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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笔者通过设置不同的拌种剂处理小麦，得出药剂拌种后可有效控制小麦纹枯病的发生，其中

31%苯醚·咯·噻虫表现较好。 药剂拌种提高小麦的基本苗数和产量，增强了对逆境的抵抗能力，并

提高了后期的小麦的成穗数。 因此，这类药剂的使用既增加产量又提高抗病虫害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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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treating wheat with different seed dressing agents,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seed dressing can effectively

control the occurrence of wheat sheath blight. 31% phenylene + ether + thiazole performs better. After seed dressing with

chemicals, the basic seedlings and yield of wheat were increased. The resistance to adversity was enhanced. The number of

ears of wheat in the later period was increased, and the yield and resistance to pests and diseases were incre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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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处理是植物病虫害防治中经济有效的方

法，使用生物、物理、化学因子和技术来保护种子和

作物，控制病虫为害，确保作物正常生长，达到优质

高产[1]。如今，由于对环境保护提出更高的要求，一

些使用时间较长、毒性较大的杀菌（虫）剂被禁止或

限制使用，因而促进了研发新的杀菌（虫）剂及生物

防治剂，种子处理技术也随之发展起来。有效的种

子处理不仅可防治病害、虫害，还可调控作物生长、
肥料供应，以及规范种子粒形和提高栽培技术水

平。这些种子处理技术要求有合适的药剂及其剂量

以及适宜的载体材料[2-5]。为提升种子药剂处理技术，

验证相关种子处理药剂对小麦纹枯病等病害防控

效果[6-8]，以及对小麦苗情素质的影响，本试验通过

设置不同的种子药剂处理，考察小麦纹枯病等病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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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药剂 实际产量/(kg·hm-2)

