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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种杀菌剂对海棠锈病的田间防治效果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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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明确6种杀菌剂对海棠锈病的田间防治效果及安全性，2018年进行田间茎叶喷雾法试验

研究。 结果表明，6种杀菌剂对海棠锈病茎叶喷雾后的防治效果差异显著，40%腈菌唑WP 5 000倍

液、6 000倍液和25%丙环唑EC 3 000倍液防治效果较好，防效大于79%，可有效防治海棠锈病的发

生为害，且安全性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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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and Evaluation of 6 Bactericides on Field Control of Crabapple 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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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confirm the effect and safety of six kinds of bactericides on controlling crabapple rust in the field,

fieed trials were carried out in 2018.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effects of six bactericides in three concentrations on the

control of crabapple rust were different significantly. 5 000 times and 6 000 times solution of the 40% myclobutanil WP

and 3 000 times solution of the 25% propiconazole EC were more effectively with the prevention rates of over 79%, which

could prevent the occurrence of crabapple rust effectively and saf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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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棠锈病是由山田胶锈菌和梨胶莠菌引起，属

于转主寄生菌[1-2]。其主要为害海棠的叶片、叶柄、果
实，同时也为害苹果、圆柏、侧柏等松柏类树种[3-4]。

随着城市园林绿化的不断发展，观赏性海棠和

松柏类树种从关内大量引进，并在新疆伊犁地区各

县市街道园林绿化中大量栽植。伊宁市种植的海棠

品种有红叶海棠、粉红海棠、王族海棠、绚丽海棠

等，随着海棠和柏树类树种大量种植，病害为害逐

渐加重，其中海棠锈病是主要病害之一。
为有效控制海棠锈病的发生为害，2018年在新

疆伊宁市选用6种杀菌剂进行海棠锈病药剂防治筛

选田间试验研究，旨在为防治海棠锈病选择高效、
低毒的化学药剂，并为减轻城市环境污染提供科学

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药剂

19%啶氧·丙环唑SC（7%啶氧菌酯＋12%丙环

唑，商品名法砣）、40%腈菌唑WP（商品名信生），科

迪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43%戊唑醇SC（商品名好

力克），德国拜耳作物科学公司；25%丙环唑EC（商

品名秀特），瑞士先正达公司；12.5%烯唑醇WP，湖

北沙隆达股份有限公司；20%三唑酮EC，江苏剑牌

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1.2 防治对象及作物

防治对象为海棠锈病，海棠品种为红叶海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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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设在新疆伊宁市 伊犁州农业 科学研

究院苗圃，该苗圃海棠锈病发生较重。红叶海棠为4
年生。
1.4 试验设计

试验参照赵善欢[5]、方仲达[6]、盖钧镒[7]等试验方

法。试验选用6种杀菌剂，每种药剂设3个浓度，另设

清水对照，共计19个处理。每个处理重复3次，共计

57个小区。每个处理药剂施用3行红叶海棠树，每行

15株，各处理小区采用随机区组排列，药剂处理见

表1。

1.5 田间药效试验调查

试验于2018年5月20日第1次施药，在施药前调

查海棠锈病的发病基数，5月28日第2次施药，药后

15 d（6月12日）、30 d（6月25日）、45 d（7月10日）进行

防效与安全性调查，调查每个处理中的15株红叶海

棠树，每棵树分别从树冠的东、西、南、北4个方向随

机共调查4个枝条，每个枝条均在首次调查发病情

况时绑红布条做标记，便于下次调查。依次调查每

个枝条上的所有叶片，记录每个叶片上的病斑，并

对叶片予以分级，计算病叶率和病情指数。
病叶分级标准：0级：无病斑；1级：1～5个病斑；

3级：6～10个病斑；5级：11～15个病斑；7级：16个病

斑以上。

病叶率/%= 发病叶片数
总叶片数量

×100

病叶病情指数=∑（各级病叶数×该病级值）
调查总叶数×7

防效/%=对照区平均每叶病斑数-处理区平均每叶病斑数
对照区平均每叶病斑数

×100

1.6 数据分析

采用Microsft Office Excel 2007和DPS 9.50软件

进行试验数据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防治效果
6种杀菌剂对海棠锈病防治药效试验结果见表

