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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种药剂对林芝苹果白粉病的田间防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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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有效地控制苹果白粉病的危害,筛选出适合当地生产上防治苹果白粉病的高效

药剂.本研究选用10种新型高效低毒药剂,在林芝市巴宜区米瑞乡果园开展了杀菌剂对苹

果白粉病田间药效试验.结果表明,40%腈菌唑WP在第3次药后14d防效达到80%以上,

效果最好;50%硫磺JG、30%己唑·乙嘧酚 ME、300g/L醚菌酯·啶酰菌悬浮剂、80%硫

磺 WG4种药剂在第3次药后14d防效也能达到70%以上.因此,以上5种药剂均可作为

防治苹果白粉病的首选药剂,可在果园内交替使用.研究结果旨在为该病害的有效防控提

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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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ordertoeffectivelycontroltheapplepowderymildew,theeffectivefungicidessuit-
ableforlocalproductionwerescreened.Inthisstudy,thefieldcontrolefficacytestoftenkinds
offungicidesagainstpowderymildewofapplewascarriedoutintheorchardofMiruitownship,
BayiDistrict,NyingchiCity.Theresultsshowedthatthebestcontroleffectwasachievedby
40% mycloxazoleWPwithmorethan80%ofcontroleffectat14dafterthethird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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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50%sulfurJG,30%hexazoleethylphenolME,300g/LetherithoxylateridylSCand80%
sulfurWGalsoachievedmorethan70%ofcontrolefficacyat14daysafterthethirdapplication.
Therefore,theabovefiveagentscanbeusedasthefirstchoiceforthecontrolofpowderymil-
dew,andcanbeusedalternatelyintheorchard.Theresultsprovidetheoreticalbasisfortheef-
fectivepreventionandcontrolofthedisease.
Keywords:applepowderymildew;fungicides;controlefficacy;Nyingchi

  苹果白粉病(ApplePowderyMildew)是由白叉丝单囊壳(Podosphaeraleucotricha)引起的

一种真菌性病害,其发病时间长,是苹果树常发性病害之一,在世界苹果种植区普遍发生[1-4].
在我国,苹果白粉病在各苹果栽培区也均有发生,以云南、贵州、四川、陕西关中、甘肃天水、

山西南部等地区发生较重,尤其在主栽品种“富士”上较严重[5].病原除为害苹果外,还可对海

棠、梨、山定子等造成为害[3,6].
近年来,苹果在西藏种植面积和规模迅速扩大,尤其在林芝地区林果产业已成为当地主导

产业之一,在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方面作用日益凸显.苹果白粉病在西藏分布广泛[7-8],作

为苹果全生育期一种早期病害,主要为害叶片和新梢,也为害花、芽和幼果,造成新梢停止生

长、干枯,叶片脱落,严重影响树势和产量.同时,随着异常气候的增多,个别品种出现发病率

高、危害程度重等特点,对苹果种植增加了潜在威胁,严重阻碍当地苹果产业的健康发展.目
前,通过现有的调查,已基本明确该病在我国发生分布及危害情况[9].该病害的发生与寄主组

织的发育状态有密切关系,枝梢组织幼嫩阶段为白粉病发生盛期[10],冬季温度升高、春季降雨

增多以及单施氮肥等均可造成其严重发生[11-12].关于苹果白粉病药剂防治方面,郑伟等[13-14]用

室内毒力测定筛选出43%戊唑醇悬浮剂、20%硫磺·三唑酮可湿性粉剂等效果较好药剂,田间

药效试验筛选出氟菌唑可湿性粉剂4000倍液、氟菌唑可湿性粉剂3000倍液效果较好药剂;

李继平等[15]认为苹果现蕾期或花后施用40%信生可湿性粉剂8000倍液、25%剔病乳油3000
倍液倍液等药剂,防效较好.除使用杀菌剂外,栽培抗病品种也是常用的防治措施,刘振中

等[16]也已鉴定出高抗材料5份,抗病材料21份.西藏地区对该病害相关防治研究报道仍较少.
因此,本试验选用几种常见的和新型高效低毒药剂进行苹果白粉病田间防效试验,旨在为该病

害的有效防控提供理论依据,帮助解决生产上用药单一、技术措施跟不上等问题,实现西藏高

原特色果业的绿色优质发展.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地点

试验时间为2021年5月12日至6月30日.试验地点位于林芝市巴宜区米瑞乡姆多村苹果

园(东经94°55'、北纬29°48'),海拔2938m,果园总面积28hm2,其中苹果20余hm2.试验选

择果园内苹果白粉病历年发生最严重苹果树品种和地块,试验地面积0.73hm2,树龄8年,树

距1.5m×3m,定期灌水和施肥.
1.2 供试苹果品种

供试苹果树品种为“锦绣红”.
1.3 供试药剂

供试药剂共包括10种,其类型和浓度见表1,用量以厂家推荐为准,清水作为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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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供试药剂及浓度

