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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选用 50%烯酰吗啉可湿性粉剂、69%烯酰·锰锌可湿性粉剂、58%国光牌甲霜·锰锌可湿性粉剂和
60%丙森·霜脲氰可湿性粉剂，对马铃薯薯块播前进行药剂拌种处理，观察对马铃薯晚疫病的田间防效。结果表
明，4种药剂用量为 1.5 kg/hm2时均能不同程度地防治马铃薯晚疫病，其中以 69%烯酰·锰锌可湿性粉剂防效最
好，折合产量最高；其次是 58%国光牌甲霜·锰锌可湿性粉剂、60%丙森·霜脲氰可湿性粉剂，这 3种药剂可在生
产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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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种新型化学药剂拌种对马铃薯晚疫病的防治效果

马铃薯是世界第四大粮食作物，具有产量高、
适应性强、营养丰富、粮菜兼用等特性［ 1 - 2］。作为
全国马铃薯的主产区之一，甘肃省将马铃薯作为
特色优势产业和主产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支
柱产业培养［ 3 - 4］。马铃薯晚疫病是一种暴发性毁灭
性病害，在高湿、冷凉条件下迅速扩散蔓延，造

成严重减产［ 5 - 7］。药剂拌种是防治马铃薯晚疫病的
重要防控措施之一，具有操作简易、效率高、出
苗安全等特点［ 8］。我们于 2015年在临洮县辛店镇
进行 4种药剂拌种防治马铃薯晚疫病试验，以期

为生产上应用推广提供技术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供试农药有 50%烯酰吗啉可湿性粉剂（河北伊
诺生化有限公司生产），69%烯酰·锰锌可湿性粉剂
（河北伊诺生化有限公司生产），58%国光牌甲霜·

锰锌可湿性粉剂（四川国光农化股份有限公司生
产），60%丙森·霜脲氰可湿性粉剂（上海惠光化学
有限公司生产），58%甲霜·锰锌（江苏宝灵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商品名，宝大森）。
指示马铃薯品种为陇薯 3号，防治对象为马

铃薯晚疫病。

1.2 试验方法

试验在临洮县辛店镇桑南家村进行。试验地
海拔 2 052 m，年降水量 410.5 mm，无霜期 146 d，
地力均匀，土壤较肥沃。试验采用单因素随机区
组设计，共设 6个处理，处理① 50%烯酰吗啉可
湿性粉剂用量 1.5 kg/hm2，处理② 69%烯酰·锰锌
可湿性粉剂用量 1.5 kg/hm2，处理③ 58%国光牌甲
霜灵锰锌可湿性粉剂用量 1.5 kg/hm2，处理④ 60%
丙森·霜脲氰可湿性粉剂用量 1.5 kg/hm2，处理⑤
58%甲霜·锰锌可湿性粉剂（宝大森）用量 1.5 kg/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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墒、增产效果，又能减轻田间残膜污染，用来代
替普通地膜应具有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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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药剂对照CK2），处理⑥清水拌种（CK1），3
次重复，小区面积 30 m2（5 m×6 m）。拌种处理时
间 4 月 16 日。播种前施农家肥 45 000～60 000
kg/hm2、尿素 375 kg/hm2、普通过磷酸钙 750
kg/hm2、硫酸钾 225 kg/hm2，硫酸锌 45 kg/hm2。全
部肥料播前作基肥一次施入。其余管理同大田。

试验期间调查 3次，分别是病害流行初期的7
月9日（第1次）、高峰期的 7月 24日（第2次）和收获
前7 d的8月9日（第3次）。每小区对角线五点取样，
每点调查 5株，记录全部叶片病级。分别计算防
治效果；收获时测产。
1.3 病级划分标准

0级：无病斑；1级：病斑面积占整个叶面积
的 5%以下；3 级： 病斑面积占整个叶面积的
6%～10%；5级：病斑面积占整个叶面积的 11%～
20%；7 级：病斑面积占整个叶面积的 21%～
50%；9级：病斑面积占整个叶面积的 50%以上。
病情指数=［∑（发病级别×相应发病级别叶片

