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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对20 % 草酸青霉水剂助剂用量的影响、助剂对药效的影响、pH 值对制剂贮存稳定性的影响试验 , 筛选出20 % 草酸青霉水剂
的最佳配方。室内及田间药效试验表明 :20 %草酸青霉水剂对玉米小斑病有良好的防治效果 , 室内处理剂量为稀释100 倍液 , 田间处理
剂量为稀释50 倍液 ,对玉米小斑病的防效在88 % ～90 .6 % , 且对供试作物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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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parationof Biologic Pesticide Penicilli u m Oxalicu m Currie et Tho m Aqua .and its Efficacy in Controlling Hel minokosporicumturcicumP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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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est prescription of 20 % PenicilliumoxalicumCurrie et Thomaqua was screened inthe experi ments of the effects of the ai d and dosage
of 20 % Penicilli umoxalicum Currie et Thomaqua , the effect of aid onpestici de efficacy andthe effect of pHonreserving stability of the preparation . The
laboratory and fiel d experi ments of pestici de efficacy showed a good control efficacy of 20 % Penicillium oxalicum Currie et Thom aqua on Hel mi-
nokosporicumturcicumPass . The pesticide diluted at 100 ti mes inlaboratory application and diluted at 50 ti mes infield application coul d get control effi-
cacy from88 % ～90 .6 % without any injury on crop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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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酸青霉菌( Penicilli um oxali cum Currie et Thom) , 属半知

菌亚门真菌。草酸青霉菌溶磷菌株具有较强的溶解多种无

机磷的能力和促进作物生长的作用[ 1 - 3] 。玉米小斑病在我

国黄河和长江流域的温暖潮湿地区发生普遍而严重, 而在华

北地区则常和大斑病混合发生[ 4] 。笔者通过对20 % 草酸青

霉水剂助剂用量的影响、助剂对药效的影响、pH 值对制剂贮

存稳定性的影响试验 , 筛选出20 % 草酸青霉水剂的最佳优惠

配方。并通过室内及田间药效试验证明 ,20 % 草酸青霉水剂

对玉米小斑病有良好的防治效果。

1  生物农药草酸青霉水剂制备[ 5- 6]

1 .1 材料与加工工艺

1 .1 .1  试验材料。培养基:PDA 培养基, 马铃薯200 g , 葡萄

糖20 g , 琼脂20 g , 水1 000 ml 。供试药剂 : 草酸青霉发酵液, 辽

宁科技大学研制; 农乳100 、农乳 OX-900 、聚乙烯醇、农乳 OX-

638 ,E0/ PO 嵌段无规共聚醚, 辽宁奥克化学集团生产 ; 蒸馏

水; 自来水。

1 .1 .2 加工工艺。①草酸青霉发酵液制备工艺( 图1) 。菌

种活化 : 将PDA 培养基倒入试管中灭菌, 冷却至室温; 在超净

工作台下接4 ℃保藏的草酸青霉菌种; 培养温度25 ℃, 时间

72 h ; 然后连续传种3 代, 备用。液体种子 : 将150 ml 液体培

养基倒入250 ml 三角瓶中, 加棉塞后用报纸将瓶口包好, 于

121 ℃灭菌30 min , 取出后冷却至室温, 接上述活化的菌种2

环, 于25 ℃,110r/ min 摇床培养。发酵液制备: 将300 ml 液体

培养基倒入500 ml 三角瓶中, 加棉塞后用报纸将瓶口包好 ,

于121 ℃灭菌30 min , 取出后冷却至室温, 接上述液体菌种2

ml , 于25 ℃,110r/ min 摇床培养。草酸青霉发酵液提取物: 发

酵液用4 层擦镜纸过滤, 滤过菌丝和孢子, 滤液与乙酸乙酯等

量( 1∶1) 充分混匀后, 静置约30 min 取有机相浓缩即可。②草

酸青霉水剂制备工艺( 图2) 。按原药等分子比在水中加入氢

氧化钠搅拌完全溶解后, 在 搅拌下加入原药使其成盐, 必要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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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稍加热以加快反应速度, 调pH 值至6 ～10 , 过滤除去机械