处理 药剂类型 药剂名称 有效成分 生产厂家
用量/

(g·hm-2)

Ⅰ
Ⅱ
Ⅲ

Ⅳ
Ⅴ
Ⅵ
Ⅶ
Ⅷ
Ⅸ
Ⅹ

CK

生物农药

化学农药

对照

榜中榜 10%多抗霉素 WP 陕西上格之路生物科学有限公司

誓佳 6%春雷霉素SL 青岛中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冠蓝 1×1011芽孢/g枯草芽孢杆菌 WP 中国农科院植保所廊坊农药中试厂

東泰胜标 80%硫磺 WG 山东东泰农化有限公司

标正多彩 40%腈菌唑 WP 陕西标正作物科学有限公司

硫磺 50%硫磺JG 湖北双吉化工有限公司

京博品优 300g/L醚菌酯·啶酰菌SC 京博农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剑牌敌力康 12.5%烯唑醇 WP 江苏剑牌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科举 36%唑醚·戊唑醇EC 广东茂名绿银农化有限公司

国光百秀 30%己唑·乙嘧酚 ME 西安近代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清水 - -

90
54
900

900
60

1500
202.5
90
162
135

-

1.4 试验设计和药剂处理

试验共10个处理,1个对照,各处理重复3次,共33个试验小区.各试验小区苹果树8株,

按随机区组排列,3次重复.根据试验地苹果白粉病发生特点,试验分别于苹果树花后以及快速

生长期,使用凯锋3WBD-20背负式电动喷雾器喷施药剂,容量20L,工作压力0.2~0.45
MPa,喷孔直径1.3mm,喷药剂量如表1所述,以喷到苹果树叶片全部湿润为止.重点喷施新

梢叶片的正反面.试验期间共喷药3次,具体时间为5月13日、5月29日、6月16日,期间间

隔约15d左右.施药日天气晴朗,均选择早上8时或下午5时后开始施药,施药后6h内未

降雨.
1.5 试验调查方法

将各试验小区两边各1株树作为隔离带,中间6棵树中任选3株,每棵树按东、西、南、

北、中5个方位挂牌分别标记2个当年生枝梢.施药前先调查一次发病基数,之后每次施药后

7d,14d再分别调查一次发病情况.调查时每梢选取10片叶,一株共100片叶,记载各级病叶

数,以病情指数计算防治效果,并观察药剂对苹果树的安全性.

病情指数=
∑各级病叶数×相对级数值

调查总叶数×发病最高一级的代表数值×100

防治效果(%)=
1-空白对照药前病指×药剂处理药后病指

空白对照药后病指×药剂处理药前病指 ×100%

苹果白粉病叶片病情分级标准如下:

1级为病斑面积占整片叶面积的5%以下;

3级为病斑面积占整片叶面积的5%~10%;

5级为病斑面积占整片叶面积的11%~20%;

7级为病斑面积占整片叶面积的21%~40%;

9级为病斑面积占整片叶面积的40%以上.
1.6 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

试验所有数据采用DPS数据处理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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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1 第1次施药后7d和14d的防效

由试验结果可以看出,第1次药后7d,各药剂处理防效虽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但防效值

都低.以36%唑醚·戊唑醇EC、30%己唑·乙嘧酚 ME和40%腈菌唑 WP3种化学药剂防效

相对好一点,防效分别为32.96%,32.24%和32.00%;其次为80%硫磺 WG,防效为30.31%;以

12.5%烯唑醇 WP防治效果最差,防效为13.43%.第1次药后14d,各处理防效值均明显下降,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以40%腈菌唑 WP防效值相对最大,为21.54%(表2).

表2 第1次施药后各药剂对苹果白粉病的田间防治效果

处理方法
用量/

(g·hm-2)
药前病
情基数

施药后7d
病情指数 防效/%

施药后14d
病情指数 防效/%

10%多抗霉素 WP 90 11.70 17.11 23.83abcdeAB 22.96 18.29aA
6%春雷霉素SL 54 11.37 16.11 25.56abcAB 22.04 18.99aA

1×1011芽孢/g枯草芽孢杆菌 WP 900 10.48 16.26 19.25bcdeAB 22.52 10.68aA
80%硫磺 WG 900 10.93 14.52 30.31abA 20.41 21.03aA
40%腈菌唑 WP 60 11.67 15.26 32.00aA 22.00 21.54aA
50%硫磺JG 1500 10.74 15.30 25.50abcdAB 20.89 17.90aA

300g/L醚菌酯·啶酰菌SC 202.5 10.63 15.81 22.78abcdeAB 21.33 16.19aA
12.5%烯唑醇 WP 90 10.26 17.07 13.43ceB 21.11 14.44aA

36%唑醚·戊唑醇EC 162 11.59 14.78 32.96aA 22.22 19.57aA
30%己唑·乙嘧酚 ME 135 11.63 14.93 32.24aA 22.30 19.50aA

CK - 11.81 22.74 - 28.41 -

  注:字母不同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其中小写字母不同表示p<0.05,大写字母不同表示p<0.01.

