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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筛选防治玉米大斑病适宜药剂，通过田间试验进行丙环·嘧菌酯等 4种药剂田间药效试验。结果表明：25%丙

环唑乳油 168.8 g/hm2、嘧菌酯悬浮剂 300 g/hm2、丙环·嘧菌酯悬浮剂 196.4 g/hm2、丁香·戊唑醇悬浮剂 180 mL/hm2、丁香·戊

唑醇悬浮剂 180 mL/hm2＋嘧菌酯悬浮剂 300 g/hm2等 5个处理 2次施药后对玉米大斑病的防治效果分别为 77.35%、
77.11%、78.13%、74.60%和 80.94%，对玉米安全、无药害；结合产量因素，在生产上防治大斑病宜采用丙环·嘧菌酯悬浮剂

196.4 g/hm2或丁香·戊唑醇悬浮剂 180 mL/hm2＋嘧菌酯悬浮剂 300 g/hm2为佳，建议在发病前或发病初期及早用药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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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iming to screen a suitable reagent to control the northern leaf blight of maize in field, control effects of
propiconazole, azoxystrobin, propiconazole-azoxystrobin, coumoxystrobin-tebuconazole, coumoxystrobin-tebucon⁃
azole and azoxystrobin were compared through experiments. The results showed no phytotoxicity was observed to
maize after applying propiconazole at 168.8 g/ha, azoxystrobin 300 g/ha, propiconazole-azoxystrobin 196.4 g/ha,
coumoxystrobin-tebuconazole 180 mL/ha, coumoxystrobin-tebuconazole 180 mL/ha and azoxystrobin 300 g/ha ac⁃
cording to the effective component, the control effects were 77.35%, 77.11%, 78.13%, 74.60% and 80.94% respec⁃
tively for two times. Considering the production factors, the reagents of propiconazole-azoxystrobin 196.4 g/ha and
the reagents of coumoxystrobin-tebuconazole 180 mL/ha and azoxystrobin 300 g/ha were suggested, and better ef⁃
fect was achieved before the onset or the initial infection stage for early prevention and control.
Key words：Propiconazole; Azoxystrobin; Propiconazole-azoxystrobin; Coumoxystrobin-tebuconazole; Northern
leaf blight of maize; Control

近年来，吉林省玉米大斑病发病逐年加重，大

面积种植易感病品种是病害流行的主要原因，流

行年份常常造成大面积减产 [1-2]。病原菌在气温

20～25℃，相对湿度 90%以上，对孢子形成、萌发

和侵染有利，所以中温、高湿的气候条件利于大

斑病流行 [3]。吉林省 7～8月温度较高，降雨较多，

适合玉米大斑病的侵染流行。以往的防治主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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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病品种及合理施肥控制病害深度发展，药剂防

治多采用代森锰锌、甲霜灵、甲基托布津、福美双

等保护性杀菌剂在玉米发病后喷施对病害有一定

的抑制作用，但这几种药剂总体防效不高 [4]，为解

决生产上玉米大斑病连年发生较重，又没有较好

的高抗丰产玉米品种，笔者对现有的几种药剂进

行田间药效试验，现将结果初报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在农安县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实验基

地，土壤为淡黑钙土，pH7.2，有机质含量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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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材料与方法

供试作物为玉米品种先玉 335。供试药剂

为：①25%丙环唑乳油（瑞士先正达作物保护有限

公司）、②25%嘧菌酯悬浮剂（天津汉邦植物保护

剂有限责任公司）、③18.7%扬彩 [丙环·嘧菌酯悬

浮剂（瑞士先正达作物保护有限公司]、④40%丁

香·戊唑醇悬浮剂（吉林省八达农药有限公司）。

试验共设 6个处理，以有效成分含量计分别为：①
25%丙环唑乳油 168.8 g/hm2；②25%嘧菌酯悬浮剂

300 g/hm2；③18.7% 扬彩（丙环·嘧菌酯悬浮剂)
196.4 g/hm2；④40%丁香·戊唑醇悬浮剂 180 mL/
hm2；⑤40%丁香·戊唑醇悬浮剂 180 mL/hm2＋25%
嘧菌酯悬浮剂 300 g/hm2；⑥清水空白对照（ck）。
随机区组排列，小区面积 56 m2，重复 4次。

在玉米 10叶期首次用药，共用药 2次，每次间

隔 10 d。采用背负式喷雾器人工喷雾施药，喷液

量 500 L/hm2。

测定项目及方法参照《农药田间药效试验准

则》（二）进行 [5]。每个处理选 5点，每点取 5株调

查中间 10片叶，于第 2次施药后 14 d调查发病情

况并计算防效。依据新复极差法检验结果，综合

评价各药剂对玉米大斑病的防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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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秋后进行测产。每小区取代表性 5点，每

点 2 m2，进行实收测产，计算公顷产量。

2 结果与分析

2.1 作物安全性

试验分别于 10叶、12叶龄施药，药后各处理

均无药害发生，对玉米生长安全。

2.2 药剂的防治效果

在第 2次施药后 14 d调查（表 1），空白对照病

情指数 16.69%，处理 1、2、3、4、5的防效分别为

77.35%、77.11%、78.13%、74.60% 和 80.94%；收获

期测产（表 2），空白对照的产量为 7 054.6 kg/hm2，

处理 1、2、3、4、5比对照分别增产 6.96%、6.20%、
7.76%、4.92%和 9.79%。

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丁香·戊唑醇防效最

低，且与丙环唑、嘧菌酯、丙环·嘧菌酯和丁香·戊

唑醇＋嘧菌酯差异显著，其余处理间防效相近，

差异不显著。各药剂处理产量丁香·戊唑醇最

低，但各处理间差异不显著。

3 结论与讨论

该试验共采用 4种药剂，5个药剂处理，对玉

米大斑病均有很好的防治效果，并且对玉米安

全，无药害；根据丙环·嘧菌酯悬浮剂以及丁香·

戊唑醇悬浮剂和嘧菌酯悬浮剂混合药剂对玉米大

斑病的防控效果和对玉米产量的影响，建议采用

丙环·嘧菌酯悬浮剂和丁香·戊唑醇悬浮剂和嘧

菌酯悬浮剂混合药剂防治玉米大斑病。通常在玉

米大斑病发病前或发病初期及早用药防治才能取

得较好的防治效果。但由于玉米大斑病发病和危

害程度年度之间差异较大，建议在玉米大斑病预

测预报基础上，合理施用药剂，是提高玉米大斑

病防治效果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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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几种药剂防治玉米大斑病试验结果 %
处理

1
2
3
4
5
6

病叶率

25.46
26.93
27.41
31.41
24.48
52.68

病情指数

3.78
3.82
3.65
4.24
3.18
16.69

防效

77.35a
77.11a
78.13a
74.60b
80.94a
-

表2 几种药剂防治玉米大斑病测产结果

处理

1
2
3
4
5
6

产量（kg/hm2）
7 545.8 a
7 492.3 a
7 602.2 a
7 401.8ab
7 745.3a
7 054.6b

增产（%）
6.96
6.20
7.76
4.92
9.7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