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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烟草根结线虫病的发生给四川凉山烟区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同时严重制约了该地区烟叶健康可持续

发展.为明确化学药剂高效控制烟草根结线虫的最佳施药时期,以达到减少用药量、提高防治效率的目的,本研究

分别在烟草移栽前、移栽后15d、移栽后30d窝施阿维菌素和噻唑膦,探究2种药剂在不同施药时期对烟草根结

线虫的防治效果.结果表明,窝施阿维菌素和噻唑膦对根结线虫病具有一定控制效果,移栽前窝施对烟草根结线虫

的整体防效可达78%以上,移栽后15d处理的防效仅为50%左右,移栽后30d处理的防效低于18%.2种药剂能

显著促进烟株生长,但随药剂处理时间延长,防效和促生效果均降低.因此,烟草根结线虫防控的关键时间应为移

栽前,药剂与移栽点土壤充分混合可起到杀虫效果,保证烟株后期正常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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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理县和会东县是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主要烟叶产区,也是我国优质烟叶的重要供应区.但是,近

年来烟草根结线虫病在我国西南地区普遍发生,且呈逐渐加重趋势,局部地区严重发生[1-3],严重影响该地

区烟叶的品质和质量,给烟农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严重制约凉山地区烟叶的健康可持续发展[4-6].目前,

化学防控虽然防效显著,但是化学杀线虫剂存在选择性差、残留风险高、不易降解、对人畜极不安全、引发

抗药性等问题.同时,化学药剂的施用存在不科学、不合理、不精准的问题,如施药时期不准确、药剂对靶

不精准、施药器械不配套等,都极易造成化学药剂的流失和浪费,引发生态环境问题.因此,探索针对烟草

根结线虫病害的经济、安全、高效的防控技术是当前凉山州烟叶产区生产的迫切需求.本研究旨在探究不

同时期采用不同方法施用阿维菌素和噻唑膦对烟草根结线虫病的防控效果,明确高效低毒化学药剂的最佳

施药时间以及施用技术,以达到减少用药量、提高防治效果和维护生态环境的目的.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品种

烟草品种为“中川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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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试验药剂

0.5%阿维菌素颗粒剂,潍坊中农联合化工有限公司生产;10%噻唑膦颗粒剂,美国默赛技术公司生产.

1.3 试验地点及条件

田间试验地 点 设 在 四 川 省 凉 山 州 会 理 县 黎 溪 镇 烟 草 种 植 单 元 新 区,东 经 102°00.715',北 纬

26°17.715',海拔1780m,为线虫发生地块.烟苗采用漂浮育苗,按相关技术标准进行统一大田管理,移栽

时间为5月12日.

1.4 试验设计

试验分别于烟苗移栽前、移栽后15d和移栽后30d进行,共设6个处理,每处理重复3次,共18个小

区,小区面积为54m2(约70株烟),设置保护行,总面积为1350m2.试验处理如表1所示.

表1 试验处理

处理 药剂名称 施药时间 施药方法 667m2 药剂用量/kg

1 0.5%阿维菌素颗粒剂 烟苗移栽前 窝施 4
2 0.5%阿维菌素颗粒剂 烟苗移栽后15d 窝施 4
3 0.5%阿维菌素颗粒剂 烟苗移栽后30d 窝施 4
4 10%噻唑膦颗粒剂 烟苗移栽前 窝施 2
5 10%噻唑膦颗粒剂 烟苗移栽后15d 窝施 2
6 10%噻唑膦颗粒剂 烟苗移栽后30d 窝施 2
7 对照(空白) - -

1.5 调查方法与内容

1.5.1 烟株农艺性状调查

按YC/T142-2010烟草农艺性状调查方法测定烟株团棵期和显蕾期的农艺性状,主要包括烟株的株

高、茎围、有效叶片数、最大叶长、最大叶宽,计算叶面积,每小区测定烟株10株.

叶面积(cm2)=0.6345×叶长(cm)×叶宽(cm)

1.5.2 根结线虫病调查

烟草病害发生情况按GB/23222-2008烟草病虫害分级及调查方法调查.结合当地的病害发生特点,

主要对烟草根结线虫病调查,调查每个小区的发病株数及发病级数.

