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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不同施药适期及防治次数对油菜菌核病的防治效果。结果表明 :油菜菌核病药剂防治以盛花初期与盛花中期各喷药1 次防
效最好, 盛花中期与终花期各喷药1 次和盛花中期喷药1 次防效次之。油菜盛花初期的生物学特征为主茎开花株率95 % 以上、主茎开
花数占主茎总花蕾数15 % ～20 % 、一次分枝开花率20 % ～30 % ; 盛花中期生物学特征为一次分枝开花枝率100 %、二次分枝开花枝率
25 % ～35 % 、主茎开花数占主茎总花蕾数70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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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菜为安徽省巢湖市主要经济作物。油菜菌核病[ Scle-

roti ni a sclerotiorum( Lib) de Barg] 是影响油菜优质高产的主要

病害, 近10 年中大流行的有4 年、中等偏重流行的有5 年, 重

发频率达90 % 。为探索该病的药控技术, 笔者于2005 年进

行不同施药适期及防治次数对油菜菌核病的防治效果试验。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概况  试验在巢湖市居巢区西峰乡进行, 试验地

土壤类型为黄白土, 肥力均匀一致, 土壤有机质含量1 .51 %

～2 % , 耕层pH 值6 .1 , 前茬作物为棉花。供试油菜品种为泰

优7 号。2004 年9 月15 日播种育苗,10 月25 日移栽, 移栽密

度为69 000 株/ hm2 。4 月份的降雨日数为10 个, 总降水量

102 .8 mm。

1 .2 试验药剂及使用方法 供试40 % 菌核净 WP 为市售, 由

浙江省鹿城市植保化学有限公司生产。用量为每次1 .5

kg/ hm2 , 对水900 kg , 用3 WBS-16 型背负式手动喷雾器全株上

下均匀喷雾, 喷雾器工作压力0 .2～0 .4 MPa。

1 .3 试验设计 试验设7 个处理:a 盛花初期施药1 次;b 盛

花初期、盛花中期各施药1 次;c 盛花初期、终花期各施药1

次;d 盛花中期施药1 次 ;e 盛花中期、终花期各施药1 次;f 终

花期施药1 次;g 不防治, 对照。由于油菜为高密度易受损伤

旱作物 , 试验采用小区对比设置, 不设重复。小区面积144

m2 、试验总面积1 009 m2 。

1 .4 试验调查 

1 .4 .1 生物学特征调查。油菜菌核病茎秆发病一般在油菜

进入花期后 , 此时也是施药防治的关键时期, 因此详细调查

油菜花期的生物特征, 对于制定化学防治策略具有重要意

义。该试验随机取样100 株, 油菜盛花初期( 主茎开花株率

95 % 以上) 调查主茎花轴总长度、已开花花朵数、未开花花朵

数和一次分枝开花枝数、一次分枝总枝数 ; 盛花中期( 一次分

枝开花枝率100 %) 调查二次分枝开花枝数和二次分枝总数 ;

