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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比较了几种药剂( 剂量) 对葡萄霜霉病的防治效果。结果表明 :72 .2 % 宝力克800 倍液 ,18 % 安克锰锌1 000 倍液 ,72 %杜邦克露600
倍液 ,72 %霜疫克星750 倍液、72 % 甲霜灵锰锌600 倍液对葡萄霜霉病的防治效果良好 , 显著优于传统药剂25 % 甲霜灵500 倍液。其中
72 .2 % 宝力克800 倍液效果尤佳。
关键词 葡萄霜霉病 ; 药剂( 剂量) ;防治试验
中图分类号  S436 .631 .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 - 6611( 2006)17 - 4348 - 01

Experi ment inthe Control of Downy Mildewof Grape with Several Chemicals
YAN Ranet al  ( College of Horticulture and Gardeni ng , Yangtze University ,Jingzhou,Hubei 434025)
Abstract  The controlling effects of several chemicals ( dose) on grape downy mildewwere comparatively studied .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72 .2 % Bao-
like diluted 600 ti mes , 10 % Ankemengxin diluted 750 ti mes and 72 % Jiashuanglingmengxin of 600 ti mes all had good effects on the control of downy
mildewof grape ,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superior than traditional chemicals such as 25 % Jiashuangling diluted 500 ti mes . Among them,the effect of
72 .2 % Baolike diluted 800 ti mes was most excellent in comparison with other treating chemicals .
Key words  Chemical ;Downy mildewof grape ;Control ;Experi ment

  葡萄霜霉病[ Pl asmopara viticol a( Berk .et Curtis) Berl . et de

Toni ] 在我国各葡萄产地都有分布[ 1] 。近年来, 南方地区葡萄

栽培面积不断扩大, 葡萄霜霉病的危害面积也随之扩大。该

病使葡萄的病叶焦枯早落, 病梢扭曲、发育不良, 严重影响产

量、品质和树势。生产上一般使用甲霜灵、杀毒矾、乙磷铝等

药剂来防治该病, 但长期使用已产生了抗药性[ 2] 。为了比较

几种新型药剂对葡萄霜霉病的防治效果 , 笔者在前人[ 2 - 4] 试

验的基础上进行了该试验, 旨在为生产上选用更合适的药剂

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试验于2002～2003 年在湖北省荆州市荆西葡萄园进行。

供试品种为京亚( Jingya) ,11 年生, 栽培株行距1 .5 m×4 m, 棚

架栽培 , 中长梢修剪。该园地下水位高( 2 ～9 月地下水位40

～100 c m) , 土质粘重 , 通风不畅, 栽培管理水平一般。葡萄霜

霉病中等偏重发生。

试验设7 个处理: ①72 .2 % 宝力克液剂( 江苏宝灵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 800 倍液; ②18 % 安克锰锌可湿性粉剂( 美国

氰胺公司) 1 000 倍液 ; ③72 % 杜邦克露可湿性粉剂( 上海杜邦

农化有限公司) 600 倍液; ④72 % 霜疫克星可湿性粉剂( 四川

省广汉市农丰化工厂) 750 倍液; ⑤72 % 甲霜灵锰锌可湿性粉

剂( 江苏龙灯化学有限公司) 600 倍液; ⑥25 % 甲霜灵可湿性

粉剂( 江苏宝灵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500 倍液; ⑦对照( 喷

清水) 。

试验以每2 株为1 小区, 小区随机排列,3 次重复。各处

理均于2002 年8 月10 日、8 月23 日、9 月5 日喷布药液, 重点

喷布叶背, 喷布均匀, 以少量滴水为度。于9 月18 日、10 月1

日2 次随机选取每处理上、中、下部位各100 片叶调查病叶

率、病情指数及相对防治效果。

病情指数记录分级采用Desaymard 10 级分级法进行分级

( 表1) , 并根据病情级值计算病情指数, 叶片上无病斑为未感

病, 即0 级。最后采用DMRT 法对相对防治效果进行显著性

测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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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 葡萄叶片霜霉病感病分级标准 %

