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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杀菌剂对小麦纹枯病和赤霉病的防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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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明确不同杀菌剂对小麦纹枯病、赤霉病的防治效果，在大田条件下以‘开麦２１’为试验材料研究了１２种杀

菌剂对小麦纹枯病、１１种杀菌剂对赤霉病的防治效果及对小麦产量的影响。结果表明：３０％己唑醇悬浮剂７６．５ｇ／

ｈｍ２、７５％肟菌·戊唑醇水分散粒剂１６８．７５ｇ／ｈｍ２处理对小麦纹枯病的防效较好，拔节期病指防效（乳熟期枯白穗

防效）分别为６２．７７％（５６．２１％）和６０．５８％（５３．４５％），小麦产量较对照分别增加２７．６５％和２１．３０％；４８％氰烯·戊

唑醇悬浮剂４３２ｇ／ｈｍ２、２５％氰烯菌酯悬浮剂７５０ｇ／ｈｍ２处理对小麦赤霉病的防效较好，病指防效（病穗防效）分别

为７０．７８％（５６．５７％）和６８．８４％（４６．８６％），小麦产量较对照分别增加２５．４４％和２４．４０％。综合分析，以上药剂可

做田间大面积推广应用。

关键词　杀菌剂；　小麦纹枯病；　小麦赤霉病；　防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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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

　　小麦纹枯病和赤霉病是影响我国小麦生产的两

大主要真菌病害，小麦纹枯病的致病菌主要为禾谷

丝核菌犚犺犻狕狅犮狋狅狀犻犪犮犲狉犲犪犾犻狊和立枯丝核菌犚．狊狅犾犪

狀犻
［１］，小麦赤霉病的致病菌为亚洲镰刀菌犉狌狊犪狉犻狌犿

犪狊犻犪狋犻犮狌犿、禾谷镰刀菌犉．犵狉犪犿犻狀犲犪狉狌犿等镰刀属真

菌［２］。随着秸秆还田等耕作制度的兴起及氮肥使用

量的增加，小麦纹枯病和赤霉病的发生面积不断扩

大［１，３４］，严重影响着小麦的产量和品质［１，５７］，更严重

的是感染赤霉病的麦粒中可能含有脱氧雪腐镰刀菌

烯醇（ＤＯＮ）、３ 乳酰氧基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３Ａ

ＤＯＮ）、玉米赤霉烯酮（ＺＥＮ）等真菌毒素，人畜食用这

些粮食后会发生不同程度的中毒反应［８］。

种植抗病品种是防治小麦病害既经济又安全的

有效方法，但是目前尚无对小麦纹枯病、赤霉病的高

抗品种，而种植的中低抗性品种，受气候因素、耕作

制度改变、致病菌原的复杂性等多重因素影响，依然

无法抵御小麦纹枯病菌、赤霉病菌的侵害［９１１］。化

学防治仍然是目前行之有效的防治方法，但是随着

单一杀菌剂的连年使用，小麦纹枯病菌对三唑酮、井

冈霉素［１２］，小麦赤霉病菌对多菌灵［１３］等已产生不同

程度的抗性。筛选新型、有效的杀菌剂防治小麦纹

枯病和赤霉病已显得尤为重要。

本研究于２０１５年选用市场上常用的１２种杀菌

剂对小麦纹枯病、１１种杀菌剂对小麦赤霉病在大田

条件下进行了防治效果及对小麦产量的影响对比研

究，以期为科学合理用药及小麦的安全生产提供一

定的参考。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供试药剂：２５０ｇ／Ｌ丙环唑乳油（江苏丰登作物

保护股份有限公司生产）；２０％井冈霉素可溶粉剂

（江苏省无锡市玉祁生物有限公司生产）；１２．５％烯

唑醇可湿性粉剂（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生

产）；１亿孢子／ｇ木霉菌水分散粒剂（山东泰诺药业

有限公司生产）；３００ｇ／Ｌ苯甲·丙环唑乳油（瑞士

先正达作物保护有限公司生产）；３０％多·酮悬浮剂

（河南绿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井冈·蜡芽菌

悬浮剂（２％井冈霉素，８亿个／ｇ蜡质芽孢杆菌，上海

农乐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生产）；２４０ｇ／Ｌ噻呋酰

胺悬浮剂（日本日产化学工业株式会社生产）；７５％

肟菌·戊唑醇水分散粒剂（德国拜耳作物科学公司

生产）；３０％己唑醇悬浮剂（山东一览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１２．５％氟环唑悬浮剂（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

