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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防治菌与多菌灵混用防治棉花黄萎病的效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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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盆栽试验 多菌灵与 多种生物 防治菌混 用防冶棉花黄 萎病结 果表 明，大部 分混 罱防冶效果 纯于单 累效果 

而供试芽孢菌“B908”与 多菌灵混 用效果 大干单 用多菌灵但 小于单 用生物防治菌“B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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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the control of verticillium wilt of cotton with the mixtures of biological agents and carbendazim ．LI Su-Ying． 

LIU Dong-Qing(Cotton Research Center，Shandong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Jinan 250100)，NIU Shan-Guang 

(Research Center of Life Sciences，Shandong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Jinan 250100)，CJEA，2004，12(1)：ll4～1l6 

Abstract Pot experiments for the control of verticillium wilt with the mixtures of biological agents and carbendazim indi— 

cate that the disease control with the mixtures is better than that with carbendazim or biological control agents applied se— 

parately，the control result of the mixture of carbendazim applied with one 13acillium sp (B908)is better()nlly than that of 

carbendazim applied alone，and worse than that of B908 applied al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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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黄萎病 由半知菌亚门的大丽轮枝菌(VerticilliuIll dahliae Kleb．)所致 ，利用化学药剂和生物防治菌 

处理棉种可不同程度减轻病害发生。Kantan J．等。 提出用化学药物弱化病原菌后，有利于生物防治菌定 

殖并提高其防治效果，Elad Y．等 将杀菌剂和生物防治菌混用防治葡萄灰霉病(Botritis Ci?lerea)其防治效 

果不如二者单用。本试验研究了多菌灵为主的化学药剂与多种生物防治菌混用效果 ，为化学药剂与有益生 

物联合防治有害生物提供理论依据。 

l 试验材料与方法 

试验在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生命研究 中心实验室内进行 ，采用平板测定 ，用 LB培养基培养细菌，在 PDA 

培养基上测 定杀 菌或抑菌作 用，筛选 出药剂进行盆栽试 验，供试药剂真 菌类有 木霉菌 “LR”、“LTR一2”、 

“TH”、“Q1”、“Q2”和红色黏帚菌“GLR”，细菌类有芽孢菌“B908”、“B931”和荧光菌“P32”、“PP879”及沙雷氏 

菌“Sm”，杀菌剂为多菌灵“MBC”，混合制剂为细菌类加多菌灵。真菌菌剂活孢子数为 l0亿个 ，细菌为 100 

亿个／g，采用菌、药混合制剂时以上用量减半，以25％多菌灵代替：药剂为可湿性粉剂，细度为80～120筛 

目，主要添加剂为草炭和 20％的变形淀粉。供试棉花品种为“中棉 17”，将棉种用 55℃水浸泡 20min后置常 

温下继续浸泡24h，除去水分于 30~(2左右催芽，当种子露白时按种子量的2％包衣上述供试药剂，稍晾干后 

播于盆中，每盆 10粒，重复 5次，对照为变形淀粉和草炭包衣：将黄萎病菌接种于灭菌脱绒棉籽中，于 27~C 

左右培养 3～4d后取出掺于土内(掺量为土重的3％)，再浇水至相对湿度 70％～80％即可播种：棉花长至 

5～6片真叶时进行调查，发病程度分级按《中国棉花主要病害研究及其综合防治》标准进行，计算发病率和 

病情指数，并由此计算出防治效果 A和防治效果 B。 

2 结果与分析 

生物防治真菌菌剂试验结果见表 1，由表 1可知 供试 6种真菌菌剂防治棉花黄萎病效果均显著 ，其 中 

“LR”、“LTR一2”和“GLR”防治效果优于药剂多菌灵，且与其发病率和病情指数计算的防治效果对应。木霉 

菌“LR”和红色黏帚霉“GLR”防治效果最佳 ，试验条件下均达 100％，而多菌灵仅为 91．7％和 67．2％。细菌 

菌剂防治效果较理想，表 2中芽孢菌“B908”、沙雷氏菌“Sm”和荧光菌“P32”防治效果均>70％，其细菌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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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强，繁殖率高，尤对发病期长的黄萎病防治效果显著。由表 3可知添加多菌灵后除芽孢菌“B908”外，其 

他混剂防治效果均明显提高，表明多菌灵与细菌对防治棉花黄萎病有增效作用。采用“MBC”混剂及生物 

防治 真菌 “LR”和 表1 生物防治真菌防治棉花黄萎病效果(盆栽) 

“GLR”、生 物 防 治 

细 菌 “B908”和 

“Sm”处 理 的 棉 花 

黄 萎 病 防 治 效 果 

好 ，且棉苗健壮 ，叶 

色 浓 绿 而 宽 大 舒 

展 ，茎秆粗壮 ，明显 

优于对 照 ，其 他 处 

理 棉 花 虽 优 于 对 

照，但无明显效果 。 

Tab．1 Control efficiency of pot experiments for the control of verticillium wilt with the biocontrol epiphyte 

表 2 生物防治细菌防治棉花黄萎病效果 (盆栽 ) 

Tab 2 Control efficiency of pot experiments for the control of verticillium wilt with the biocontrol bacterium 

多菌 灵通 过 自身 杀 

菌作 用 防治 棉花 黄 

萎病 ，还可促进人为 

接种 或土 壤 的拮抗 

微生物活性 。，通过 

抑制 土壤 其他 微生 

物及致病 菌促使 某 

些 生物 防治 菌 迅速 

定殖 ，从而提高棉花 

黄 萎 病 防 治 效 果： 

且多菌 灵具 有 细胞 

激动素作用 ，故棉花长势良好。而木霉菌“LR”和红色黏帚菌“GLR”、芽孢菌“B908”及沙雷氏菌“Sm”等对 

棉花促进作用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表 3 多菌灵与生物防治菌混用防治棉花黄萎病效果 

Tab．3 Control efficiency of verticillium wilt with the mixtures of biological agents and carbendazim 

3 小结与讨论 

多菌灵与生物防治菌对棉花黄萎病均有杀菌或抑菌活力 ，因化学药剂与生物防治菌对致病 菌的作用机 

理不同，两者混用有叠加或增效作用 ，但结果并不一致。鉴于土壤生态复杂性 ，化学药物是否影响生物防治 

菌定殖与存活这对生物防治菌至关重要 ，故在作用位点建立有效群体是生物防治菌发生作用的先决条件 ；而 

生物防治菌对化学药物是否有加速分解作用将影响化学药物防治效果 ，故充分了解土壤 、化学药物 、生物防 

治菌与致病菌的关系，才能明确杀菌剂与生物防治菌间联合防治作用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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