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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扑海因、施保功、多菌灵、甲基托布津、敌力脱、可杀得等6 种化学药剂进行了喷雾防治试验。结果表明, 在银杏黑斑病发病
期间 ,从5 月25 日起每间隔1 个月 ,连续喷药4 次后 , 病情指数均能得到有效地控制 , 防治效果达66 .32 % ～83 .38 % 。其中 , 扑海因 WP
1 000 倍液和施保功 WP 1 000 倍液2 种药剂在发病高峰期喷药后防治效果达86 .63 % 和81 .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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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currence Regularity and Chemical Controlling Test onthe Alternaria tenuis of Gi nkgo Bil o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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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praying control test was conducted by using iprodione , sporgon, carbendazi m, methyl topsin, propriconazole . and cupric hydroxi de . 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disease index could be effectively controlled by conti nually spraying 4 ti mes in eachinterval of 1 monthsince May 25 during the dis-
eased period of Alternaria tenuis of Gi nkgo biloba and the efficacy of prevention and cure reached 66 .32 % ～83 .38 % . Spraying iprodione WP diluted at
1 000 ti mes and Sporgon WP diluted at 1 000 ti mes in high peak period of this disease occurrence could get the efficacy of prevention and cure of 86 .63 %
and 81 .78 % respectivel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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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杏( Gi nkgo biloba L) 是我国特有的经济、观赏树种。银

杏叶含有银杏内酯和黄酮类等活性物质, 对高血压、脑动脉

硬化、心血管疾病和衰老等有独特的疗效[ 1 - 5] 。银杏叶的开

发利用已成为当今世界植物开发的热点之一。因此, 银杏叶

用栽培面积迅速增加。湖北随州、安陆等市把发展银杏种植

作为当地的支柱产业。

银杏黑斑病( Alter nari a ki kuchi ana Tanaka) 是危害银杏叶

片的主要病害之一, 由链格孢菌( Alternari a sp) 侵染所致[ 6] 。

鄂北地区每年5 月下旬开始发病,6 月下旬～7 月下旬为发

病盛期。此时正值高温多雨季节, 病菌分生孢子大量产生、

传播与侵染。病菌以菌丝体、分生孢子在落叶或冬芽上越

冬, 成为来年的初次侵染源[ 6] 。该病发生时有2 种症状: ①

发生在叶缘时, 一张叶片多达3 ～5 个病斑, 扩展后呈半圆形

或扇形, 或沿叶缘扩展成1 ～5 mm 宽、10 ～50 mm 长的“坏死

带”; ②发生在叶片时 , 形成大小不同的斑点 , 病斑初为褐色

小斑点 , 后扩展成近圆形的黑色病斑, 直径3～15 mm, 病斑边

缘呈放射状 , 周围有黄色晕圈, 发病后期病斑背面可见黑色

结状子实体, 散生或群生。据调查, 银杏幼树、成年大树均有

感染, 幼龄银杏感染黑斑病率达10 % ～12 % 。该病的发生与

银杏树的立地条件、栽培管理有关。凡地势较高、排水良好、

土壤肥沃、管理好的林分, 树势生长健壮, 很少发病; 凡地势

较低、排水不良、苗木过密的银杏苗圃 , 发病较重。近年笔者

对银杏集中产区随州、安陆等市的银杏林进行了调查, 对银

杏黑斑病的发病规律进行了观察 , 并且开展了防治试验。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设在安陆市王义贞镇唐僧村, 位

于N31°24 .29′,E 113°20 .17′, 海拔224 m, 年平均温度15 .9 ℃ ,

年降雨量980～1 050 mm, 年积温5 000 ～5 100 ℃。土壤为沙

质黄壤, 有机质含量6 .20 g/ kg , 全氮9 .40 g/ kg , 速效氮32 .46

mg/ kg , 速效磷45 .62 mg/ kg 速效钾58 .65 mg/ kg ,pH 值6 .7 。

供试品种为安陆1 号, 树龄7 年生 , 长势一般。 �

基金项目  湖北省植物病理重点实验室项目( 2006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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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供试药剂 选用50 % 施保功 WP 1 000 倍液( 由德国艾

格福公司生产) ,50 % 多菌灵 WP 500 倍液( 由江苏新沂农药

有限公司生产) ,70 % 甲基托布津 WP 1 000 倍液( 由日本曹达

株式会社生产) ,50 % 扑海因 WP 1 000 倍液( 由法国罗纳普朗

农化公司生产) ,25 % 敌力脱 DF 2 000 倍液( 由瑞士汽巴嘉基

公司生产) ,53 .8 % 可杀得 DF 1 000 倍液( 由美国固信公司

生产) 。

1 .3 试验方法 设6 种处理, 即采用6 种杀菌剂进行喷雾防

治。以喷清水作为对照。单株小区,3 次重复。分别于2006

年5 月25 日、6 月25 日、7 月25 日、8 月25 日喷药 , 喷药量以

叶面开始滴水为度。

1 .4  田间调查方法 在每株树上按东西南北4 个方位各固

定一个枝条作为调查枝, 分别于喷药后的6 月10 日、7 月10

日、8 月10 日、9 月10 日进行调查 , 观察内容有病叶数、病斑

个数、病斑大小、病级数等 , 计算病情指数和防治效果。

银杏黑斑病叶片分级标准 :0 级, 叶片上无病斑;Ⅰ级, 叶

片上有个别病斑;Ⅱ级, 病斑面积不超过叶面积的25 % ;Ⅲ级 ,

病斑面积占叶面积的26 % ～50 % ; Ⅳ级, 病斑面积占叶面积

的50 % 以上。

病情指数= ∑
病叶数×该级代表数值

调查总叶数×发病最高一级代表数值
×

100 ( 1)