限公司生产）；１５％三唑酮可湿性粉剂（四川国光农

化股份有限公司生产）；４５０ｇ／Ｌ咪鲜胺乳油（湖南

大乘医药化工有限公司生产）；５０％多菌灵可湿性粉

剂（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生产）；７０％甲

基硫菌灵可湿性粉剂（江苏龙灯化学有限公司生产）；

５０％胂·锌·福美双可湿性粉剂（河北冠龙农化有限

公司生产）；６８％霉·福美双可湿性粉剂（河北冠龙

农化有限公司生产）；２５％氰烯菌酯悬浮剂（江苏省农

药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４８％氰烯·戊唑醇悬

浮剂（江苏省农药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

供试作物：小麦，品种为‘开麦２１’，河南秋乐种

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试验地概况

试验安排在河南省新乡市平原新区祝楼乡东泉

村，该试验点为小麦纹枯病、小麦赤霉病常发区，试验

地土壤类型为潮土，有机质含量为１．２％，ｐＨ为７．５，

肥力均匀一致，地势平坦，前茬种植玉米。小麦播种

前用３５０ｇ／Ｌ吡虫啉种子处理悬浮剂（河南绿保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生产）拌种，于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１５日播种，

播种量１８０ｋｇ／ｈｍ２，小麦生长期常规田间管理。

１．２．２　小麦纹枯病防治试验

２０１５年３月１４日进行小麦纹枯病防治试验，

设１３个处理（表１），除１亿孢子／ｇ木霉菌水分散粒

剂为顺垄灌根外，其他药剂均为喷雾处理，用药量均

为推荐剂量，用水量６００Ｌ／ｈｍ２，以喷施清水为空白

对照（ＣＫ）。每处理重复４次，共５２个小区，小区面

积５０ｍ２，随机区组排列。施药当天多云转晴，温度

５～２０℃，微风，小于３级。

小麦纹枯病防效调查：２０１５年４月１３日（拔节

期）调查小麦纹枯病的发病率及防治效果，２０１５年５

月２１日（乳熟期）调查小麦枯白穗率及防治效果。

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ＧＢ／Ｔ１７９８０．１０８—

２００４
［１４］，计算白穗率、病情指数、防治效果。每小区

对角线五点取样，每点调查１００株，计算发病率及枯

白穗率。分级标准：０级，全株无病；１级，叶鞘发病但

茎秆不发病；３级，叶鞘发病，并侵入茎，但茎秆病斑环

茎不足１／２；５级，茎秆病斑环茎超过１／２，但不倒伏或

折断；７级，枯死、倒伏、枯白穗。药效计算方法：

白穗率（％）＝枯白穗数／调查总穗数×１００；

病情指数 ＝ ∑（各级病株数 × 相对级数

值）／（调查总株数×７）×１００；

防治效果（％）＝ ［空白对照区病情指数（白穗

率）－处理区病情指数（白穗率）］／空白对照区病情

·４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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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白穗率）×１００。

