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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３％苯醚甲环唑悬浮种衣剂、２．５％咯菌腈悬浮种衣剂、４．８％苯醚·咯菌腈悬浮种衣剂、４００ｇ／Ｌ

萎锈·福美双悬浮种衣剂４种种衣剂对青稞种子进行拌种处理，评价不同种衣剂对青稞条纹病防治效果和对

青稞产量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种衣剂拌种处理对青稞条纹病均有一定抑制作用，其中３％苯醚甲环唑悬

浮种衣剂２．０ｍＬ／ｋｇ处理的防效达９６．４３％，１．５ｍＬ／ｋｇ处理的小区青稞增产效果最明显，可显著减少条纹

病引起的产量损失。说明３％苯醚甲环唑悬浮种衣剂是一种有前途的青稞条纹病抑制剂，可在农业生产实践

中进行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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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大麦属，是大麦的一种特殊类型，因其内外颖

与颖果分离，籽粒裸露，故称裸大麦。青稞是青藏

高原地区对裸大麦的称呼，是我国的原产物之一，

是青藏高原最具特色的农作物，具有耐旱、耐瘠

薄、生育期短、适应性强、产量稳定、易栽培等优异

种性。青海省青稞分布广泛，西起海西蒙古族藏族

自治州的阿拉尔（东经９０°３１′），东至民和县下川口

（东经１０２°５６′），南起玉树藏族自治州的囊谦县（北

纬３２°１１′），北到海北藏族自治州的祁连县（北纬

３８°１１′），海拔跨度１６５０～３９００ｍ，地跨６个纬度，

１２个经度
［１２］。

本课题组于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连续３年对青海省

互助县、门源县、海晏县、湟源县、湟中县、祁连县等

６个县的主要青稞种植区进行病害调查，其中以条

纹病［犇狉犲犮犺狊犾犲狉犪犵狉犪犿犻狀犲犪（Ｒａｂｅｎｈ．犲狓Ｓｃｈｌ．）］和

云纹病［犚犺狔狀犮犺狅狊狆狅狉犻狌犿狊犲犮犪犾犻狊（Ｏｕｄｅｍ）Ｄａｖｉｓ］发

生分布最广，在调查各区域均有不同程度危害，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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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青稞的丰产稳产［３］。条纹病防治主要以化学农

药防治和选育抗病品种为主。化学农药防治主要集

中在种衣剂研究和种子处理方面［４５］。国外学者［６７］

做了大麦条纹病抗性研究。诸多研究表明，条纹病

的初侵染源主要是种子带菌，菌丝体在种子内以休

眠菌丝体的形式可存活５～１０年，甚至可达１６年。

因此，种子处理可以控制该病的发展蔓延［８］。为此

笔者筛选了一些拌种药剂用于防治条纹病，为青稞

条纹病的化学防控提供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供试品种：感病品种‘北青７号’。供试药剂分

