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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观察了5种药剂对苹果白粉病的防效。结果表明， 25%戊唑醇可湿性粉剂2 000倍液、10%己唑醇乳油
3 000倍液防治效果最好，第1次药后7 d、第2次药后7 d和14 d的防治效果分别在70%、81%和87%以上。从经济、高效
考虑，这两种药剂与20%三唑酮乳油1 000倍液、50%硫磺悬浮剂400倍液及29%石硫合剂水剂500倍液交替使用，也可
起到较好的防病节本增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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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苹果白粉病菌［Podosphaera leucotricha（Ell.
et EV.）Salm.］引起的苹果白粉病是发生于兰州市
园林苹果树上的主要病害之一，不仅危害苗圃幼
树及大龄树的叶片，而且危害苹果树嫩枝、花芽、
幼果，造成落果和落叶以及幼苗和新梢枯死，严重
影响树势及城市园林美观。近年来，随着兰州市园
林树木种类的不断增多，对原有苹果树的管理越来
越粗放，造成白粉病发生日趋严重，引致树势逐年

衰弱，影响了整体景观效果。为此，笔者于2013年
选用5种杀菌剂进行了苹果白粉病防效试验，旨在为
有效控制苹果白粉病的发生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材料

供试化学药剂为20%三唑酮乳油，江苏克胜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生产；25%戊唑醇可湿性粉剂，东
莞市瑞德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50%硫磺悬浮

理⑦，分别为3 920.83、3 808.33 kg/hm2。方差分
析结果表明，豌豆产量各处理间差异不显著。油
葵产量处理⑤与处理⑥间差异不显著，与其余处
理的差异显著；处理⑥与处理⑦差异不显著，与
处理①、处理②、处理③、处理④差异显著。

2.3 模型建立及显著性检验

从表2油葵产量随密度变化情况看，类似二次
抛物线，选用一元二次回归方程y=b0+b1x+b2x2进行
模拟，得到油葵产量随密度变化的回归方程

y=-230.524 0+874.289 2x-46.526 9x2

对方程的拟合性检验结果表明，F= 36.40＞
F0.01=10.92，说明方程拟合良好，能正确反映产量
随密度变化的实际情况。回归系数R= 0.961 2，达

到了极显著水平。决定系数R2=0.923 9，说明至少
有92%的产量差异可以用密度予以解释。对方程求
一阶导数，并令其等于零则得

x=8.784 4，y=3 876.70±106.22
说明在正常年份，兴电灌区油葵+豌豆带田中

油葵的最适宜的密度是 8.8万株 /hm2，产量在
3 770.48～3 982.92 kg/hm2。
3 小结
试验结果表明，油葵+豌豆带田中油葵的株高

随密度变化不大，花盘直径、盘粒数、盘粒重、千
粒重都随密度的增加而降低。油葵密度的变化对豌
豆产量影响不显著。油葵产量随密度的变化呈二次
抛物线，模拟方程为 y=-230.524 0+874.289 x-
46.526 9 x2，由此确定正常年份油葵+豌豆带田中
油葵最适宜的密度是8.8万株 /hm2，此时产量为
3 770.48～3 982.92 kg/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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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豌 豆 油 葵

小区产量
（kg/24 m2）

折合产量
（kg/hm2）

小区产量
（kg/24 m2）

折合产量
（kg/hm2）

① 6.61 2 754.17 a 7.44 3 100.00 e
② 6.50 2 708.33 a 8.13 3 387.50 d
③ 6.46 2 691.67 a 8.20 3 416.67 d
④ 6.44 2 683.33 a 8.81 3 670.83 c
⑤ 6.35 2 645.83 a 9.45 3 937.50 a
⑥ 6.38 2 658.33 a 9.41 3 920.83 ab
⑦ 6.32 2 633.33 a 9.14 3 808.33 b

表 2 不同处理的豌豆和油葵产量淤

淤 小区产量为 3次重复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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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山东邹平农药有限公司生产；10%己唑醇乳
油，江苏盐城利民农化有限公司；29%石硫合剂水
剂，成都科利隆生化有限公司生产。指示苹果品
种为红元帅，防治对象为苹果白粉病。
1.2 试验方法

