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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实验室条件下 , 测定了扑海因和多菌灵不同配比对油菜菌核病菌的联合毒力。试验结果表明 : 扑海因和多菌灵单剂对油菜菌
核病菌的 EC50 分别为0 .174 6 和0 .116 8 μg/ ml 。扑海因和多菌灵按1∶1 配比有显著的增效作用。同时观察了药剂对菌丝生长的影响 , 结
果显示各配比对菌丝生长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并且高浓度能加速菌核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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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菜菌核病[ Scleroti na sclerotiorum( Lib) de Bary] 是危害我

国油菜生产最为重要的病害之一 , 目前尚缺乏油菜菌核病的

高抗品种, 但随着施药量的不断加大, 田间病菌抗药性问题

已比较严重 , 利用现有的农药进行复配, 可以延缓病菌抗药

性的产生, 提高防效, 扩大抗菌谱及降低用药成本。为此该

试验利用扑海因和多菌灵按不同比例复配, 进行了室内毒力

测定, 以明确其增效作用 , 确定最佳配比, 为开发防治油菜菌

核病菌的新型高效复配剂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供试菌株 油菜菌核病菌( S .sclerotiorum) , 由安徽农业

大学植保学院植物病理学教研室提供。

1 .2 供试药剂 50 % 扑海因可湿性粉剂( 安万特公司) ;50 %

多菌灵可湿性粉剂( 江苏吴县农药厂) 。

1 .3 培养基 PSA 培养基( 马铃薯200 g 、琼脂18 g 、蔗糖20

g 、水1 000 ml) 。

1 .4 药剂配比设置 见表1。

  表1 扑海因与多菌灵配比设置

配比号 扑海因∶多菌灵* 配比号 扑海因∶多菌灵*

1 CK1( 扑海因) 1∶0 5 1∶2

2 CK2( 多菌灵) 0∶1 6 1∶2 .5

3 1∶1 7 1∶3

4 1∶1 .5

 注 : 表中比例为有效成分配比。

1 .5 毒力测定

1 .5 .1 试验设计。采用菌丝生长速率法, 根据预备试验的结

果, 每一配比组合分别设置0 .005、0 .010、0 .050、0 .100、0 .500、

1 .000、2 .000 μg/ ml 7 个浓度处理, 每一浓度处理均设置4 次重

复, 以不加任何药剂的处理作为对照, 试验重复2 次。

1 .5 .2 接种方法。将油菜菌核病菌在 PSA 培养基上活化

后, 从其边缘用打孔器取菌碟并置于PSA 培养基上, 待其生

长48 h 后, 用打孔器( Φ7 mm) 从其菌落边缘取菌碟, 接入预先

倒置好的含上述各配比药剂中7 个浓度处理的 PSA 培养基

上, 并置于温度为25 ℃的恒温培养箱中黑暗培养, 于接种后

24 、48 、72 h 分别检查菌丝生长情况 , 测量并记录菌落直径, 同

时观察菌丝体和菌落的生长情况。

1 .6 数据处理与统计方法 根据各处理24 h 的平均菌落直

径, 分别建立以浓度的自然对数值为自变量 x , 抑菌概率值

为因变量 y 的回归方程( 毒力回归式) , 计算各配比的抑制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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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50 值。利用Sun Y P( 1960) 法计算复配剂的共毒系数。根

