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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10%苯醚菌酯悬浮剂对刺梨白粉病菌（Sphaerotheca sp.）孢子萌发的影响及田间防治

效果。结果表明，10%苯醚菌酯悬浮剂各质量浓度处理对刺梨白粉病菌孢子萌发具有显著的抑制作

用，且对刺梨白粉病具有良好的防治效果。 10%苯醚菌酯悬浮剂66.67 mg/L处理对刺梨白粉病的防

治效果最好且刺梨产量最高，药后7 d、14 d的防效分别为85.34%、94.25%，刺梨产量为7 432 kg/hm2，增

产率达399.78%。 苯醚菌酯是防控刺梨白粉病的有效药剂，可有效控制白粉病的发生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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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fluence of ZJ0712 10% SC on the spore germination of Sphaerotheca sp. in Rosa roxburghii Tratt was

determined, and the control effects on Sphaerotheca sp. were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ZJ0712 10% SC had strong

inhibition on spore germination of Sphaerotheca sp.. And ZJ0712 10% SC 66.67 mg/L had good control effects, with the

efficacies of 85.34% and 94.25% on the 7th and the 14th day after spraying. The yield was 7 432 kg/hm2, the increase rate

was higher than the increase rates of triadimefon 20% EC and myclobutanil 25% EC. ZJ0712 is an effective fungicide for

control of Sphaerotheca sp in Rosa roxburghii Tra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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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梨（Rosa roxburghii Tratt）为蔷薇科（Rosaceae）
蔷薇属植物，是贵州特有的优势资源。其果实肉脆，

味酸甜，具有浓郁的特殊香味，被誉为水果中的“Vc
之王”，是加工高级饮品的优质原料。研究发现，刺

梨还具有防癌、抑癌、增强免疫力、抗衰老、降血

脂、解铅毒等保健作用，被誉为我国三大新兴水果

之一[1-3]。近年来，贵州刺梨产业不断发展壮大，种植

规模也不断扩大，但病虫害的发生危害也逐年上

升。刺梨白粉病（Sphaerotheca sp.）的发生较普遍，严

重影响刺梨产量、品质，及贵州刺梨产业的健康发

展。目前针对刺梨白粉病的防治研究较少，果农盲

目防治，滥施农药，影响果实品质的同时也危害了

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
苯醚菌酯属于新型甲氧基丙烯酸酯类杀菌剂，

其高效、低毒、低残留，具有杀菌谱广，活性高，见效

快，持效期长，耐雨水冲刷等特点。陈定花等[4]研究

报道，10%苯醚菌酯悬浮剂对黄瓜白粉病、小麦白粉

病等防治效果优异。本试验研究了10%苯醚菌酯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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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剂处理/(mg·L-1) 孢子萌发数/个 未萌发孢子数/个 孢子总数/个 萌发率/% 抑制萌发率/%
10%苯醚菌酯SC 200.0 0 300 300 0 100.00 aA
10%苯醚菌酯SC 100.0 0 300 300 0 100.00 aA
10%苯醚菌酯SC 50.0 4 296 300 1.33 98.61 abAB
10%苯醚菌酯SC 25.0 10 290 300 3.33 96.53 cdBCD
10%苯醚菌酯SC 12.5 30 270 300 10.00 89.58 eE
25%腈菌唑EC 200.0 0 300 300 0 100.00 aA
25%腈菌唑EC 100.0 5 295 300 1.67 98.26 abcABC
25%腈菌唑EC 50.0 12 288 300 4.00 95.83 dCD
25%腈菌唑EC 25.0 32 268 300 10.67 88.89 eE
25%腈菌唑EC 12.5 63 237 300 21.00 78.13 fF
20%三唑酮EC 200.0 0 300 300 0 100.00 aA
20%三唑酮EC 100.0 6 294 300 2.00 97.92 bcABCD
20%三唑酮EC 50.0 13 287 300 4.33 95.49 dD
20%三唑酮EC 25.0 33 267 300 11.00 88.54 eE
20%三唑酮EC 12.5 65 235 300 21.67 77.43 fF
清水对照 288 12 300 96.00

注：同列数据后不同大、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极显著和显著（P＜0.01和P＜0.05），下表同。

浮剂对刺梨白粉病的防治效果，以期为刺梨白粉病

的大田防控提供有效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材料

10%苯醚菌酯SC，浙江禾田化工有限公司；25%
腈菌唑EC，南京博士邦化工科技有限公司；20%三

唑酮EC，四川国光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刺梨白粉病菌（Sphaerotheca sp.），盘州市刺梨

基地植株上选取自然发病的白粉病菌作为供试病

原菌备用[5]。
1.2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设在贵州省盘州 市聚农公司 刺梨种