2.2 第2次施药后7d和14d的防效

由试验结果可以看出,第2次药后7d,各药剂处理防效值均明显改善,但仍较低,不同药

剂处理的防效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其中,以40%腈菌唑 WP防效值最高,为39.11%;以

生物药剂1×1011芽孢/g枯草芽孢杆菌 WP防治效果值最低,防效为21.38%.
第2次药后14d,不同药剂处理的防效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以化学药剂40%腈菌

唑 WP、30%己唑·乙嘧酚 ME防效相对较高,分别为52.30%和51.45%;以生物药剂1×1011芽
孢/g枯草芽孢杆菌 WP防治效果值最低,防效仅为28.65%(表3).

表3 第2次施药后各药剂对苹果白粉病的田间防治效果

处理方法
用量/g
·hm-2

药前病
情基数

施药后7d
病情指数 防效/%

施药后14d
病情指数 防效/%

10%多抗霉素 WP 90 11.70 25.93 34.40aA 25.44 46.59abcA
6%春雷霉素SL 54 11.37 25.96 31.78aA 25.56 44.24abcA

1×1011芽孢/g枯草芽孢杆菌 WP 900 10.48 28.00 21.38aA 30.63 28.65cA
80%硫磺 WG 900 10.93 24.37 32.24aA 25.37 40.56abcA
40%腈菌唑 WP 60 11.67 24.11 39.11aA 22.81 52.30aA
50%硫磺JG 1500 10.74 22.89 36.73aA 21.70 50.40abA

300g/L醚菌酯·啶酰菌SC 202.5 10.63 24.30 32.49aA 22.67 47.81abA
12.5%烯唑醇 WP 90 10.26 26.19 23.98aA 28.37 32.02bcA

36%唑醚·戊唑醇EC 162 11.59 25.78 33.46aA 24.74 46.86abcA
30%己唑·乙嘧酚 ME 135 11.63 24.74 35.32aA 22.26 51.45aA

CK - 11.81 40.15 - 48.41 -

  注:字母不同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其中小写字母不同表示p<0.05,大写字母不同表示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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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第3次施药后7d和14d的防效

由试验结果可以看出,第3次施药后7d,各药剂防效逐渐显现,不同药剂处理的防效比

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10个处理中,40%腈菌唑 WP、30%己唑·乙嘧酚 ME2种药剂防效

均达到70%及以上;其次为50%硫磺JG,防效为68.53%;仍以生物药剂1×1011芽孢/g枯草

芽孢杆菌 WP防治效果值最低,防效为30.18%.
第3次施药后14d,不同药剂处理的防效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仍以40%腈菌唑

WP防治效果最好,达到80%以上;其次为50%硫磺JG,防效为77.65%;接下来为30%己

唑·乙 嘧 酚 ME、300g/L醚 菌 酯·啶 酰 菌 SC、80%硫 磺 WG,其 防 效 分 别 为76.91%,

74.10%,71.11%;仍以生物药剂1×1011芽孢/g枯草芽孢杆菌 WP防治效果值最低,防效为

29.34%(表4).
此外,各药剂处理苹果树在整个试验期间至采收期均未观察到有药害现象的发生.

表4 第3次施药后各药剂对苹果白粉病的田间防治效果

处理方法
用量/

(g·hm-2)
药前病
情基数

施药后7d
病情指数 防效/%

施药后14d
病情指数 防效/%

10%多抗霉素 WP 90 11.70 18.11 62.32abcAB 14.89 68.62bcdABC

6%春雷霉素SL 54 11.37 21.78 53.05cdAB 19.07 58.23deCD

1×1011芽孢/g枯草芽孢杆菌 WP 900 10.48 30.30 30.18eC 30.26 29.34fE

80%硫磺 WG 900 10.93 18.85 56.10bcdAB 12.33 71.11abcABC

40%腈菌唑 WP 60 11.67 12.93 73.38aA 8.33 82.68aA

50%硫磺JG 1500 10.74 13.96 68.53abcA 9.81 77.65abAB

300g/L醚菌酯·啶酰菌SC 202.5 10.63 14.85 66.21abcAB 11.26 74.10abcABC

12.5%烯唑醇 WP 90 10.26 23.00 45.54dBC 21.33 48.70eD

36%唑醚·戊唑醇EC 162 11.59 19.30 58.85abcdAB 16.52 64.17cdBCD

30%己唑·乙嘧酚 ME 135 11.63 13.93 70.02abA 10.63 76.91abcAB

CK - 11.81 49.04 - 48.37 -

  注:字母不同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其中小写字母不同表示p<0.05,大写字母不同表示p<0.01.

