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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麻白粉病是胡麻生产上常见病害之一，对

胡麻的产量与质量影响很大［ 1 - 2］。胡麻白粉病的

病原菌有亚麻粉孢和二孢白粉菌，主要危害叶片

和茎秆［ 3］。胡麻白粉病发病初期在叶、茎和花器

表面产生零星的灰白色粉沫，即病菌的菌丝和分

生孢子梗及分生孢子，后期发病严重时，病叶上

灰白色粉状物可扩展到整个叶片及全株。植株失

绿或枯死。病菌以闭囊壳在寄主的病残体上越冬。

翌年壳中的子囊孢子借风雨传播后进行初侵染，

以田间病部产生分生孢子进行再侵染。

筛选出高效、低毒、无残留的新农药，有效

遏制胡麻白粉病的发生与蔓延有着极其重要的作

用［ 4］。我们选择了 5种防治胡麻白粉病药剂，以

期为初步筛选出最佳防治药剂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供试药剂为 10%苯醚菌酯悬浮剂（浙江禾田化

工有限公司生产）、20%硫磺·三唑酮可湿性粉剂

（山东省青岛好利特农药有限公司生产）、30%醚

菌·啶酰菌悬浮剂（商品名：翠泽，德国巴斯夫股

份有限公司生产）、20%烯肟·戊唑醇悬浮剂（商品

名：爱可，沈阳化工研究院试验厂生产）、50％醚菌

酯可湿性粉剂（商品名：翠贝，德国巴斯夫股份有

限公司生产）。指示胡麻品种为陇亚 12号。

1.2 试验方法

试验设于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良种场试验田，

海拨 1 850 m，土壤类型为灰钙土。试验共设 6个

处理，处理①10%苯醚菌酯悬浮剂 1 500倍液；处

理②20%硫磺·三唑酮可湿性粉剂 900倍液；处理

③30%醚菌·啶酰菌悬浮剂 1 000倍液；处理④20%

烯肟·戊唑醇悬浮剂 1 500倍液；处理⑤50％醚菌

酯可湿性粉剂 1 200倍液；处理⑥清水对照（CK）。

随机区组排列，3次重复，小区面积 32 m2。胡麻

白粉病始发时用 16型手摇喷雾器叶面喷雾，用水

量 675 kg/hm2。第 1次用药 7 d后再喷第 2次。

1.3 调查内容

第 1 次用药前试验地各小区内对角线固定 5
点调查，用药后每隔 7 d 调查 1 次，连续调查 3

次，每点 50株，分级调查，计算病情指数及相对

防效。药后同时观察药剂对胡麻有无药害。

胡麻白粉病叶片病情分级标准：0级，无病

斑；1 级，病斑面积占整个植株叶面积的 1/4 以
下；3 级，病斑面积占整个植株叶面积的 1/4耀1/2；
5 级，病斑面积占整个植株叶面积的 1/2耀3/4；7
级，病斑面积占整个植株叶面积的 3/4 以上。

病情指数=撞（各级病株数伊相对级数值）/（调查
总株数伊最高发病级数）伊100

相对防效（%）=［（对照区病情指数-处理区病
情指数）/处理区病情指数］伊100
2 结果与分析

2.1 防效

从表 1可以看出，5个药剂处理对胡麻白粉病

第 1 次用药后 7 d 的相对防效为 74.5%～79.7%。

防效从高到低依次为 50％醚菌酯可湿性粉剂 1 200

倍液、10%苯醚菌酯悬浮剂 1 500倍液、30%醚菌·

啶酰菌悬浮剂 1 000倍液、20%烯肟·戊唑醇悬浮

摘要：对比试验了 5种药剂对榆中县胡麻白粉病的防效，结果表明，5种药剂均有显著的防效，10%苯醚
菌酯悬浮剂防治效果最优，防效达到 79.6%，20%硫磺·三唑酮可湿性粉剂防效最差，防效为 70.9%；增产率为
13.37%耀2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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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 1 500倍液、20%硫磺·三唑酮可湿性粉剂 900

倍液。第 1次药后 14 d的防效为 77.5%～81.6%。

防效从高到低依次为 10%苯醚菌酯悬浮剂 1 500倍

液、50％醚菌酯可湿性粉剂 1 200 倍液、30%醚

菌·啶酰菌悬浮剂 1 000倍液、20%烯肟·戊唑醇悬

浮剂 1 500倍液、20%硫磺·三唑酮可湿性粉剂 900

倍液。第 1次药后 21 d的防效为 70.9%～79.6%.