杂质和水不溶物, 定量加入助剂和水调配成20 % 成品。

图1 草酸青霉发酵液制备工艺

图2 草酸青霉水剂制备工艺

1 .2 试验筛选

1 .2 .1 水质的影响。分别选用蒸馏水和大井水, 反应成盐

后过滤( 每批用原药20 .2 g) , 将滤饼( 杂质) 烘干称重。3 次

试验结果表明, 不同水质对配制20 % 草酸青霉水剂无不良影

响, 因此配制20 % 草酸青霉水剂要根据情况选用水源。

1 .2 .2 助剂的筛选。①助剂对药效的影响。选择农乳100 、

农乳OX- 900 、聚乙烯醇、农乳OX-638、E0/ PO 嵌段无规共聚醚

等助剂进行药效试验, 助剂用量为制剂的10 % , 其药效试验

结果为E0/ PO 嵌段无规共聚醚的药效最好。②助剂不同用

量的影响。分别加入3 % ,5 % ,8 % ,10 % ,12 % 的 E0/ PO 嵌段

无规共聚醚助剂进行药效试验。用量太低对制剂本身无影

响, 但是影响杀菌效果。最终确定助剂用量10 % 。③pH 值

对制剂贮存稳定性的影响。按上述配方加工不同 pH 值的

20 % 草酸青霉水剂, 在14 d 、( 54 ±2) ℃条件下贮存, 考察pH

值的对制剂贮存稳定性的影响, 结果表明pH 值在6 ～10 是

稳定的。

1 .3  20% 草酸青霉水剂的配方  草酸青霉发酵液提取物

20 % ;E0/ PO 嵌段无规共聚醚10 % ; 用氢氧化钠调pH 值至6

～10 ; 补足水分至100 % 。

2  生物农药草酸青霉水剂对玉米小斑病药效测定[ 7- 9]

2 .1 材料与方法

2 .1 .1 试验材料。供试药剂及供试菌: 20 % 草酸青霉水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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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科技大学化工学院生物农药实验室自制;50 % 退菌特可

