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瓜霜霉病是黄瓜栽培中的一种重要病害，在

保护地和露地黄瓜上均常年发生，特别是近几年，

由于夏秋季雨水较多，露地黄瓜霜霉病发生较重，

主要危害叶片，病害发展迅速，如果防治不及时，常

常给农民带来较大的经济损失[1]。目前生产上黄瓜

霜霉病的防治仍多采用化学防治的方法[2- 5]。本研

究对 40%喹啉酮·霜脲氰悬浮剂进行了黄瓜霜霉

病的田间药效试验，选择防治的最佳用量，为其登

记与大田推广应用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黄瓜品种为特优黄瓜，黄瓜霜霉病病原为

Pseudoperonospora cuben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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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供试药剂

40%喹啉酮·霜脲氰悬浮剂(山东省青岛东生

药业有限公司)、33.5%喹啉酮悬浮剂(台湾兴农股

份有限公司)、72%霜脲·锰锌可湿性粉剂 (中国农

科院植保所廊坊农药中试厂)。
1.3 试验地基本情况

试验设在临沂市费县南张庄乡一农户田，常

年黄瓜霜霉病发生较重，试验田为黏质土壤，有机

质含量 0.91%，pH 值 6.8，土壤肥力好，地势平坦，

水肥条件好。
1.4 试验方法

试验共设 6 个处理 (公顷用量 )，处理 1，40%
喹啉酮·霜脲氰悬浮剂 450 g；处理 2，40%喹啉酮·
霜脲氰悬浮剂 675 g；处理 3，40%喹啉酮·霜脲氰

悬浮剂 900 g；处理 4，33.5%喹啉酮悬浮剂 1 200 g
(对照药剂 1)；处理 5，72%霜脲·锰锌可湿性粉剂

2 250 g(对照药剂 2)；处理 6，清水对照(ck)。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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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40%喹啉酮·霜脲氰悬浮剂防治黄瓜霜霉病田间药效试验结果

病情指数 防效(%) 病情指数
1 3.11 62.63 3.84
2 2.51 66.29 2.87
3 1.96 75.42 2.34
4 2.62 59.72 3.26
5 2.63 74.12 2.53

6(ck) 10.16 - 13.79

差异显著性
防效(%)
65.78 Cc
70.83 Bb
82.99 Aa
63.18 Cc
81.62 Aa
- -

第 3 次施药后 14 d
处理

第 2 次施药后 7 d

理重复 4 次，共设 24 个小区，小区面积为 15 m2，

随机区组排列，小区四周设 1.4 m 保护 行。于

2010 年 8 月 15 日(黄瓜霜霉病发生前)第 1 次施

药，以后每隔 7 d 施药 1 次，共施药 3 次。各小区

按 900 kg/hm2 用水量对设计用药量进行稀释，用

HD- 300 型手动背复式喷雾器均匀施药。
1.5 调查方法

分别于第 2 次药后 7d、第 3 次药后 14d 调查

发病情况，计算病情指数，与空白对照相比计算防

治效果。每小区随机 5 点取样，每点调查 2 株，每

株调查全部叶片。并按 9 级标准进行分级记录。
0 级无病斑；1 级病斑面积占整个叶面积的

5%以 下 ；3 级 病 斑 面 积 占 整 个 叶 面 积 的 6%～
10%；5 级病斑面积占整个叶面积的 11%～25%；

7 级病斑面积占整个叶面积的 26%～50%；9 级病

斑面积占整个叶面积的 50%以上。
用邓肯氏新复极差 (DMRT)法对试验数据进

行方差分析。

药效计算按 GB／T17980.26- 2000[6]进行。

病情指数 =Σ(各级病叶数×相对级数值)
调查总叶数×9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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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结果与分析

从表 1 可以看出，处理 1、2、3 在第 2 次施药

后 7d 的防效分别为 62.63%、66.29%和 75.42%，

在 第 3 次 施 药 后 14 d 的 防 效 分 别 为 65.78%、
70.83%和 82.99%。其中以处理 3 的防效最好，高

于处理 4 和处理 5 的防效，处理 2 次之，处理 3 最

差。方差分析表明，处理 3 与处理 1、2、4 间差异显

著。处理 1 与处理 4 间，处理 3 与处理 5 间防效相

当，差异不显著。

试验期间进行全程观测，各处理对黄瓜没有

药害，对黄瓜生长无不良影响。

3 小 结

在该试验条件和用量范围内，40%喹啉酮·
霜脲氰悬浮剂对黄瓜霜霉病具有很好的防效，对

其它病虫害和非靶标生物无影响。在黄瓜霜霉病

发生前，以公顷用 40%喹啉酮·霜脲氰悬浮剂 900
g，每隔 7 d 施药一次，共施药 3 次，对黄瓜霜霉病

的防效最好。
化学农药易产生抗药性，导致防治困难，且残

留严重，造成污染问题，近几年已经有人将生物农

药、植物源农药等应用于黄瓜霜霉病的防治，今

后，仍需着力加强生物源和植物源杀菌剂的研制

和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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