3 结论与讨论

田间防治试验表明,所选10种药剂3次用药后对苹果白粉病防治效果均有很大的变化,

这与试验选用的地块发病程度、苹果品种等相关外,气候条件也是主导因素.第1次用药后防

效均差,是由于该期间(整个5月)林芝巴宜区降雨较为频繁,为白粉病的流行爆发提供了较适

宜的环境,使病情迅速蔓延加重;同时,虽施药后6h内未降雨,但连续阴雨对各药剂药效还是

有一定的影响.随着第2次施药后,尤其在6月10日之后,天气晴朗,降雨少,此时各药剂防

治效果逐渐显现,特别在第3次药后14d,10个药剂处理防治效果呈现出明显的差别.本试验

中,40%腈菌唑 WP、50%硫磺JG、30%己唑·乙嘧酚ME、300g/L醚菌酯·啶酰菌SC、80%
硫磺 WG处理对白粉病的防效和持效性都较好,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李继平等[15]发现

40%信生(有效成分腈菌唑)可湿性粉剂8000倍液、25%剔病(有效成分腈菌唑)乳油3000倍

液防治苹果白粉病田间药效较好;王树桐等[17]发现目前防治苹果白粉病效果较好的药剂包括

80%硫磺水分散粒剂、30%醚菌·啶酰菌悬浮剂、40%腈菌唑可湿性粉剂;鄢洪海[18]测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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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80%硫磺水分散粒剂防治苹果白粉病效果良好而且安全,而18%烯肟菌酯·氟环唑[19]、

氯氟醚菌唑、氟唑菌酰羟胺[20]等报道效果较好的防治药剂本试验未设计.因此,在实际生产中,

为延缓抗药性的产生,建议首选40%腈菌唑 WP、50%硫磺JG、30%己唑·乙嘧酚 ME、

300g/L醚菌酯·啶酰菌SC、80%硫磺 WG等药剂合理轮换使用和科学复配,尽量减少施药次

数和施药量,不随意加量.另外,在本试验中设置的3个生物农药处理,效果均不明显,尤其以

1×1011芽孢/g枯草芽孢杆菌 WP防治效果值最低,而开展以生物防治为主的病虫害绿色防控

是新时代保护好我区生态环境、减少农药使用量、实现农产品优质绿色安全生产的重要内容.
因此,今后应研制、筛选和应用更多的生物药剂在各果树种植区进行病害防治.

在西藏,苹果白粉病通常4月下旬至5月上旬开始发病,之后病情迅速扩展,6月中上旬

达到发病高峰期,若5~6月降雨丰富,可持续危害到7月底.目前对苹果白粉病防治基本上以

化学药剂为主,常用药剂有三唑酮、腈菌唑、苯醚甲环唑、甲基硫菌灵、代森锰锌、嘧菌酯等以

及由这些药剂组成的复配剂[19-22],但如三唑酮类药剂的长期单一使用,已难达到理想效果,因

此要注意不同类型杀菌剂的轮换替用,还应选择用量少、新型高效低毒药剂.随着近年来我区

部分地区5、6月份降雨增多,利于苹果白粉病的发生流行,因此,春季应加强该病害的预警监

测,增强预防意识和预防措施.
在具体防治上,要抓住重点关键时期,综合运用农业、生物、化学等综合防治措施,尤其不

可忽视农业防治措施,具体可以采取以下几个措施进行防控:首先,同等要求下,优先选栽抗

病品种.其次,要做好冬季清园和早春防治,采收后及时清理病残株、残果、落叶和果园周边杂

草,以减少菌源;结合休眠期修剪,剪除病梢病芽,对剪下的病枝深埋或集中到园外烧毁等处

理;还可在春季组织人工摘除2~3次病芽,把病梢同样集中处理.再次,要合理密植,适时修

剪,科学施肥,增强树势.最后,科学施药,早春发芽前,结合防治其他病虫害,可喷洒3~5波

美度石硫合剂;开花前,喷施1次0.5波美度石硫合剂或50%硫磺胶悬剂150倍液,对苹果树

白粉病的防治安全且有效;花后、快速生长期发病果园,选择推荐药剂喷施1~2次.对发病严

重果园最后一次用药后间隔10~15d再喷药一次,以便取得较好的防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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