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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种杀菌剂对玉米弯孢霉室内

毒力和田间药效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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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采 用 生 长 速 率 法 测 定 了 9 种 有 机 杀 菌 剂 对 玉 米 新 月 弯 孢 霉 菌 的 毒 力 , 并 进 行 了 极 强 毒 力 杀 菌

剂 的 混 配 试 验 。结 果 表 明 :烯 唑 醇 和 扑 海 因 对 玉 米 弯 孢 霉 具 有 极 强 毒 力 , 回 归 曲 线 的 相 关 系 数 和 EC50 值 分 别

为 0.973 和 1.404 8 E+1 和 0.965、2.217 2 E+1。 烯 唑 醇 和 扑 海 因 以 5∶5 比 例 混 配 不 仅 表 现 为 强 增 效 作 用 (共

毒 系 数 为 147), 而 且 对 玉 米 新 月 弯 孢 霉 菌 丝 生 长 抑 制 作 用 最 强 , 菌 丝 生 长 相 对 抑 制 率 为 32.30%。 利 用 这 两

个 混 配 组 合 进 行 田 间 药 效 试 验 。结 果 显 示 : 烯 唑 醇 与 扑 海 因 以 5:5 混 配 , 田 间 相 对 防 效 明 显 高 于 两 单 剂 及 目

前 生 产 中 常 用 于 防 治 玉 米 弯 孢 霉 叶 斑 病 的 百 菌 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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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弯孢菌 叶斑病又称 为玉米黄斑 病 , 此病在幼 苗 至 成 株 期 均 可 发 生 , 主 要 危 害 玉 米 的 叶 片 、叶

鞘和苞叶 , 导致叶片提前干枯、果穗瘦小、结实率低、子粒干瘪 , 一般造成减产 20%～30%, 个别严 重地

块减产 50%, 甚至绝收 , 近年来该病危害程度有超过大斑和 小斑的趋 势。该病的病 原为 Curvularia lu-

nata, 典型症状为直径 1～2 mm 椭圆形水渍状病斑 [1, 2]。目前生产中用于防治该病的杀菌剂 , 往往都存

在着防效差 、毒性高、残留 量大等特点 , 以致玉米弯 孢菌叶斑病 在 目 前 实 际 生 产 中 并 没 有 得 到 有 效 控

制。本试验采用市售 9 种常用新型杀菌剂对玉米弯孢霉进行了室内毒力测定 , 并利用所筛选对玉米弯

孢霉菌丝生长具有强抑制作用的杀菌剂室内最佳混配比例进行了田间防效试验。以期筛选出新型、高

效、低毒、低残留、环境污染小的杀菌剂或其混配组合 , 为防治玉米弯孢霉叶斑病的新型混配制剂开发

研制及大田防治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材料

供 试 药 剂 : 75%百 菌 清 WP(美 国 固 信 公 司 )、50%扑 海 因 WP(德 国 拜 尔 公 司 )、12.5%烯 唑 醇 WP(盐

城 龙 跃 农 药 有 限 公 司)、50%速 克 灵 WP(日 本 住 友 化 学 工 业 株 式 会 社 )、70%甲 基 托 布 津 WP(日 本 曹 达

株 式 会 社 )、2%春 雷 霉 素 WP(延 边 春 雷 生 物 药 业 有 限 公 司)、80%新 万 生 WP(美 国 固 信 公 司 )、30%腈 菌

净 WP(泰安市利邦农化有限公司)、50%多菌灵 WP (江苏苏化集团撙忻农化有限公司)。

供试菌种 : 玉米新月弯孢霉(Curvularia lunate), 河南科技学院植物病理实验室提供。

1.2 试验方法

1.2.1 室内单剂毒力试验

参照陈年春《农药生物测定技术》杀菌剂毒力测定———生长速率测定法 [3]。

1.2.2 所筛选高毒力杀菌剂最佳混配比例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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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 制 两 单 剂 的 EC50 溶 液 , 分 别 按 0∶10、1∶9、2∶8、3∶7、4∶6、5∶5、6∶4、7∶3、8∶2、9∶1、10∶0 的 体 积 比 混

