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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种药剂防治大棚番茄叶霉病试验  

张立新1    杨代松 1  孔国顺2      
（1．南京市栖霞区农业技术推广站，南京 210046；2.南京市植物检疫站）  

    番茄叶霉病是南京地区春季棚室番茄常见的重要病害，由于棚室内温、湿度相对较高，发病严重时一周内可

迅速导致毁棚。露地番茄虽有发生，但为害明显轻于棚室，随着设施栽培蔬菜的进一步发展，发病呈逐年加重

趋势，实际防治时很多药剂对其防效不理想。为了筛选防治番茄叶霉病的高效药剂，2003年我站选用四种药剂

开展了防治棚室番茄叶霉病试验，并观察几种药剂对番茄的安全性等。现将试验结果报告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药剂   30%爱苗EC（先正达〈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产）；10%世高WG（先正达〈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产）；2.5%适乐时FS（诺华农化〈江苏〉有限公司产）；50%速克灵WP（广州中农化工有限公司产）。 
1.2  试验概况   试验选择在栖霞区园艺场塑料薄膜大棚内，大棚已连续多年种植番茄，近几年叶霉病发病均较

重。供试番茄品种为宝大903，去年10月下旬播种，11月中旬移苗，今年2月下旬定植，药剂处理时番茄生育期

为结果盛期，农事管理按常规。试验期间除6月11日降中雨一次外，其余时间为晴到多云天气，。 
1.3  试验设计   试验设5个处理：(1)30%爱苗EC3000倍液；(2)10%世高WG2000倍液；(3)2.5%适乐时FS1000倍
液；(4)50%速克灵WP1000倍液；(5) CK（清水处理）。各处理小区面积均为66m2，使用工农16型背负式喷雾

器按上述处理将药剂对水后对番茄正反面叶片均匀喷细雾，共施药两次，第一次在6月3日，药后7d(6月10日)进
行第二次施药。 
1.4  调查方法   6月3日施药前调查病情，采用对角线五点取样法，每点调查2株，每株调查上、中、下部各3张
叶片，并做标记，记载调查的叶片数、病叶数及病级，计算药前病情指数。第二次施药后第7d（6月17日）调

查第一次药前标记叶片的病情，计算药后病情指数 , 计算不同药剂的防治效果，所得防效经数据转换后进行差

异显著性分析。同时，观察药剂对番茄生长的安全性以及是否具有治疗效果。 
叶霉病发病分级标准为（以叶片为单位）：0级，无病斑；1级，病斑面积占整个叶面积的5%以下；3级，病斑

面积占整个叶面积的610%；5级，病斑面积占整个叶面积的1120%；7级，病斑面积占整个叶面积的21
50%；9级，病斑面积占整个叶面积的50%以上。 
防效计算公式： 
防效(%)=（对照区病指增长值－处理区病指增长值）÷对照区病指增长值×100。 
2   结果与分析 
2．1  由表1结果可以看出，除2.5%适乐时FS1000倍液的防效很差以外，其它三种药剂处理两次后对番茄叶霉

病均有一定的防效，其中30%爱苗EC3000倍液、10%世高WG2000倍液的防效相对较高，分别为73.72%和

75.77%，显著高于常用药剂50%速克灵WP1000倍液的防效，三种药剂处理均极显著高于2.5%适乐时FS1000倍
液的防效。据观察，各供试药剂对番茄生长均无不良影响。 
2．2  试验表明，30%爱苗和10%世高对番茄叶霉病有一定的治疗作用，但由于本试验在番茄叶霉病发病高峰

期进行，叶片发病率和病级已较高，因此两种处理的药效受到了一定的影响。 
表1   四种药剂对大棚番茄叶霉病防治效果 
（南京栖霞，2003） 
药剂处理  第一次药前病指(6/3) 第二次药后7d病指(6/14) 防效(%) 差异 显著性  安全性   
30%爱苗EC3000倍液  25.82 33.46 73.72 aA 无药害   
10%世高WG2000倍液  31.88 39.02 75.77 aA 无药害   
2.5%适乐时FS1000液  31.24 56.00 15.36 cB 无药害   
50%速克灵WP1000倍液  22.16 35.80 53.58 bA 无药害   
CK（清水处理）  23.72 52.96     
3  小结 
3.1   使用30%爱苗EC3000倍液和10%世高WG2000倍液间隔7d连续用药2次，对大棚内番茄叶霉病有较好的防治

效果，且对番茄生长比较安全；实际防治时可适当提高两种药剂的使用浓度，以提高防治效果。 
3.2   对大棚番茄叶霉病防治宜选择在发病初期至始盛期进行，发病高峰期防治则效果不理想。    
3.3   2.5%适乐时FS不宜用于番茄叶霉病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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