据共毒系数大小评价复配剂的增效作用, 并确定最佳配比。

2  结果与分析

2 .1 各复配剂对菌丝生长的抑制作用  由表2 可看出 , 对

照处理24 h 平均菌丝直径为34 .5 mm, 各配比抑制随着药剂

浓度的增加 , 菌丝生长明显受到抑制, 且扑海因和多菌灵单

剂对油菜菌核病菌的生长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其抑制率为

6 .5 % ～94 % 和3 .6 % ～92 .8 % ; 在2 .000 μg/ ml 浓度下菌丝生

长完全受抑制, 表明单剂仍是防治该病的有效药剂。另外 ,

其他配比对油菜菌核病菌的抑制程度不一 ,3、4、5、6 、7 号配

比对该菌菌丝生长的抑制率分别为2 .2 % ～99 .3 % 、4 .3 % ～

92 .8 % 、12 .7 % ～91 .3 % 、7 .2 % ～97 .8 % 、5 .1 % ～93 .1 % 。

 表2 扑海因·多菌灵复配剂对油菜菌核病菌的毒力测定结果

配比

号

处理浓度

μg/ ml

菌落直径

mm

抑制率

%

配比

号

处理浓度

μg/ ml

菌落直

径∥mm

抑制率

%
CK   34 .5 0 .100  30 .3 12 .3

1 0.005 30 .4  12 .1 0 .500 8 .1 76 .4

0.010 29 .9 13 .4 1 .000 1 .5 92 .8

0.050 32 .3 6 .5 5 0 .005 30 .1 12 .7

0.100 30 .2 11 .6 0 .010 30 .0 13 .2

0.500 8 .0 76 .8 0 .050 23 .4 32 .2

1 .00 2 .1 94 .1 0 .100 25 .0 27 .5

2 0.005 33 .3 3 .6 0 .500 7 .9 77 .2

0.010 31 .8 8 .1 1 .000 3 .0 91 .3

0.050 28 .0 18 .8 6 0 .005 32 .0 7 .2

0.100 33 .5 31 .9 0 .010 31 .5 8 .7

0.500 6 .5 88 .4 0 .050 29 .3 15 .2

1.000 2 .5 92 .8 0 .100 26 .5 23 .2

3 0.005 32 .0 7 .2 0 .500 8 .4 75 .7

0.010 33 .8 2 .2 1 .000 0 .75 97 .8

0.050 29 .5 14 .5 7 0 .005 31 .4 9 .1

0.100 28 .3 18 .1 0 .010 30 .9 10 .9

0.500 6 .0 82 .6 0 .050 32 .8 5 .1

1.000 0 .25 99 .3 0 .100 28 .6 17 .2

4 0.005 33 .0 4 .3 0 .500 6 .8 80 .4

0.010 31 .5 8 .7 1 .000 2 .4 93 .1

0.050 30 .3 13 .8

 注 : 不含菌碟直径。

2 .2 各配比对油菜菌核病菌的毒力测定  经过分析, 求出

各配比不同浓度处理对油菜菌核病菌的抑制机率值与浓度

对数的毒力回归方程( 表3) , 各配比对油菜菌核病菌的质量

浓度 EC50 值为0 .109 4 ～0 .177 9 μg/ ml , 平均为0 .139 8 μg/ ml 。

以扑海因作为标准杀菌剂, 与多菌灵分别按预设比例进行复

配, 各复配剂对油菜菌核病菌的共毒系数( CTC) 为75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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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64 , 其中扑海因∶多菌灵( 1∶1) 复配对油菜菌核病菌的质