病级
感病叶片病斑占

整个叶面积百分率
病级

感病叶片病斑占

整个叶面积百分率

1     0 .1～2 .5  6     50 .1～70.0

2 2 .6～5 .0 7 70 .1～85.0

3 5 .1～15 .0 8 85 .1～95.0

4 15 .1～30 .0 9 95 .1～97.5

5 30 .1～50 .0 10 97 .6～100

2  结果与分析

表2 表明 , 供试的所有药剂对葡萄霜霉病都有防治效

果, 但处理①～⑤显著优于传统药剂处理⑥。从处理①～⑤

的防治效果来看, 处理①相对防效最好。从第1 次调查与第

2 次调查的结果比较来看, 处理①～④都有比较长时间的防

治效果, 尤其是处理③～⑤, 这与进入10 月初以来, 天气较

干燥、空气湿度较低有关。因为空气和土壤干燥, 再加上气

温比较高, 孢子囊菌丝体易失去活力。

  表2 不同药剂处理对葡萄霜霉病的防治效果 %

处理

第1 次调查(09-18)

病叶率
病情

指数

相对防

治效果

第2 次调查(10-01)

病叶率
病情

指数

相对防

治效果

① 12 .8  4 .4 86 .4 a 10 .1  2 .6 92 .6 a

② 16 .9 8 .0 75 .3 b 11 .6 5 .7 83 .7 b

③ 18 .7 10 .6 67 .3 c 12 .3 6 .4 81 .7 b

④ 22 .4 11 .5 64 .5 c 17 .3 7 .9 77 .4 b

⑤ 27 .0 13 .4 58 .6 c 21 .2 8 .3 76 .2 b

⑥ 32 .5 17 .6 45 .7 d 27 .8 13 .6 61 .0 c

⑦( CK) 65 .1 32 .4 - 66 .3 34 .9   -

 注 : 表中不同小写英文字母表示在0 .05 水平上差异显著。

3  小结与讨论

(1) 葡萄霜霉病是葡萄上的四大病害之一, 给葡萄生产

带来极大的危害, 其防治也是生产上的重点。虽然波尔多液

防治效果较好, 但配药比较麻烦, 在生产上不易推广。该试

验与前人[ 2～4] 的试验相比 , 在配药时间上有所推迟, 其目的

是减少越冬病菌基数, 避免叶片提前落叶, 保证叶片在秋天

能进行良好的光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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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控制环境污染, 建立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 是防止蔬菜污

