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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药剂对小麦赤霉病和白粉病的田间防效试验评价

吴翠翠, 吴小兵, 唐强, 袁红银, 蒋明, 王学平

江苏省如皋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江苏 如皋226500

摘 要:小麦赤霉病和小麦白粉病是小麦生产中的重要病害,本研究通过田间试验明确了

不同药剂对小麦赤霉病和白粉病的综合控制效果.试验结果表明,试验药剂对小麦赤霉病

的防治效果较好,病穗防效和相对防效均达90%以上,其中氟唑菌酰羟胺防治效果最佳,

病穗防效在94%以上,相对防效在93%以上.小麦白粉病于发病初期用药,防控效果最佳,

大发生年份若发病初期用药仍不能控制其扩展,可在扬花初期使用40%环丙唑醇结合小麦

赤霉病一并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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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heatscabandwheatpowderymildewareimportantdiseasesinwheatproduction.
Thisstudydeterminedthecomprehensivecontroleffectsofdifferentfungicidesonwheatscab
andwheatpowderymildewthroughfieldtrials.Theexperimentalresultsshowedthatthecon-
troleffectoftheexperimentalagentsonwheatscabwasgood,withover90%ofdiseaseear
controleffectandrelativecontroleffect.Amongthem,fluconazoleacylhydroxylaminehadthe
bestcontroleffect,withover94%ofdiseaseearcontroleffectandover93%ofrelativecontrol
effect.Wheatpowderymildewwasthebestpreventedandcontrolledbyusingchemicalsatthe
initialstageofthedisease.Ifthespreadofwheatpowderymildewcannotbecontrolledbyc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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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alsattheearlystageofthediseaseinthehighincidenceyear,40%cyclopropazolecanbeused
incombinationwithpreventionandcontrolofwheatscabattheearlystageofflow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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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如皋市是国家重要粮食生产基地,常年小麦种植面积在4.33万hm2 左右[1],长江

中下游湿润多雨的气候条件既是自然禀赋,也为小麦赤霉病和白粉病的发生提供了温床[2],长

江中下游地区成为小麦赤霉病和白粉病的常发区、重发区,年发生面积达6.67万hm2 次,

2018—2021年分别挽回损失21700t、52600t、39800t、62200t和80950t.小麦赤霉病可防

不可治、防治窗口期短、易发生毒素超标问题[3-5],小麦白粉病初期侵染隐蔽性强,病情扩展

快,产量损失大[6-7],严重影响如皋市夏粮生产安全和质量安全.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小麦“一喷

三防”资金投入,每年用于小麦赤霉病防控的项目资金达到500万左右,加之种植户受呕吐毒

素超标导致卖粮难,小麦赤霉病的防治工作越来越受到重视,小麦赤霉一次防治基本可做到全

覆盖,而小麦白粉病一般采取穗期兼治的防治策略.随着人们对小麦品质的要求不断提高,部

分强筋小麦及感病品种种植面积进一步扩大,导致小麦白粉病的发生在如皋市呈逐年加重态

势,部分年份产量损失甚至超过了赤霉病,因此穗期兼治已不能有效阻止其扩展蔓延.卢飞[8]、

陈晓平等[9]、陈宏州等[10]的研究表明,吡唑醚菌酯、醚菌酯等甲氧基丙烯酸脂类药剂穗期使用

存在刺激毒素增值的作用,而目前甲氧基丙烯酸脂类药剂是防治小麦白粉病的主流药剂,在如

皋市大面积使用,如果小麦穗期防治时需规避使用这类药剂,则迫切需要寻找防控小麦白粉病

的替代药剂,为此笔者选择了目前防治小麦赤霉病和白粉病的高效药剂,进一步明确不同药剂

对2种病害的控制效果和不同防治适期对小麦白粉病的防控效果,以期为小麦大面积防治提供

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药剂及来源

200g/L氟唑菌酰羟胺SC、250g/L丙环唑EC、40%环丙唑醇SC购自先正达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8%叶菌唑SC购自安道麦辉丰(江苏)有限公司,30%丙硫菌唑OD购自安徽久易农业

股份有限公司,430g/L戊唑醇SC购自常州沃富斯农化有限公司,50%咪鲜胺铜盐SC购自安

道麦辉丰(江苏)有限公司,40%丙硫菌唑·戊唑醇SC购自溧阳中南化工有限公司,48%氰

烯·戊唑醇SC购自江苏省农药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

1.2 试验地基本情况

试验地点位于江苏省如皋市城北街道戴庄村,小麦品种为“镇麦168”,播种期为12月5日,

试验田土质为沙壤土,地势平坦,长势均匀,长相良好.