植基地，海拔1 620 m。年均气温16℃左右，年日照

约1 571.8 h，年均降雨量1 400 mm。土壤类型为黄

壤，肥力中等。刺梨品种为贵农5号，常年有白粉病

发生。
1.3 试验方法
1.3.1 室内试验设计

用制备好的白粉病菌孢子悬浮液 （105个/mL）
分别配制质量浓度为200、100、50、25、12.5 mg/L的

苯醚菌酯药液，以无菌水配制的孢子悬浮液为空白

对照处理。各取1滴分别置于双凹载玻片上，每处理

4片，重复3次。将准备好的载玻片凹面朝下，置于垫

有吸水滤纸的灭菌培养皿中的三角架上，培养皿直

径120 mm，保湿培养，24 h后在显微镜下定时观察

白粉病菌孢子萌发情况，并记录。孢子芽管超过孢

子直径1/2时即判为萌发孢子，并计算孢子萌发率和

萌发抑制率[6-7]。

1.3.2 田间试验设计

试验设6个处理：10%苯醚菌酯SC 66.67 mg/L、
50 mg/L、33.33 mg/L；25%腈菌唑EC 250 mg/L；20%
三唑酮EC 200 mg/L；清水对照。每处理3次重复。试

验选取3年生果树基地，每小区面积100 m2，小区随

机排列。2017年4月1日（田间刺梨白粉病发病初期）

进行第1次施药，7 d后再施药1次，采用工农16型手

动喷雾器对叶片正反面均匀喷药，避免漏喷，以叶

片不滴水为宜，常规田间管理。
1.3.3 药效调查统计

采用对角线5点取样法，于2次喷药后7 d、14 d
分别调查各处理区白粉病发病情况。每小区选取5
株果树，调查病叶数。刺梨白粉病分级标准参照文

献[8-9]方法进行，计算病情指数和防治效果。采收

期摘取试验区标定的刺梨树样品果100个/株，样品

果分别从每株树树冠外围的东、西、南、北、中5个方

位随机采取，称其重量，并估算产量。
病情分级标准：0级，整个复叶无病班；1级，有

1～2片小叶发病，菌丝稀薄；2级，有3～4片小叶发

病，菌丝较厚；3级，有5～6片小叶发病，菌丝浓厚；4
级，有7片以上小叶发病，菌丝浓厚。

利用Excel软件和DPS数据处理系统进行数据

分析，采用SPSS软件Duncan's法进行多组样本间差

异显著性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对刺梨白粉病菌孢子萌发的影响

由表1可知，各药剂处理对刺梨白粉病菌的孢

子萌发均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表 1 10%苯醚菌酯 SC 对刺梨白粉病菌孢子萌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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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10%苯醚菌酯SC对刺梨白粉病菌的孢子

萌发具有较好的抑制作用，200 mg/L和100 mg/L处

理的抑制率均为100%，25 mg/L处理的抑制率仍达

到96.53%。当质量浓度为12.5～100 mg/L时，10%苯

醚菌酯SC对刺梨白粉病菌的抑制率均高于同等质

量浓度下的25%腈菌唑EC、20%三唑酮EC处理，表

现出了优异的杀菌能力。
2.2 对刺梨白粉病的田间防治效果

由表2可知：10%苯醚菌酯SC 66.67 mg/L处理对

白粉病的防治效果最好，药后7 d、14 d的防治效果

分别为85.34%、94.25%；10%苯醚菌酯SC 50 mg/L
和 33.33 mg/L处 理 药 后 7 d、14 d 的 防 效 分 别 为

82.12%～91.08%和70.39%～75.98%。而25%腈菌唑

EC 250 mg/L和20%三唑酮EC 200 mg/L处理药后7
d、14 d的防效分别为82.68%～91.97%和81.98%～
91.16%。10%苯醚菌酯SC 50 mg/L处理与25%腈菌