１．２．３　小麦赤霉病防治试验

２０１５年４月２４日（小麦扬花初期）在另一地块

进行小麦赤霉病防治试验，设１２个处理（表３），常

规田间喷雾，用药量均为推荐剂量，用水量６００Ｌ／

ｈｍ２，以喷施清水为空白对照（ＣＫ）。每处理重复４

次，共４８个小区，小区面积５０ｍ２，随机区组排列。

施药当天晴，温度１４～２９℃，微风，小于３级。

小麦赤霉病防效调查：２０１５年５月２０日调查

小麦赤霉病的发病情况及防治效果。参考中华人民

共和国农业行业标准ＮＹ／Ｔ１４６４．１５—２００７
［１５］，计

算病穗率、病情指数、防治效果。每小区对角线五点

取样，每点调查１００穗，以枯穗面积占整个穗面积的

百分率来分级，记录各级病穗数和总穗数。分级标

准：０级，全穗无病；１级，发病面积占全穗面积的１／４

以下；３级，发病面积占全穗面积的１／４～１／２；５级，

发病面积占全穗面积的１／２以上～３／４；７级，发病

面积占全穗面积的３／４以上。药效计算方法：

病穗率（％）＝病穗数／调查总穗数×１００；

病情指数 ＝ ∑（各级病穗数 × 相对级数
值）／（调查总穗数×７）×１００；

防治效果（％）＝ ［空白对照区病情指数（病穗

率）－处理区病情指数（病穗率）］／空白对照区病情

指数（病穗率）×１００。

１．２．４　作物安全性及小麦产量调查

施药后密切观察小麦的生长状况，目测小麦株

高、叶色等有无异常，观察有无药害症状。小麦收获

期，每小区选取２个有代表性的１ｍ双行样段进行

考种，调查穗粒数和千粒重，分小区实收测产，并折

合成单位面积产量。

１．３　数据处理

试验数据在ＳＰＳＳ１６．０软件中进行Ｄｕｎｃａｎ氏

新复极差法差异显著性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１２种杀菌剂对小麦纹枯病的防治效果

由表１可知，各药剂处理对小麦纹枯病均有一定

的防治效果。拔节期调查结果显示，３０％多·酮悬浮

剂、３０％己唑醇悬浮剂、７５％肟菌·戊唑醇水分散粒

剂三者防效较好，病指防效分别为６７．１１％、６２．７７％、

６０．５８％，显著优于除井冈·蜡芽菌悬浮剂、２４０ｇ／Ｌ

噻呋酰胺悬浮剂外的其他药剂的防效。井冈·蜡芽

菌悬浮剂、２４０ｇ／Ｌ噻呋酰胺悬浮剂的防效分别为

５７．１３％、５３．６７％，其他药剂的防效在３４．１７％～

５０．７２％之间。乳熟期枯白穗防效结果显示，２０％井

冈霉素可溶粉剂、３０％己唑醇悬浮剂、１２．５％氟环唑

悬浮剂的防效较好，分别为５９．８９％、５６．２１％、

５４．０１％，其他药剂防效在１７．３８％～５３．４５％之间。

施药后观察，各小区小麦生长正常，无药害产

生，考种和测产结果表明，各药剂处理对小麦均具有

一定的增产作用（表２）。３０％己唑醇悬浮剂处理对

小麦增产效果最好，穗粒数、千粒重和产量相对于对

照分别增加２８．１４％、２４．５４％和２７．６５％；其次为

７５％肟菌·戊唑醇水分散粒剂处理，穗粒数、千粒重

和产量相对于对照分别增加２４．６８％、２０．７７％和

２１．３０％；其他药剂处理小麦产量增加３．０２％～

１８．９０％。

表１　不同杀菌剂对小麦纹枯病的防治效果１
）

犜犪犫犾犲１　犆狅狀狋狉狅犾犲犳犳犲犮狋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犳狌狀犵犻犮犻犱犲狊犪犵犪犻狀狊狋狑犺犲犪狋狊犺犪狉狆犲狔犲狊狆狅狋

药剂

Ｆｕｎｇｉｃｉｄｅ

剂量／

ｇ·ｈｍ－２

Ｄｏｓｅ

拔节期　Ｊｏｉｎｔｉｎｇｓｔａｇｅ

病情指数

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ｄｅｘ

防效／％

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乳熟期 Ｍｉｌｋｓｔａｇｅ

枯白穗率／％

Ｒａｔｅｏｆｗｉｔｈｅｒｅｄ

ｗｈｉｔｅｗｈｅａｔｅａｒ

防效／％

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２５０ｇ／Ｌ丙环唑ＥＣ　２５０ｇ／ＬｐｒｏｐｉｃｏｎａｚｏｌｅＥＣ １５０ ５．８２ （４１．６９±０．５６）ｄｅ ８．９４ （３１．５４±６．４１）ｃｄｅ

