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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试验结果表明 , 用60 % 氟吗·锰锌可湿性粉剂防治黄瓜霜霉病, 对水稀释700 倍液防效优良 , 且经济、安全。若发病初或发病轻可
适当加大对水倍数, 反之 , 可适当减少对水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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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 Effect of 60 % Fl u morph- mancozeb WP t o Cucu mber Do wny Milde wi n the Fiel d
WANG Hong-j un  ( Shangqi u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Shangqiu ,Henan 476000)
Abstr act  The experi mentation results indicated :addi ng water to dilute 60 % Flu morph- mancozeb for 700 ti mes in the prevention and cure of cucu mber
downy mildew, the effect was good ,economy and safe .In early days of disease or while the disease was not at all serious ,we can i ncrease the a mount of
addi ng water ,on the contrary , we can reduce the amount of addi ng wat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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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瓜霜霉病是发生在黄瓜上的一种重要病害 , 该病具有

传播快、潜伏期短、来势凶猛、危害严重的特点。用于防治黄

瓜霜霉病的药剂很多 , 但由于多年连续使用 , 病原菌对一些

农药产生抗性 , 防效连年下降。为筛选防效理想的药剂 , 笔

者进行了60 % 氟吗·锰锌 WP 防治黄瓜霜霉病的药效试验。

1  材料与方法

1 .1  供试材料

1 .1 .1  供试药剂。①60 % 氟吗·锰锌 WP( 有效成分: 氟吗啉、

代森锰锌 , 沈阳化工研究院) ; ②64 % 口恶霜·锰锌 WP( 有效成

分: 口恶霜灵、代森锰锌 , 瑞士诺华公司) ; ③58 % 甲霜灵·锰锌

WP( 有效成分: 甲霜灵、代森锰锌 , 江苏宝灵化工公司) ; ④

75 % 百菌清 WP( 有效成分: 百菌清 , 山东潍坊得海农化有限

公司) 。

1 .1 .2  供试品种。黄瓜品种津春4 号。

1 .2  试验方法  试验在商丘市睢阳区古宋乡老南关无公害

蔬菜生产基地进行 , 砂壤土 , 肥力中等。统一苗床供苗 ,4 月

18 日移栽 , 移栽定苗前 , 施腐熟饼肥3 000 kg/ h m2 、磷酸二铵

900 kg/ h m2 、钾肥 450 kg/ hm2 , 撒施 , 深翻 30 ～40 c m , 耧平、起

垄。栽植密度49 500 株/ hm2 。

试验设8 个处理 : ①60 % 氟吗·锰锌 WP 500 倍液 ; ②60 %

氟吗·锰锌 WP 700 倍液; ③60 % 氟吗·锰锌 WP 900 倍液 ; ④

60 % 氟吗·锰锌 WP 1 000 倍液; ⑤64 % 口恶霜·锰锌 WP 400 倍

液; ⑥58 % 甲霜灵·锰锌 WP 700 倍液; ⑦75 % 百菌清 WP 600