2，分别在药后15 d、30 d、45 d调查发病率和病情指

数，6种杀菌剂对海棠锈病防治效果差异显著，说

明6种杀菌剂对海棠锈病均有防治效果。
从防效方面分析，6种杀菌剂对防治海棠锈病

都有效果。药后15 d 40%腈菌唑WP、25%丙环唑EC
3个浓度处理防治效果较好，12.5%烯唑醇WP、20%
三唑酮EC 3个浓度处理防治效果较差。药后30 d，

40%腈菌唑WP、25%丙环唑EC 3个浓度处理平均防

治效果均在78%以上，12.5%烯唑醇WP、20%三唑酮

EC 3个浓度处理平均防治效果低于69%。药后45 d，

19%啶氧·丙环唑SC、40%腈菌唑WP、43%戊唑醇

SC、25%丙环唑EC 3个浓度处理平均防治效果达

71%以上，其中40%腈菌唑WP、25%丙环唑EC 3个

浓度处理防治效果优于19%啶氧·丙环唑SC、43%戊

唑醇SC。12.5%烯唑醇WP、20%三唑酮EC 3个浓度

处理防治效果均不好。40%腈菌唑WP 6 000倍液、5
000倍液、4 000倍液平均防治效果分别为85.67%、
88.12%、92.37%，25%丙环唑EC 3 000倍液、2 500倍

液、2 000倍液平均防治效果分别为79.16%、82.15%、
88.08%，最终防治海棠锈病效果较好的药剂处理为

40%腈菌唑WP 4 000倍液、25%丙环唑EC 2 000倍液。
从方差分析方面分析，药后15 d，6种药剂3个不

同浓度之间的防治效果在0.01水平上差异显著。药

后30 d，40%腈菌唑WP 6 000倍液、5 000倍液、4 000
倍液的平均防治效果在0.05水平上差异显著，在

0.01水平上差异不显著；但与25%丙环唑EC、19%啶

氧·丙 环 唑SC、43%戊 唑 醇SC、12.5%烯 唑 醇WP、
20%三唑酮EC 3个浓度处理的平均防治效果在0.01
水平上差异极显著。药后45 d，40%腈菌唑WP 4 000
倍液与25%丙环唑EC 2 000倍液的平均防治效果在

0.05和0.01水平差异均不显著；40%腈菌唑WP 6 000
倍液、5 000倍液与25%丙环唑EC、19%啶氧·丙环唑

序号 药剂名称 稀释倍液 制剂用量

1
19%啶氧·丙环唑 SC

2 500 80 mL/hm2

2 2 000 100 mL/hm2

3 1 500 133 mL/hm2

4
40%腈菌唑WP

6 000 33 g/hm2

5 5 000 40 g/hm2

6 4 000 50 g/hm2

7
43%戊唑醇SC

6 000 33 mL/hm2

8 5 000 40 mL/hm2

9 4 000 50 mL/hm2

10
25%丙环唑EC

3 000 67 mL/hm2

11 2 500 80 mL/hm2

12 2 000 100 mL/hm2

13
12.5%烯唑醇WP

2 500 80 g/hm2

14 2 000 100 g/hm2

15 1 500 133 g/hm2

16
20%三唑酮EC

1 500 133 mL/hm2

17 1 200 167 mL/hm2

18 1 000 200 mL/hm2

19 清水对照

表 1 试验药剂处理

注：药剂处理药剂用水量为200 kg/667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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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药剂 稀释倍液
施药后15 d 施药后30 d 施药后45 d

病情指数 防效/% 病情指数 防效/% 病情指数 防效/%
1

19%啶氧·丙环唑SC
2 500 7.00 72.44 EFf 7.08 73.24 BCDcd 7.38 73.43 DEFef

2 2 000 6.03 76.26 De 6.17 76.68 BCDcde 6.55 76.42 CDEde
3 1 500 5.40 78.74 De 5.76 78.23 Bc 5.81 79.09 CDEde
4

40%腈菌唑WP
6 000 4.23 83.35 Cb 3.61 86.36 Ab 3.98 85.67 ABCbc

5 5 000 2.62 89.69 Bc 3.36 87.30 Aab 3.30 88.12 Aab
6 4 000 0.81 96.81 Aa 2.08 92.14 Aa 2.12 92.37 Aa
7