终花期调查主花轴总长度、总角果数、一次分枝数和一次分

枝残存花朵数。

1 .4 .2 病情调查。于油菜收获前3 d , 各处理采取连续取样

法,3 次重复, 每次调查100 株, 记载发病茎秆数和严重度[ 1] 。

1 .4 .3 实产调查。每处理单打单收 , 称量实际产量。

2  结果与分析

2 .1 花期形态特征 调查结果表明, 盛花初期( 4 月3 日) 油

菜主茎开花株率达97 .25 % ; 平均花轴长19 .3 c m; 平均单株主

轴已开花数12 .35 朵( 包括少数已谢花形成的角果) , 占花蕾

总数的17 .54 % ; 一次分枝开花枝率为25 .35 % 。盛花中期( 4

月12 日) 一次分枝开花枝率达100 % ; 平均主茎花轴长52 .88

c m; 平均单株主轴已开花70 .69 朵( 包括已谢花形成的角

果) , 占花蕾总数的71 .75 % ; 二次分枝开花枝率为30 .03 % 。

终花期( 4 月21 日) 主茎花轴已基本无花 , 平均长度为69 .54

c m, 总角果数为 98 .52 个, 平均每 株一次分 枝残花数 为

1 .54 朵。

2 .2 病害防治效果

2 .2 .1 防治2 次。表1 表明, 以盛花初期和盛花中期各防治

1 次效果最好, 茎病株率和病情指数相对防效分别达78 .35 %

和86 .77 % ; 盛花中期和终花期各防治1 次效果次之, 防效为

72 .99 % 和75 .92 % ; 盛花初期和终花期各防治1 次效果较差 ,

相对防效为64 .88 % 和61 .39 % 。

  表1 油菜最终病情与实产调查统计分析表

处理
茎病株率

平均 差异显著性 相对防效

病情指数

平均 差异显著性 相对防效

产量

小区产量∥kg 单产∥kg/ hm2 比对照增减∥kg/ hm2

b   2 .67 d C 78.35 1 .22 c C   86 .77   39 .40   591 .00     184 .5
c 4 .33 bc BC 64.88 3 .56 b B 61 .39 37 .80 567 .00 73 .5
e 3 .33 cd BC 72.99 2 .22 bc BC 75 .92 38 .45 576 .75 118 .5
a 5 .00 b B 59.45 3 .78 b B 59 .00 37 .55 563 .25 57 .0
d 3 .33 cd BC 72.99 2 .44 bc BC 73 .54 38 .10 571 .50 94 .5
f 4 .00 bcd BC 67.56 3 .22 b BC 65 .08 37 .90 568 .50 81 .0
g( CK) 12 .33 a A - 9 .22 a A    - 36 .75 551 .25      -

 注 : 病株率 F 值为25 .821 ; 病情指数 F 值为28 .919 。 �

作者简介  杭德龙( 1963 - ) , 男 , 安徽巢湖人 , 农艺师 , 从事植保植检

工作。

收稿日期  2006-07-06

2 .2 .2  防治1 次。表1 表明, 盛花中期防治1 次效果最好, 茎病

株率和病情指数相对防效分别达72 .99 % 和73 .54 % ; 终花期次

( 下转第4713 页)

安徽农业科学,Journal of Anhui Agri . Sci .2006 ,34( 18) :4683 ,4713                     责任编辑  陈娟  责任校对  陈娟



治湿热痢疾, 皮肤瘙痒, 痈疽恶疮, 对高血压及冠心病有疗

效, 长期饮用能滋肝养胃, 清热润肺, 生津止渴, 提神解乏, 降

压减肥。

5  索马甜

索马甜( Thaumatin ) 的商品名为Talin , 是从竹竽果实假

种皮中提取的一种蛋白质甜味剂。它最早于 1840 年被

Daniell 发现。它是一种在非洲绿色地带生长的 Katemfe 植物

的果实 , 被命名为 Thaumat ococcus Danielli 。收获以后, 这种果

实被部分加工, 果实的中心是假果皮, 其中含有Talin , 取出来

后快速冷冻, 以保留其芳香特性。Talin 是世界上最甜的物质

之一, 其甜度是蔗糖的3 000 倍, 若将 Talin 与其他甜味剂配

合, 则甜度效果会更好。Talin 也可作为增香剂组分。Talin

尤其适用于饮料、果酱和果冻等 , 在许多地区也被批准使用 ,

包括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等。

6  甜菊

甜菊( Sweet chrysanthemum) 起源于南美洲巴拉圭东北部

与巴西毗邻的阿曼拜山起伏的山峦中 , 即南纬20°左右。因

甜菊对人工种植的植被和物候条件具有广泛的适应性 , 所以

无论是从北陲高寒的黑龙江至炎热酷暑的海南岛, 还是从干

涸沙漠的新疆到霪雨霏霏的东南沿海, 均适宜甜菊的生长。

研究表明, 甜菊叶富含甜菊糖甙7 % ～15 % , 茎秆中含甜菊糖

甙4 % , 其甜度相当于白糖的300 倍, 提取的精甙甜度相当于

白糖的450 倍。甜菊甙首先可以直接从干叶中提取, 如果平

均糖甙按10 % 计算, 则1 kg 干叶可顶8 kg 白糖。干叶的用途

很广泛。首先, 凡是用做馅的食品 , 都可以直接利用干叶做

甜味剂, 不仅能增加食品的色调 , 并且还有天然的清香味儿 ;