数）/（调查总叶片数×最高级数）］×100
防治效果（%）=［（对照病指-处理病指）/对照

病指］×100%
2 结果与分析
2.1 对马铃薯晚疫病的防治效果

从表 1可以看出，供试药剂 69%烯酰·锰锌可
湿性粉剂用量 1.5 kg/hm2处理效果最好，3次观察
的平均病指依次为 0.28、0.93、2.44，平均防效依
次为 95.76%、91.51%、86.72%；58%国光牌甲霜·
锰锌可湿性粉剂用量 1.5 kg/hm2 处理效果次之，3
次观察的平均病指依次为 0.42、1.60、3.97，平均
防效依次为 93.69%、85.34%、78.43%；60%丙森·

霜脲氰可湿性粉剂用量 1.5 kg/hm2 效果居第 3，3
次观察的平均病指依次为 0.68、2.46、4.74，平均
防效依次为 89.63%、77.48%、74.21%；50%烯酰
吗啉可湿性粉剂用量 1.5 kg/hm2效果最差，3次观
察的平均病指依次为 0.83、3.59、7.32，平均防效
依次为 87.46%、67.13%、60.22%。
2.2 保产效果

从表 2可以看出，69%烯酰·锰锌可湿性粉剂用
量 1.5 kg/hm2处理的折合产量最高，达到 40 576.7
kg/hm2，较空白对照（清水拌种CK1）和常规药剂对
照 58%甲霜·锰锌可湿性粉剂用量 1.5 kg/hm2（CK2）
分别增产 20.22%和 12.37%，且小区平均商品薯
（60 g以上）率达 93.04%，具有较好的增产提质效
果。其余药剂处理也均有较好的增产作用，增产
率由高到低依次为 58%国光牌甲霜·锰锌可湿性粉
剂用量 1.5 kg/hm2 处理、60%丙森·霜脲氰可湿性
粉剂用量 1.5 kg/hm2处理和 50%烯酰吗啉可湿性粉
剂用量 1.5 kg/hm2处理，并且各处理小区的商品薯
率也均在 90%以上。
3 小结
试验结果表明，69%烯酰·锰锌可湿性粉剂 1.5

kg/hm2、58%国光牌甲霜·锰锌可湿性粉剂 1.5
kg/hm2 和 60%丙森·霜脲氰可湿性粉剂 1.5 kg/hm2

拌种处理均能不同程度地有效控制马铃薯晚疫病。
其中 69%烯酰·锰锌可湿性粉剂 1.5 kg/hm2 拌种的
防效和产量均居第 1，58%国光牌甲霜·锰锌可湿
性粉剂 1.5 kg/hm2 拌种的防效和产量均居第
2，60%丙森·霜脲氰可湿性粉剂用量 1.5 kg/hm2拌
种的防效和产量均居第 3，均表现较好的控病增产
效应，可在生产上推广应用。

处理
7月9日 7月19日 8月9日

病指 防效（%) 病指 防效（%) 病指 防效（%)
50%烯酰吗啉可湿性粉剂 0.83 87.46 3.59 67.13 7.32 60.22
69%烯酰·锰锌可湿性粉剂 0.28 95.76 0.93 91.51 2.44 86.72
58%国光牌甲霜·锰锌可湿性粉剂 0.42 93.69 1.60 85.34 3.97 78.43
60%丙森·霜脲氰可湿性粉剂 0.68 89.63 2.46 77.48 4.74 74.21
58%甲霜·锰锌可湿性粉剂（CK2） 1.29 80.5 4.96 54.53 9.89 46.25
清水拌种（CK1） 6.59 10.92 18.39

处理
小区平均产量（kg/30 m2） 折合产量

（kg/hm2）
商品率
（%）

较CK1增产
（%）

较CK2增产
（%） 位次

商品薯 非商品薯 合计
50%烯酰吗啉可湿性粉剂 101.03 10.17 111.20 37 066.7 90.85 9.82 2.65 4
69%烯酰·锰锌可湿性粉剂 113.26 8.47 121.73 40 576.7 93.04 20.22 12.37 1
58%国光牌甲霜·锰锌可湿性粉剂 110.49 8.58 119.07 39 690.0 92.79 17.59 9.91 2
60%丙森·霜脲氰可湿性粉剂 108.10 7.90 116.00 38 666.7 93.19 14.56 7.08 3
58%甲霜·锰锌可湿性粉剂（CK2） 97.53 10.80 108.33 36 110.0 90.03 6.98 5
清水拌种（CK1） 92.23 9.03 101.26 33 753.3 91.08 6

