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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菌丝生长速率法对不同配比的扑海因·多菌灵复配剂进行了室内毒力测定试验 , 结果表明 , 供试的5 个复配剂对油菜菌核病
菌均有很好的抑制效果 , 有效中浓度( EC50) 值为0 .109 4～0 .177 9 mg/ L; 扑海因与多菌灵按1∶(1 ～2) 复配具有明显的增效作用, 其共毒系
数( CTC) 均在120 以上 ; 最优配比是扑海因∶多菌灵=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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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考察扑海因和多菌灵混用对油菜菌核病菌增效作

用, 筛选最优配比, 笔者对扑海因和多菌灵复配剂进行了室

内毒力测定试验, 为生产上杀菌剂混用及开发防治油菜菌核

病的新型高效复配剂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供试药剂 供试药剂50 % 扑海因原药, 由法国罗纳普

朗克公司生产;97 % 多菌灵原药, 江苏省江阴农药厂生产。

1 .2  供试菌株 油菜菌核病菌( Scleroti ni a sclerotiorum) 菌株 ,

由安徽农业大学植保学院真菌研究室提供。

1 .3 培养基 PDA 培养基, 按常规配制。

1 .4 药剂混配比例设置 见表1 。并设对照:CK1( 扑海因) ,

CK2( 多菌灵) 。

1 .5  试验方法 试验采用菌丝生长速率法。为了摸索上述

各配比药剂对供试菌株的作用浓度, 在正式试验开始前进行

了预备试验。预备试验设置6 个浓度处理, 分别为1 、5 、10 、

20 、40 、80 μg/ ml , 并设置空白对照, 各浓度设置3 次重复。

正式试验根据预备试验的结果, 每一配比组合分别设置

0 、0 .005、0 .010、0 .050、0 .100 、0 .500、1 .000 μg/ ml 7 个浓度处

理, 每一浓度处理均设置4 次重复。将油菜菌核病菌在PDA

培养基上活化后, 从其边缘用打孔器取菌碟并置于P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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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A 培养基上, 并置于( 25 ±1) ℃培养箱中培养, 于接种后

24 、48 、72 h 分别检查菌丝生长情况 , 并测量菌落直径, 同时观

察菌丝体生长和菌落形态有无异常。根据各处理24 h 的平

均菌落直径 , 分别建立其抑制机率值与浓度对数回归方程

( 毒力回归式) , 计算各配比的 EC50 值。利用Sun Y P & John-

son E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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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备试验结果表明, 各配比药剂在1 μg/ ml 浓度下 , 油菜

菌核病菌的生长即能基本上被抑制。因此, 正式试验作用浓

度在0～1 μg/ ml 范围内设置。供试各配比药剂对油菜菌核

病菌的毒力测定24 h 结果列于表1 。对表1 中数据进行对数

机率转换, 求得各配比药剂对油菜菌核病菌的毒力回归方

程, EC50 , 实际毒力指数( ATI ) , 理论毒力指数( TTI) 以及复配

  表1 扑海因和多菌灵混用对油菜菌核病菌的室内毒力(24 h) 测定

配比号
扑海因∶

多菌灵

处理浓度

μg/ ml

菌落直径净

增长值∥mm

抑制率

%
配比号

扑海因∶

多菌灵

处理浓度

μg/ ml

菌落直径净

增长值∥mm

抑制率

%
1 1∶0   0   34 .5 4   0 .100    30 .3     12 .3

0 .005 30 .4   1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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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0 34 .5
0 .100 30 .2 11 .6 0 .005 30 .1 12 .7
0 .500 8 .0 76 .8 0 .010 30 .0 13 .0
1 .000 2 .1 94 .0 0 .050 23 .4 32 .2

2 0∶1 0 34 .5 0 .100 25 .0 27 .5
0 .005 33 .3 3 .6 0 .500 7 .9 77 .2
0 .010 31 .8 8 .0 1 .000 3 .0 91 .3
0 .050 28 .0 18 .8 6 1∶2 .5 0 34 .5
0 .100 33 .5 31 .9 0 .005 32 .0 7 .2
0 .500 6 .5 88 .4 0 .010 31 .5 8 .7
1 .000 2 .5 92 .8 0 .050 29 .3 15 .2

3 1∶1 0 34 .5 0 .100 26 .5 23 .2
0 .005 32 .0 7 .2 0 .500 8 .4 75 .7
0 .010 33 .8 2 .2 1 .000 0 .7 97 .8
0 .050 29 .5 14 .5 7 1∶3 0 34 .5
0 .100 28 .3 18 .1 0 .005 31 .4 9 .1
0 .500 6 .0 82 .6 0 .010 30 .9 10 .9
1 .000 0 .2 99 .3 0 .050 32 .8 5 .1

4 1∶1.5 0 34 .5 0 .100 28 .6 1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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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表中数据为4 次重复平均值。药剂为有效成分配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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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的共毒系数( CTC) , 列于表2。

  从表2 可知 , 各配比药剂对油菜菌核病菌的有效抑制中

浓度( EC50) 值为0 .109 4 ～0 .177 9 μg/ ml , 表明供试各药剂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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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菜菌核病菌均有很好的抑制效果 ;5 个复配剂( 3 ～7 号) 的