２０％井冈霉素ＳＰ　２０％ｊｉｎｇｇａｎｇｍｙｃｉｎＳＰ １５０ ５．６９ （４２．９６±１．６９）ｄｅ ５．２４ （５９．８９±７．７２）ａ

１２．５％烯唑醇ＷＰ　１２．５％ｄｉｎｉｃｏｎａｚｏｌｅＷＰ １１２．５ ４．９２ （５０．７２±６．５８）ｃｄ ７．８０ （４０．３３±４．５９）ｂｃｄ

１亿孢子／ｇ木霉菌ＷＧ

１×１０８ｓｐｏｒｅｓ／ｇ犜狉犻犮犺狅犱犲狉犿犪ＷＧ
１５００ ６．３８ （３６．００±１．７４）ｅ ６．４１ （５０．９７±２．０１）ａｂ

３００ｇ／Ｌ苯甲·丙环唑ＥＣ

３００ｇ／Ｌｄｉｆｅｎｏｃｏｎａｚｏｌｅ·ｐｒｏｐｉｃｏｎａｚｏｌｅＥＣ
１３５ ５．９７ （４０．１８±０．４５）ｅ １０．８０ （１７．３８±２．０３）ｅ

３０％多·酮ＳＣ

３０％ｃａｒｂｅｎｄａｚｉｍ·ｔｒｉａｄｉｍｅｆｏｎＳＣ
４０５ ３．２８ （６７．１１±２．９８）ａ ７．７０ （４１．０４±３．２６）ｂｃｄ

井冈·蜡芽菌ＳＣ

２％ｊｉｎｇｇａｎｇｍｙｃｉｎ＋８×１０８／ｇ犅犪犮犻犾犾狌狊犮犲狉犲狌狊ＳＣ
３９０ ４．２４ （５７．１３±１．２４）ｂｃ ９．３９ （２８．１５±７．２６）ｄｅ

２４０ｇ／Ｌ噻呋酰胺ＳＣ

２４０ｇ／ＬｔｈｉｆｌｕｚａｍｉｄｅＳＣ
８２．８ ４．６２ （５３．６７±７．０３）ｂｃ ６．８１ （４７．８５±１．６３）ａｂｃ

·５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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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犜犪犫犾犲１（犆狅狀狋犻狀狌犲犱）

药剂

Ｆｕｎｇｉｃｉｄｅ

剂量／

ｇ·ｈｍ－２

Ｄｏｓｅ

拔节期　Ｊｏｉｎｔｉｎｇｓｔａｇｅ

病情指数

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ｄｅｘ

防效／％

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乳熟期 Ｍｉｌｋｓｔａｇｅ

枯白穗率／％

Ｒａｔｅｏｆｗｉｔｈｅｒｅｄ

ｗｈｉｔｅｗｈｅａｔｅａｒ

防效／％

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７５％肟菌·戊唑醇ＷＧ

７５％ｔｒｉｆｌｏｘｙｓｔｒｏｂｉｎ·ｔｅｂｕｃｏｎａｚｏｌｅＷＧ
１６８．７５ ３．９３ （６０．５８±７．３７）ａｂ ６．０８ （５３．４５±０．９７）ａｂ

３０％己唑醇ＳＣ

３０％ｈｅｘａｃｏｎａｚｏｌｅＳＣ
７６．５ ３．７１ （６２．７７±３．６０）ａｂ ５．７２ （５６．２１±２．７８）ａｂ

１２．５％氟环唑ＳＣ

１２．５％ｅｐｏｘｉｃｏｎａｚｏｌｅＳＣ
７５ ６．４４ （３５．４９±３．４９）ｅ ６．０１ （５４．０１±３．８７）ａｂ

１５％三唑酮ＷＰ

１５％ｔｒｉａｄｉｍｅｆｏｎＷＰ
１８０ ６．５７ （３４．１７±３．６６）ｅ ６．１０ （５３．３０±１．３９）ａｂ

ＣＫ － ９．９８ － １３．４２ －

　１）表中的防效数据为平均值±标准差，同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经Ｄｕｎｃａｎ氏新复极差法检验差异显著（犘＜０．０５）；１亿孢子／ｇ木霉菌

水分散粒剂的用量为制剂量，其他均为有效成分用量。下同。

Ｔｈｅｄａｔａ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ａｒｅｍｅａｎ±ＳＤ；Ｄａｔａ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ｃｏｌｕｍｎｆｏｌｌｏｗｅｄ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ｌｅｔｔｅｒｓ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犘

