05
88.60
90.29
86.52
97.17

发病
叶数

80
120
230
485
482
643

发病
株数

50
60

101
93
77

103

调查
叶数
1310
975

1026
894
891
906

调查
株数
132
111
114
103

89
106

剂量

56.25
140.6
322.5
234.4
656.3

处理

7.5%欧宝
22.5%扑海因
43%好力克
25%敌力脱
70%甲基托布津
清水渊CK冤

表 2 不同药剂对玉米小斑病的防治效果 渊2012年秋季冤

7.5%欧宝尧22.5%扑海因尧43%好力克尧25%敌力脱尧70%甲
基托布津遥
2.1 春季调查结果

从试验结果渊表 1冤可以看出袁2012年春季袁参试的 5
种药剂对玉米小斑病均有不同程度的防治效果袁 试验结
果经方差分析袁区组间差异不显著袁处理间差异极显著袁说
明不同药剂处理对玉米小斑病的防治效果有显著差异遥
7.5豫欧宝对玉米小斑病的防治效果最好袁 防治效果达
92.63豫袁 由于春季温暖湿润多雨袁 有利于病害的发生蔓
延袁虽然 7.5豫欧宝对玉米小斑病的防治效果最好袁但是防
治小区的病株率和病叶率仍然较高袁 分别达到 86.51%和
15.91%袁病情指数也较高袁为 2.63曰防治效果次于 7.5豫欧
宝的是 22.5%扑海因袁 防治效果为 91.23豫袁 病情指数达
3.16袁 对小斑病能起到很好的控制作用曰43%好力克对玉
米小斑病的防治效果一般袁防治效果为 76.63%袁病情指数
为 9.27袁 防治效果相比前两种药剂差异达到显著水平曰
25%敌力脱和 70%甲基托布津的防治效果相对较差袁防治
效果分别为 46.05豫和 29.31豫袁 病情指数分别为 19.69和
25.17袁由于气候温暖潮湿的缘故袁这两种药剂的发病株率
都达到了 100%袁病叶率也在 42%以上袁对玉米小斑病的
防治效果较差遥
2.2 秋季调查结果

从试验结果渊表 2冤看出袁2012年秋季袁参试的 5种药
剂对玉米小斑病均有不同程度的防治效果袁 试验结果经
方差分析袁区组间差异不显著袁处理间差异极显著袁说明不
同药剂处理对玉米小斑病的防治效果有显著差异遥 7.5豫
欧宝对玉米小斑病的防治效果最好袁防治效果达 94.08豫袁
由于秋季温暖干燥袁不利于病害的发生蔓延袁所以病株率
和病叶率比春季都低袁分别为 37.88%和 6.11%袁病情指数
也较低袁 为 1.36曰22.5%扑海因的防治效果仅次于 7.5豫欧

宝袁防治效果为 90.28豫袁与 7.5豫欧宝的防治效果相比差
异不显著袁在第 1次药后 20 d袁玉米小斑病的病情指数为
2.35袁说明 22.5%扑海因对玉米小斑病能起到很好的控制
作用曰43%好力克对玉米小斑病的防治效果较好袁 防治效
果为 72.31%袁 相比前两种药剂防治效果差异达极显著水
平袁在第 1次药后 20 d袁玉米小斑病的病情指数为 7.03袁
对玉米小斑病能起到较好的防治效果曰25%敌力脱和 70%
甲基托布津的防治效果相对较差袁 防治效果分别为
52.62豫和 47.98豫袁 相比前 3种药剂防治效果差异达显著
水平袁病情指数分别为 12.03和 13.21袁对玉米小斑病的防
治效果较差遥
3 结论与讨论

2012年春尧秋季大田药效试验结果表明袁参试的 5种
杀菌剂对玉米小斑病都能起到一定的控制作用袁 其对玉
米小斑病的防效从高到低依次为 7.5%欧宝尧22.5%扑海
因尧43%好力克尧25%敌力脱和 70%甲基托布津遥 其中
7.5%欧宝和 22.5%扑海因对玉米小斑病的防治效果最好袁
2012年春尧秋季的防治效果都达到 90%以上袁这两种药剂
是防治玉米小斑病的理想药剂袁 在甜玉米生产上有推广
使用价值遥 43%好力克对玉米小斑病的防治效果一般袁可
以作为备选药剂进一步试验遥25%敌力脱和 70%甲基托布
津可对玉米小斑病的防治效果较差袁2012年春尧秋季的防
治效果均在 53%以下袁 建议不要作为防治玉米小斑病的
药剂使用遥