1 2.5%咯菌腈 8 037.75±18.82 bc

2 6%戊唑醇 8 066.25±62.71 abc

3 31%苯醚·咯·噻虫 8 437.88±44.91 a

4 4.8%苯醚·咯菌腈 8 399.25±167.03 ab

5 15%多·福 +16%戊唑醇 8 176.13±93.49 abc

6 48%苯甲·吡虫啉 8 190.75±83.32 abc

7 清水对照 7 918.13±49.62 c

表 5 不同药剂拌种处理对小麦产量的影响

防控效果，以及小麦苗情素质，集成小麦种子处理

剂试验示范。

1 材料与方法

供试作物：冬小麦。当地常规品种，亩用种量

12.5 kg；试验地点：宿迁中江、瑞华宿城、泗阳、睢

宁、淮安；试验小区面积及排列：试验共设7个处理，

重复3次，小区随机区组排列，小区面积为40 m2；施

药时间与方法：播前1～2 d在室内种子拌种包衣，

晾干后储存备播。各药剂处理及使用剂量见表1。

2 试验结果

2.1 不同药效拌种对小麦纹枯病的防效

由表2所示，拌种剂处理后均对小麦纹枯病有

防效。于2019年3月25日调查，防效较好的有31%苯

醚·咯·噻虫，防效为62.7%；4.8%苯醚·咯菌腈，防效

为58.5%；15%多·福＋6%戊唑醇，防效为58.1%。防

效相对较差的是48%苯甲·吡虫啉，防效为38.4%。

在成熟期查（表3），防效较好的有6%戊唑醇，防

效为47.8%；31%苯醚·咯·噻虫，防效为47.0%，15%
多·福＋6%戊唑醇，防效为45.8%；防效较差的有

48%苯甲·吡虫啉，防效为29.9%。
由此可知，31%苯醚·咯·噻虫、15%多·福＋6%

戊唑醇防效一直较好，6%戊唑醇持效期长。

2.2 不同药剂拌种处理的小麦基本苗数

由表4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拌种剂处理小麦可

以提高小麦的基本苗数。48%苯甲·吡虫啉、4.8%苯

醚·咯菌腈、31%苯醚·咯·噻虫处理后的小麦基本苗

数显著高于对照，分别高出11.37%、10.99%、10.37%；

2.5%咯菌腈、15%多·福＋16%戊唑醇处理后的小麦

基本苗数显著高于对照，分别高出11.39%、10.97%、
10.35%、7.87%；2.5%咯菌腈处理后虽无显著差异，

但小麦基本苗数相比对照均有所增加；6%戊唑醇

略低于对照（F=6.797 0，df=6，20，P=0.001 5）。此外，

在试验中我们发现，药剂拌种前期叶色浓绿，根系

发达，叶片宽，具有苗体健壮作用。

2.3 不同药剂拌种处理对小麦产量的影响

由表5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拌种剂处理小麦可

以提高小麦产量。

6个处理的小区产量均比空白对照有所增产，

其中31%苯醚·咯·噻虫和4.8%苯醚·咯菌腈处理后

产量相比对照增产显著，分别为6.56%和6.08%；2.5%

处理 药剂 用法及用量

1 2.5%咯菌腈 20 mL/10 kg种子包衣

2 6%戊唑醇 5 mL/10 kg种子包衣

3 31%苯醚·咯·噻虫 20～60 mL/10 kg种子包衣

4 4.8%苯醚·咯菌腈 20 mL/10 kg种子包衣

5 15%多·福＋6%戊唑醇 75＋2.5 g/10 kg种子包衣

6 48%苯甲·吡虫啉 20 mL/10 kg种子包衣

7 空白对照

注：使用方法为播前拌种；播种方式为拌种播种。

表 1 处理药剂及剂量

序号 处理 病株率/% 防效/%

1 2.5%咯菌腈 9.35 53.5

2 6%戊唑醇 9.50 55.6

3 31%苯醚·咯·噻虫 8.00 62.7

4 4.8%苯醚·咯菌腈 8.15 58.5

5 15%多·福＋6%戊唑醇 9.35 58.1

6 48%苯甲·吡虫啉 13.15 38.4

7 空白对照 20.85

表 2 不同药剂拌种处理对小麦纹枯病的防效

序号 处理 病株率/% 防效/%
1 2.5%咯菌腈 18.65 35.5
2 6%戊唑醇 14.50 47.8
3 31%苯醚·咯·噻虫 15.35 47.0
4 4.8%苯醚·咯菌腈 15.35 45.8
5 15%多·福＋6%戊唑醇 17.00 43.4
6 48%苯甲·吡虫啉 20.15 29.9
7 空白对照 26.50

表 3 不同药剂拌种处理对成熟期小麦纹枯病的防效

处理 药剂 基本苗/(万·hm-2)
1 2.5%咯菌腈 243.50±4.51 b
2 6%戊唑醇 240.00±1.62 b
3 31%苯醚·咯·噻虫 266.50±4.08 a
4 4.8%苯醚·咯菌腈 268.00±2.32 a
5 15%多·福+16%戊唑醇 260.50±3.37 a
6 48%苯甲·吡虫啉 269.00±5.49 a
7 清水对照 241.50±2.21 b

表 4 不同药剂拌种处理的小麦基本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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咯菌腈处理后产量增加1.51%；6%戊唑醇处理后产

量增加1.87%；15%多·福＋16%戊唑醇处理后产量

增 加 3.26%；48%苯 甲·吡 虫 啉 处 理 后 产 量 增 加

3.44%（F=4.997，df=6，27，P=0.002 5）。
表6为宿迁中江基地不同药剂拌种处理小麦产

量结构。根据试验结果发现，使用31%苯醚·咯·噻虫

和4.8%苯醚·咯菌腈处理后，小麦的穗数、株高、穗
粒数和千粒重均比对照有所增加，而使用2.5%咯菌

腈处理后，小麦的穗数与空白对照相比较少，使用

6%戊唑醇处理后，小麦的穗数、株高、穗粒数和千粒

重增加幅度较小。因此，从穗粒结构分析，穗数、株
高、穗粒数和千粒重影响了产量。

处理 药剂 穗数/(万·hm-2) 株高 /cm 穗粒数/粒 千粒重/g 产量/(kg·hm-2)
1 2.5%咯菌腈 576.0 85.2 34.7 42.6 7684.5
2 6%戊唑醇 603.0 82.8 34.2 42.5 7653.0
3 31%苯醚·咯·噻虫 621.0 83.1 34.4 43.2 8127.0
4 4.8%苯醚·咯菌腈 612.0 85.4 34.8 42.7 7878.0
5 15%多·福＋16%戊唑醇 619.5 83.9 35.1 42.4 7755.0
6 48%苯甲·吡虫啉 624.0 84.6 34.9 43.5 7780.5
7 清水对照 583.5 82.4 33.6 42.4 7389.0

表 6 中江基地不同药剂拌种处理小麦产量结构

3 结果与讨论

药剂拌种后可有效控制小麦纹枯病的发生，减

少农药的使用。通过2019年3月25日和成熟期调查

比较，31%苯醚·咯·噻虫、15%多·福+6%戊唑醇防

效一直较好；6%戊唑醇持效期长；48%苯甲·吡虫啉

防效均较差。
在试验中我们还发现，药剂拌种不仅可以减少

病虫害发生，还对苗情素质有一定提高，表现为：

①提高小麦的基本苗数。48%苯甲·吡虫啉、4.8%苯

醚·咯菌腈、31%苯醚·咯·噻虫处理后的小麦基本

苗数显著高于对照。2.5%咯菌腈、15%多·福+16%戊

唑醇处理后虽无显著差异，但小麦基本苗数相比对

照均有所增加。6%戊唑醇略低于对照。药剂拌种前

期叶色浓绿，根系发达，叶片宽，具有苗体健壮作

用；②提高小麦产量。6个处理的小区产量均比空白

对照有所增产，其中31%苯醚·咯·噻虫和4.8%苯醚·
咯菌腈处理后产量相比对照增产显著。从构成产量

结构因素分析[9-10]，产量的提高主要因素是亩穗数的

增加。
由此可知，药剂拌种后提高前期的麦苗素质，

在秸秆还田的条件下，增强了对逆境的抵抗能力，

提高后期的小麦的成穗数，从而既使小麦产量提

高，又使小麦抗病虫害能力增强。综上所述，应大力

推广拌种剂使用，推荐使用31%苯醚·咯·噻虫进行

拌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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