倍液; ⑧清水( CK) 。随机排列 ,4 次重复 , 小区面积20 m2 , 小

区间设隔离株、行 , 试验区周围设保护作物。于黄瓜霜霉病

始盛期第1 次用药 , 此后每隔7 d 用药1 次 , 连续3 次 , 使用工

农- 16 型背负式喷雾器 , 药液量675 kg/ hm2 , 黄瓜叶片正反面

受药均匀 , 避免药液漂移 , 偏离靶标。

药剂试验阶段 , 日平均温度 23 . 2 ℃ , 平均相对湿度

82 .7 % , 累计有7 个雨日 , 其余为多云或晴天。

1 .3  调查与统计  调查时每小区均匀固定5 点 , 每点2 株 ,

共10 株。每株定位5 片叶 , 即自植株下部第3 片 , 向上查 5

片叶 , 于每次施药后第7 天下午统一调查。计算病情指数、

�

作者简介  王红军( 1965 - ) , 男 , 河南商丘人 , 讲师 , 从事植物保护方面

的教研工作。

收稿日期  2007- 01-23

防治效果。

  黄瓜霜霉病叶严重度分级标准:0 级 , 叶片无病斑;1 级 ,

病斑占全叶面积的 5 % 以下;3 级 , 病斑占全叶面积的 6 % ～

10 % ; 5 级 , 病斑占全叶面积的11 % ～25 % ;7 级 , 病斑占全叶

面积的26 % ～50 % ;9 级 , 病斑占全叶面积的50 % 以上。

病情指数=
∑( 病级数×该级病叶数)
调查总叶数×最高级数

×100

防效=
对照区病情指数- 处理区病情指数

对照区病情指数
×100 %

2  结果与分析

  由表1 可见 , 第1 次用药后7 d , 处理①、②、③、④防效各

为70 .4 % 、68 .4 % 、65 .3 % 和 57 .1 % , 处理⑤、⑥、⑦的防效依

次为44 .9 % 、38 .7 % 和 36 .7 % 。第 2 次用药后 7 d , 处理①、

②、③、④的防效依次为87 .3 % 、85 .6 % 、84 .2 % 、77 .8 % , 处理

⑤、⑥、⑦的防效依次为70 .2 % 、64 .3 % 、62 .4 % 。第3 次用药

后7 d , 处理①、②、③、④ 的防效依次为 91 . 4 % 、89 . 2 % 、

88 .9 % 和 83 . 1 % , 处 理 ⑤、⑥、⑦的 防 效 依次 为 75 . 8 % 、

67 .2 % 、52 .1 % 。由此可见 ,60 % 氟吗·锰锌 WP 在 500 ～900

倍液下 , 药效显著优于64 % 口恶霜·锰锌 WP 、58 % 甲霜灵·锰锌

WP 和75 % 百菌清 WP 。

  表1 不同药剂处理对黄瓜霜霉病防治效果的影响

处理号

第1 次

病情

指数

防效

%

第2 次

病情

指数

防效

%

第3 次

病情

指数

防效

%

① 2 .9 70 .4  5 .3 87 .3  5 .5 91 .4

② 3 .1 68 .4 5 .9 85 .6 6 .9 89 .2

③ 3 .4 65 .3 6 .6 84 .2 7 .1 88 .9

④ 4 .2 57 .1 9 .2 77 .8 10 .9 83 .1

⑤ 5 .4 44 .9 12 .4 70 .2 15 .4 75 .8

⑥ 6 .0 38 .7 14 .8 64 .3 20 .9 67 .2

⑦ 6 .2 36 .7 15 .6 62 .4 30 .5 52 .1

⑧( CK) 9 .8 - 41 .5 - 63 .6 -

 注 : 表中数据均为4 次重复平均值 , 均是用药后第7 天调查。

3  小结与建议

田间药效试验和生产实践表明:60 % 氟吗·锰锌对水稀

释500 ～900 倍液 , 防治黄瓜霜霉病效果最优 , 且速效、持效期

长、使用安全。而58 % 甲霜灵·锰锌效果不佳 ,75 % 百菌清效

果更不好。建议用60 % 氟吗·锰锌防治黄瓜霜霉病 , 对水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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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性业务管理法规或地方性法规 , 这些法规之间衔接不

