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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江苏宜兴、安徽凤台、河南内乡、陕西岐山等4地开展了10%叶菌唑悬浮剂防治小麦重要病

害赤霉病、条锈病、白粉病的田间试验。结果表明，在小麦抽穗至扬花期喷施2次，10%叶菌唑悬浮剂

在600 mL/hm2的用量下，对小麦条锈病有优异的防治效果；在750 mL/hm2的用量下，对小麦赤霉病、
白粉病有优良的防治效果，能很好地控制住以上重要病害对小麦的危害。 产量测量结果表明，10%
叶菌唑在750 mL/hm2的用量下，相对于空白对照，其保产增产率达2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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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ield trials were conducted in Jiangsu Yixing, Anhui Fengtai, Henan Neixiang and Shaanxi Qishan to control

fusarium head blight (SCAB) , stripe rust and powdery mildew .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10%

metconazole SC at the dosage of 600 mL/hm2 had excellent control effect on wheat stripe rust, and the application of 10%

metconazole SC at the dosage of 750 mL/hm2 had good control effect on wheat scab and powdery mildew, and the damage

of the above important diseases to wheat was well controlled. The yield measurement showed that the yield of 10%

metconazole at the dosage of 750 mL/hm2 was higher than 20% compared with the blank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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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菌唑是一种新型三唑类杀菌剂，最早由日本

吴羽化学公司研究，并与美国氰胺公司共同开发，

于1993年上市销售[1-2]。与其他三唑类杀菌剂一样，

其作用机理为麦角甾醇生物合成C-14脱甲基化酶

抑制剂，但活性高于传统的三唑类杀菌剂，具有良

好的内吸性，对病害具有治疗、铲除和保护作用，杀

菌谱广[3]。原药中含有两种异构体，都有杀菌活性，

但顺式的活性高于反式[4]。叶菌唑田间施用对谷类

作物壳针孢、镰孢霉和柄锈菌等有显著效果，适用

于防治小麦、大麦、燕麦、黑麦、小黑麦等作物上的

小麦壳针孢、赤霉病、叶锈病、黄锈病、白粉病、颖枯

病，对壳针孢属和锈病活性优异，对小麦的颖枯病

显著有效[5-7]。叶菌唑对非靶标生物低毒，用量低，且

不易在土壤中渗透，残留量较低，对环境友好[8-10]。
为研究叶菌唑对小麦赤霉病、条锈病、白粉病

的防治效果以及对小麦产量的影响，2020年，笔者

在江苏、安徽、河南、陕西等地进行了田间试验，供

相关植物保护部门相关人员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概况

安徽试验地点选在凤台县现代农业科技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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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麦田进行，试验地土壤类型属水稻土，土壤肥

力中等，有机质含量为1.9%，pH值为6.9，前茬为水

稻。小麦品种为烟农5286，试验时正处小麦扬花初期。
江苏试验地点选在宜兴市高塍镇徐家桥村一

种田大户小麦田进行，稻麦连茬，土质为白土,有机

质含量中等偏上,地力中等偏上，小麦品种为宁麦

13，试验时小麦处于抽穗扬花期。
河南试验地点选在内乡县大桥乡郭河村河南

组麦田进行，土壤pH值为5.6，有机质含量为1.12%，

土壤类型为壤土，小麦条锈病发生较重，小麦品种

为郑麦9023，试验时小麦处于抽穗初期。
陕西试验地点选择在岐山县蒲村镇祥和村黄

家庄组种植大户闫让岐承包田进行，试验田前茬玉

米，土质嵝土，地势平坦，pH值为7.8，肥力中等，有机

质含量为1.7%。小麦品种为百农307，试验时小麦处

于孕穗期。
1.2 试验区设置

每个药剂处理区面积为667 m2，空白对照区面

积为220～667 m2，不设重复。
试验药剂：10%叶菌唑悬浮剂（SC），上海赫腾

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对照药剂：80%戊唑醇可湿性粉剂（WP），江苏

丰 登 作 物 保 护 股 份 有 限 公 司（安 徽 凤 台 点）

（PD20110295）；80%戊唑醇可湿性粉剂（WP），上

海升联化工有限公司（PD20140908）（江苏宜兴点）；

25%氟环唑悬浮剂（SC），青岛金尔农业研制开发有

限公司（PD20170961）（安徽凤台点）；12.5%氟环唑

悬浮剂（SC），利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PD20120500）
（陕西岐山点）；125 g/L氟环唑悬浮剂（SC），德国巴