唑EC 250 mg/L、20%三唑酮EC 200 mg/L处理的防

治效果无显著差异。药后14 d，除10%苯醚菌酯SC
33.33 mg/L处理的防治效果为75.98%外，其他处理

的防效均高于91%。

2.3 10%苯醚菌酯SC对刺梨产量的影响

由表3可知：各药剂处理对刺梨均具有良好的

增产效果。10%苯醚菌酯SC不同质量浓度处理对刺

梨的增产效果不同，其66.67 mg/L处理的增产效果

最显著，增产率达到399.78%，与其他处理之间差异

极显著；其50 mg/L处理的增产率达到了331.61%，与

其他处理间存在极显著差异。25%腈菌唑EC和20%
三唑酮EC的增产率分别为277.14%和141.16%。

3 结论与讨论

10%苯醚菌酯SC 66.67 mg/L、50 mg/L和33.33
mg/L处理对刺梨白粉病均有较好的防治效果和良

好的增产作用。其中，10%苯醚菌酯SC 66.67 mg/L
处理的防治效果最好，药后14 d的防效为94.25%；与

清水对照相比，刺梨产量增幅达到399.78%。25%腈

菌唑EC 250 mg/L和20%三唑酮EC 200 mg/L处理对

白粉病防效与10%苯醚菌酯SC 50 mg/L处理的防效

相当，药后14 d的防效为91%左右，但增产效果不

及10%苯醚菌酯EC 50 mg/L处理。原因可能是药剂

施用后，植物的生理生化发生变化。调查过程中发

现，20%三唑酮EC处理的刺梨生长势较弱，叶片较

小，抽枝较短，挂果较少且果实较小，这可能与三唑

酮抑制植物生长有关。清水对照的刺梨产量仅为

1 487 kg/hm2，而10%苯醚菌酯SC 66.67 mg/L处理的

刺梨产量达7 432 kg/hm2，两者产量相差5 945 kg/hm2，

由此可见刺梨白粉病的危害性之大，以及对刺梨白

粉病采取防治措施的必要性。通过比较，建议在刺

梨白粉病的防治中避免使用三唑酮，优先使用10%
苯醚菌酯悬浮剂。其最佳施用质量浓度为66.67
mg/L，在白粉病发病初期用药1次，间隔7 d进行2次

喷药，发生较严重的可加喷1次。该措施可有效提高

刺梨产量，确保果农经济收入。
刺梨白粉病受贵州温暖潮湿天气的影响，传播

速度快，并且该病菌在侵染初期，很难被发现，易错

过防治的最佳时期，从而降低了药剂的防治效果。
因此，果农应加强田间管理，发病区域于每年4月初

开始施药预防[10]。在未发病区域要做到早发现，早防

治，当邻近区域出现发病中心时，则应对该种植区

域的未发病刺梨进行大规模喷药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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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试验方法
试验作物为黄瓜。试验于2016年在山东省寿光

市古城镇胡家黄瓜大棚示范基地进行。种植前施复

合肥1 500 kg/hm2，深翻土地。黄瓜于6月12日移栽定

植，种植密度为33 000株/hm2。试验设在斑潜蝇发生

较重、黄瓜长势均匀一致的地块进行。试验设4个药

剂处理：20%唑虫·灭蝇胺悬浮剂500、1 000倍液；

15%唑虫酰胺悬浮剂500倍液；10%灭蝇胺悬浮剂

500倍液。另设清水对照处理。每处理重复4次，小区

面积44 m2，随机区组排列。试验于2016年6月29日

划区挂牌喷药，喷药时天气晴朗，北风2级，采用工

农-16型手动喷雾器对黄瓜植株均匀喷雾，药液用

量为682 L/hm2。
1.3 调查方法

试验前每小区中间2行标记10株有虫黄瓜植

株，每株选择标记中、上部有1～3条（虫道长5～10
mm，一般为1～2龄幼虫）虫道的叶片2～3张，并在

每一虫道前端两侧约1 cm处，用记号笔各标记1个

点，使其与虫道前端在同一直线上。调查标记叶上

虫道数，作为药前基数。调查防效时，幼虫体色新

鲜、饱满、有羽化孔的均按活虫计，而虫体干瘪、变
色的按死虫计。虫道延长者及新增虫道均以活虫

计。喷药前调查虫口基数，喷药后1 d、3 d、7 d调查虫

道、死虫数、活虫数，计算防治效果。

2 结果与分析

以幼虫死亡率计算防效，试验结果见表1。试验

结果表明，20%唑虫·灭蝇胺悬浮剂对黄瓜斑潜蝇有

较好的防治效果。
药后1 d，20%唑虫·灭蝇胺悬浮剂500倍液处理

的速效性高于15%唑虫酰胺悬浮剂500倍液和10%
灭蝇胺悬浮剂500倍液处理。药后3 d，20%唑虫·灭

蝇胺悬浮剂防效迅速提高，其500～1 000倍液的校正

防效均高于89%。20%唑虫·灭蝇胺悬浮剂500倍液

的防效显著高于15%唑虫酰胺悬浮剂500倍液和

10%灭蝇胺悬浮剂500倍液的防效。药后7 d，各处

理的校正防效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20%唑虫·灭蝇

胺悬浮剂500～1 000倍液的防效显著高于15%唑虫

酰胺悬浮剂 500倍液和10%灭蝇胺悬浮剂 500倍液

的防效。

处理
药前基数/

头

药后1 d 药后3 d 药后7 d
虫口数/头 减退率/% 防效/% 虫口数/头 减退率/% 防效/% 虫口数/头 减退率/% 防效/%

20%唑虫·灭蝇胺SC 500倍液 152 29 80.9 83.6 aA 14 90.8 95.3 aA 27 82.2 88.8 aA
20%唑虫·灭蝇胺SC 1 000倍液 157 34 78.3 81.4 bB 21 86.6 89.4 bB 32 79.6 87.1 bB
15%唑虫酰胺SC 500倍液 164 41 75.0 78.5 cC 27 83.5 86.7 cC 44 73.2 83.1 dD
10%灭蝇胺SC 500倍液 161 36 77.6 80.8 bB 22 86.3 89.0 bB 38 76.4 85.1 cC
CK 159 185 -16.4 198 -24.5 252 -58.5

表 1 20%唑虫·灭蝇胺悬浮剂对斑潜蝇的田间防效

3 小结

唑虫酰胺、灭蝇胺两者复配制剂对黄瓜美洲斑

潜蝇有较好的防效，且起效快，对黄瓜、天敌安全。
在黄瓜生产中，20%唑虫·灭蝇胺悬浮剂宜在美洲斑

潜蝇发生初期施用，稀释倍数为500～1 000倍，药液

用量为682 L/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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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中同列不同大、小写字母分别表示0.01、0.05水平下差异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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