别为３％苯醚甲环唑悬浮种衣剂（先正达苏州作物

保护有限公司）、４００ｇ／Ｌ萎锈·福美双悬浮种衣剂

（中农立华天津农用化学品有限公司）、４．８％苯醚·

咯菌腈悬浮种衣剂（瑞士先正达作物保护有限公

司）、２．５％咯菌腈悬浮种衣剂（先正达苏州作物保护

有限公司）、２５％多菌灵可湿性粉剂（江苏苏滨生物

农化有限公司），另设清水对照。

１．２　试验设计

分别以４个供试药剂的推荐剂量作为中量，设

置低、中、中高和高量４个浓度，分别为：３％苯醚甲

环唑悬浮种衣剂１、１．５、２、３ｍＬ／ｋｇ；２．５％咯菌腈悬

浮种衣剂１、１．５、２、４ｍＬ／ｋｇ；４．８％苯醚·咯菌腈

悬浮种衣剂１．５、２、２．５、４ｍＬ／ｋｇ；４００ｇ／Ｌ萎锈·

福美双悬浮种衣剂１、２、３、４ｍＬ／ｋｇ；以２５％多菌灵

可湿性粉剂６ｍＬ／ｋｇ为药剂对照，以清水处理为空

白对照。

各处理均进行一次性药剂拌种，拌种后堆闷３６ｈ

播种。试验点设在青海省农林科学院试验田，每小

区面积５ｍ×３ｍ＝１５ｍ２，４次重复，随机排列。以

条纹病发病盛期调查结果作为分析防效和筛选药剂

的依据。

１．３　测产与病害调查方法

产量测定：青稞成熟期分小区按实际收获进行

测产，并折合成单位面积产量（ｋｇ／６６６．７ｍ２）。病害

调查：成株期出现典型条纹病症状后，每个小区以对

角线５点或棋盘式取样，以“株”为单位，每点取１００

株，调查发病株率，计算病情指数和防病效果。

条纹病分级标准［９］如下：

０级：无发病株；１级：发病株率在５％以下；２

级：发病株率在５％～１０％；３级：发病株率在

１１％～１５％；４级：发病株率在１５％以上。

１．４　数据统计方法

病株率（％）＝（发病株数／调查总株数）×１００；

病情指数＝［∑（病株数×相应级别代表值）／

（调查总株数×最高级别代表值）］×１００；

防治效果（％）＝［（对照田病情指数－处理田病

情指数）／对照田病情指数］×１００；

试验数据采用唐启义ＤＰＳ９．５和Ｅｘｃｅｌ软件
［１０１１］

计算和统计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药剂处理对青稞条纹病发病的影响

青稞成株期发病情况调查表明，４个供试药剂

和对照药剂多菌灵均对青稞条纹病有较好的防治效

果，其发病率和病情指数与清水对照差异显著。３％

苯醚甲环唑悬浮种衣剂２ｍＬ／ｋｇ的防效最高，为

９６．４３％，显著高于 ２．５％ 咯菌腈悬浮种衣剂

１ｍＬ／ｋｇ（８９．２４％）和２ｍＬ／ｋｇ（９２．２３％）、４．８％苯醚·

咯菌腈悬浮种衣剂４个处理浓度（８７．９５％、８９．９５％、

９０．５１％、９２．９９％）、４００ｇ／Ｌ萎锈·福美双悬浮种衣剂４

个处理浓度（８７．７２％、８８．９０％、７８．９４％、７７．６３％）和对

照药剂２５％多菌灵可湿性粉剂（５４．９４％），但与３％苯

醚甲环唑悬浮种衣剂１ｍＬ／ｋｇ（９４．５２％）和１．５ｍＬ／ｋｇ

（９５．５２％）、２．５％咯菌腈３ｍＬ／ｋｇ（９４．１３％）和４ｍＬ／ｋｇ

（９５．１２％）差异不显著（表１）。

２．２　不同药剂处理对青稞产量的影响

根据小区试验产量测定的结果，各药剂处理小

区千粒重均无显著差异。不同药剂处理小区的产

量较清水对照区表现增产，药剂处理后的各小区产

量在２５１～３０１ｋｇ／６６７ｍ２之间，均高于清水对照

小区的２４８．５３ｋｇ／６６７ｍ２，其中３％苯醚甲环唑悬

浮种衣剂１．５ｍＬ／ｋｇ的小区青稞增产效果最显著，

且显著高于清水对照小区，增产率达到２１．２１％，

而２５％多菌灵可湿性粉剂增产率较低，为１．２５％

（表２）。

各处理对青稞条纹病均有防效，且有一定增产效

果，尤其是３％苯醚甲环唑悬浮种衣剂１．５ｍＬ／ｋｇ

处理对青稞条纹病抑制作用及对青稞产量增加效果

显著，可在实际生产中推广应用。

·４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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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不同药剂处理对青稞条纹病的防治效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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犪犵狉犻犮狌犾狋狌狉犪犾犮犺犲犿犻犮犪犾狊犪犵犪犻狀狊狋犫犪狉犾犲狔犾犲犪犳狊狋狉犻狆犲