斯夫公司（PD20151919）（江苏宜兴点）；25%吡唑醚

菌酯悬浮剂（SC），河南比塞尔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PD20172198）（河南内乡点）；25%吡唑醚菌酯悬浮

剂（SC），河北深泰化工有限公司（PD20161347）（陕

西岐山点）。
1.3 施药方法

安徽凤台点：在小麦扬花初期（田块5%左右小

麦扬花）进行第1次施药，采用电动喷雾器叶面喷

雾，喷液量30 kg，7 d后第2次施药。
江苏宜兴点：在小麦抽穗扬花初期（扬花率10%

～15%，2020年4月2日）进行第1次施药，采用喷雾器

叶面喷雾，喷液量50 kg，第2次在小麦扬花盛期（扬

花率60%～80%，2020年4月7日）。
河南内乡点：在小麦条锈病发病初期（抽穗期，

2020年3月31日）进行第2次施药，采用背负压缩式

喷雾器叶面喷雾，喷液量30 kg，第2次施药时间为扬

花期（2020年4月7日下午）。
陕西岐山点：在小麦孕穗期、小麦条锈病发病

初期（2020年4月8日）进行第1次喷药，采用电动喷

雾器叶面喷雾，喷液量30 kg，第2次施药为小麦抽穗

期（2020年4月15日）。
1.4 调查方法
1.4.1 小麦条锈病的调查

小麦灌浆后期调查防治效果。其中岐山点共调

查3次：第1次喷药前调查小麦条锈病发生情况，记

录病情基数；第2次喷药后第6 d（4月22日）开展防效

调查；第15 d（4月30日）开展最后一次防效调查。
取样方法为对角线5点取样，每个小区固定5点，

每点固定20株，并用红毛线做标记。调查记载每株小

麦旗叶、倒二叶和倒三叶受害严重度（每点60张叶，

每个小区共300张叶）。严重度以小麦条锈病病斑面

积占叶片面积的百分率来表示。根据以下小麦条锈

病分级标准记录发病程度，计算病指和防治效果。
小麦条锈病分级标准（以叶片为单位）为：

0级：无病；1级，病斑面积占叶片面积的5%以

下；3级，病斑面积占叶片面积的6%～25%以下；5
级，病斑面积占叶片面积的26%～50%以下；7级，病

斑面积占叶片面积的51%～75%以下；9级，病斑面

积占叶片面积的76%以上。
1.4.2 小麦白粉病的调查

调查时间同锈病调查。每处理区采用对角线5
点取样方法。每点调查60叶（30株），共调查300叶。
调查记载每株小麦旗叶和倒二叶受害严重度，并根

据以下小麦白粉病分级标准记录病级，计算各处理

发病率、病情指数和防治效果。
小麦白粉病分级标准（以叶片为单位）为：

0级，无病；1级，病斑面积占叶片面积的1/4以下；

2级，病斑面积占叶片面积的1/4～1/2；3级，病斑面积

占叶片面积的1/2～3/4；4级，病斑面积占叶片面积的

3/4以上。
1.4.3 小麦赤霉病的调查

小麦蜡熟期调查赤霉病一次，记载病穗数、总
穗数、发病级数，计算病穗率、病情指数。赤霉病病

情严重度分级标准以小麦穗部发病情况划分病情

严重度。小麦赤霉病分级标准（以穗为单位）为：

0级，全穗无病；1级，枯穗面积占全穗面积的1/4
以下；3级，枯穗面积占全穗面积的1/4～1/2；5级，枯

穗面积占全穗面积的1/2～3/4；7级，枯穗面积占全

穗面积的3/4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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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产量调查