防效从高到低依次为 10%苯醚菌酯悬浮剂 1 500倍

液、50％醚菌酯可湿性粉剂 1 200 倍液、30%醚

菌·啶酰菌悬浮剂 1 000倍液、20%烯肟·戊唑醇悬

浮剂 1 500倍液、20%硫磺·三唑酮可湿性粉剂 900

倍液。

2.2 保产效果

从表 2可知，处理①保产效果最好，胡麻折

合产量最高，为 3 368.8 kg/hm2，较对照增产

23.20%；其次为处理⑤，胡麻折合产量为 3 334.4

kg/hm2，较对照增产 21.94%；处理③居第 3 位，

胡麻折合产量为 3 268.8 kg/hm2，较对照增产

19.54%，处理④、处理②居第 4、5位。即 10%苯

醚菌酯悬浮剂 1 500倍液、50％醚菌酯可湿性粉剂

1 200倍液、30%醚菌·啶酰菌悬浮剂 1 000倍液这

3个处理较对照显著增产； 20%烯肟·戊唑醇悬浮

剂 1 500倍液、20%硫磺·三唑酮可湿性粉剂 900

倍液这 2个处理较对照增产不显著。

2.3 安全性

在整个试验期间，各试验药剂在试验浓度下

对胡麻无任何药害症状，胡麻生长正常。

3 小结与讨论

1）田间试验结果表明，10%苯醚菌酯悬浮剂 1 500

倍液、50％醚菌酯可湿性粉剂 1 200倍液、30%醚

菌·啶酰菌悬浮剂 1 000倍液、20%烯肟·戊唑醇悬

浮剂 1 500倍液、20%硫磺·三唑酮可湿性粉剂 900

倍液等 5个药剂处理，在胡麻白粉病始发初期，

间隔 7 d连续 2次叶面喷雾对胡麻白粉病病均有较

好的防效，但各处理间防效存在一定的差异，其

中 10%苯醚菌酯悬浮剂 1 500倍液、50％醚菌酯可

湿性粉剂 1 200 倍液第 1 次药后 21 d 防效较好，

分别达到 79.6%和 79.4%，其次为 30%醚菌·啶酰

菌悬浮剂 1 000 倍液、20%烯肟·戊唑醇悬浮剂

1 500倍液，分别达到 76.6%和 75.9%，硫磺·三唑

酮可湿性粉剂 900倍液防效仅为 70.9%。

2）苯醚菌酯、醚菌酯、烯肟菌胺属于甲氧基丙烯

酸酯类杀菌剂，具有独特的作用机制、杀菌谱广、

杀菌效果好，无交互抗性，但是作用位点单一，

被 FRAc列为“高风险”抗性发展类；同时，白粉菌

变异快、产孢量大、传播迅速，易产生抗性。目

前国内、外已有白粉病菌对甲氧基丙烯酸酯类杀

菌剂产生抗药性的大量报道［ 5］。建议开展与甲氧

基丙烯酸酯类杀菌剂作用机制不同的杀菌剂（三唑

类、烟酰胺类）的合理混用技术研究，推广与作用

机制不同杀菌剂的复配剂，如 30%醚菌·啶酰菌

（甲氧基丙烯酸酯类+烟酰胺类）、20%烯肟·戊唑

醇（甲氧基丙烯酸酯类+三唑类），注意作用机制不

同的药剂交替使用，避免白粉病菌对此类药剂抗

药性的过快发展，延长此类药剂防治该类病害的

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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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5种药剂对胡麻白粉病的田间防效
处理

病情指数 防效（%）
第 1次药后 7 d 第 1次药后 14 d 第 1次药后 21 d 第 1次药后 7 d 第 1次药后 14 d 第 1次药后 21 d

① 13.5 14.8 18.3 79.2 81.6 79.6 a A
② 16.5 18.1 26.0 74.5 77.5 70.9 b A
③ 14.8 16.2 21.0 77.2 79.8 76.6 ab A
④ 15.6 16.5 21.6 76.0 79.4 75.9 ab A
⑤ 13.2 15.2 18.4 79.7 81.0 79.4 a A