烟草生长期根结线虫病分级标准如下.

0级:植株生长正常;

1级:病株生长基本正常,叶缘或叶尖部分变黄但不干尖;

3级:病株比健株矮1/4至1/3,或叶片轻度干尖、干边;

5级:病株比健株矮1/3至1/2,或大部分叶片干尖、干边或有枯黄斑;

7级:病株比健株矮1/2以上,全部分叶片干尖、干边或有枯黄斑;

9级:植株严重矮化,全株叶片基本干枯.

烟草收获期根结线虫病分级标准如下.

0级:根部正常,无可见根结;

1级:1/4以下根上有少量根结;

3级:1/4至1/3根上有少量根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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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级:1/3至1/2根上有根结;

7级:1/2以上根上有根结,少量次生根产生根结;

9级:所有根上,包括次生根上亦长满根结.
病害调查可与测定烟草农艺性状同步进行.根据根结线虫病的发生情况,在发病初期开始调查,每隔

5d调查一次,连续调查4次以上,计算发病率、病情指数和防效.

病株率(%)=
发病株数

调查总株数×100

病情指数=
∑(发病株数×该病级代表值)
调查总株数×最高级代表值 ×100

防治效果(%)=
(对照病情指数-处理病情指数)

对照病情指数 ×100

1.6 数据分析

采用Excel2013对试验数据进行收集处理,并采用SPSS16.0统计软件以独立样本T检验法进行差异

分析,采用Origin9.0绘图.

2 结果与分析

2.1 对旺长期烟草生长的影响

如图1所示,不同时期窝施2种药剂后对烟株的生长均有显著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对烟株株高、茎

围和有效叶数的提升效果.0.5%阿维菌素颗粒剂和10%噻唑膦颗粒剂在移栽前处理后对烟株生长的促进

效果明显优于移栽后处理.随着移栽后施药时间的延后,其促进效果逐渐减弱.在旺长期,对照烟株株高均

值仅为85.62cm,而0.5%阿维菌素颗粒剂移栽前处理(110.05cm)、移栽后15d处理(106.01cm)和30d
处理(97.70cm)的株高相比对照分别提高28.54%,23.81%和14.11%(p<0.05).10%噻唑膦颗粒剂移栽

前处理(111.57cm)、移栽后15d处理(105.97cm)和30d处理(98.80cm)的株高相对于对照分别提高

30.31%,23.76%和15.39%(p<0.05).对照烟株茎围均值为7.78cm,0.5%阿维菌素颗粒剂在移栽前处理

(10.06cm)、移栽后15d处理(9.63cm)和30d处理(8.74cm)后的茎围比对照分别提高29.25%,23.68%、

12.29%(p<0.05),10%噻唑膦颗粒剂移栽前处理(9.95cm)、移栽后15d处理(9.27cm)和30d处理

(8.96cm)的茎围比对照分别提高27.88%,19.06%和15.12%(p<0.05).

图1 两种药剂不同时间处理对田间烟草株高和茎围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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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2所示,对照烟株有效叶片数均值为13.7片,0.5%阿维菌素颗粒剂移栽前处理(17.00片)、移栽

后15d处理(16.80片)和30d处理(15.47片)以及10%噻唑膦颗粒剂移栽前处理(16.67片)、移栽后15d
处理(16.67片)和30天处理(15.70片)的有效叶片数均高于对照.对照烟株最大叶面积均值为807.76cm2,

0.5%阿维菌素颗粒剂移栽前处理(1158.04cm2)、移栽后15d处理(1004.84cm2)以及10%噻唑膦颗粒剂

移栽前处理(1154.65cm2)的最大叶面积比对照分别显著提升了43.37%,24.40%和42.95%(p<0.05).

注:字母不同表示在p<0.05水平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下同.