＜０．０５）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Ｄｕｎｃａｎ’ｓｎｅｗ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ｒａｎｇｅｔｅｓｔ．Ｔｈｅｄｏｓｅｏｆ犜狉犻犮犺狅犱犲狉犿犪ＷＧｗａｓ１×１０８ｓｐｏｒｅｓ／ｇ，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ｆｕｎｇｉｃｉｄｅｓ’ｄｏｓｅｓ

ｗｅ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ｂｅｌｏｗ．

表２　不同杀菌剂对小麦穗粒数、千粒重和产量的影响

犜犪犫犾犲２　犈犳犳犲犮狋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犳狌狀犵犻犮犻犱犲狊狅狀狑犺犲犪狋犽犲狉狀犲犾狊狆犲狉狊狆犻犽犲，狋犺狅狌狊犪狀犱狊犲犲犱狑犲犻犵犺狋犪狀犱狔犻犲犾犱

药剂

Ｆｕｎｇｉｃｉｄｅ

剂量／ｇ·ｈｍ－２

Ｄｏｓｅ

穗粒数／粒

Ｋｅｒｎｅｌｓｐｅｒｓｐｉｋｅ

千粒重／ｇ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ｓｅｅｄｗｅｉｇｈｔ

产量／ｋｇ·ｈｍ－２

Ｙｉｅｌｄ

２５０ｇ／Ｌ丙环唑ＥＣ　２５０ｇ／ＬｐｒｏｐｉｃｏｎａｚｏｌｅＥＣ １５０ ３０．２６ｅ ３５．２５ｃｄ ５２９５．４５ｂｃ

２０％井冈霉素ＳＰ　２０％ｊｉｎｇｇａｎｇｍｙｃｉｎＳＰ １５０ ３３．５９ｂｃｄ ３７．０７ｃｄ ５７４０．２８ａｂｃ

１２．５％烯唑醇ＷＰ　１２．５％ｄｉｎｉｃｏｎａｚｏｌｅＷＰ １１２．５ ３３．０８ｂｃｄ ３６．６４ｃｄ ５６０４．２１ａｂｃ

１亿孢子／ｇ木霉菌ＷＧ

１×１０８ｓｐｏｒｅｓ／ｇ犜狉犻犮犺狅犱犲狉犿犪ＷＧ
１５００ ３１．３６ｄｅ ３５．５９ｃｄ ５３５９．４１ｂｃ

３００ｇ／Ｌ苯甲·丙环唑ＥＣ

３００ｇ／Ｌｄｉｆｅｎｏｃｏｎａｚｏｌｅ·ｐｒｏｐｉｃｏｎａｚｏｌｅＥＣ
１３５ ３０．０８ｅ ３４．７９ｃｄ ５２０５．１８ｂｃ

３０％多·酮ＳＣ

３０％ｃａｒｂｅｎｄａｚｉｍ·ｔｒｉａｄｉｍｅｆｏｎＳＣ
４０５ ３５．１８ｂ ３８．４２ｂｃ ６００７．４６ａｂｃ

井冈·蜡芽菌ＳＣ

２％ｊｉｎｇｇａｎｇｍｙｃｉｎ＋８×１０８／ｇ犅犪犮犻犾犾狌狊犮犲狉犲狌狊ＳＣ
３９０ ３４．０１ｂｃ ３７．９８ｂｃｄ ５８１４．４４ａｂｃ

２４０ｇ／Ｌ噻呋酰胺ＳＣ　２４０ｇ／ＬｔｈｉｆｌｕｚａｍｉｄｅＳＣ ８２．８ ３４．２９ｂｃ ３８．０５ｂｃｄ ５９７１．０６ａｂｃ

７５％肟菌·戊唑醇ＷＧ

７５％ｔｒｉｆｌｏｘｙｓｔｒｏｂｉｎ·ｔｅｂｕｃｏｎａｚｏｌｅＷＧ
１６８．７５ ３７．４８ａ ４１．２９ａｂ ６１２８．４１ａｂ

３０％己唑醇ＳＣ　３０％ｈｅｘａｃｏｎａｚｏｌｅＳＣ ７６．５ ３８．５２ａ ４２．５８ａ ６４４９．２６ａ

１２．５％氟环唑ＳＣ　１２．５％ｅｐｏｘｉｃｏｎａｚｏｌｅＳＣ ７５ ３２．２８ｃｄｅ ３６．０８ｃｄ ５５１９．６２ａｂｃ

１５％三唑酮ＷＰ　１５％ｔｒｉａｄｉｍｅｆｏｎＷＰ １８０ ３１．８５ｃｄｅ ３５．９７ｃｄ ５４０７．７１ｂｃ

ＣＫ － ３０．０６ｅ ３４．１９ｄ ５０５２．４６ｃ

２．２　１１种杀菌剂对小麦赤霉病的防治效果

由表３可知，各药剂处理对小麦赤霉病均有一

定的防治效果。病指防效调查结果显示，４８％氰烯

·戊唑醇悬浮剂、２５％氰烯菌酯悬浮剂、３０％多·酮

悬浮剂三者防效较好，分别为７０．７８％、６８．８４％、

６７．０８％，显著优于除７０％甲基硫菌灵可湿性粉剂