匀 , 测定各配比对供试菌的相对抑制率(方法同 1.2.1), 并寻求增效组合 [4, 5]。

1.2.3 田间防效试验

试验地设在河南科技学院试验田 , 采用完全随机区组化设计 , 共设5个药剂处理 , 各处理4次重复 ,

以清水作对照 , 小区面积17.5 m2(7 m×2.5 m)。各小区呈对角线选定6株生长一致的植株 , 定点调查。

2005 年 7 月 20 日(七叶期)进行孢子悬浮液喷雾接种。7 月 25 日调查药前田间发病情况。7 月 28

日将所筛选高毒力杀菌剂按药剂推荐剂量及其最佳配比喷施于田间 , 以百菌清作 对照药剂进 行田间

防效试验。分别于 7 月 28 日、7 月 31 日、8 月 9 日、8 月 15 日 , 分 4 次调查发病情况。并根据公式(1)、

(2)计算病情指数和田间防效。

发 病 率 分 级 标 准 : 0 级 无 病 ; 1 级 病 斑 面 积 占 总 叶 面 10% 以 下 ; 2 级 病 斑 面 积 占 总 叶 面 11%～

25%; 3 级病 斑 面 积 占 总 叶 面 26%～50%; 4 级 病 斑 面 积 占 总 叶 面 51%～75%; 5 级 病 斑 面 积 占 总 叶 面

76%以上。

病情指数 =Σ [(病级×病级叶数)]/(调查总叶片数×最高病级值)×100% (1)

相对效果 =[对照病情指数(%)- 处理病情指数(%)]/ 对照病情指数(%)×100% (2)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杀菌剂对玉米新月弯孢霉室内毒力测定结果

表 1 显示 : 供试 9 种杀菌剂中烯唑醇和扑海因抑制玉米弯孢霉菌丝生长的 EC50 分别为 1.404 8E+1

和 2.217 2E+1, 说明这两种杀菌剂对玉米新月弯孢霉具有极强毒力。速可灵、新万生、春雷霉素和腈菌

净 的 EC50 分 别 为 1.052 9E+2、2.309 9E+2、1.145 2E+3 和 4.963 6E+2, 与 烯 唑 醇 和 扑 海 因 相 比 相 对 较

弱 , 百菌清、甲基托布津和多菌灵的 EC50 较 高 , 分别为 6.490 5E+5、1.454 0E+10 和 2.161 2E+5, 说明这

3 种杀菌剂抑制菌丝生长的活性相对较差。

2.2 烯 唑 醇 和 扑 海 因 对 玉 米 新 月 弯 孢 霉 最 佳

混配比例的筛选

由 表 2 可 以 看 出 : 处 理 6(烯 唑 醇 和 扑 海 因

5∶5 的混配比例)对玉米弯 孢 霉 菌 丝 生 长 的 相 对

抑制率在所 有处 理 中 为 最 高 , 达 到 了 32.30%,

且二者的菌 丝生长相对 抑制率间无 差异 , 但与

其 余 处 理 相 比 均 达 极 显 著 差 异 。 另 据 Sun &

Johnson 法 求 出 的 共 毒 系 数 [6], 该 混 配 比 例 的 共

毒系数为 147, 表明烯唑醇和 扑海因 5∶5 的混 配

比例为增效组合。

2.3 田间防效试验结果及分析

从表 3 可以看 出 , 除扑海因 外不同处理 在药后 17 d 前病 情指数均低 于 CK, 其中烯 唑醇和扑海 因

表 1 9 种杀菌剂对玉米弯孢霉的室内毒力测定结果

杀菌剂 相关系数 毒力回归方程 EC50/μg·kg- 1 EC95/μg·kg- 1

烯唑醇 0.973** y=0.496 7 x+4.430 0 1.404 8 E+1 2.878 7E+4
扑海因 0.965** y=0.800 1 x+3.923 2 2.217 2E+1 2.521 7E+4
速克灵 0.979** y=0.905 6 x+3.168 5 1.059 2E+2 6.899 2E+3
新万生 0.916** y=0.905 6 x+3.168 5 2.309 9E+2 1.874 6E+3
腈菌净 0.907** y=1.259 2 x+1.605 4 4.963 6E+2 1.004 8E+4
春雷霉素 0.949** y=1.068 8 x+1.730 6 1.145 2E+3 3.962 8E+4
多菌灵 0.994** Y=0.220 5 x+3.823 7 2.161 2E+5 6.231 6E+12
百菌清 0.837* y=1.082 3 x- 1.290 6 6.490 5E+5 2.148 3E+7
甲基托布津 0.952** y=0.486 6 x+0.054 9 1.454 0E+10 3.491 4E+13

注: 表中 x 为相对抑制率的概率值 , y 为杀菌剂的浓度对数 , * 表示显著相关 , ** 表示极显著相关。

表 2 烯唑醇和扑海因两单剂对玉米新月

弯孢霉的联合毒力测定结果及 LSR 分析

处理编号 混配比例 相对抑制率(%)
差异显著性

0.01 水平 0.05 水平

6 5∶5 32.30 A a
2 9∶1 27.17 B b
5 6∶4 25.27 B bc
8 3∶7 23.70 BC bcd
4 7∶3 21.97 BC cde
3 8∶2 21.70 BC de
10 1∶9 19.97 C de
11 0∶10 18.77 C e
7 4∶6 17.67 C e
9 2∶8 17.63 C e
1 10∶0 16.17 D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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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的 混 配 比 例 , 在 调 查 期 间 病 情 指 数 均 最 低 , 烯 唑 醇 单 剂 处 理 次 之 , 百 菌 清 和 扑 海 因 处 理 的 病 情 指

