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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间小麦叶锈病防控药剂的筛选①

吴方勤1, 葛 翔1, 梅爱中2, 钱爱林2

1.地方国营东台市渔舍农场,江苏 东台224200;

2.东台市植保植检站,江苏 东台224200

摘 要:小麦叶锈病是我国小麦生产上的重要病害之一,每年给小麦产业造成严重的危害.目前,化学药剂防治仍

是控制小麦叶锈病大流行的主要手段和措施.因此,本文通过田间小区试验比较了10种市售杀菌剂对小麦叶锈病

的防治效果,以筛选对小麦叶锈病有较好防效的药剂.试验结果表明,环丙唑醇、烯唑醇、氟环唑、戊唑醇、肟菌·

戊唑醇、啶氧·丙环唑和吡唑醚菌酯等对小麦叶锈病均有较好的防控效果,防效可达80%以上.其中,以环丙唑

醇、烯唑醇、氟环唑和戊唑醇在防病效果更为高效,表现为用量少、防效高.研究结果旨在为田间小麦叶锈病的防

控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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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叶锈病(Wheatleafrust)是禾谷类锈病中分布广泛、发生普遍的一类病害,也是我国小麦生产上

的重要病害之一.在我国,小麦叶锈病年发生面积约15万hm2,主要发生在西南、西北地区、长江中下游

地区、黄淮海流域南部地区,一般可导致小麦减产10%~30%,严重时可达50%以上[1,2].20世纪90年代

以来,由于气候因素,小麦叶锈病严重发生.目前抗叶锈病的小麦品种较少,中低抗性品种受气候因素、耕

作制度改变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不能完全抵御病害的流行和危害[3],因此,化学药剂防治仍是控制小麦叶

锈病大流行的主要手段和措施.为此,本研究通过田间小区试验比较了10种市售杀菌剂对小麦叶锈病的防

治效果,以求筛选对小麦叶锈病有较好防效的药剂,为大面积生产防治小麦叶锈病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药剂

参试药剂信息如表1所示,均为市购.
1.2 试验设计

试验共设置11个处理,每处理重复3次,每个重复小区面积为217m2,试验区总面积7150m2,小区

随机分布.每667m2 制剂用量如下:
处理1:44%三唑酮悬浮剂36g;
处理2:430g/L戊唑醇悬浮剂20mL;
处理3:25%吡唑醚菌酯悬浮剂40g;
处理4:75%肟菌·戊唑醇悬浮剂20g;
处理5:30%丙硫菌唑可分散油悬浮剂30g+430g/L戊唑醇悬浮剂20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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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6:12.5%烯唑醇可湿性粉剂60g;
处理7:12.5%氟环唑悬浮剂60g;
处理8:40%环丙唑醇悬浮剂20g;
处理9:30%醚菌酯水分散粒剂40g;
处理10:19%啶氧·丙环唑悬浮剂67g;
处理11:空白对照.

表1 参试药剂

编号 药剂名称 生产厂家

1 44%三唑酮悬浮剂 江苏剑牌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2 430g/L戊唑醇悬浮剂 盐城利民农化有限公司

3 25%吡唑醚菌酯悬浮剂 济南仕邦农化有限公司

4 75%肟菌·戊唑醇悬浮剂 德国拜耳股份公司

5 30%丙硫菌唑可分散油悬浮剂+430g/L戊唑醇悬浮剂 安徽久易农发公司

6 12.5%烯唑醇可湿性粉剂 江苏农药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

7 12.5%氟环唑悬浮剂 江苏丰登作物保护股份有限公司

8 40%环丙唑醇悬浮剂 江苏丰登作物保护股份有限公司

9 30%醚菌酯悬浮剂 安徽丰乐农化有限公司

10 19%啶氧·丙环唑悬浮剂 美国杜邦公司

1.3 试验方法

1.3.1 试验地概况

试验安排在东台市开发区富强村农业园区小麦田,经度为120.35°E,纬度为32.90°N,小麦品种为“镇
麦12”,2019年11月13日播种,机条播.
1.3.2 施药时间和方法

施药时间为2020年2月26日,小麦3~4个分蘖,田间发病初期,平均病株率0.1%.
施药方式为叶面喷雾,每667m2 用水量45kg,施药器械为汇丰HF-20型背负式电动喷雾器.
施药当日晴,气温3~10℃,平均7.1℃,药后30~70h有雨,除此药后10d内无雨水.