外的其他药剂的防效，７０％甲基硫菌灵可湿性粉剂

的防效为６０．５７％，其他药剂的防效在３１．０７％～

５６．３４％之间；病穗防效调查结果显示，４８％氰烯·戊

唑醇悬浮剂、３０％多·酮悬浮剂、井冈·蜡芽菌悬浮

剂的防效较好，分别为５６．５７％、５０．８６％、４８．５７％，其

他药剂防效在１９．１４％～４７．１４％之间。

施药后观察，各小区小麦生长正常，无药害产生，

考种和测产结果表明，各药剂处理对小麦均具有一定

的增产作用（表４）。４８％氰烯·戊唑醇悬浮剂处理对

小麦增产效果最好，穗粒数、千粒重和产量相对于对照

分别增加２８．９８％、２６．５４％和２５．４４％；其次为２５％氰

烯菌酯悬浮剂处理，穗粒数、千粒重和产量相对于对照

分别增加２５．０３％、２４．１７％和２４．４０％；其他药剂处理小

麦产量增加２．８１％～２２．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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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不同杀菌剂对小麦赤霉病的防治效果

犜犪犫犾犲３　犆狅狀狋狉狅犾犲犳犳犲犮狋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犳狌狀犵犻犮犻犱犲狊犪犵犪犻狀狊狋狑犺犲犪狋狊犮犪犫

药剂

Ｆｕｎｇｉｃｉｄｅ

剂量／

ｇ·ｈｍ－２

Ｄｏｓｅ

病指防效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ｄｅｘ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ｆｆｅｃｔｓ

病情指数

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ｄｅｘ

防效／％

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病穗防效Ｄｉｓｅａｓｅｄｅａｒ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ｆｆｅｃｔｓ

病穗率／％

Ｒａｔｅｏｆ

ｄｉｓｅａｓｅｄｅａｒｓ

防效／％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３０％己唑醇ＳＣ

３０％ｈｅｘａｃｏｎａｚｏｌｅＳＣ
５４ ６．９９ （３１．０７±５．４９）ｆ １７．６９ （１９．１４±６．７７）ｄ

４５０ｇ／Ｌ咪鲜胺ＥＣ

４５０ｇ／ＬｐｒｏｃｈｌｏｒａｚＥＣ
３００ ５．２９ （４７．８９±７．０１）ｃｄｅ １２．６３ （４２．２９±３．５０）ｂｃ

５０％多菌灵ＷＰ

５０％ｃａｒｂｅｎｄａｚｉｍＷＰ
９３７．５ ４．５１ （５５．５５±４．３３）ｂｃ １１．５６ （４７．１４±３．５４）ａｂｃ

７０％甲基硫菌灵ＷＰ

７０％ｔｈｉｏｐｈａｎａｔｅｍｅｔｈｙｌＷＰ
１０５０ ４．００ （６０．５７±６．４６）ａｂ １１．６３ （４６．８６±３．４７）ａｂｃ

５０％胂·锌·福美双ＷＰ

５０％ｕｒｂａｃｉｄ·ｚｉｒａｍ·ｔｈｉｒａｍＷＰ
１７７８ ５．６５ （４４．２８±６．６１）ｄｅ １３．４４ （３８．５７±５．６１）ｂｃ

井冈·蜡芽菌ＳＣ

２％ｊｉｎｇｇａｎｇｍｙｃｉｎ＋８×１０８／ｇ犅犪犮犻犾犾狌狊犮犲狉犲狌狊ＳＣ
３９０ ４．６３ （５４．４０±７．７６）ｂｃｄ １１．２５ （４８．５７±４．３１）ａｂｃ