数较高。就实际防效看 , 烯唑醇与扑海因 5∶5 的混配组合对玉米弯孢霉叶斑病各调查时期的田 间防

效在 4 个供试药剂处理中均最高 , 且随时间推 移 , 该混配 组合和扑海 因单剂处理 的田间防效 有下降 -

上升 - 缓慢上升 的趋势 ; 烯唑 醇处理在施 药后 15 d 前田间 防效呈缓慢 上升 趋 势 ; 百 菌 清 处 理 的 田 间

防效始终低于 3.08%, 且施药后一直呈下降趋势。说明烯唑 醇与扑海因 5∶5 比例混配 处理后对该 病

的防治有较好的效果。

3 结论与讨论

试验期间(2005 年 7 月 下 旬 至 8 月 中 旬)天 气 情 况 为 少 雨 多 晴 , 平 均 气 温 28℃ , 降 水 量 65 mm, 接

近正常年份。

通 过 对 所 筛 选 2 种 杀 菌 剂 及 其 最 佳 混 配 比 例(烯 唑 醇 和 扑 海 因 5:5 组 合)对 玉 米 弯 孢 霉 进 行 的 田

间防效试验可知 , 供试药剂中各杀菌剂单剂对玉米弯孢霉叶斑病的田间相对防效均没 有烯唑醇 和扑

海因 5∶5 混配比例的田间相对防效 理想。其中该 混配组合 对玉米弯孢 霉叶斑病的 田间防效随 时间的

推 移 呈 现 出 的 下 降 - 上 升 - 缓 慢 上 升 趋 势 , 可 能 是 由 于 药 剂 在 病 原 菌 体 内 有 一 个 生 物 化 学 反 应 过

程 , 刺激病原菌 产生了一定 的抗药性 , 也有可能是 因为前期玉 米正处 于 一 个 比 较 敏 感 的 发 育 阶 段 , 玉

米植株 本身发病就 没有试验后 期严重 , 故表 现出较低 的田间相对 防 效 。 到 施 药 后 期 , 因 高 温 、高 湿 的

气候 条件有利 于该病的发 生和发展 , 且 随着玉米植 株的生长 , 其 抗病 能 力 得 到 了 不 断 增 强 , 再 加 上 药

剂的作用 , 所以该病害得到了较好的控制。

总体看 , 烯唑 醇与扑海因 5∶5 的混配组合 对玉米弯孢 霉叶斑病的 田间防效 高于其单剂 及生产上

常用防治该病害的百菌清。建议生产上用烯唑醇与扑海因 5∶5 的混配比例防治玉米弯孢霉叶斑病。玉

米弯孢霉叶斑病的防治是一个持续的系统工程 , 要想达到最佳的防治效果 , 还必须综合考虑玉 米的生

长势、气候条件和田间管理等诸因素 , 才能达到经济、安全、有效的防治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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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Res is tance of Head Smut of
Maize Varie ties in J ilin Province

SU Gui- hua, JIN Ming- Hua, SU Yi- chen, et al.

(Maize Research Institut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of Jilin Province, Gongzhuling 136100, China)

Abs tract: 144 maize hybrids current in use in commercial production of maize in Jilin province were col-

lected and their resistance to head smut of maize was identified in half wet region. Their resistance was evaluat-

ed and prevention measure of head smut of maize was put forward.

Key words : Jilin province; Maize hybrid; Head sm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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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oxicity of 9 kinds of organic fungicides against Curvularia lunata was measured in laborato-

ry by the growth rate method. And the biggest toxicity fungicides were filtrated with some mixed experimen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Diniconazole and Iprodione were of stronger inhibitory effect to Curulaia lunlata. And

their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regression curve and EC50 were 0.973, 0.965 and 1.4048 E+1, 2.2172E+1 re-

spectively. And the results of experiment of co- toxicities of Diniconazole and Iprodione in 5:5 (V:V) showed

that it was not only putted up more synergistic effect but also it's inhibitory ratios were the biggest to Curvularia

lunata. It's co- toxicity coefficient and relative inhibited ratio were 147 and 32.30 % respectively. And the field

control effect showed that it was higher markedly than the two kinds of single fungicides and Clorothalonil,

which was usually used to control Curulaia lunlata in the practice at present.

Key words : Fungicide; Curulaia lunlate; Toxicity; Mixture; Field control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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