量浓度 EC50 值为0 .112 3 μg/ ml , 因此复配剂对油菜菌核病菌

的共毒系数( CTC) 最高( 124 .64) , 表明扑海因与多菌灵按1∶1

比例复配增效作用最强 ,5 号配比增效作用其次( CTC 为

120 .01) ,6 号配比的 CTC 为109 .23 有相加作用。从表3 中可

以看出 ,4 、7 号配比对油菜菌核病菌的共毒系数均明显小于

100 , 表现为相互拮抗作用。

  表3 扑海因复配毒力测定结果

配比

号

处理

设置
回归方程

EC50

μg/ ml
ATI TTI CTC

1 CK1( 扑) y =0 .499x +5 .871 0 .1746 - - -

2 CK2( 多) y =0 .632 4x +6 .358 0 .1168 - - -

3 1∶1 y =0 .739 1x +6 .616 4 0 .1123 155 .48 124 .74 124 .64

4 1∶1 .5 y =0 .568 2x +5 .981 1 0 .1779 98 .15 129 .69 75 .68

5 1∶2 y =0 .466 9x +6 .033 1 0 .1094 159 .60 132 .99 120 .01

6 1∶2 .5 y =0 .607 9x +6 .298 8 0 .1181 147 .84 135 .35 109 .23

7 1∶3 y =0 .537 4x +5 .954 3 0 .1694 103 .07 137 .11 75 .17

2 .3  扑海因与多菌灵复配对油菜菌核病菌菌丝生长的影响

 油菜菌核病菌在不含任何药剂的PDA 培养基上生长良好 ,

菌丝无色, 发散呈放射状, 边缘较整齐,24 h 的平均菌落直径

为34 .5 mm/ d( 不含菌碟直径) 。而在含药 PSA 培养基上, 菌

丝生长纠集 , 菌落边缘不整齐; 而且 , 随着药剂浓度的提高 ,

其菌落颜色从灰白色至深褐色不断加深 ,72 h 观察部分菌落

边缘出现微小的菌丝纠集所形成的前菌核形态。以上结果

均表明, 随着供试药剂浓度的提高, 对油菜菌核病菌菌丝的

生长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可加速病菌菌核的形成。

3  小结与讨论

扑海因+ 多菌灵复配剂对油菜菌核病菌菌丝生长有明

显的抑制作用, 其中按1∶1 和1∶2 配比对离体病原菌发生发

展的抑制作用较其单剂有增效作用( CTC > 100) 。自1972 年

以来, 内吸剂杀菌剂的品种每年增加14 % 左右, 目前约占杀

菌剂总量的70 % 。多菌灵是苯并咪唑类杀菌剂, 具有广谱高

效, 内吸传导的作用特点 , 被广泛应用于防治多种病害, 但由

于作用位点单一, 病原菌极易产生抗药性。而治理抗药性的

途径, 首先是加强植物病原真菌对杀菌剂抗药性监测, 延长

施药时间, 使用代替药剂与多菌灵交替使用或利用不同性质

的药剂复配, 以延缓病菌抗药性的产生。

该试验结果表明, 多菌灵和扑海因对油菜菌核病仍有很

高的活性, 因此建议有关部门在推广该类药剂应适时加强田

间病原菌群体抗药性的监测, 及时了解病菌的田间动态, 并

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或延缓病菌抗药性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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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 肉鸡体重与部分器官的相关系数

日龄 心脏 脾脏 法氏囊

7 0 .766 9 * * 0 .642 7 * * 0 .4811 * *

14 0 .660 6 * * 0 .765 7 * * 0 .3409NS

21 0 .344 1NS 0 .585 6 * * 0 .7967 * *

28 0 .602 3 * * 0 .303 9NS 0 .7647 * *

 注 : * 表示 р< 0 .05 ; * * 表示 р< 0 .01 ; NS 表示p > 0 .05 。

B 细胞 ; 法氏囊是一种淋巴上皮性器官, 是血清抗体生成系

统的细胞生长和分化部位[ 3] 。从试验中发现, 肉鸡脾脏的

生长发育在第2 周末到第3 周末最快 , 到第3 周末左右脾脏

的重量占体重的比值也达到了最大值。而1 周龄末到2 周

龄末脾脏的生长发育是很慢的。但是从脾脏重量与体重之

间的相关分析看 ,3 周龄之前均呈现极显著的正相关 ,4 周

龄末则相关不显著。说明脾脏的发育在3 周龄以后才趋于

完善。

有关资料显示, 鸡的法氏囊随着日龄的增长也在逐渐

地生长发育成熟, 到4 ～5 月龄才达到最大体积[ 4] 。该试验

中发现 , 除3 周龄末外其他各周法氏囊的增重与体重之间

均呈现极显著的正相关。也证明了罗克[ 4] 所描述的机体免

疫器官中的脾脏的生长发育相对完善是在2 ～3 周龄之后,

在2 周龄之前机体的免疫系统尚不完善[ 4] 。

3 .2  肉鸡心脏发育的不平衡性  该试验中肉鸡心脏的生

长发育最快的阶段是在2 周龄末至3 周龄末, 生长发育最

慢的阶段是在1 周龄末到2 周龄末。而心脏的重量占体重

的比值最大的却是1 周龄末, 到2 周龄末降到最低,3 周龄

的比值明显回升 , 在4 周龄却又明显下降。肉仔鸡在4 周

龄以后, 心脏的重量增加幅度很小, 与体重的快速增加不成

比例[ 5] 。生长发育不能很好地跟上机体的生长发育 , 是致

猝死综合征和腹水综合征多发生在4 周龄后的最主要原

因[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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