1.4 调查内容

1.4.1 药害调查

施药后1d,3d,5d,7d对小麦生长情况进行调查,观察记录作物有无药害发生.
1.4.2 病害调查

药后30d(3月27日)对试验区田间小麦锈病发生情况进行调查.调查时,每小区采用棋盘式取样法选

取5点,每点调查30株,共计150株.调查植株所有功能叶发病情况,分别记载病叶数、病株数,并对严重

度进行分级.
0级:无病;

1级:病斑面积占全叶面积5%以下;

2级:病斑面积占全叶面积5%-10%;

3级:病斑面积占全叶面积10%-25%;

4级:病斑面积占全叶面积25%-40%;

5级:病斑面积占全叶面积40%-65%;

6级:病斑面积占全叶面积65%以上.
根据公式(1)(2)(3)分别计算病株率、病叶率和病情指数,根据(4)计算各药剂处理防效.
病株率(%)=发病株数/调查株数×100% (1)
病叶率(%)=发病叶数/调查总叶片数×100% (2)
病情指数=Σ(各级发病叶数×各级代表数)/(调查总叶片数×6)×100 (3)
防效(%)=(对照区病情指数-处理区病情指数)/对照区病情指数×10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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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数据分析

采用Excel2013对试验数据进行基本处理;采用SPSS16.0统计软件以单因素ANOVA(σ=0.05和

α=0.01)进行组间差异性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药剂处理对小麦生长的影响

药剂处理后小麦田间长势的调查结果表明,各药剂处理区小麦生长未见明显异常,无明显药害发生,
药剂总体表现安全.
2.2 药剂处理对小麦叶锈发生的影响

对田间小麦叶锈病发生情况的调查结果表明,药剂药后30d,各参试药剂对小麦叶锈都有较好的防控

效果,防效均在60%以上,具体防效见表2.其中,肟菌·戊唑醇、丙硫菌唑+戊唑醇、烯唑醇、环丙唑醇

等药剂防治效果更为突出,防效均在85%以上.40%环丙唑醇20g处理有效成分用量仅为8g,对小麦叶

锈病的防效可达90.84%,12.5%烯唑醇60g处理有效成分用量仅为7.5g,对小麦叶锈病的防效可达

88.23%,二者对病害的防控具有相对高效的特点.相比之下,30%丙硫菌唑可分散油悬浮剂30g+430g/L
戊唑醇20mL、19%啶氧·丙环唑悬浮剂67g、75%肟菌·戊唑醇悬浮剂20g防效虽高,但有效成分用量

也高.12.5%氟环唑悬浮剂60g处理和430g/L戊唑醇悬浮剂20mL处理的有效成分用量为7.5g和8.6g,
防效均达84%左右.30%醚菌酯40g对小麦叶锈病的防效为所有参试药品中最低的,仅为63.84%.

前人的研究发现,每667m2430g/L戊唑醇悬浮剂有效成分用量为12.93g时对小麦叶锈病的防效可

达88.33%,而30%丙硫菌唑悬浮剂有效成分用量12g时防效略逊于戊唑醇,仅为85.58%[4],而刘扬等[5]

研究表明每667m240%丙硫菌唑·戊唑醇悬浮剂(有效剂量8~12g)对小麦锈病的防效为82.47%~
86.67%.本试验结果表明,30%丙硫菌唑悬浮剂和430g/L戊唑醇悬浮剂混合施用对小麦叶锈病的防效为

86.70%,相对于430g/L戊唑醇悬浮剂单用防效仅提高了2.17个百分点,因此,针对丙硫菌唑和戊唑醇联

合施用防控小麦叶锈病的方法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和验证(表2).