图2 两种药剂不同时间处理对田间烟草有效叶数和叶面积的影响

2.2 对烟草根结线虫病的防控效果

如图3所示,试验地烟草根结线虫病随烟株生长呈不断加重趋势,发病后期(9月17日),田间烟草根

结线虫发病率达72.08%,病情指数为25.69.如表2所示,2种药剂在不同时期处理后均对烟草根结线虫有

一定的控制效果,防控效果从高到低依次为10%噻唑膦颗粒剂移栽前处理(79.28%~85.71%)、0.5%阿维

菌素颗粒剂移栽前处理(77.12%~85.71%)、0.5%阿维菌素颗粒剂移栽后15d处理(48.02%~62.07%)、

10%噻唑膦颗粒剂移栽后15d处理(44.06%~51.53%)、0.5%阿维菌素颗粒剂移栽后30d处理(28.57%~

34.48%)、10%噻唑膦颗粒剂移栽后30d处理(13.98%~29.31%).

图3 两种药剂处理的田间烟草根结线虫病发病率和病情指数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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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不同时期不同药剂对烟草根结线虫病的防效 %

处理 6月1日 6月28日 7月24日 9月17日

1 85.71±14.29a 75.86±11.31a 79.68±2.25a 77.12±2.69a
2 57.14±0.00ab 62.07±9.12ab 48.02±9.16b 54.59±5.25b
3 28.57±14.29b 34.48±16.45b 30.61±4.58bc 32.79±4.67c
4 85.71±14.29a 82.76±6.90a 83.64±2.97a 79.28±2.62a
5 42.86±14.29ab 44.83±9.12ab 44.06±5.20b 51.53±5.62b
6 28.57±28.57b 29.31±13.47b 13.98±14.66c 20.18±11.10c

  注:表中数据为防效均值与均值标准误,同列不同字母表示在p<0.05水平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采用病程进展曲线下面积对不同时期施用2种药剂对田间烟草根结线虫病的防控效果进行评估.结果

表明,如图4所示,不同处理对烟草根结线虫的发生(发病率)和发展(病情指数)均有一定控制效果,其中

移栽前处理对病害的控制效果最佳,病程进展曲线下面积显著低于对照.其中,施用阿维菌素和噻唑膦对

根结线虫病的防效分别为78.31%和81.54%(p<0.05).移栽后15d施用阿维菌素和噻唑膦后,2种药剂对

根结线虫病的防效均降低为50%左右;移栽后30d处理后,噻唑膦对病害的防效仅为17.70%.

图4 田间烟草根结线虫病病程进展曲线下面积

3 讨论与展望

试验结果表明,化学药剂(阿维菌素和噻唑膦)窝施处理对根结线虫病具有一定控制效果,且能明显促

进烟株生长,但随药剂处理时间延长,防效和促生效果降低.移栽前窝施处理对烟草根结线虫的整体防效

可达78%以上,移栽后15d处理防效仅为50%左右,因此,烟草根结线虫的关键防控时间应为移栽前,药

剂与移栽点土壤的充分混合可起到杀虫效果,保证烟株后期正常生长.同时,针对移栽前药剂防控关键时

期,需进一步开展药剂减量增效试验,探索烟草根结线虫病的高效防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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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baccorootknotnematodeisamostimportantsoil-bornetobaccodiseaseinsouthwestChina,
especiallyinLiangshanprefectureofSichuanprovince.Inordertoinvestigatetheoptimaltimeofpesticide
applicationforreducingpesticideuseandimprovingcontrolefficiency,afieldexperimentwasmadeinthe
tobacco-growingareaofLiangshan,inwhichavermectinorthiazophoswasappliedtothesoil15dbefore
tobaccoseedlingtransplanting,or15or30daftertransplantingtocomparetheeffectsofthetwopesticides
ontobaccoroot-knotnematode.Theresultsshowedthatbothpesticideshadsomeeffectofcontrollingthe
occurrenceofnematodediseaseandpromotingthegrowthoftobaccoplants.Theearlierthesoilweretrea-
tedwiththepesticidesthebettertheeffectwouldbe.Thecontrolefficiencywas78%ormorewhenpesti-
cideapplicationwasmadebeforetransplanting,loweredto50% whenpesticideapplicationwasmade15
daysaftertransplantinganddroppedtoamere18% whentreatmentwasmade30daysaftertransplanting.
Keywords:tobaccoroot-knotnematode;chemicalcontrol;timingforpesticideapplication;disease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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