在小麦收获前进行理论测产调查，采取5点取

样法，各处理对角线选取5点，每点0.2 m2，每处理共

收割1.0 m2，调查有效穗数，5点平均计算亩有效穗

数；各处理随机选取5点，每点割取20穗，调查每穗

粒数，计算平均穗粒数；各处理区随机选取2 000粒，

晒干后测算千粒重。
1.4.5 安全性调查

药后1～7 d，不定期观察药剂对小麦的安全性。
如有药害发生，需详细描述药害症状并分级、拍照。
病穗率、病情指数、防治效果、理论产量和增产率分

别按式（1）～（5）计算。

病穗（叶）率/%= 病穗（叶）数
调查总穗（叶）数

×100 （1）

病情指数=∑［各级病穗（叶）数×相对级数值］
调查总穗（叶）数×最高分级级数

×100 （2）

防治效果/%= 空白对照区病情指数-处理区病情指数
空白对照区病情指数

×100 （3）

理论产量/kg=亩有效穗数×穗粒数×千粒重 （4）

增产率/%= 处理区产量-空白对照区产量
空白对照区产量

×100 （5）

处理 有效成分用量/(g·hm-2) 调查穗数 病穗数 病穗率/% 病穗防效/% 病指/% 地点

10%叶菌唑SC

60
500 31 6.2 65.17 1.51 凤台

500 30 5.4 60.29 2.35 宜兴

75
500 25 5.0 71.91 1.29 凤台

500 13 2.6 80.88 0.75 宜兴

90
500 22 4.4 75.28 1.03 凤台

500 6 1.2 91.17 0.35 宜兴

80%戊唑醇WP 96
500 37 7.4 58.42 2.03 凤台

500 51 10.2 25.00 3.92 宜兴

25%氟环唑SC 187.5 500 26 5.2 70.79 1.37 凤台

12.5%氟环唑SC 150 500 15 3.0 77.94 0.83 宜兴

空白对照
500 89 17.8 7.51 凤台

500 68 13.6 6.33 宜兴

防效/%
79.89
62.89
82.82
88.16
86.28
94.47
72.97
38.16
81.76
84.21

平均防效/%

71.39

85.49

90.38

55.57

82.98

表 1 叶菌唑对小麦赤霉病防治效果

2 结果与分析

2.1 对小麦赤霉病的防治效果
从表1可见，凤台、宜兴点防治小麦赤霉病用药

2次，10%叶菌唑SC有效成分用量60 g/hm2可以取得

较好防效，75 g/hm2可以取得良好的防效，平均防效

大于85%，90 g/hm2可以取得优异的防效（平均90%
以上）。对照药剂氟环唑有效成分用量150、187.5
g/hm2，分别可以取得81.76%、84.21%的良好防效；戊

唑醇96 g/hm2防效较差，平均防效仅55.57%。因此，

10%叶菌唑SC防治小麦赤霉病的有效成分用量以

75 g/hm2（制剂量750 mL/hm2）为宜。

2.2 对小麦条锈病的防治效果
从表2可见，各药剂连续使用2次后，10%叶菌唑

SC有效成分用量为45 g/hm2时，对小麦条锈病的防效

即可达75%左右，有效成分用量为60 g/hm2以上的防

效达92%以上，与氟环唑93.75 g/hm2的防效相当，优

于对照药剂吡唑醚菌酯112.5 g/hm2的79.70%防效，

更优于戊唑醇96 g/hm2的44.02%防效。其中宜兴点，

戊唑醇处理区和空白对照区，收获前病叶率分别高

达73.7%、87.7%，发病严重；内乡点，吡唑醚菌酯处

理区和空白对照区收获前病指分别达到16.61%、
13.56%，病情较重，空白对照区因锈病导致部分植

株枯死；以上两个试验点，叶菌唑处理区小麦条锈

病的发病率皆大幅降低，显示叶菌唑对小麦条锈病

具有优异的控制效果。在生产上，使用10%叶菌唑

SC防治小麦条锈病，有效成分用量以60 g/hm2为宜。
2.3 对小麦白粉病的防治效果

从表3可见，宜兴试验点小麦白粉病发病严重，

叶菌唑对该病具有较好的防效，在小麦抽穗扬花期

使用2次，有效成分用量为75 g/hm2，可取得75%以上

的防效，优于对照药剂氟环唑的防效，极优于戊唑醇

在有效成分用量为96 g/hm2下的防效。故使用10%叶

菌唑悬浮剂防治小麦白粉病，剂量以750mL/hm2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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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叶菌唑对小麦白粉病防治效果（江苏宜兴）

