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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生长速率法测定了 ! 种杀菌剂对烟草根黑腐病菌［!"#$%&’#()*#* +&*#,(%&（()*+, -./ (*,）0)**-*12］的室内抑菌毒力。测定结
果表明，多菌灵、甲基托布津、大生 34!5 和杀毒矾等 ! 种药剂对烟草根黑腐病菌的 675&分别为 &8!$5#、589#9!、9&8$"’" 和 9%8$$9!
:; < =，67>&分别为 &8’#%&、##8!9#$、##&8#9>’ 和 #"&859>9 :; < =。并且，结合对各种药剂有效成分和作用机理的比较，确定最佳的用药
方式为多菌灵与大生 34!5 交替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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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根黑腐病是世界性的烟草根茎病害之一，曾
给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的烟草生产造成严重的损
失［#］。在我国各产烟区均有发生，其中云南、贵州、湖
北等省发生较重，严重地块发病率可达 9&_以上。山
东、河南、安徽、吉林、福建等省也有发生，近年有危害
加重的趋势。

烟草根黑腐病病原为［ !"#$%&’#()*#* +&*#,(%&（()*+,
-./ (*,）0)**-*12］，称基生根串株霉，属半知菌亚门真
菌。此病菌是一种土壤习居菌，可以侵染多种植物，已
报道有 99 个科的 #9% 种植物，主要是豆科、茄科和葫
芦科以及田间多种杂草［$］。

近年来国内对烟草根黑腐病的研究较少，在药剂

防治方面，各地烟草生产单位虽有相关病害的防治药
剂指导，但是对于所用药剂的防治效果及如何 ! 种杀
菌剂对烟草根黑腐病菌的室内毒力测定，明确各药剂
的抑菌活性，并结合各药剂的作用机理，为生产上烟草
根黑腐病防治药剂的合理选择提供理论依据。

% 材料与方法

%9% 供试菌株
烟草根黑腐病菌，由本实验室分离并保存。

%9* 供试药剂
5&_多菌灵可湿性粉剂（江苏苏化集团，新沂农化

有限公司）、%&_甲基托布津可湿性粉剂（日本曹达株
式会社）、"!_杀毒矾可湿性粉剂（诺华农化（中国）有
限公司）、大生43!5（’&_可湿性粉剂，美国罗门哈斯公
司）。
%9, 培养基

马铃薯蔗糖琼脂培养基（O‘A）：马铃薯 $&& ;，蔗
糖 #5 ;，琼脂 #5 ;，蒸馏水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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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验方法
采用平皿生长速率法［!］测定各种药剂对病原菌生

长速率的抑制效果。
通过预备试验结果确定 ! 种药剂的浓度梯度。

"#$多菌灵可湿性粉剂的浓度梯度 为 #%&’"、#%’"、
#%"、&%# 和 &%" () * +；,#$甲基托布津可湿性粉剂的
浓度梯度为 &%#、&%’"、’%"、"%# 和 ,%" () * +；大生-.!"
的浓 度 梯 度 为 &"%/’"、0&%’"、/’%"、10%0、&’" () * +；
/!$杀毒矾可湿性粉剂的浓度梯度为 &"%/’"、0&%’"、
/’%"、&’"%# 和 ’"# () * +。先用无菌水将 ! 种药剂稀释
成对应的高倍母液，然后与融化且冷却到约 !"2固体
345 培养基混合，制成相应浓度梯度的含药培养基平
板，以不添加药液的 345 平板为空白对照，每浓度重
复 ! 次（! 皿）。

将供试菌株的孢子悬浮液与 345 培养基混合，制
成平板，置于生化培养箱内 ’,2培养 ! 6。用打孔器

打取直径 1 (( 的菌饼，接种到不同浓度的含药 345
平板中央。置于生化培养箱中，’,2恒温培养至空白
对照菌落直径达到培养皿的 ’ * 0 时，用十字交叉法测
量菌落直径，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 结果

$"! # 种药剂的抑菌效果
通过预备试验发现 ! 种药剂对烟草根黑腐病菌菌

丝生长的抑制效果差异明显，因此，药剂间设定的参试
浓度差异较大。其中多菌灵对烟草根黑腐病菌菌丝生
长的抑制作用最强，在相对抑制率为 ’%#’$ 7 8’%"&$
时，药剂浓度为 #%&’" 7 &%" () * +；甲基托布津效果次
之，在相对抑制率为 #%"1$ 7 ,&%,/$时，药剂浓度为
&%# 7 ,%" () * +；杀毒矾的抑制效果最差，对菌丝生长
的相对抑制率在 ’,%8"$ 7 88%##$之间时，药剂的浓
度为 &"%/’" 7 ’"#%# () * +（表 &）。

表 & ! 种药剂对烟草根黑腐病菌菌丝生长的抑制效果

供试药剂 浓度 *
（() * +）

菌落平均
直径 * 9(

净生长量
* 9(

相对抑制率
* $

抑制几率值
* :

对数剂量
* ;

