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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试验选择 6种杀菌剂单剂，配制成种衣剂包衣，进行玉米丝黑穗病防治药剂筛选试验，结果表明：10%灭菌唑对

玉米出苗和生长无不良影响，在药种比 1∶50包衣浓度下对玉米丝黑穗病的防治效果最好，可达 90.92%，可作为防治玉米

丝黑穗病的种衣剂活性成分。

关键词：丝孢堆黑粉菌；种衣剂；筛选

中图分类号：S435.131.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701（2018）06-0025-03

Screening of Fungicides for Controlling Corn Head Sm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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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is paper, six fungicides were selected and formulated as a seed coating agent to test for the preven⁃
tion and control of corn head smu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0% Triticonazole did not adversely affect the emer⁃
gence and growth of corn. The control effect of corn head smut at the ratio of 1∶50 coating was the best, up to
90.92%. It can be used as a new seed coating active ingredient in preventing and controlling corn sm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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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丝黑穗病是我国玉米生产上的重要病害

之一，在我国各地玉米产区均普遍发生。特别是

东北春玉米区，如遇春季播种期气温低，出苗期

延长，增加病菌侵染种子概率，加重丝黑穗病的

发生。2002年东北地区玉米丝黑穗病大发生，黑

龙江、吉林、辽宁三省玉米丝黑穗病发生面积约

106.7万 hm2，田间平均发病率为 10%～15%，严重

地块发病率高达 80%，由于丝黑穗病危害果穗，发

病率几乎等于损失率，东北地区当年因玉米丝黑

穗病造成玉米产量损失约 1.2亿 kg[1-3]。因此玉米

丝黑穗病的防治尤为重要。目前应用种衣剂包衣

技术是防治玉米丝黑穗病最简便、有效的手段之

一。市场上销售防治玉米丝黑穗病的种衣剂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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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多，成分各异，但通常是含有三唑酮、三唑醇、

烯唑醇等成分的三唑类杀菌剂，其中三唑酮、三

唑醇在干旱条件下防治效果不稳定，而烯唑醇如

使用不当或遇低温后会产生严重药害 [4]，当前东

北地区应用最多、最广泛的是含有戊唑醇成分的

种衣剂 [5-10]。随着戊唑醇种衣剂的多年应用，防效

也有所下降 [11]，而且该种衣剂遇低温后对一些低

温敏感品种也产生药害 [12]。因此，市场上急需对

玉米生长安全且能够代替戊唑醇防效的玉米种衣

剂。本研究筛选 6种杀菌剂对玉米苗期安全性及

丝黑穗病的防治效果进行试验，为筛选防治玉米

丝黑穗病安全、高效种衣剂活性成分拓展思路。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品种

供试品种为玉米丝黑穗病高感品种吉单

209。
1.2 供试病原菌

2016年于吉林省农业科学院试验田内收集玉

东北农业科学 2018，43（6）：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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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试验方法