病叶率/%
各级病叶数（300叶）

病指/% 防效/%
1级 2级 3级 4级

26.3 20 31 23 5 14.25 64.74
22.3 33 20 11 3 9.83 75.67
17.3 23 10 12 7 8.92 77.94
48.7 45 55 37 9 25.17 37.73
32.7 26 33 31 8 18.08 55.26
71.7 25 50 95 45 40.42

处理

10%叶菌唑SC

80%戊唑醇WP
12.5%氟环唑SC
对照

有效成分用量/
(g·hm-2)

60
75
90
96
150

药剂处理
有效成分

用量/(g·hm-2)
药前
病指

地点
病指/% 病指/% 防效/%

10%叶菌唑SC

45
1.5 10.06 15 79.35（14 d） 内乡

0.19 1.26 2.3 70.62（15 d） 岐山

60
7.22 84.14（14 d） 内乡

2.25 97.07（35 d） 宜兴

0.67 1.04 1.04 96.23（15 d） 岐山

75 1.42 98.15（35 d）
宜兴

90 0.83 98.91（35 d）
25%吡 唑 醚 菌 酯
SC

112.5
1.44 11.44 16.61 76.18（14 d） 内乡

0.22 1.11 1.52 83.23（15 d） 岐山

80%戊唑醇WP 96 42.92 44.02（35 d） 宜兴

12.5%氟环唑SC
93.75 0.56 0.59 0.59 97.44（15 d） 岐山

150 0.67 99.13（35 d） 宜兴

空白对照

0.28 5.94 13.56 内乡

76.67 宜兴

0.63 17.44 25.96 岐山

末次用药后6 d
防效/%
68.34
76.04

94.39

62.55
81.77

96.19

72.19

82.19

72.16

末次用药后14～35 d
平均防效/%

74.98

92.48

98.53

79.70

98.28

5.7

4.0
2.7

73.7

1.7

87.7

平均防效/% 病叶率/%

0.94 6.06 70.00

表 2 叶菌唑对小麦条锈病防治效果

注：其中宜兴试验点调查了病叶率，但没有调查药前病指，其他试验点调查了药前病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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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月2日、4月7日2次用药，5月11日调查。