43%戊唑醇SC
6 000 9.05 64.37 Hh 8.78 66.82 DEfg 8.76 71.27 DEFef

8 5 000 7.98 68.58 FGg 7.03 73.43 BCDdef 7.26 73.87 CDEde
9 4 000 6.51 74.37 Ef 6.08 77.02 BCcd 6.61 76.21 EFGfg
10

25%丙环唑EC
3 000 5.40 78.74 De 5.65 78.65 Bc 5.79 79.16 BCDcd

11 2 500 3.69 85.47 Cd 4.31 83.71 Ab 4.96 82.15 ABab
12 2 000 1.71 93.27 Ab 3.07 88.4 Aab 3.31 88.08 Aa
13

12.5%烯唑醇WP
2 500 10.63 58.15 Ii 10.15 61.64 EFg 10.68 61.56 FGHgh

14 2 000 8.43 66.81 GHgh 8.02 69.69 CDEefg 8.17 70.59 defef
15 1 500 7.76 69.45 EFGg 7.38 72.11 BCDdef 7.25 73.90 DEdef
16

20%三唑酮EC
1 500 12.34 51.42 Jk 13.36 49.51 Gi 12.69 54.32 Hh

17 1 200 11.49 54.76 IJj 11.06 58.20 Gh 11.44 58.82 GHh
18 1 000 11.23 55.79 IJj 11.09 58.09 FGh 11.22 59.61 GHh
19 清水对照 25.40 26.46 27.78

注：表中不同大、小写字母分别表示0.01、0.05水平下差异显著。

表 2 6 种杀菌剂对海棠锈病防效

SC、43%戊唑醇SC、12.5%烯唑醇WP、20%三唑酮EC 的3个浓度处理防效在0.05和0.01水平差异显著。

综合分析，在海棠锈病发病初期连续2次茎叶喷

雾，供试的6种杀菌剂对防治海棠锈病均有防治效

果，但不同药剂不同浓度间的防效存在明显的差异。
12.5%烯唑醇WP、20%三唑酮EC 2种药剂3个浓度处

理的总体防效较低。40%腈菌唑WP、25%丙环唑EC
2种药剂3个浓度在茎叶喷雾15～45 d后防治效果优

异，对防治海棠锈病田间持续控制效果较好。
在田间调查防效发现，25%丙环唑EC 2 500倍

液、2 000倍液茎叶喷雾处理对红叶海棠树叶片、幼
果有较明显的抑制生长作用，43%戊唑醇SC 4 000倍

液茎叶喷雾处理对红叶海棠树叶片、幼果有较轻的

抑制生长作用。因此25%丙环唑EC茎叶喷雾时稀释

浓度应在3 000倍液以上，安全性较好；43%戊唑醇SC
茎叶喷雾时稀释浓度应在5 000倍液以上，相对安全。

综上所述，可选用40%腈菌唑WP 6 000倍液、
5 000倍液、4 000倍液和25%丙环唑EC 3 000倍液茎

叶处理防治海棠锈病，且安全性较好。

3 结论与讨论

海棠锈病是新疆伊宁市红叶海棠树的主要病

害之一，2018年在红叶海棠开花后进行茎叶喷雾防

治，5月中旬使用40%腈菌唑WP 6 000倍液、5 000倍

液和25%丙环唑EC 3 000倍液可有效防治海棠锈病

的发生为害，安全性较好。
12.5%烯唑醇WP、20%三唑酮EC防治海棠锈病

效果不理想，可能是这2种药剂在防治锈病上长时

间使用。防治海棠锈病时应注意药剂的轮换使用，

避免病原菌对药剂产生抗药性，同时减少对环境的

污染，为城市园林绿化中蔷薇科观赏性植物锈病的

防治提供科学理论依据。
海棠锈病病原菌属于转主寄生菌，在圆柏上越

冬，在4月下旬至5月上旬对海棠周围种植的圆柏、
刺柏上的冬孢子角进行人工剪除或化学药剂防治，

可切断海棠锈病初侵染病菌的来源[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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