本试验于 2017年 4月 25日播种，人工穴播，

同时接种 0.1%[13]玉米丝黑穗菌土 100 g，播种深度

5 cm，常规田间管理与施肥。玉米 3叶 1心期调查

玉米出苗数以及田间是否产生药害，待玉米乳熟

后期，调查玉米丝黑穗病发病率并计算不同处理

的防治效果。

发病率（%）=（调查病株数/调查总株数）×100
防治效果（%）=[（对照病株率-药剂处理病株

率）/对照病株率]×100
2 结果与分析

2.1 玉米出苗及药害情况

由玉米出苗情况调查（表 2）可以看出，与对

照药剂 4.23%甲霜·种菌唑及 0.9%戊唑醇相比，

10%灭菌唑（A1）、10%甲霜灵（B1）及 10%抑霉唑

（D1）种衣剂处理在药种比 1∶50的出苗最好，出

苗率显著高于 10%咯菌腈、10%噁霉灵及 8%咯菌

腈·抑霉唑等其他药剂处理（P<0.05）。田间观察

米丝黑穗病病穗，室内阴干后，将病穗过筛得菌

粉，翌年春季播种前将菌粉与过筛的细土按1∶1 000
混匀备用。

1.3 供试药剂

10%灭菌唑、10%甲霜灵、10%咯菌腈、10%抑

霉唑、10%噁霉灵、8%咯菌腈·抑霉唑（吉林八达

农药有限公司配制）；4.23%甲霜·种菌唑（中农立

华（天津）农用化学品有限公司）；0.9%戊唑醇（吉

林八达农药有限公司配制）。

1.4 试验处理与设计

试验设置在吉林省农业科学院试验田，地势

平坦，土壤肥力均匀一致，前茬作物为玉米。试

验采用随机区组设计，每个处理 3垄，10 m行长，

小区面积为 19.5 m2，设置 3次重复，并以白籽作为

空白对照，其中处理 F1、F2、H为对照药剂（表 1）。

表1 试验处理

处理

A1
A2
B1
B2
C1
C2
D1
D2
E1
E2
F1
F2
G1
G2
H
CK

药剂

10%灭菌唑悬浮种衣剂

10%灭菌唑悬浮种衣剂

10%甲霜灵悬浮种衣剂

10%甲霜灵悬浮种衣剂

10%咯菌腈悬浮种衣剂

10%咯菌腈悬浮种衣剂

10%抑霉唑悬浮种衣剂

10%抑霉唑悬浮种衣剂

10%噁霉灵悬浮种衣剂

10%噁霉灵悬浮种衣剂

4.23%甲霜·种菌唑悬浮种衣剂

4.23%甲霜·种菌唑悬浮种衣剂

8%咯菌腈·抑霉唑悬浮种衣剂

8%咯菌腈·抑霉唑悬浮种衣剂

0.9%戊唑醇悬浮种衣剂

—

来源

八达配制

八达配制

八达配制

八达配制

八达配制

八达配制

八达配制

八达配制

八达配制

八达配制

中农立华（天津）农用化学品有限公司

中农立华（天津）农用化学品有限公司

八达配制

八达配制

八达配制

本实验室

药种质量比

1∶50
1∶100
1∶50
1∶100
1∶50
1∶100
1∶50
1∶100
1∶50
1∶100
1∶250
1∶500
1∶50
1∶100
1∶50

表2 不同处理玉米出苗数

处理

A1
A2
B1
B2
C1
C2
D1
D2
E1
E2
F1
F2
G1
G2
H
CK

注：小写字母不同表示 P<0.05的显著水平，下同

出苗数

Ⅰ
98
94
100
83
89
89
94
84
79
82
79
89
73
89
98
87

Ⅱ
86
85
87
90
89
94
99
69
84
89
88
90
95
83
81
89

Ⅲ
93
93
93
86
88
78
89
84
92
84
84
87
85
90
82
83

平均出苗数

92 a
91 ab
93 a
86 ab
89 ab
87 ab
94 a
79 b
85 ab
85 ab
84 ab
89 ab
84 ab
87 ab
87 ab
86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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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各种衣剂处理对玉米出苗和生长无不良影

响，均未见药害发生。

2.2 对玉米丝黑穗病的田间防治效果

玉米丝黑穗病防治药剂筛选试验中（表 3），
不同处理的玉米丝黑穗病发病率为 2.59%～

29.62%，空白对照发病率为 28.53%。对照药剂甲

霜·种菌唑（F1、F2）的最高防效为 73.05%，0.9%戊

唑醇（H）的防效为 86.40%。与对照药剂 4.23%甲

霜·种菌唑、0.9%戊唑醇相比，10%灭菌唑（A1）对
玉米丝黑穗病的防治效果最好，在药种比 1∶50及
1∶100包衣下防效分别为 90.92%、80.76%，尤其是

在 1∶50包衣比下与对照药剂相比对玉米丝黑穗

病的防效差异显著（P<0.05），而甲霜灵（B1、B2）、
咯菌腈（C1、C2）、抑霉唑（D1、D2）、噁霉灵（E1、
E2）及咯菌腈·抑霉唑复配种衣剂（G1、G2）对玉

米丝黑穗病均没有较好的防治效果。

3 结论与讨论

玉米丝黑穗病是东北春玉米生产中威胁较大

的病害之一。利用安全、高效的防治玉米丝黑穗

病的种衣剂对种子进行包衣处理，能够有效防止

或减轻玉米丝黑穗病的发生，从而挽回产量损

失。目前登记防治玉米丝黑穗病的药剂有 13种
171个单剂或混剂，主要为吡唑类杀菌剂和三唑

类杀菌剂两大类，其中三唑类杀菌剂占 94.7%，主

要包含三唑酮、三唑醇、烯唑醇、戊唑醇、种菌唑

等成分。但三唑酮、三唑醇在干旱条件下防效不

稳，烯唑醇、戊唑醇虽然防效好，但在东北春玉米

区春播常受低温影响下易产生药害，而本文所筛

选的药剂中，与对照药剂种菌唑及戊唑醇相比，

灭菌唑 2个试验包衣比例不仅对玉米生长安全，

且对玉米丝黑穗病的防治效果最好，该试验结果

与杨丽娜等 [14]在 9种市售的种衣剂中筛选的结果

一致，刘显辉 [15]也明确了灭菌唑对玉米丝黑穗病

的防治效果。综上所述，本试验筛选的灭菌唑可

以作为防治玉米丝黑穗病的种衣剂活性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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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玉米丝黑穗病发病率及田间防效

处理

A1
A2
B1
B2
C1
C2
D1
D2
E1
E2
F1
F2
G1
G2
H
CK

平均发病率（%）
2.59
5.49

23.06
26.13
27.79
27.35
26.10
29.62
27.21
27.98
7.69

12.46
17.17
19.11
3.88

28.53

田间防效（%）
90.92
80.76
19.17
8.41
2.59
4.14
8.52

-3.82
4.63
1.93

73.05
56.33
39.82
33.02
86.40
—

5%差异显著性

b
b
ef
ef
f

ef
ef
f

ef
f

bc
bcd
cde
def
b
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