<= — !%’, 0%!, # — —
多菌灵 &%"# &%#/ #%’/ 8’%"& /%!!#’! #%&,/#8

&%## &%’8 #%!8 1"%11 /%#,!8! #
#%"# &%8# &%&# /1%0# "%!,/&# > #%0#&#0
#%’" 0%80 0%&0 8%1# 0%,#/8, > #%/#’#/
#%&’" !%’# 0%!# ’%#’ ’%8"#0/ > #%8#0#8

甲基托布津 ,%"# &%,1 #%81 ,&%,/ "%",",0 #%1,"#/
"%## ’%/, &%1, !/%&& !%8#’0! #%/818,
’%"# 0%80 0%&0 8%1# 0%,#/8, #%08,8!
&%’" !%&, 0%0, ’%11 0%&#&’, #%#8/8&
&%## !%’" 0%!" #%"1 ’%!,"8’ #

大生 .-!" &’"%## &%#& #%’& 80%!" /%"&#&, ’%#8/8&
10%0# &%’1 #%!1 1/%&, /%#1,88 &%8’#/"
/’%"# &%"" #%," ,1%08 "%,1"!0 &%,8"11
0&%’" ’%," &%8" !0%1# !%1!08/ &%!8!1"
&"%/’" 0%’# ’%!# 0#%1! !%!88/& &%&801’

杀毒矾 ’"#%## #%8’ #%&’ 88%## ,%0’/0" ’%08,8!
&’"%## &%#1 #%’1 8&%80 /%!##01 ’%#8/8&
/’%"# ’%&" &%0" /&%&# "%’1&80 &%,8"11
0&%’" ’%1" ’%#" !#%8’ !%,,#!# &%!8!1"
&"%/’" 0%0# ’%"# ’,%8" !%!&"/, &%&801’

$"$ # 种杀菌剂的毒力比较
用 43? 软件对药剂处理结果进行统计分析，计算

抑制率、回归方程、@<"#和 @<8#［"-&#］。

抑制率 A［（对照组菌落直径 > 药剂组菌落直径）*
（对照组直径 > 菌饼直径）］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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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结果如表 ! 所示。可以看出，" 种药剂回归
方程的相关性都在 #$%& 以上，说明药剂浓度与抑制效
果呈显著正相关。" 种药剂中多菌灵的 ’()#与 ’(%#最
小，分别为 #$"!)* 和 #$&*+# ,- . /，对烟草根黑腐病菌

菌丝生长的抑制效果最好；甲基托布津的抑菌效果次
之，其 ’()#与 ’(%#分别为 )$0*0" 和 **$"0*! ,- . /；大
生 12") 和杀毒矾也有一定的抑制效果。

表 ! " 种杀菌剂对烟草根黑腐病菌的毒力分析

供试药剂 毒力回归方程 相关系数 3 ’()# .（,- . /） ’(%# .（,- . /）

多菌灵 4 5 6$6++%" 7 "$)*66!8 #$%&6) #$"!)* #$&*+#

甲基托布津 4 5 !$!#6#% 7 0$&)*+8 #$%%%" )$0*0" **$"0*!

大生 12") 4 5 *$6*6)! 7 !$!&"68 #$%&"6 0#$!6&6 **#$*0%&

杀毒矾 4 5 *$&!&6! 7 !$#*&%"8 #$%&!! 0+$!!0" *6#$)0%0

! 结论与讨论

在前期工作中采用抑菌圈测定法广泛筛选了多种
对植物病原真菌有抑制效果的药剂，其中发现多菌灵、
甲基托布津、大生 12")、杀毒矾等 " 种药剂对烟草根
黑腐病菌抑制效果较好。生长速率法测定表明，多菌
灵对烟草根黑腐病菌菌丝生长的抑制效果最明显，其
次是甲基托布津，大生 12") 与杀毒矾的抑菌活性较
低。

在所测 " 种药剂中，多菌灵与甲基托布津同属苯
并咪唑类杀菌剂（其中甲基托布津被植物体吸收后，在
植物体内经一系列生化反应被分解为多菌灵）。苯并
咪唑类杀菌剂的作用机理是干扰病菌有丝分裂中纺锤
体的形成，从而影响细胞分裂；大生 12")（代森锰锌）
是有机硫类杀菌剂，其主要作用机制是通过抑制病原
菌体内丙酮酸的氧化来达到抑菌杀菌的目的；杀毒矾
是由�霜灵和代森锰锌 ! 种杀菌剂混配而成，其成分
之一的�霜灵属于苯基酰胺类内吸杀菌剂，抗菌活性
仅限于卵菌，对子囊菌、担子菌和半知菌无活性。

通过对 " 种药剂的有效成分及作用机理的分析表
明，" 种药剂中起抑菌作用的主要成分为苯并咪唑类
和代森锰锌，作用机理互不相同。多菌灵与甲基托布
津抑菌效果较好，但是这 ! 种药剂连续单一使用容易
引致病菌产生抗药性［**］。因此建议在生产上多菌灵
与大生 12") 交替使用，以延缓抗药性的产生。

由于药剂的作用效果在田间还要受到其它一些因

素的影响，室内测定结果与田间施用效果可能会有一
定的偏差，实际防治效果还有待于盆栽或大田试验来
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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