7.5%欧宝的有效成分是氟环唑袁 是一种新型尧内
吸尧广谱尧高效尧低毒尧治疗性杀菌剂袁对由真菌子囊菌
纲引起的病害及多数真菌病害袁具有优异的防效遥 因此
建议在玉米小斑病一般流行情况下选用欧宝等进行防

治 [3]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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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本研究通过对文献资料和专家知识的理解和提炼袁
结合田间试验袁分析了氮肥对棉花产量尧植株高度和叶子
等相关参数的影响袁 进而给出了氮肥运筹的动态知识模
型袁 设计并开发了基于动态知识模型的棉花氮肥运筹系
统遥 经过实际应用证明袁动态知识模型具有较好的实用性
和准确性袁系统具有使用方便快捷尧实用性和普适性等特
点遥 在今后的研究中袁本系统还应加强氮肥对棉花其他器
官影响的研究袁使系统能够更好地为生产服务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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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扑海因的有效成分是异菌脲袁 是一种广谱
性触杀型杀菌剂袁对孢子尧菌丝体都能同时起作用袁抑
制病菌孢子萌发和菌丝生长袁 属保护性杀菌剂遥 因此
建议在玉米小斑病尚未流行的情况下选用扑海因进

行防治 [3]遥
气候对玉米小斑病的侵染会产生较大的影响袁春

季气候温暖潮湿袁 有利于玉米小斑病的发生蔓延袁秋
季气候温暖干燥袁不利于玉米小斑病的发生蔓延 [4]遥 在
玉米生育期间袁同样的试验品种袁同样的试验药剂袁由
于气候的差异袁 叶片和植株的发病率会有极大的差
异袁 病情指数也会有极大的差异袁 以 2012 年春秋季
7.5%欧宝防治小区为例袁2012 年春季 7.5%欧宝防治
小区的病株率为 86.51%袁病叶率为 15.91%袁病情指数
为 2.63曰2012 年秋季的病株率为 37.88%袁 病叶率为
6.11%袁病情指数为 1.36遥与 2012 年秋季相比袁2012年
春季病株率高 128.38%袁病叶率高 160.39%袁病情指数
高 93.38%遥
气候对药剂防治玉米小斑病的效果会产生一定的影

响袁 但是对防治效果的影响相对于对病情指数的影响小
得多 [5]袁在参试的 5种药剂中袁气候对 70%甲基托布津的
防治效果影响最大袁 其 2012 年秋季的防治效果为
47.98%袁相对于 2012年春季 29.31%的防治效果袁防治效
果高出 63.70%遥 70%甲基托布津 2012年春季的病情指数
为 25.17袁相对于 2012年秋季 13.21的病情指数袁病情指
数高出 90.54%袁相比防治效果的 63.70%袁病情指数比防

治效果高出 26.84个百分点遥
玉米小斑病的防治要注意掌握防治适期袁在始病期

前后袁要做好药剂保护袁防治宜早不宜迟遥一般在病害始
病后袁病叶率达 10%耀15%时袁开始喷洒第 1 次药袁如果
病情得不到控制袁 间隔 7 d左右要继续施药进行防治遥
尤其在发病适温渊20耀32益冤及阴雨连绵的气候条件下袁
雨天前后袁要加紧喷药防治袁否则容易造成病害大发生尧
大流行遥
气候会对化学药剂防治玉米小斑病造成一定的影响袁

因此袁春季温暖潮湿的时候要多加注意玉米小斑病的发生
发展情况袁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遥为延缓抗药性的产生袁
应选择几种防效较好的杀菌剂交替使用或混用不同机制

的杀菌剂袁 如 7.5%欧宝和 22.5%扑海因可交替或混合使
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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