湿性粉剂, 天津市兴果农药厂生产; 玉米小斑病菌 , 沈阳药

科大学生物制药工程学院提供。

2 .1 .2  试验方法。①幼苗盆栽活性测定试验。试验共设6

个处理, 处理①～④为20 % 草酸青霉水剂稀释6、9 .8 、19 .8 、

29 .8 倍液, 处理⑤50 % 退菌特可湿性粉剂600 倍液为对照药

剂, 设不施药剂的为空白对照( CK) ,4 次重复。选择长势一

致的2 叶期盆栽玉米幼苗, 按照所设浓度在叶片上进行喷雾

处理。处理后的试材, 均放在阴凉处, 次日接种玉米小斑病

菌, 接种后放置人工气候室( 温度 : 昼28 ℃, 夜25 ℃, 相对湿

度:99 %) 培养, 接种7 d 后调查防效。分级标准按农业部农

药检定所《农药田间药效试验准则》, 以病指计算防效[ 10] 。②

防治玉米小斑病田间小区试验。试验地点设在辽宁海城, 试

验时间2004 年。试验共设6 个处理 , 处理①～④为20 % 草酸

青霉水剂的处理浓度分别均为29 .8、19 .8、9 .8 、6 倍液; 处理

⑥50 % 退菌特可湿性粉剂的处理浓度500 倍液, 另设不加药

剂的空白对照, 每个处理4 次重复。共24 个小区, 小区面积

为20 m2 , 随机排列。所有小区的栽培条件( 土壤类型、施肥、

播栽期、生育阶段、株行距) 均匀一致, 于田间初见病斑时施

药, 喷雾器械为工农16 型手动式喷雾器。施药3 次, 间隔

7 d。试验期间总体环境利于病害发生流行。第3 次喷药后

7 d进行调查, 根据病情指数计算防治效果。试验过程中不定

期观察药剂对玉米的安全性。分级标准按农业部农药检定

所《农药田间药效试验准则》, 以病指计算防效[ 10] 。

2 .2 结果与分析

2 .2 .1 幼苗盆栽活性测定。从表1 可知, 稀释19 .8 倍20 %

草酸青霉水剂, 防治玉米小斑病有良好的室内防治效果, 防

效可高达90 .6 % , 显著优于29 .8 倍20 % 草酸青霉水剂的防

效和化学农药600 倍液50 % 退菌特可湿性粉剂的防效。稀

释6、9 .8 倍的20 % 草酸青霉水剂对玉米幼苗叶片产生药害。

2 .2 .2 田间小区活性测定。从表1 可知, 稀释9 .8 、6 倍液

20 %草酸青霉水剂, 防治玉米小斑病有良好的田间防治效

果, 防效可高达88 .4 % , 优于19 .8 倍20 % 草酸青霉水剂的防

效和化学农药500 倍液50 % 退菌特可湿性粉剂的防效。  

表1  不同稀释浓度草酸青霉水剂防治玉米小斑病药效

处理
室内

病情指数 防效∥%

田间

病情指数 防效∥%
① - - 1.51 90 .40
② - - 1.41 88 .40
③ 2 .31 90 .60 7.30 70 .31
④ 8 .03 67 .30 3.26 59 .00
⑤ 3 .08 87 .48
⑥ 2.05 74 .20
CK 12 .30 24 .60

3  讨论

生物农药草酸青霉水剂具有选择性高、易于降解、不易

积累、用量少、污染小、对人畜毒性小、环境兼容性好、不易产

生抗性等优点。同时, 生物农药草酸青霉水剂为水基性环保

制剂, 具有对环境和施药者更安全, 没有有机溶剂和粉尘, 减

少了对环境的污染。从室内及田间试验结果看,20 % 生物农

药草酸青霉水剂对玉米小斑病具有优异的防治效果。室内

19 .8 倍液、田间9 .8 倍液处理剂量下优于50 % 退菌特室内

600 倍液、田间500 倍液的防效。且成本适中, 可以作为防治

玉米小斑病的生物药剂大力推广使用。建议田间适宜使用

浓度为9 .8 倍液。施药时间应在防治玉米小斑病发生前或

发病初期, 一般施药3～4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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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地面、竹竿上的虫卵、蛹、幼虫消灭。提倡营造混交林。毛竹

与杉木或其他杂木混交的林分, 林相复杂, 植被繁茂, 生物群落

比较丰富, 鸟类也较多, 能够控制该害虫的大发生。

3 .2 灯光诱杀  利用频振式杀光灯诱杀成虫, 降低虫口密

度, 挂灯离地面1 .5 ～2 m 高, 周围避开挡物。诱蛾时期最好

选择在成虫开始普遍羽化至羽化盛期进行, 这会使成虫产卵

期趋光性大大下降。产卵后进行诱杀就失去了意义。

3 .3  生物防治  该虫捕食性天敌很多 , 主要有蚂蚁、猎蝽。

此外, 该虫还有很多寄生性天敌 , 如卵期有黑卵蜂、旋小蜂及

跳小蜂, 幼虫期有绒茧蜂、黑瘤姬蜂、日本追寄蝇等, 这些寄

生天敌对该虫的发生发展有很大抑制作用, 可加以研究

利用。

在清明前后, 可用白僵粉或森得保生物农药( BT 与阿维

菌素复配) 进行林间喷粉防治刚竹毒蛾。

3 .4 化学防治 

3 .4 .1 烟剂熏蒸。在虫口密度较大的情况下, 如地形适宜 ,

可于6 月下旬在被害竹林内施放敌敌畏烟剂15 kg/ hm2 , 或敌

马烟剂37 .5 kg/ hm2 , 但必须在风速小于1 .5 m/ s 的夜间或阴

雨天进行。

3 .4 .2 竹腔注射。在竹竿基部, 钻一小孔 , 注入5 ～10 倍液

的40 % 氧化乐果或5 % 的吡虫啉乳油5～15 ml 。

3 .4 .3 喷雾防治。在低龄幼虫期, 可使用1 .2 % 苦烟乳油、

功夫菊酯、溴氰菊酯、联苯菊酯等进行防治; 在高龄幼虫期 ,

可加入40 % 辛硫磷乳油提高防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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