1.3 试验设计

试验共设12个处理,各处理不设重复,各处理区面积0.2hm2 左右,除药剂处理因素外,

其他管理措施一致,试验前及过程中,试验区未施用其他对小麦病虫有防治作用的药剂(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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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田间试验处理情况

处理方法 拔节孕穗期 扬花初期 扬花盛期

T1 40%环丙唑醇SC20mL
200g/L氟唑菌酰羟胺
SC60mL+40%环丙唑醇

SC20mL

200g/L氟唑菌酰羟胺
SC60mL

T2 40%环丙唑醇SC20mL 200g/L氟唑菌酰羟胺
SC60mL

200g/L氟唑菌酰羟胺
SC60mL

T3
200g/L氟唑菌酰羟胺
SC60mL+40%环丙唑醇

SC20mL

200g/L氟唑菌酰羟胺
SC60mL+40%环丙唑醇

SC20mL

T4 25%吡唑醚菌酯SC40mL 200g/L氟唑菌酰羟胺
SC60mL

200g/L氟唑菌酰羟胺
SC60mL

T5
200g/L氟唑菌酰羟胺

SC60mL+250g/L丙环唑
EC40mL

200g/L氟唑菌酰羟胺
SC60mL+250g/L
丙环唑EC40mL

T6 30%丙硫菌唑OD50mL 30%丙硫菌唑OD50mL
T7 8%叶菌唑SC90mL 8%叶菌唑SC90mL

T8
8%叶菌唑

SC75mL+430g/L
戊唑醇SC25mL

8%叶菌唑
SC75mL+430g/L
戊唑醇SC25mL

T9 8%叶菌唑SC50mL+50%
咪鲜胺铜盐SC30mL

8%叶菌唑
SC50mL+50%咪鲜胺

铜盐SC30mL
T10 40%丙硫菌唑·戊唑醇40mL 40%丙硫菌唑·戊唑醇40mL

T11 48%氰烯·戊唑醇
SC50mL

48%氰烯·戊唑醇
SC50mL

T12 空白对照

  注:表中药剂使用剂量为每667m2 用量.

1.4 施药与调查方法

1.4.1 施药时间和方法

田间共施药3次,分别于拔节孕穗期即上部3张功能叶白粉病病叶率达30%左右(4月5
日)、扬花初期即小麦扬花5%~10%(4月17日)和扬花盛期即第一次防治后5~7d(4月23
日)各用药1次,施药方式采用无人机飞防,每667m2 用水量2L,3次施药当天均未出现降雨

等不良天气.

1.4.2 调查方法和数据处理

1)安全性

各处理药剂施药后不定期观察作物是否有褪绿、灼烧、斑点等明显的药害症状,记录药害

的类型和为害程度;并记录各处理对作物的正面影响,如增强作物长势、改善叶片颜色等.

2)白粉病调查

药后14d调查病害发生情况,每小区对角线固定5点取样,每点查50穗,调查每株旗叶及

旗叶下第1张叶片,记录病株数和严重度.严重度分8个级别,按照病叶上病斑菌丝层覆盖叶

片面积占叶片总面积的比率,分别用1%,5%,10%,20%,40%,60%,80%,100%表示,虽

已发病但严重度低于1%按1%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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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公式如下:

严重度(%)=∑(各级病叶数×相对级数值)/调查总病叶数×100%
病情指数=病叶率×平均严重度×100

防治效果(%)= 1-
处理区病情指数
对照区病情指数

æ

è
ç

ö

ø
÷×100%

3)赤霉病调查

小麦蜡熟前期调查病情,每处理对角线5点取样,每点调查200穗,各点单独记录,取平

均数,以枯穗面积占整穗面积的百分率来分级,记录病穗数、发病级数,并计算病穗率、病情指

数和防治效果.
分级方法如下[11]:

1级为枯穗面积占全穗面积1/4以下;

2级为枯穗面积占全穗面积1/4~1/2;

3级为枯穗面积占全穗面积1/2~3/4;

4级为枯穗面积占全穗面积3/4以上.
相关调查指标计算方法如下[12]:

病穗率(%)=病穗数/调查总穗数×100%
病情指数 =∑(病级×发病穗数)/(调查总穗数×4)×100
病穗防效(%)=(对照区病穗率-施药区病穗率)/对照区病穗率×100%
相对防效(%)=(对照区病情指数-施药区病情指数)/对照区病情指数×100%

2 结果与分析

2.1 安全性调查

根据田间观察和调查比较,各处理小区与空白对照区的小麦生长基本一致,未发现试验药

剂对小麦生长有不良影响.