７５％肟菌·戊唑醇ＷＧ

７５％ｔｒｉｆｌｏｘｙｓｔｒｏｂｉｎ·ｔｅｂｕｃｏｎａｚｏｌｅＷＧ
１６８．７５ ４．４３ （５６．３４±３．７５）ｂｃ １３．１３ （４０．００±７．３２）ｂｃ

６８％霉·福美双ＷＰ

６８％ｈｙｍｅｘａｚｏｌ·ｔｈｉｒａｍＷＰ
７５５ ５．９０ （４１．８１±８．４７）ｅ １３．８１ （３６．８６±６．５４）ｃ

３０％多·酮ＳＣ

３０％ｃａｒｂｅｎｄａｚｉｍ·ｔｒｉａｄｉｍｅｆｏｎＳＣ
６００ ３．３４ （６７．０８±５．１８）ａ １０．７５ （５０．８６±６．５３）ａｂ

２５％氰烯菌酯ＳＣ

２５％ｐｈｅｎａｍａｃｒｉｌＳＣ
７５０ ３．１６ （６８．８４±５．４２）ａ １１．６３ （４６．８６±２．４７）ａｂｃ

４８％氰烯·戊唑醇ＳＣ

４８％ｐｈｅｎａｍａｃｒｉｌ·ｔｅｂｕｃｏｎａｚｏｌｅＳＣ
４３２ ２．９６ （７０．７８±４．５９）ａ ９．５０ （５６．５７±３．３０）ａ

ＣＫ － １０．１４ － ２１．８８ －

表４　不同杀菌剂对小麦穗粒数、千粒重和产量的影响

犜犪犫犾犲４　犈犳犳犲犮狋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犳狌狀犵犻犮犻犱犲狊狅狀狑犺犲犪狋犽犲狉狀犲犾狊狆犲狉狊狆犻犽犲，狋犺狅狌狊犪狀犱狊犲犲犱狑犲犻犵犺狋犪狀犱狔犻犲犾犱