表 1 马铃薯晚疫病田间记载结果

表 2 不同药剂处理产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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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市不同海拔区玉米氮肥后移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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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分别在兰州市低海拔区川水地和高海拔区旱地进行了全膜双垄沟播玉米氮肥后移肥效试验。结果表
明，低海拔区川水地玉米适宜的氮肥分配比例为 30%基肥+40%大喇叭口期肥+30%吐丝期肥，高海拔区旱地玉米
适宜的氮肥分配比例为 20%基肥+20%拔节期+40%大喇叭口期肥+20%吐丝期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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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是兰州市主要粮食作物，年播种面积超
过 3.3万 hm2，对解决贫困地区农民口粮起着关键
性作用［ 1 - 2］。如何根据玉米的高氮性需肥规律提
高其氮肥利用效率，一直是国内农业科研主攻方
向之一［ 3］。笔者于 2014 年在兰州市不同海拔区
域，采用氮量控释技术，即在总施氮量不变的条
件下，氮肥控释后移并分次施用，研究了氮肥利
用效率及玉米产量结构的影响，总结出玉米最佳
施氮运筹模式，以期达到节本、增产、高效的目
的，丰富和完善兰州市旱作区玉米栽培技术。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材料

指示玉米品种低海拔川水地为金凯 5号，高
海拔旱地为金凯 3号。供试尿素（含N 46%）由甘肃
刘家峡化工总厂生产，供试普通过磷酸钙（含P2O5

12%）由云南三环化工有限公司生产，供试硫酸钾
（含K2O 50%）由安徽红四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生
产，硫酸锌（含Zn≥90%）由兰州富强微肥厂生产。

1.2 试验方法

1.2.1 低海拔区 试验设在具有兰州市川水地低

海拔区代表性的红古区花庄镇柳家村。海拔
1 600～2 000 m，降水量 300～330 mm。土壤类型
主要为灌淤土，耕层土壤含有机质 14.5 g/kg、碱解
氮 82 mg/kg、有效磷 24.3 mg/kg、速效钾 181
mg/kg，CEC 6.4 cmoL/kg，pH 8.3。采用随机区组
试验，共设 5 个处理，3 次重复。处理1为对照
（CK），不施氮肥；处理 2氮肥基施（尿素，下同）
480 kg/hm2，大喇叭口期追施 720 kg/hm2；处理 3
氮肥基施 480 kg/hm2，大喇叭口期追施 360 kg/hm2，
吐丝期追施 360 kg/hm2；处理 4 氮肥基施 360
kg/hm2，大喇叭口期追施 480 kg/hm2，吐丝期追施
360 kg/hm2；处理 5 氮肥基施 360 kg/hm2，大喇叭
口期追施 360 kg/hm2，吐丝期追施 480 kg/hm2。试
验于 2014年 4月初采用全膜双垄沟播方式种植，
播前结合整地基施普通过磷酸钙 600 kg/hm2、硫酸
钾 300 kg/hm2、硫酸锌 30 kg/hm2，氮肥按试验设计
用量基施。小区面积为 30 m2（3 m×10 m），小区间
距均为 0.8 m，四周保护行 1 m。株距 35 cm，密度
48 000株 /hm2。分别在大喇叭口期、吐丝期采集
玉米植株样品，烘干粉碎混合称取 50 g，用凯氏

参考文献：
［1］ 魏延安. 世界马铃薯产业发展现状及特点［J］. 世界农

业，2005（3）：29-32.
［2］ 谢从华. 马铃薯产业的现状与发展［J］. 华中农业大学

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1-4.
［3］ 马旺林. 甘肃省马铃薯产业竞争力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D］. 四川农业大学，2012.
［4］ 魏亚雯 . 马铃薯晚疫病［J］. 农业科技与信息，2009

（1）：28-28.
［5］ 魏周全，陈爱昌，韩相鹏，等. 定西市马铃薯晚疫病

发病原因及防控措施［J］. 甘肃农业科技， 2013（8）：
39-40.

［6］ 学 刚. 综合防治马铃薯晚疫病［J］. 科技致富向导，
2011（25）：31-31.

［7］ 宋伯符. 马铃薯晚疫病的综合防治［J］. 河北农业大学
学报， 2001（2）：49-50.

［8］ 杨生祥，景治忠，李 刚. 马铃薯晚疫病药剂拌种试
验初报［J］. 内蒙古农业科技，2013（5）：79-79.

（本文责编：陈 珩）

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