其次, 添加于饮料 ; 再次 , 可以直接加入一定量的甜菊干叶于

糖渍食物, 如什锦八宝粥 , 六必居咸菜、糖蒜和其他若干淹渍

食物等, 都亦能起到白糖所起不到的作用; 最后, 由于干叶热

量仅为蔗糖的1/ 3 000 000 , 有益于人体健康、安全无毒 , 所以

被广泛用于医药工业。食用糖甙不仅无副作用, 而且对肥胖

症、低血糖、糖尿病、小儿龋齿、高血压、心脏病等具有一定的

防治效果和辅助疗效。甜菊糖素有“天然糖精”之称, 被广泛

用于饮料、糖果、糕点等食品行业中, 其成本比蔗糖低50 % 以

上, 已成为当前绿色食品中的佼佼者。

7  小结

当代科技迅猛发展, 将会有更多新型甜味剂被发现并投

入市场, 甜味剂正向着“低热量、口感好、高纯度、多功能”的

方向发展。若按我国13 亿人口计算 , 每年人均消费翻一番

即达到15 kg 计算, 则我国每年约需食糖2 000 万t ; 若达到世

界平均水平的21 kg 则需要2 730 万t 。可见, 我国食糖的发

展空间巨大, 而甜味植物也将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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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防效分别为67 .56 % 和65 .08 % ; 盛花初期防治效果最

差, 防效分别为59 .45 % 和59 % 。

2 .2 .3 防效分析和比较。对各处理最终茎病株率经反正

弦转换、最终病情指数进行方差分析和新复极差多重比较,

结果见表1 。表1 表明, 各处理与空白对照间差异均达0 .01

水平 , 其中处理b( 盛花初期和盛花中期各防治1 次) 的最终

病情指数显著低于处理f( 终花期防治1 次) 、处理e( 盛花初

期和终花期各防治1 次) 和处理d( 盛花初期防治1 次) 。

2 .3  实际产量  表1 还表明, 以盛花初期和盛花中期各防

治1 次产量最高, 为39 .4 kg , 折单产591 kg/ hm2 ; 其余依次为

盛花中期和终花期各防治1 次、盛花中期防治1 次、终花期

防治1 次、盛花初期和终花期各防治1 次、盛花初期防治1

次; 空白对照产量最低 , 为36 .75 kg , 折单产2 551 .5 kg/ hm2 。

盛花中期和终花期各防治 1 次 , 可挽回菜籽损失 184 .5

kg/ hm2 。

2 .4  经济效益  依据各处理相对于不防治处理增产量( 按

2 .4 元/ kg 折币) 、防治用工投入( 每公顷次防治耗时30 h 、当

地民工20 元/ d) 、防治药费( 6 元/ 次) 计算, 防治投入产出比

依次为盛花初期+ 盛花中期1∶1 .34、盛花中期+ 终花期1∶

0 .86 、盛花中期1∶0 .69 、终花期1∶0 .59 、盛花初期+ 终花期1

∶0 .53 、盛花初期1∶0 .41。

3  小结

试验表明 , 油菜菌核病防治以盛花初期和盛花期各喷

药1 次防治效果最好。即第1 次( 盛花初期) 喷药掌握在主

茎开花株率95 % 以上、主茎开花比率15 % ～20 % 、一次分枝

开花枝率20 % ～30 % 时进行 ; 第2 次( 盛花中期) 喷药掌握

在一次分枝开花枝率 100 % , 二次分枝开花枝率 25 % ～

35 % 、主茎开花比率70 % 以上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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