药剂

Ｆｕｎｇｉｃｉｄｅ

剂量／ｇ·ｈｍ－２

Ｄｏｓｅ

穗粒数／粒

Ｋｅｒｎｅｌｓｐｅｒｓｐｉｋｅ

千粒重／ｇ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ｓｅｅｄｗｅｉｇｈｔ

产量／ｋｇ·ｈｍ－２

Ｙｉｅｌｄ

３０％己唑醇ＳＣ　３０％ｈｅｘａｃｏｎａｚｏｌｅＳＣ ５４ ２９．１７ｄｅ ３３．２７ｃｄ ４９６２．１７ｃｄ

４５０ｇ／Ｌ咪鲜胺ＥＣ　４５０ｇ／ＬｐｒｏｃｈｌｏｒａｚＥＣ ３００ ３０．２５ｄ ３４．０８ｃｄ ５３２９．５２ａｂｃｄ

５０％多菌灵ＷＰ　５０％ｃａｒｂｅｎｄａｚｉｍＷＰ ９３７．５ ３０．５８ｄ ３４．１９ｃｄ ５４０８．５６ａｂｃｄ

７０％甲基硫菌灵ＷＰ

７０％ｔｈｉｏｐｈａｎａｔｅｍｅｔｈｙｌＷＰ
１０５０ ３３．０６ｂｃ ３７．２９ａｂｃ ５７２９．４６ａｂｃ

５０％胂·锌·福美双ＷＰ

５０％ｕｒｂａｃｉｄ·ｚｉｒａｍ·ｔｈｉｒａｍＷＰ
１７７８ ２９．９１ｄｅ ３３．９７ｃｄ ５２０８．０９ａｂｃｄ

井冈·蜡芽菌ＳＣ

２％ｊｉｎｇｇａｎｇｍｙｃｉｎ＋８×１０８／ｇ犅犪犮犻犾犾狌狊犮犲狉犲狌狊ＳＣ
３９０ ３２．６１ｃ ３６．８１ａｂｃ ５６７２．４２ａｂｃｄ

７５％肟菌·戊唑醇ＷＧ

７５％ｔｒｉｆｌｏｘｙｓｔｒｏｂｉｎ·ｔｅｂｕｃｏｎａｚｏｌｅＷＧ
１６８．７５ ３１．９２ｃ ３５．７６ｂｃｄ ５５２４．０９ａｂｃｄ

６８％霉·福美双ＷＰ

６８％ｈｙｍｅｘａｚｏｌ·ｔｈｉｒａｍＷＰ
７５５ ２９．７１ｄｅ ３３．８５ｃｄ ５１３９．４２ｂｃｄ

３０％多·酮ＳＣ

３０％ｃａｒｂｅｎｄａｚｉｍ·ｔｒｉａｄｉｍｅｆｏｎＳＣ
６００ ３４．０９ｂ ３８．４６ａｂ ５９２９．７６ａｂ

２５％氰烯菌酯ＳＣ　２５％ｐｈｅｎａｍａｃｒｉｌＳＣ ７５０ ３５．７２ａ ３９．８１ａｂ ６００４．２９ａｂ

４８％氰烯·戊唑醇ＳＣ

４８％ｐｈｅｎａｍａｃｒｉｌ·ｔｅｂｕｃｏｎａｚｏｌｅＳＣ
４３２ ３６．８５ａ ４０．５７ａ ６０５４．８２ａ

ＣＫ － ２８．５７ｅ ３２．０６ｄ ４８２６．７１ｄ

３　讨论

综合分析本试验中不同杀菌剂对小麦纹枯病的

防效和小麦产量的影响可知，３０％己唑醇悬浮剂

７６．５ｇ／ｈｍ２、７５％肟菌·戊唑醇水分散粒剂１６８．７５ｇ／

ｈｍ２的处理对小麦纹枯病的防效较好，小麦增产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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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明显。两者均为近几年市场上的新型药剂，据报

道，己唑醇对小麦纹枯病菌、水稻纹枯病菌的室内毒

力均高于井冈霉素等常规药剂，田间防治水稻纹枯

病也具有很好的效果［１６１７］；肟菌·戊唑醇对小麦叶

锈病、香蕉黑星病、黄瓜炭疽病等均有很好的防治效

果［１８２０］。本试验验证了两者对小麦纹枯病良好的田

间防治效果，可考虑交替使用，进行大面积推广应

用，以延缓小麦纹枯病菌抗药性的产生。

连阴雨、潮湿多露、闷热的天气可能会导致小麦

赤霉病大面积发生［２１］，本试验在喷施药剂后第三天

有一次降雨，给赤霉病的发生创造了有利条件。综

合分析本试验中不同杀菌剂对小麦赤霉病的防效和

小麦产量的影响可知，４８％氰烯·戊唑醇悬浮剂

４３２ｇ／ｈｍ２、２５％氰烯菌酯悬浮剂７５０ｇ／ｈｍ２的处理

对小麦赤霉病的防效较好，小麦增产效果明显，此研

究结果与孙光忠等［２２］、马亚芳等［２３］进行的防治小麦

赤霉病药剂筛选结果类似。基于此两种药剂很好的

田间防治效果，可考虑替代多菌灵等常规药剂进行

大面积推广应用。

无论是防治小麦纹枯病还是赤霉病，选择合适

的时期均会增强防治效果，防治小麦纹枯病应选择

在小麦返青期至拔节期前；防治小麦赤霉病应选择

在小麦扬花初期，并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如遇多雨天

气应及时防治。本研究防治小麦纹枯病试验中空白

对照的病情指数和枯白穗率分别为９．９８和１３．４２％，

防治小麦赤霉病试验中空白对照的病情指数和病穗

率分别为１０．１４和２１．８８％，发病情况均属于中等

偏轻，仅施１次药剂即比较出各种药剂的优劣。实

际生产中若种植高感品种、种植地块小麦纹枯病或

赤霉病常年发生严重或遇到发生严重的年份，可根

据病情严重程度考虑在生长期内喷施２次药剂，小

麦纹枯病防治可间隔１０～１５ｄ，小麦赤霉病防治可

间隔７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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