试验于2013年5月下旬至6月中旬在兰州市五
泉山公园，选取树龄10 a以上、苹果白粉病发生严
重且均衡的苹果树上进行。试验共设6个处理，处
理①喷施20%三唑酮乳油1 000倍液，处理②喷施
25%戊唑醇可湿性粉剂2 000倍液，处理③喷施
50%硫磺悬浮剂400倍液，处理④喷施10%己唑醇
乳油3 000倍液，处理⑤喷施29%石硫合剂水剂500
倍液，处理⑥喷施等量清水（CK）。每小区选择长
势、树龄、大小基本一致的苹果树4株，4次重复，
随机排列。于5月22日上午用工农16型背负式手动
喷雾器按试验设计第1次喷药，7 d后第2次喷药。
每株用药液量3.0 kg，以药液均匀湿润叶片及枝条
且药液不下滴为度。
1.3 调查方法

喷药前（5月22日）调查病情基数，第1次喷药
后7 d（5月29日）和第2次喷药后7 d（6月6日）、14 d
（6月13日）分别调查苹果白粉病病情，分级统计，
计算防效，并观察苹果树生长状况。调查时每小
区随机选取2株树，每株树按照东、西、南、北、
中5个方位，分别挂牌标记2个新梢，每个新梢自
上而下调查所有叶片，记录各级病叶片数。
叶片病情分级标准为0～9级，其中0级，无病

斑；1级，病斑面积占整片叶面积的5%以下；3级，
病斑面积占整片叶面积的5% ～10%；5级，病斑
面积占整片叶面积的10%～20%；7级，病斑面积
占整片叶面积的20%～40%；9级，病斑面积占整
片叶面积的40%以上。
病情指数（%）=［∑（各级病叶数×相对级数

值）/（调查总叶片数×9）］×100%
防效（%）=［1-（CK0×PT1）/（CK1×PT0）］×100
式中CK0为空白对照区施药前病情指数，CK1为

空白对照区施药后病情指数，PT0为药剂处理区施药

前病情指数，PT1为药剂处理区施药后病情指数［ 1～2］。
2 结果与分析
2.1 防效

通过表1可以看出，供试药剂对苹果白粉病均
有一定的防效。第1次药后7 d，防效以处理②、处
理④最好，均为70.07%。第2次药后7 d，防效以处
理②最好，为81.62%；其次为处理④，为81.52%。
第2次药后14 d，防效以处理④最好，为87.94%；
其次为处理②，为87.47%。对防效进行差异显著
性分析结果表明，第1次药后7 d，处理②、处理④
差异不显著，均与其余处理间差异极显著；处理
⑤与处理③差异不显著，与处理①差异显著；处
理③与处理①差异不显著。第2次药后7 d，处理
②、处理④之间差异不显著，均与处理⑤差异显
著，与其余处理差异极显著；处理⑤、处理③、
处理①之间差异不显著。第2次药后14 d，处理④、
处理②之间差异不显著，均与其余处理差异极显
著；处理⑤、处理③、处理①之间差异不显著。
2.2 安全性

试验期间未观察到供试各药剂在苹果树生长
期间有药害现象发生。
3 小结
试验药剂对苹果白粉病均有一定的防效，其

中25%戊唑醇可湿性粉剂2 000倍液、10%己唑醇
乳油3 000倍液防效最好，第1次药后7 d、第2次药
后7 d和14 d的防效分别在70%、81%和87%以上，
显著优于其余药剂。考虑到这两种药剂市场售价
相对较高，从经济、高效考虑，这两种药剂与20%
三唑酮乳油1 000倍液、50%硫磺悬浮剂400倍液、
29%石硫合剂水剂500倍液交替使用，也可起到较
好的防效，而且节本增效的作用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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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药前病指
第 1次药后 7 d 第 2次药后 7 d 第 2次药后 14 d

病情指数 防效 病情指数 防效 病情指数 防效

① 5.03 3.25 59.76 c B 2.65 76.61 b B 3.07 81.18 b B

② 5.12 2.46 70.07 a A 2.12 81.62 a A 2.08 87.47 a A

③ 5.06 3.13 61.47 bc B 2.57 77.45 b B 2.87 82.51 b B

④ 5.14 2.47 70.07 a A 2.14 81.52 a A 2.01 87.94 a A

⑤ 5.17 2.97 64.22 b B 2.47 78.79 b AB 2.95 82.40 b B

⑥（CK） 5.07 8.14 11.42 16.44

表 1 不同处理对苹果白粉病的防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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