2.2 田间防效调查

2.2.1 不同处理对小麦白粉病的防治效果差异

由试验结果可见,T1使用40%环丙唑醇SC于小麦白粉病发病初期和扬花初期各增加1次

用药,防治效果尤为突出,相对防效达97.79%,T2(40%环丙唑醇SC)和T4(25%吡唑醚菌酯

SC)于发病初期增加1次用药,防治效果次之,相对防效分别为94.44%和90.74%,其他处理只

在扬花初期和扬花盛期用药,防治效果稍差,其中T3(200g/L氟唑菌酰羟胺SC+40%环丙唑

醇SC)和T5(200g/L氟唑菌酰羟胺SC+250g/L丙环唑 EC)相对防效分别达87.04%和

82.41%,其他处理(T6~T11)相对防治效果均在80%以下.

T2与T4处理比较可见,T2处理(40%环丙唑醇SC)表现较好,相对防效达94.44%,比

T4处理(25%吡唑醚菌酯SC)高3.7%,T3与T5比较,T3(200g/L氟唑菌酰羟胺SC+40%环

丙唑醇SC)处理表现较好,相对防效达87.04%,比T5(200g/L氟唑菌酰羟胺SC+250g/L丙

环唑EC)高4.63%,T6~T11共6个处理防治效果一般,相对防效均在80%以下(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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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不同处理对小麦白粉病的防治效果

处理方法 病叶率/% 病情指数 相对防效/%

T1 4.8 0.05 97.79
T2 5.6 0.12 94.44
T3 8.1 0.28 87.04
T4 8.2 0.20 90.74
T5 10.7 0.38 82.41
T6 15.3 0.47 78.24
T7 16.1 0.48 77.78
T8 16.4 0.51 76.39
T9 18.5 0.57 73.61
T10 16.7 0.51 76.39
T11 16.3 0.54 75.00
T12 46.3 2.26 -

2.2.2 不同处理对小麦赤霉病的防治效果差异

由试验结果可见,11个处理对小麦赤霉病均有较好的防治效果,其中氟唑菌酰羟胺(T1~
T5)防治效果最佳,病穗防效和相对防治效果均在90%以上,其他处理(T6~T11)病穗防效和

相对防治效果均在90%左右(表3).

表3 不同处理对小麦赤霉病的防治效果

处理方法 病穗率/% 病情指数 病穗防效/% 相对防效/%

T1 1.57 0.39 94.52 93.76
T2 1.68 0.42 94.14 93.32
T3 1.59 0.40 94.45 93.68
T4 1.72 0.43 94.00 93.16
T5 1.32 0.33 95.40 94.75
T6 2.64 0.60 90.79 90.46
T7 2.74 0.62 90.44 90.14
T8 2.83 0.62 90.13 90.14
T9 2.77 0.57 90.34 90.94
T10 2.82 0.61 90.16 90.30
T11 2.85 0.61 90.06 90.30
T12 28.67 6.29 - -

3 结论与讨论

从小麦白粉病防控试验结果来看,40%环丙唑醇对小麦白粉病的防治效果最优,且穗期使

用不会刺激呕吐毒素大量增殖,在小麦穗期使用安全系数高,吡唑醚菌酯防治效果次之,常规

防治小麦赤霉病的药剂对白粉病防治效果一般,其中氟唑菌酰羟胺效果稍佳[13].小麦白粉病于

发病初期时用药效果最佳,大面积防治时要重点关注气候条件,若3月份气温偏高,一般在3
月下旬使用吡唑醚菌酯、醚菌酯等甲氧基丙烯酸酯类药剂或环丙唑醇进行防治[13-14],发病初期

用药仍不能控制其扩展的情况下,可在扬花初期选用环丙唑醇、丙环唑等三唑类药剂结合小麦

赤霉病一并防控[15-17],确保有效控制小麦白粉病的发生.
从小麦赤霉病防控试验结果看,试验药剂均取得了较好的防控效果[17-18],其中先正达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的氟唑菌酰羟胺防控效果最佳[19],但氟唑菌酰羟胺属于琥珀酸脱氢酶抑制剂,单

独使用易产生抗药性[20],因此在使用过程中最好添加伴侣,其中丙硫菌唑、丙硫菌唑·戊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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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氰烯菌酯·戊唑醇在生产上使用多年,防控效果被大众认可,叶菌唑单剂和复配剂同样优

秀,目前还处在推广过程中.当然在小麦赤霉病防控工作中除了要有这些好药剂,还需要好品

种、好方法和好器械,其中最重要的是好品种[21],江苏里下河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培育的高抗

小麦赤霉病品种“扬麦33”为小麦赤霉病防控打开了新的突破口[22],在好品种的加持下,生产

上要做到精准把控防控适期,做到见花打药,看天气确定防治次数,遇雨确保2次用药[23],注

意药剂的轮换使用,同时使用高效植保器械,提高农药利用率和防控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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