⑥（CK） 64.8 80.3 89.5

表 2 不同药剂处理的胡麻产量表现

处理 小区产量
（kg/32 m2）

折合产量
（kg/hm2）

增产率
（%） 排名

① 10.78 3 368.8 a 23.20 1
② 9.92 3 100.0 ab 13.37 5
③ 10.46 3 268.8 a 19.54 3
④ 10.24 3 200.0 ab 17.03 4
⑤ 10.67 3 334.4 a 21.94 2

⑥（CK） 8.75 2 734.4 b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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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西市安定区位于甘肃省中部，北纬 35毅 17忆
54义 耀 6毅 02忆 40义 ，东经 104毅 12忆 48义 耀 05毅 01忆
06义，南北长 82.9 km，东西宽 73.3 km，属典型的

干旱半干旱雨养农业区，“十年九旱”，抗旱生产是

全区农业工作的重点。自 2007年实施旱作农业项

目以来，全膜双垄沟播玉米种植面积从 2007年的

1 000 hm2发展到 2014年的 27 300 hm2，玉米品种

更新换代迫在眉睫，引进推广品质好、抗病性强、

产量高的玉米新品种是提高农民种植积极性、保

证旱作农业得以持续发展的物质保证［ 1 - 3］。2014

年安定区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引进了 12个玉米

中晚熟品种进行了引种试验，旨在选择适合当地

生产的玉米优质高产新品种，为安定区玉米产业

的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区概况

试验设在安定区西巩驿镇南河村的旱川地内，

海拔 1 780 m，年均气温 6.3℃。无霜期平均 145

d，年降水量 350 mm左右，多集中在秋季。试验

地土壤中上等肥力，前茬作物为马铃薯。

1.2 供试品种

引进的玉米品种共 12 个。分别为兴达 1 号

（张掖市兴达种子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兴达 2号

（甘肃兴达种业有限公司生产），武科 108、武科

107（武威市武科种业有限公司生产），金凯 3530、

金凯 5662（甘肃金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金

穗 338、金穗 1307（白银金穗种业有限公司生产），

甘农 3414、甘农 2032（甘肃农业大学农学院、甘

肃富农高科技种业有限公司生产），甘玉 801、甘

玉 804（甘肃种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以先玉 335

（美国先锋公司选育、敦煌种业先锋良种有限公司

生产）为对照（CK）。

1.3 试验方法

前茬作物收获后深耕晒垡，冬前浅耕耙耱。3

月 10日顶凌起垄覆膜，采用全膜双垄沟播，大垄

宽 70 cm、高 10 cm，小垄宽 40 cm、高 15 cm。覆

膜前按测土配方要求将农家肥 45 000 kg/hm2、尿

素 315 kg/hm2、磷酸二铵 270 kg/hm2、硫酸钾 225

kg/hm2 作为基肥一次性施入。用 50%辛硫磷乳油

7.5 kg/hm2加适量水喷拌细土 450 kg制成毒土，撒

施防治地下害虫。用 50%乙草胺乳油 3 000~3 750

mL/hm2对水 600 kg喷洒于垄沟表面芽前除草。采

用随机区组排列，每品种为 1个小区，3次重复，

小区面积 39.6 m2（11.0 m×3.6 m）。4月 20日用玉

米点播器播种，每穴 2 粒，播深 4 cm，行距 55

cm，株距 30 cm，每小区 240 株，密度为 60 000

株 /hm2。5月 13日除草间苗，5月 23日定苗，田

间管理措施同当地大田。观察记载物候期及主要

摘要：在安定区旱川地对引进的12个玉米品种进行了试验，结果表明，兴达1号、兴达2号较对照品种先玉
335增产显著，增产率分别为26.4%和17.5%。金穗338、金穗1307、金凯5662、金凯3530、甘农3414、甘农2032、
甘玉801、甘玉804产量次于对照先玉335，武科108、武科107产量及主要性状方面均优于对照先玉335及其余几个
参试品种，建议今后在安定区及同类地区继续试验示范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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