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随着高效农业的发展，辣椒种植面积

逐年增加，但病害危害也日趋严重，在诸多病害中

尤以疫病造成危害最为严重，辣椒疫病(Phytoph－
thora capsici Leonian)是由鞭毛菌亚门、辣椒疫霉

真菌侵染所致，一般造成减产 20%～30%，严重的

达 50%以上[1]。目前辣椒疫病还是以化学防治为

主，虽然药剂种类繁多但是防治效果参差不齐，病

菌对老药剂已产生了抗性，2010 年进行了氟啶胺、
氰霜唑、咪咪唑菌酮等几种新型卵菌药剂与几种以

往常用药剂对辣椒疫病的药效试验，目的是为了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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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出防治效果较好的药剂，为辣椒生产中疫病的

药剂防治提供理论依据[2-3]。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作物

辣椒品种：红龙 1 号，为当地主栽品种。
1.2 试验地情况

本试验设在吉林农业科技学院试验园艺场辣

椒地，pH 值为 7.2，有机质含量 1.5～2.0 mg/kg[3]。
试验地种植辣椒面积共 0.38 hm2，由于辣椒地常

年连作，土壤被病菌污染严重，有利于疫病的发

生，并且对以往药剂产生了抗性，近年来辣椒疫病

发生日趋严重[4]。
1.3 试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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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试验设 7 个处理，分别为：A. 50%氟啶胺 WP

1 500 倍液 (成都格雷西亚化学技术有限公司)；B.

10%氰霜唑 SC 2000 倍液 (日本石原产业株式会

社 )；C. 50% 咪 唑 菌 酮 WP 1000 倍 液 ( 德 国 Dr.

Ehrenstorfer 公司)；D. 80%烯酰吗啉 WP 5000 倍

液 (郑州凯瑞特化工有限公司)；E. 64%杀毒矾 WP

600 倍液[曼哈顿(深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F. 25%

甲霜灵 WP 500 倍液 (南京禾源化学有限公司)；CK

空白对照,喷清水。每个处理设 3 次重复，共 21 个小

区，小区面积为 20 m2，各小区完全随机排列[5]。
1.4 施药时间和方法

共施药 3 次，第一次在辣椒发病初期 2012 年

6 月 28 日，第二次 2012 年 7 月 5 日 ， 第 三 次

2012 年 7 月 12 日。用工农 16 型手动背负式喷雾

器均匀喷雾。喷洒量：50～60kg/667㎡。施药时，均

匀喷施于辣椒植株靠近地面的茎基部，小区间用

塑料膜遮隔，以防药液互相干扰。
1.5 调查时间与计算方法

在施药前(6 月 28 日)，对各小区发病情况进

行调查，采取 5 点取样法，每点 10 株记载发病情

况，并挂牌做好标记；在施第三次药后 7 d(7 月 19

日)再调查一次，记载发病情况，计算防治效果[6]。
疫病严重度分级标准：0 级(无病)；1 级(仅少

数叶片或 1/5 以下侧枝发病)；2 级 (全株 1/5～1/2

侧枝或 1/3 以下果实发病)；3 级(全株 1/2～3/4 侧

枝或 1/3 以上果实发病)；4 级 (全株 3/4 以上侧枝

发病枯死或主茎发病)。
病情指数 =Σ(病级数代表值×该病级的调查

数)/ 调查总数×最高级数代表值×100

防治效果(%)=(对照区病指增长率 - 处理区

病指增长率)/ 对照区病指增长率×100[7]

2 结果与分析
各处理田间药效调查结果见表 1。从表 1 可

以看出，防治效果最好的 是 80% 烯 酰 吗 啉 WP

5000 倍液，防效 95.20%，其次是 10%氰霜唑 SC

2000 倍液、50%氟啶胺 WP 1500 倍液，防效分别

为 93.73%和 92.56%。三者差异不显著，而与 50%

咪唑菌酮 WP 1000 倍液、64%杀毒矾 WP 600 倍

液、25%甲霜灵 WP 500 倍液防治效果差异显著；

64% 杀 毒 矾 WP 600 倍 液、25% 甲 霜 灵 WP 500

倍液防效较低。

表 1 各处理田间药效调查

处理
平均病情指数

防治效果(%)
差异显著性

施药前 施药后 5% 1%

D 0.32 1.27 95.20 a A

B 0.32 1.56 93.73 a A

A 0.32 1.80 92.56 ab AB

C 0.33 4.81 77.42 b B

E 0.31 8.00 61.49 c BC

F 0.31 8.74 57.56 cd CD

CK 0.31 20.14 - - -

3 结论与讨论
试验结果表明，80%烯酰吗啉可湿性粉剂对

辣椒疫病具有较好的防治效果，是防治辣椒疫病

的理想药剂，防治效果可达到 95.2%，其次是防治

效果 93.73%的 10%氰霜唑悬乳剂，仅次于前两种

药 液 的 50% 氟 啶 胺 可 湿 性 粉 剂 防 治 效 果 也 在

92.56%。三者差异不显著，而与 50%咪唑菌酮

WP 1000 倍液、64%杀毒矾 WP 600 倍液、25%甲

霜灵 WP 500 倍液防治效果差异显著；64%杀毒

矾 WP 600 倍液、25%甲霜灵 WP 500 倍液防效较

低。建议在生产中使用 80%烯酰吗啉 WP 5000 倍

液、10%氰霜唑 SC 2000 倍液和 50%氟啶胺 WP

1500 倍液新药剂替代老药剂杀毒矾、甲霜灵等，

并且多种药剂轮换使用，延迟抗药性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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