2.4 对小麦产量的影响
从表4可见，10%叶菌唑SC对小麦的产量具有

明显的增产作用，用45、60 g/hm2处理，江苏宜兴、安
徽凤台和陕西岐山增产率约为10%；用75、90 g/hm2

处理，增产率可达20%；增产率最高的为内乡试验

点，10%叶菌唑SC有效成分用量为45、60 g/hm2时，

增产率分别达79.9%、111.9%。不用药空白处理区有

效穗数明显低于用药区，田间观察原因是空白对照

区植株枯死较多，表明在条锈病发生较严重的情况

下，如不加以防治，产量损失可以达到40%以上。
在 对 照 药 剂 中 ，戊 唑 醇 有 效 成 分 用 量 为96

g/hm2时，江苏宜兴点、安徽凤台点增产率均约为5%；

吡唑醚菌酯有效成分用量为112.5 g/hm2时，陕西岐

山增产率约为10%；氟环唑有效成分用量为187.5
g/hm2时，安徽凤台点增产率约为10%。

从增产原因上来分析，在以小麦条锈病危害为

主的陕西岐山点，叶菌唑处理相对于空白对照区，

小麦亩穗数和穗粒数增加不多，但是千粒重增加

较明显，表明叶菌唑有效地保护了功能叶，增加了

小麦灌浆能力；以条锈病危害为主的内乡点，叶菌

唑处理相对于空白对照区，小麦亩穗数、穗粒数和

千粒重均有明显增加，表明叶菌唑有效地降低了条

锈病对植株的危害程度，增强了麦粒授粉和灌浆能

力；在以赤霉病危害为主的宜兴点和凤台点，叶菌唑

处理相对于空白对照区，小麦亩穗数变化不大，但

是穗粒数和千粒重均有所增加，表明叶菌唑有效地

减少了麦穗受害程度，增强了灌浆能力；宜兴与凤

台两点对照药剂氟环唑对赤霉病的控制效果与75
g/hm2的叶菌唑相当，但是从增产效果来看，叶菌唑

处理远高于氟环唑处理，因此，通过使用叶菌唑对

小麦提供更好的保护和促进小麦生长，可增加小麦

产量。
从保产增产角度出发，10%叶菌唑SC以用75

g/hm2的有效成分用量（制剂量750 mL/hm2）为宜。

55



现 代 农 药 第 19 卷 第 5 期

药剂处理 有效成分含量/(g·hm-2) 亩穗数/万穗 每穗粒数/粒 千粒重/g 折合亩产量/kg 增产率/% 地点

10%叶菌唑SC

45
39.1 33 38.8 426.1 79.9 内乡

40.2 31.48 48.95 526.69 7.75 岐山

60

27.72 45.8 41.31 420.53 21.24 宜兴

48.9 28.6 39.1 546.83 11.77 凤台

40.27 36 40.7 501.7 111.9 内乡

39.5 32.35 50.88 552.4 13.01 岐山

75
27.72 46.23 41.78 429.33 23.78 宜兴

48.9 30.4 39.2 582.73 19.09 凤台

90
27.72 46.54 42.35 438.14 26.32 宜兴

48.9 30.6 39.2 586.57 19.87 凤台

80%戊唑醇WP 96
27.72 40.19 40.82 364.65 5.13 宜兴

48.9 27.5 38.4 516.38 5.53 凤台

25%吡唑醚菌酯EC 112.5
38.87 30 34.5 342.1 44.5 内乡

39.7 31.83 49.93 536.02 9.67 岐山

12.5%氟环唑SC
150 27.72 41.12 41.35 377.94 8.96 宜兴

187.5 48.9 28.8 38.9 547.84 11.96 凤台

93.75 41 33.53 50.18 586.53 20 岐山

空白对照

27.72 39.77 39.24 346.86 宜兴

48.9 26.9 37.2 489.33 凤台

30.07 27.9 32.5 236.8 内乡

40 31.38 46.11 488.79 岐山

表 4 叶菌唑对小麦产量的影响

注：安徽凤台、江苏宜兴点的亩穗数按照全田平均穗数计算。

3 小结与讨论

4个不同省份共4个试验点的试验结果表明，将

10%叶菌唑悬浮剂在小麦上使用，可以有效地控制

赤霉病、条锈病、白粉病等小麦重要病害的危害。其

中，以对小麦条锈病防治能力最强，其次是小麦赤

霉病，第三是小麦白粉病。对小麦条锈病的防治，在

60 g/hm2有效成分用量下，其效果与氟环唑93.75
g/hm2相当，优于吡唑醚菌酯112.5 g/hm2的防效，极

优于戊唑醇96 g/hm2的防效；对小麦白粉病的防治，

在75 g/hm2的有效成分用量下，防效可达75%以上，

显著优于氟环唑150 g/hm2和戊唑醇96 g/hm2的防

效；对小麦赤霉病的防治，在75 g/hm2的剂量下，

防效可达85%以上，优于氟环唑150 g/hm2的效果，

显著优于戊唑醇96 g/hm2的效果。10%叶菌唑悬浮

剂对小麦具有明显的保产作用，与空白对照相比，

在用45、60 g/hm2的剂量下，增产率至少可达10%，在

75 g/hm2的剂量下，增产率可达20%左右；增产效果

明显优于戊唑醇96 g/hm2、吡唑醚菌酯112.5 g/hm2、
氟环唑73.75、150 g/hm2。

10%叶菌唑悬浮剂叶面喷施，可以有效地控制

小麦锈病、赤霉病和白粉病的危害，并且保产增产

效果明显，以在小麦孕穗至灌浆期使用2次，每亩次

使用剂量以600～750 mL/hm2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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