药剂名称

Ｎａｍｅ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药剂用量／ｍＬ·ｋｇ－１

Ｄｏｓａｇｅ

发病率／％

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病情指数

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ｄｅｘ

防治效果／％

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ｆｆｅｃｔ

３％苯醚甲环唑ＦＳＣ

３％ＤｉｆｅｎｏｃｏｎａｚｏｌｅＦＳＣ

１ （３．１３±１．４２）ｇｈ （１．１１±０．５９）ｇｈ （９４．５２±２．７３）ａｂｃ

１．５ （２．００±０．８２）ｈ （０．９１±０．４８）ｈ （９５．５２±２．２４）ａｂ

２ （２．０６±０．８０）ｇｈ （０．７２±０．３３）ｈ （９６．４３±１．４９）ａ

３ （１．７５±０．００）ｈ （０．７５±０．２９）ｈ （９６．２６±１．２９）ａ

２．５％咯菌腈ＦＳＣ

２．５％ＦｌｕｄｉｏｘｏｎｉｌＦＳＣ

１ （５．３１±１．７４）ｅ （２．１６±０．７７）ｄｅ （８９．２４±３．６１）ｆ

１．５ （３．６９±１．２３）ｆｇ （１．５６±０．６２）ｄｅｆｇｈ （９２．２３±２．７５）ｃｄｅ

２ （２．５６±０．８５）ｇｈ （１．１９±０．６２）ｆｇｈ （９４．１３±２．８２）ａｂｃ

４ （２．３１±０．２４）ｇｈ （０．９７±０．０３）ｈ （９５．１２±０．１３）ａｂｃ

４．８％苯醚·咯菌腈ＦＳＣ

４．８％Ｄｉｆｅｎｏｃｏｎａｚｏｌｅ·ｆｌｕｄｉｏｘｏｎｉｌＦＳＣ

　１．５ （６．０６±０．８０）ｄｅ （２．４２±０．９７）ｄ （８７．９５±４．２４）ｆ

２ （４．９４±１．２６）ｅｆ （２．０２±０．５８）ｄｅｆ （８９．９５±２．４５）ｅｆ

２．５ （５．１３±０．７５）ｅｆ （１．８９±０．３１）ｄｅｆｇ （９０．５１±１．３２）ｄｅｆ

４ （３．３８±０．９５）ｇｈ （１．４１±０．４６）ｅｆｇｈ （９２．９９±２．０５）ｂｃｄ

４００ｇ／Ｌ萎锈·福美双ＦＳＣ

４００ｇ／ＬＣａｒｂｏｘｉｎ·ｔｈｉｒａｍＦＳＣ

１ （７．５０±１．２２）ｄ （２．４６±０．５２）ｄ （８７．７２±２．２３）ｆ

２ （７．２５±０．８４）ｄ （２．２０±０．２５）ｄｅ （８８．９０±１．２８）ｆ

３ （１１．１９±０．７２）ｃ （４．１８±０．１９）ｃ （７８．９４±１．８７）ｇ

４ （１１．１３±０．７５）ｃ （４．４５±０．４２）ｃ （７７．６３±１．１９）ｇ

２５％多菌灵ＷＰ

２５％ＣａｒｂｅｎｄａｚｉｍＷＰ
６ （２０．５０±１．２２）ｂ （８．９６±０．５７）ｂ （５４．９５±１．９９）ｈ

清水对照

Ｗａｔｅｒ
－ （３７．８１±１．４２）ａ （１９．８８±１．００）ａ －

　１）表中数据为平均值±标准差，同列数据后具有相同小写字母表示在０．０５水平差异不显著。下同。

Ｔｈｅｄａｔａａｒｅｔｈｅｍｅａ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ａｍｅ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ｌｅｔｔ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ｃｏｌｕｍ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ｔｔｈｅ０．０５ｌｅｖ

ｅｌ．Ｔｈｅｓａｍｅｂｅｌｏｗ．

表２　不同药剂处理对青稞产量的影响

犜犪犫犾犲２　犈犳犳犲犮狋狅狀犫犪狉犾犲狔狔犻犲犾犱犫狔狊犲犲犱犮狅犪狋犻狀犵狑犻狋犺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犳狌狀犵犻犮犻犱犲狊犪狋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犮狅狀犮犲狀狋狉犪狋犻狅狀狊

