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章 编 号 : 1003- 8701(2007)01- 0040- 02

25%阿米西达悬浮剂防治人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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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在 人 参 黑 斑 病 发 病 初 期 , 施 入 阿 米 西 达 悬 浮 剂 2～3 次 , 防 治 效 果 达 58.40%～62.98%, 防 治 效

果 明 显 优 于 50%多 菌 灵 可 湿 性 粉 剂 49.15%的 效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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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是人参的主产区 , 人参种植面积和产量均占全国的85% , 占世界的70%以上。人参是(Panax

ginseng C.A.Mey) 五加科多年生草本植物 , 名贵中药材。人参病害种类繁多 , 在我国有20多种 , 目前生产

上发生普遍、危害严重的有人参黑斑病、疫病、菌核病和锈腐病等。 防治药剂多使用代森锰锌、咪唑霉、

普力克、甲霜灵等化学农药。自1989年开始 , 中国人参因农药残留含量超标首先受到日本的限制 , 相继

受到世界各人参进口国家的关注。 降低农药残留含量 , 发展无公害人参 , 提高人参产品质量 , 得到了各

级政府的高度重视。阿米西达是瑞士先正达作物保护有限公司(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开发的新产品 , 产品

通用名称是嘧菌酯(Azoxystrobin)。阿米西达是以源于蘑菇的天然抗菌素为模板 , 通过人工仿生合成的一

种全新的防治病害新产品 , 是一种全新的β甲氧基炳烯酸酯类杀菌剂 , 具保护、治疗和防除3重功效 , 通

过抑制病菌的呼吸作用来破坏病菌的能量合成而丧失生命力 , 具良好的作物安全性和非常突出的环境

相容性。目前阿米西达已在全球72个国家 , 80多种作物病害上获得登记 , 对4大类真菌病害均有很好的

防效。阿米西达具有全新的作用机制 , 明显提高作物的产量 , 改善作物的品质。为了验证阿米西达对人

参黑斑病的防治效果 , 于2004～2005年开展了田间药效试验 , 试验结果如下 :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药剂

25%阿米西达悬浮剂 , 先正达(中国)投资有 限公司提供 ; 50%多菌灵可湿 性粉剂 , 江 苏新沂化工 股

份有限公司生产市售。

1.2 供试人参品种及防治对象

供试人参品种为大马牙 ; 防治对象为人参黑斑病(Alternaria Panax Whetz)

1.3 试验设计

试验设在白山市八道江区红土崖镇大青沟村 4 社 , 4 年生人参地 , 土质为灰棕壤 , 缓坡地。试验药

剂 25%阿米西达悬浮剂设 2 500 倍、1 250 倍和 833 倍 3 个剂 量处理 , 对照 药剂 50%多菌灵 可湿性粉

剂设 500 倍处理 , 同时设空白对照处理。小区长 4.7 m, 宽 1.7 m, 小区面积 8 m2, 随机区组排列 , 4 次重

复。试验地水、肥等管理同一般生产田。

施药时间在人参黑斑病发病初期进行施药 , 每隔 7～10 d 施药 1 次 , 共施药 3 次。2004 年第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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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次和第 3 次 施 药 时 间 分 别 为 6 月 24 日 、7 月 2 日 和 7 月 9 日 , 2005 年 分 别 为 6 月 20 日 、6 月 29

日和 7 月 7 日。用新加坡利农 16 L 背负式喷雾器叶面均匀喷施 , 每小区用药液量 750 mL。

1.4 调查方法

调 查 时 间 在 第 3 次 施 药 前 和 施 药 后 10 d 进 行 , 取 样 方 法 和 调 查 分 级 标 准 按《农 药 田 间 药 效 试 验

准则》进行。每小区对角线 5 点取样 , 每点调查 5 株 , 每株调查 5 片叶片 , 以每一叶片上病斑面积占整

个叶面积的百分率来分级。记载发病级数 , 计算病情指数、防治效果。

2 结果与分析

2.1 2004 年试验结果

从表 1 可知 , 25%阿米西达悬浮剂 2 500 倍、1 250 倍、833 倍 3 个剂量处理防治效果差异不大。对

照药剂 50%多菌灵防治效果低于试验药剂低剂量 20 个百分点。

2.2 2005 年试验结果

从表 2 可知 , 25%阿米西达悬浮 剂 2 500 倍、1 250 倍、833 倍 3 个 剂量处理高 剂量防治效 果最高。

对照药剂 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平均防治效果高于试验药剂低剂量处理的效果。

2.3 2 年平均防治效果

从 表 3 可 知 , 2004～2005 年 2 年 进 行 田

间 防 治 试 验 , 25%阿 米 西 达 悬 浮 剂 2 500 倍 、

1 250 倍 、833 倍 对 人 参 黑 斑 病 的 防 治 效 果 分

别 为 58.40% 、61.31% 和 62.98% 。 对 照 药 剂

50%多 菌 灵 可 湿 性 粉 剂 防 治 效 果 为 49.15%,

防治效果低于试验药剂低剂量约 10 个百分点。

3 结 论

根据2年田间防治试验结果 , 25%阿米西达 悬浮剂防治 人参黑斑病 效果均高 于生产上常 用药剂多

菌灵的效果。使用剂量833～1 250倍 , 在发病初期施药防治2～3次 , 病害发 生重持续时 间长时 , 施药3

次以上 , 可以取得较好的防治效果。25%阿米西达悬浮剂使用安全 , 无药害 , 可以在生产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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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5% 阿 米 西 达 悬 浮 剂 防 治 人 参 黑 斑 病 2 次 调 查 平 均 防 治 效 果

处理药剂及剂量 病情指数 病情指数 病情指数 病情指数
平 均 差异显著性

病情指数 防治效果(%) 0.05 0.01
25%阿米西达悬浮剂 2 500 倍 11.78 4.00 13.87 3.47 8.27 48.83 a A
25%阿米西达悬浮剂 1 250 倍 5.56 3.91 13.87 6.28 7.41 54.11 a A
25%阿米西达悬浮剂 833 倍 6.49 7.78 8.04 5.47 6.94 56.98 a A
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 500 倍 8.85 8.85 5.91 8.67 8.08 50.62 a A
ck 18.98 13.56 12.18 21.07 13.64 - - -

表 1 25% 阿 米 西 达 悬 浮 剂 防 治 人 参 黑 斑 病 2 次 调 查 平 均 防 治 效 果

处理药剂及剂量 病情指数 病情指数 病情指数 病情指数
平 均 差异显著性

病情指数 防治效果(%) 0.05 0.01
25%阿米西达悬浮剂 2 500 倍 10.82 10.15 12.82 5.78 9.89 67.97 a A
25%阿米西达悬浮剂 1 250 倍 7.26 7.78 13.48 4.00 8.13 68.51 a A
25%阿米西达悬浮剂 833 倍 8.89 5.34 9.93 3.04 6.80 68.98 a A
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 500 倍 21.41 13.85 14.30 8.23 14.45 47.67 a A
ck 17.56 28.67 22.37 22.37 22.74 - - -

表 3 2004～2005 年 25% 阿 米 西 达 悬 浮 剂 对

人 参 黑 斑 病 平 均 防 治 效 果

处理药剂及剂量 病情指数 防治效果(%)
差异显著性

0.05 0.01
25%阿米西达悬浮剂 2 500 倍 9.08 58.40 a A
25%阿米西达悬浮剂 1 250 倍 7.77 61.31 a A
25%阿米西达悬浮剂 833 倍 6.87 62.98 a A
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 500 倍 11.27 49.15 a A
ck 18.19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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