表2 小麦叶锈防治试验效果

药剂及每667m2 用量
每667m2

有效成分用量/g

病情

指数

防效/

%
40%环丙唑醇悬浮剂,20g 8 2.95 90.84aA

75%肟菌·戊唑醇悬浮剂,20g 15 3.72 88.44bAB
12.5%烯唑醇粉剂,60g 7.5 3.79 88.23bcAB

30%丙硫菌唑可分散油悬浮剂30g+430g/L戊唑醇悬浮剂20mL 9+8.6 4.28 86.70bcAB
19%啶氧·丙环唑悬浮剂,67g 12.7 4.68 85.46bcB
12.5%氟环唑悬浮剂,60g 7.5 4.87 84.87bcB

430g/L戊唑醇悬浮剂,20mL 8.6 4.98 84.53cB
25%吡唑醚菌酯悬浮剂,40g 10 5.92 81.61dB
44%三唑酮悬浮剂,36g 15.8 6.45 79.96dB

30%醚菌酯水分散粒剂,40g 12 11.64 63.84eC
对照(空白) 32.19

  注:表中病情指数和防效为3次重复的平均值;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大写字

母表示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3 结论与展望

3.1 结论

(1)本试验剂量下,各药剂叶面喷雾施用不影响小麦正常生长,药剂总体表现安全.
(2)本试验表明,所选10种参试药剂均能有效防控小麦叶锈病.其中,以环丙唑醇、烯唑醇、氟环唑和

戊唑醇防病效果更为高效,表现为用量少、防效高.同时,肟菌·戊唑醇、啶氧·丙环唑和吡唑醚菌酯等对

小麦叶锈病也有较好的防控效果.另外,30%醚菌酯水分散粒剂40g对小麦叶锈病的防控效果相对稍差.
3.2 展望

(1)病害防控以早期用药为宜.建议针对发病田块及其周边田块,在发病之前或者病害发生初期进行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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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处理,以提高病害防控效果,降低病害造成的损失.
(2)轮换用药,提高病害防控效果,减少病原抗药性.针对小麦叶锈病,选择环丙唑醇、烯唑醇、氟环

唑、戊唑醇、肟菌·戊唑醇、啶氧·丙环唑和吡唑醚菌酯等药剂按照推荐剂量叶面喷雾防控病害.同时,在

充分考虑安全间隔期的前提下,可采用不同药剂混合施用、同生育期内采用不同药剂联合施用、不同年份

间轮换用药等防控方法,保证和提高防效,延缓病原菌抗药性产生.
(3)目前市场上用于锈病防控的药剂主要是三唑类和甲氧基丙烯酸酯类这两大类,这些药剂,具有杀

菌谱广的特点[4,6],同时,此类药剂会抑制植株体内赤霉素的合成,进而对作物产生抑制作用,使用不当可

造成药害.因此,在采用这些药剂防控小麦锈病的过程中,应严格把控施用剂量和施药方法,务必按照推荐

剂量使用,杜绝盲目加大用量、增加用药次数和随意混配药剂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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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ieldtrialswerecarriedoutinthisstudytodeterminethecontrolefficacyoftenfungicidesa-
gainstwheatleafrust,inordertoprovideareliablereferencetothefuturecontrolofwheatleafrust.The
resultsshowedthatthefungicidescyproconazole,diniconazole,epoxiconazole,tebuconazole,triximiumpen-
tazolol,idioxypropionazoleandpyraclostrobincouldeffectivelycontrolthewheatleafrustwithacontrolef-
ficiencyover80%,andoftheseven,cyproconazole,epoxiconazoleandtebuconazoleperformedmostsatis-
factorily,withalowerdoseandhighercontroleffic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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