染的根本措施。通常, 建立蔬菜生产基地只注重土壤的厚

度、肥沃程度、地势是否平坦、有无水浇条件、交通是否方便

等问题, 而忽视土壤、空气、灌溉水等环境的污染, 使解决蔬

菜污染问题变得非常困难。因此, 建立无公害蔬菜基地必须

切实注意有无环境污染源, 防止工业和城市废水、废气、垃

圾、粉尘造成的污染。

2 .2 加强蔬菜检疫和病虫预测预报

2 .2 .1 加强对蔬菜的检疫。对蔬菜种苗加强检疫, 防止危

险性的病虫及其他有害生物随着蔬菜的种苗在菜田传播和

蔓延。比如番茄的溃疡病、黄瓜的黑星病、美洲斑潜蝇等都

属于检疫对象。不论从哪里引进蔬菜种苗, 都应通过有关部

门检疫, 确保不带有蔬菜检疫对象的病虫害。尤其不应从疫

区引进蔬菜种苗, 以防止病虫害的蔓延。

2 .2 .2 加强蔬菜病虫害的预测预报。造成农药污染越来越

严重的原因之一是生产上对病虫危害通常以治为主, 病虫越

多, 用药越多, 生态平衡破坏的程度也就越严重, 从而不得不

加大用药量, 这种恶性循环是造成农药污染越来越重的根本

原因。因此 , 要根据蔬菜病虫发生的特点和所处的环境, 结合

田间定点调查和天气预报, 科学分析病虫害发生的趋势, 采取

针对性措施, 将病虫害防止在发生之前或消灭在发生初期。

2 .3 综合运用农业技术措施  综合农业技术措施主要包

括: ①选用优良蔬菜品种。选用抗逆性强、抗病虫、耐病虫的

品种, 可以使蔬菜生长健壮, 不但减少田间用药量, 而且可以

提高蔬菜产量和品质。在品种的选择上 , 应特别注意选择

抗、耐本地发生严重的病虫害, 目前蔬菜生产上不同地区对

蔬菜危害严重的病害各不相同, 而抗病品种方面, 兼抗和多

抗的品种很少, 因此选择抗病品种应注意针对性。②保持田

园卫生。合理处理病残体, 实施合理的栽培制度, 可以减少

病虫害的发生, 因而减少用药。③合理施用肥水。重施无污

染的优质有机肥, 增施磷、钾肥, 不偏施氮肥, 搞好配方施肥 ,

不但可以提高肥料的利用率, 而且可以大大减少硝酸盐和亚

硝酸盐的污染 , 同时对于提高产量和改善蔬菜品质大有益

处。④采用无污染栽培新技术。如遮阳网、防虫网的使用 ,

喷灌、微滴灌的使用, 烟雾剂、粉尘剂的使用, 无土栽培, 嫁接

育苗, 二氧化碳施肥等, 可显著减少污染。

2 .4 发展利用生物防治 利用生物天敌, 防治蔬菜病虫害 ,

做到以虫治虫、以菌治菌、以菌治虫, 既可以达到防治蔬菜病

虫害的目的, 又可以不用或少用化学农药, 减少污染 , 是发展

无公害蔬菜生产的先进措施。目前生产上已广泛使用杀螟

杆菌、青虫菌、白僵菌、绿僵菌、苏云杆菌、灭蚜菌、赤眼蜂、七

星瓢虫等防治相关蔬菜害虫。如利用青虫菌可以防治菜青

虫; 利用七星瓢虫可以防治蚜虫等害虫; 使用“5406”和酵素菌

肥, 不但可以增产而且具有防病作用。另外, 抗生素在防病、

防污染上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 如使用武夷霉素可以防治灰

霉病、白粉病, 使用木霉素可以防治菌核病、灰霉病, 使用农

用链霉素可防治蔬菜细菌性病害, 使用新植霉素、农抗120

可防治枯萎病和炭疽病等。

2 .5 物理防治措施  ①种子的物理处理。包括干热处理、

温汤处理、低频电流处理、磁化水处理、紫外线处理、红外线

处理等。其中干热处理、温汤处理在生产上的应用最为广

泛。②利用太阳能高温消毒和冬季低温杀死病菌、虫卵。在

夏天, 地表覆盖薄膜, 可以使近地表产生高温 , 有时甚至可以

达到60℃, 此温度具有杀虫杀菌作用, 处理10～15 d , 即可杀

死土表的病菌和虫卵达到消毒杀菌的目的。在大棚种植黄

瓜的后期, 闭棚产生高温, 可以防治霜霉病。在秋末冬初耕

翻土壤, 利用冬季寒冷气候可杀灭土壤中的病菌和虫卵。③

利用害虫的趋避性进行驱赶或诱杀。如蚜虫有避银灰色的

特性, 在田间可以张挂银灰色膜 , 用以驱赶蚜虫; 白粉虱有趋

黄性, 可以在田间设黄色机油板进行诱杀; 番茄的气味可以

驱避菜青虫的成虫, 在田间可以把番茄和甘蓝进行间作, 以

减少菜青虫的发生。

2 .6 严格控制化学防治  正确施用农药, 严格控制化学防

治是无公害蔬菜生产的关键措施之一。目前生产上完全不

施用农药、化肥, 还很难做到, 但施用时应严格按无公害蔬菜

生产的农药施用准则进行。

2 .7  开发新型无公害蔬菜 某些特殊和新型的蔬菜本身就

是无公害蔬菜, 再加上营养丰富、有保健减肥作用, 很受人们

青睐。如芽菜是利用蔬菜的种子或植物体内的营养生产的

嫩芽或幼苗 , 由于在生产过程中不施用化肥和农药, 因此受

污染的机会极少, 如豌豆芽、绿豆芽、香椿芽、萝卜芽、荞麦芽

等。还有野菜生长在荒野、草地、山坡、森林等处, 营养丰富 ,

很少污染, 如蕨菜、荠菜、山芹、小根蒜、蒲公英、桔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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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该试验结果表明 :72 .2 % 宝力克800 倍液、18 % 安克

锰锌1 000 倍液、72 % 杜邦克露600 倍液、72 % 霜疫克星750

倍液、72 % 甲霜灵锰锌 600 倍液对葡萄霜霉病的防治效果

良好 , 显著优于传统药剂25 % 甲霜灵500 倍液 , 其中72 .2 %

宝力克800 倍液效果尤佳。

( 3) 葡萄霜霉病的发生与温度、湿度、树势等因子有极

大的关系。对该病应实行综合防治[ 5] , 即保持葡萄园通风

透光 , 降低葡萄园相对湿度 , 改良土壤结构 , 增施有机肥, 增

强树势, 再配以高效的药剂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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