一, 造成了对经纪人管理的混乱。

3  促进农产品经纪人创业的对策

3 .1 激发创业意识, 营造创业氛围  各级党委政府在引导

农民对新农村建设的认识时, 应激发农民创业发展的意识 ,

鼓励他们树立自主创业致富的意识, 消除“等、靠、要”的惰性

思想。此外 , 政府还可充分运用舆论宣传来营造浓厚的创业

氛围。通过发掘和推出农产品经纪人创业先进典型, 宣传他

们创业过程中的观念改变、曲折道路、成功经验和切身体会 ,

以激起农民群众强烈的创业欲望。只要在农村形成了全民

创业的主流意识, 新农村建设就有不竭的源动力。

3 .2 进一步增强农产品经纪人职业资格培训, 严格从业资

格管理  对农产品经纪人开展培训认证工作刻不容缓。国

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早在2003 年就将农产品经纪人列入国

家职业标准目录, 为相关的培训和资格认证工作提供了指

导。同年, 国家科技部会同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等部门发起了

农产品经纪人星火科技培训工程。经纪人经培训考试合格

后将领到由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一印制的、农业部人事

劳动司验印并颁发的《农产品经纪人职业资格证书》。资格

证书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3 个层次。农产品经纪人经过针

对性的培训后, 一批懂市场、讲信誉、会经营、善管理的优秀

农产品经纪人脱颖而出。有的经纪人通过培训, 树立了品牌

意识, 为其购销的农产品申请注册了商标, 改进了包装, 提高

了农产品的附加值, 市场竞争力也进一步增强 ; 有的农产品

经纪人通过培训, 能够用互联网收集和发布信息, 市场信息

更加灵通。为了严格执行从业资格管理, 保证行业规范和整

个行业的服务水平 , 应禁止没有取得农产品经纪人职业资格

的人员从事农产品中介活动。

需要强调的是, 在现行的对农产品经纪人培训内容的设

制中, 一般包含了营销、金融、法律、贸易、现代科技知识等内

容, 却忽视了一个十分必要的培训项目 , 即创业教育与培训。

农产品经纪人的创业基本上是自发产生的, 他们的创业意识

还很薄弱, 所以在培训课程的设制上应专门安排有关创业意

识、创新意识、创业能力等内容的课程 , 让受训者真正理解为

何创业、如何创业。

3 .3 扩大规模, 规避风险  农产品经纪人大多呈个体户式

的经营规模, 驾驭市场能力弱, 市场竞争能力差, 难有大的作

为。所以要因势利导, 走联合之路, 壮大实力。各地政府应

积极鼓励农产品经纪人牵头兴办产销联合体、销售有限责任

公司等农村合作经济组织, 并积极引导建立健全农产品经纪

人协会、理事会等, 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

3 .4  加大农产品经纪人创业所需资金扶持力度 鼓励金融

部门为农产品经纪人的创业活动提供信贷支持。农业银行、

农村信用合作社等金融部门应该为农产品经纪人积极安排

贷款, 并放宽担保条件, 允许农民以存单、房产、土地承包权

抵押、农户联户担保获取贷款。此外, 要加大政府财政对农

产品经纪活动的资金支持力度, 政府要在财政支农预算中安

排专项资金, 专款专用。各级政府还可从财政中切出一块 ,

建立无息或低息的农民创业基金, 实行有偿滚动使用, 扶持

农产品经纪人创业活动。政府财政中预留的农民创业基金

的提供与使用, 还可与农产品经纪人的培训效果相结合, 以

达到激励农民参加农产品经纪人职业资格培训的目的。

3 .5  加快相应政策法规的修订  农产品经纪人的合法权益

要得到法律保护, 需要专门的法律法规明确其属性、地位和

作用。国家应尽快出台农产品经纪人条例和管理办法 , 规范

其行为, 明确其应享有的权力, 在条件成熟时颁发农产品经

纪人组织法 , 使农产品经纪人逐步向协会方向发展, 其生产

经营服务活动及财产收益受法律保护。

3 .6  建立激励机制 政府在规范化管理农产品经纪人的同

时, 还要探索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要将农产品经纪人职业

资格作为重要的评选条件, 评选出十佳农产品经纪人, 通过

表彰那些遵纪守法、诚实守信、表现突出、贡献较大的农产品

经纪人, 使农产品经纪人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成为农

民增收致富的带头人, 成为行业自律, 规范发展的榜样和标

兵。对做出一定贡献的农产品经纪人 , 要政治上给荣誉 , 经

济上给优惠, 通过政策扶持, 激励更多的经纪人开拓大市场 ,

参与大流通, 在农村经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3 .7 政府职能部门携手, 为农产品经纪人创业保驾护航  

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立足职能 , 积极引导 , 放宽市场准

入条件, 促进农村经纪人队伍的发展; 农产品经纪人的注册

登记要简化手续, 适当放宽经纪范围, 酌情减免登记和年审

的费用; 要会同经纪人协会加强监督管理, 对农产品经纪人

实行信用管理和资质评价, 通过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 ,

进一步规范农村经纪人的经营行为 , 防止和杜绝恶性竞争。

土管、建设等部门对农产品经纪人创业的建房、用地手续要

依法按章随到随办。税务部门要采取一定的优惠措施 , 对农

村经纪人给予实际有效的支持。道路交通管理部门要加大

力度完善农村的公路交通建设, 使农产品的运输畅通无阻。

电信部门等要加快农业信息化建设 , 建设农村信息高速公

路, 为农产品经纪人上网交易等提供周到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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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控制在700 倍左右, 稀释900～1 000 倍液时, 可作预防使用。

75 % 百菌清应在发病前7 d 以内施用, 才能显示出效果。另外,

不论哪一种药, 喷洒时要均匀周到,60 % 氟吗·锰锌使用时不要

连续超过4 次, 最好与其他效果好的药剂轮换使用, 以增加防

效, 减缓病菌产生抗药性的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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