药剂名称

Ｎａｍｅ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药剂用量／ｍＬ·ｋｇ－１

Ｄｏｓａｇｅ

千粒重／ｇ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ｓｅｅｄｗｅｉｇｈｔ

产量／ｋｇ·（６６７ｍ２）－１

Ｙｉｅｌｄ

较对照增产率／％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３％苯醚甲环唑ＦＳＣ

３％ＤｉｆｅｎｏｃｏｎａｚｏｌｅＦＳＣ

１ （４８．３０±４．１０）ａ （２８８．７８±２２．５７）ａｂｃ １６．２０

１．５ （５０．０７±１．４０）ａ （３０１．２４±２５．１３）ａ ２１．２１

２ （４９．４０±２．８２）ａ （２９４．５５±３３．８２）ａｂ １８．５２

３ （４９．３３±１．６９）ａ （２８９．３８±３３．５１）ａｂｃ １６．４４

２．５％咯菌腈ＦＳＣ

２．５％ＦｌｕｄｉｏｘｏｎｉｌＦＳＣ

１ （４８．８７±２．０８）ａ （２６８．３３±３０．０９）ａｂｃ ７．９７

１．５ （４７．４０±２．６１）ａ （２８５．５１±１９．９１）ａｂｃ １４．８９

２ （５０．０７±１．０１）ａ （２８５．０４±１１．８８）ａｂｃ １４．６９

４ （４９．６０±２．４３）ａ （２７９．６６±２１．０１）ａｂｃ １２．５３

４．８％苯醚·咯菌腈ＦＳＣ

４．８％Ｄｉｆｅｎｏｃｏｎａｚｏｌｅ·ｆｌｕｄｉｏｘｏｎｉｌＦＳＣ
　１．５ （４８．００±０．２６）ａ （２８０．４３±１２．４７）ａｂｃ １２．８４

２ （４７．９３±１．２１）ａ （２６６．２８±２７．２５）ａｂｃ ７．１５

２．５ （４９．５３±２．５４）ａ （２６９．４７±１１．６３）ａｂｃ ８．４３

４ （４８．６０±４．１９）ａ （２９２．７４±３１．６４）ａｂｃ １７．７９

４００ｇ／Ｌ萎锈·福美双ＦＳＣ

４００ｇ／ＬＣａｒｂｏｘｉｎ·ｔｈｉｒａｍＦＳＣ

１ （４６．９３±２．４２）ａ （２７０．４３±４５．８５）ａｂｃ ８．８２

２ （４９．６０±２．７３）ａ （２８６．０７±２６．２５）ａｂｃ １５．１１

３ （４８．７７±０．５５）ａ （２７３．４７±１２．２４）ａｂｃ １０．０４

４ （４８．３７±１．１０）ａ （２６６．０５±２９．２３）ａｂｃ ７．０６

２５％多菌灵ＷＰ

２５％ＣａｒｂｅｎｄａｚｉｍＷＰ
６ （４６．４０±３．３０）ａ （２５１．６３±２１．７７）ｂｃ　 １．２５

清水对照

Ｗａｔｅｒ
－ （４６．８０±０．６６）ａ （２４８．５２±２３．３２）ｃ －

·５３２·



２０１６

３　讨论

青稞条纹病主要以种子带菌进行传染，病害症

状一般在青稞分蘖期才变得明显，在拔节期盛发，

到抽穗成熟时，病株大多数混杂于健株内。条纹病

是影响青稞高产稳产的重要因素，在青稞主产区发

病率高，危害重，青稞损失大，个别重病田块减产

５０％ 以上，甚至绝产
［１２］。化学农药可以防治农作

物病害，但对环境造成了污染，同时药物在作物中

的残留直接威胁到人类的健康。种子包衣是一种

成本较低的精确施药技术，可提高种子的抗逆性，

达到防治病虫害的目的，还可以促进作物生长发

育，药物在作物体内或环境中被缓慢降解，可以减

少农作物的农药残留［１３１４］。因此，把好种子关，是

防治本病的关键［１５］。

张海娟等［１６］对不同种衣剂的防效及使用安全

性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表明，２．５％咯菌腈

５ｍＬ／ｋｇ种子拌种处理对青稞条纹病、黑穗病都有

很好的防治效果，防效高达１００％，并且可以显著

提高产量，增产幅度在２０％ 左右，与本研究筛选的

３％苯醚甲环唑悬浮种衣剂中高量的防效相当。郑

果等［１７］报道了０．５％二硫氰基甲烷种衣剂、３％苯

醚甲环唑悬浮种衣剂和１０％二硫氰基甲烷乳油是

防治大麦条纹病较好的药剂，其防效均达到了

８３％以上，产量也较高。本文通过分析４种药剂的

不同剂量对青稞条纹病病株率以及对青稞生长和

产量的影响，评价了这些药剂对青稞条纹病的防治

效果，试验结果表明各药剂处理对青稞条纹病均有

一定防效，３％苯醚甲环唑悬浮种衣剂２ｍＬ／ｋｇ的

防效最高，为９６．４３％，显著高于对照药剂２５％多

菌灵可湿性粉剂。３％苯醚甲环唑悬浮种衣剂

１．５ｍＬ／ｋｇ处理的小区青稞增产效果最显著，且显

著高于清水对照，增产率达到２１．２１％，适合在实

际生产中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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