防治效果( %) = 对照区病情指数- 处理区病情指数
对照区病情指数

×

100 ( 2)

2  结果与分析

2 .1  不同药剂处理后银杏黑斑病病情指数的变化  由表1

可知, 与对照相比 ,6 种药剂处理对银杏黑斑病均有较大程度

的控制作用。自5 月25 日喷药到9 月10 日最后1 次调查 ,

对照的病情指数达20 .25 , 而6 种药剂处理后病情指数为3 .34

～6 .82 , 其中扑海因药剂处理的病情指数只有3 .34。这说明

在银杏黑斑病发病期间 , 连续喷药4 次后 , 病情指数均能得

到有效控制, 而且效果明显。

2 .2 不同药剂处理对银杏黑斑病的防治效果 由表1 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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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棉在我国大面积推广种植, 其在保证棉花丰收、控制棉

铃虫大发生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随之而来, 害虫对转基因棉

的抗性适应问题, 也变得越来越突出, 目前成了国际上抗虫

基因工程研究的热点[ 7] 。研究结果表明, 斜纹夜蛾取食苏抗

103 与取食苏棉12 相比, 幼虫存活率降低了30 % ; 幼虫期延

长9 .6 d , 龄数由6 龄增加到8 龄, 单雌产卵力降低, 蛹重、化

蛹率、成虫羽化率略有降低。虽然苏抗103 对斜纹夜蛾的生

长发育表现出了一定的控制作用。取食苏抗103 后的后代对

3 种代表性药剂氰戊菊酯、灭多威、Bt 的敏感性却比取食苏棉

12 的明显降低; 但取食苏抗103 的同时作用上述药剂时, 由于

Bt 抗虫基因蛋白和药剂的协同作用 , 斜纹夜蛾幼虫对药剂的

敏感性明显增强。由此可见, 单纯的苏抗103 不仅对斜纹夜

蛾的抗虫性不明显, 还有可能引起该虫抗药性的不断增强,

若配合使用化学药剂可提高敏感性。因此, 应重视转基因棉

上斜纹夜蛾的发生情况 , 采用合理科学的防治方法, 防止或

减小其危害所造成的损失。

(2) 有关研究报道, 小菜蛾对Bt 的抗药性和对其他化学

药剂的抗性分别是由其染色体上的隐性和显性基因控制的,

因此Bt 与化学药剂之间无交互抗性[ 8 - 9] 。试验结果发现, 苏

抗103 与化学药剂配合使用后使得斜纹夜蛾敏感性增强, 其

增效作用机理有待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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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喷药后不同调查时期的病情指数和防治效果

Table1 The disease indices and control effect at different investigation dates after spraying

处理

Treatment

06 - 10 June 10th
病情指数

Disease

index

防治效果

Control

effect ∥%

07 - 10 July 10th
病情指数

Disease

index

防治效果

Control

effect ∥%

08 - 10 August 10th
病情指数

Disease

index

防治效果

Control

effect ∥%

09 - 10 September 10th
病情指数

Disease

index

防治效果

Control

effect ∥%
对照Control 3 .52 8 .03 16 .61 20 .25

施保功Sporgon 1 .42 59 .66 1 .94 75 .84 3 .06 81 .75 4 .31 78 .71

多菌灵Carbendazi m 2 .23 36 .64 3 .52 56 .16 5 .17 68 .87 6 .82 66 .32

甲基托布津Thiophanate- methyl 2 .15 38 .92 2 .68 66 .63 4 .56 72 .54 6 .34 68 .69

扑海因Rovral 1 .28 63 .64 1 .57 80 .45 2 .72 83 .62 3 .34 83 .38

敌力脱Propiconazole 2 .25 36 .08 3 .62 54 .92 4 .43 73 .33 5 .47 72 .98

可杀得Cupric hydroxide 1 .82 48 .30 2 .45 69 .95 4 .87 70 .68 6 .05 67 .75

6 种药剂处理对银杏黑斑病均有明显的控制作用, 防治效果

达66 .32 % ～83 .38 % , 其中扑海因 WP 1 000 倍液和施保功

WP 1 000 倍液处理在7 月25 日喷药后防治效果分别高达

83 .62 % 和81 .75 % 。选用8 月10 日调查的一组数据进行方

差分析和多重比较 , 发现6 种药剂的防治效果间差异达0 .05

显著水平 , 其中扑海因和施保功与多菌灵、可杀得的防治效

果达0 .01 显著水平。

3  结论与讨论

研究表明 , 银杏黑斑病发病期间 , 从5 月25 日起, 每间

隔1 个月连续喷药4 次后, 病情指数均能得到有效地控制,

防治效果达66 .32 % ～83 .38 % 。对于银杏黑斑病的防治, 首

先思想上要重视; 其次 , 应以防为主 , 及时治疗 , 即重视在银

杏生长各个阶段的管理, 使银杏生长健壮 , 增强抗性。一旦

病害发生 , 应及时治疗 , 控制蔓延。将以抚育管理为主 , 辅

以化学药剂防治的综合防治策略贯穿于银杏生产的全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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