共毒系数( CTC) 分别为124 .64 、129 .53、137 .00、82 .19 、91 .72 ,

其中3 、4 、5 号复配剂的共毒系数均> 120 , 具有较好的增效作

用,6 和7 号配比共毒系数均< 100 , 表现为相互拮抗作用。

此外, 试验过程中对菌落形态和菌丝生长情况进行了观

察, 结果发现, 在不含药PDA 平板上, 菌丝生长良好, 菌落白

色, 圆形, 边缘整齐; 而在含各供试药剂的PDA 平板上菌丝生

长纠集, 菌落边缘不整齐 , 菌落颜色随着药剂浓度的提高, 从

灰白色至深褐色不断加深, 接种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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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明供试药剂对

油菜菌核病菌的菌丝生长和菌落形态有明显的影响, 且能加

速菌丝的衰老进程。

  表2 扑海因和多菌灵混用的毒力和共毒系数

配比

号

配比

( 扑∶多)

毒力回归

方程

EC50

mg/ L
ATI TTI CTC

1 1∶0 y =0 .499 0x +5 .871 0 .1746 100 -   -
2 0∶1 y =0 .632 4x +6 .358 0 .1168 0 -   -
3 1∶1 y =0 .739 1x +6.6164 0 .1123 155 .48 124 .74  124 .64
4 1∶1 .5 y =0 .607 9x +6.2988 0 .1181 147 .84 114 .14 129 .53
5 1∶2 y =0 .466 9x +6.0331 0 .1094 159 .60 116 .50 137 .00
6 1∶2 .5 y =0 .568 2x +5.9811 0 .1779 98 .15 119 .79 82 .19
7 1∶3 y =0 .537 4x +5.9543 0 .1694 103 .07 112 .37 91 .72

3  小结与讨论

采用生长速率法测定了扑海因和多菌灵复配剂对油菜

菌核病菌的联合毒力和共毒系数, 结果表明, 扑海因与多菌

灵按1∶( 1～2) 复配具有明显的增效作用, 但当多菌灵比例再

增大时 , 则表现出拮抗作用。根据上述试验结果, 为兼顾毒

力和成本两方面, 建议选择扑海因与多菌灵配比为 1∶2

为宜。

由于在油菜菌核病的化学防治中长期使用多菌灵 , 在不

少地区油菜菌核病菌已对其产生了严重的抗药性。为了延

缓或克服病菌抗药性的形成和发展, 防治上应尽量避免连续

单一地使用多菌灵, 而应与其他类型的杀菌剂轮换或混合使

用。扑海因属广谱性保护性杀菌剂, 作用机制与多菌灵不

同。根据该研究结果, 扑海因和多菌灵复配或混用对控制油

菜菌核病有明显的增效作用, 值得在生产上进一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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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75 元/ hm2 ; 如果添加渗透剂 , 则需要54 ml/ hm2 , 计3

元/ hm2 。一个普通劳动力每天能完成1 hm2 竹林的农药喷

施工作,1 年需要喷施3 次, 按当地劳动力每天15 元计算,

则农药防治需要劳动力投入45 元/ hm2 。劳动器具折旧15

元/ hm2 。施用农药安绿宝则需投入成本约为135 元/ hm2 ;

施用农药安绿宝加渗透剂则需投入成本约为138 元/ hm2 。

  表1 氯氰菊酯防治长足大竹象对竹笋成竹率的影响

成竹竹笋数 总竹笋数成竹率∥% 估算增产∥%

安绿宝乳油 280 378 74 .1 47 .6

安绿宝乳油加百威 287 339 84 .7 68 .7

3 号高渗增效剂

对照 176 350 50 .2

 注 : ①成竹率 = 成竹的竹笋子/ 总笋数 ; ②估算增产 : 假设每根成竹

的平均重量相同 , 以成竹数量估算竹材产量。

2 .2 .2  收益分析。目前竹林平均产量7 .5 t/ hm2 , 当前平均

售价为300 元/ t 。施用农药安绿宝后竹林增产47 .6 % , 即增

产竹 材 3 470 kg/ hm2 , 增值 1 071 元/ hm2 , 扣 除成 本 135

元/ hm2 后竹林增值936 元/ hm2 。

如果施用添加渗透剂的农药后 , 竹林增产68 .7 % , 即增

产竹材5 152 .5 kg/ hm2 , 增值1 545 .75 元/ hm2 , 扣除成本138

元/ hm2 后竹林增值1 397 .75 元/ hm2 。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 施用农药安绿宝和施用安绿

宝与渗透剂混配的农药对慈竹长足大竹象进行防治后, 竹

林增产、增值效果明显。

3  结论与讨论

( 1) 由于长足大竹象成虫以吸食竹笋笋汁为食 , 受害竹

笋基本能正常生长 , 竹笋所受危害较小, 基本不影响竹材的

产量。而幼虫为咀嚼式口器, 以啃食嫩笋为食, 从而导致竹

笋断梢、死亡。故笔者改变前人防治成虫的思路[ 3] , 改为针

对危害最重的、相对易于防治的幼虫。试验结果表明 , 该思

路是可行的。

( 2) 竹笋外被笋壳, 笋壳内层有角质层, 一般农药难以

穿透 , 而长足大竹象产卵于笋壳和竹竿之间 , 刚孵化的幼虫

从竹竿外层向内取食 , 故防治效果差。向农药中添加强力

渗透剂, 促使农药透过笋壳渗透到竹竿中, 可达到防治幼虫

的目的。试验结果表明, 渗透剂增强了农药的穿透能力, 提

高药效, 从而提高了竹笋的成竹率。

( 3) 通过成本收益分析表明, 采用百威3 号高渗增效剂

与氯氰菊酯混配的农药对慈竹长足大竹象进行防治效果明

显, 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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