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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马铃薯品种克新 6号为指示品种，在环县进行 58%甲霜灵锰锌可湿性粉剂施药时期和施药次数对
马铃薯晚疫病的防效试验，结果表明，在马铃薯苗期、现蕾期、开花期、块茎膨大期各喷施 1次 58%甲霜灵锰
锌可湿性粉剂 600倍液时，对马铃薯晚疫病的防效可达 78.8%，商品薯率较对照全生育期不施药提高 25.1百分
点，非商品薯率较对照降低 17.5百分点，病薯率较对照降低 7.6百分点；折合总产量最高，为 16 856.7 kg/hm2，
较对照增产 43.50%。于苗期、现蕾期、开花期各喷施 1次 58%甲霜灵锰锌可湿性粉剂 600倍液时，对马铃薯晚
疫病的防效可达 78.0%，折合总产量为 16 830.0 kg/hm2，较对照增产 43.27%。于现蕾期、开花期各喷施 1次 58%
甲霜灵锰锌可湿性粉剂 600倍液时，对马铃薯晚疫病的防效可达 72.8%，较对照增产 40.86%。于现蕾期喷施 1
次 58%甲霜灵锰锌可湿性粉剂 600倍液时，对马铃薯晚疫病的防效可达 47.9%，较对照增产 29.23%。
关键词：58%甲霜灵锰锌可湿性粉剂；施药时期；施药次数；马铃薯晚疫病；防效；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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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晚疫病是由疫霉菌［Phytophthora infes原
tans（Mont.）de Bary］引起的一种马铃薯毁灭性病

害，可造成减产 20%～40%，甚至产量绝收［ 1 - 4］。

马铃薯晚疫病一般于每年 7月中旬个别田块出现

58%甲霜灵锰锌可湿性粉剂对马铃薯晚疫病的
防效初报
郭满平 1，敬克农 2

（1. 甘肃省环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甘肃 环县 745700；2. 甘肃省环县八珠乡农业技术服务中心，
甘肃 环县 745705）

量的丰缺程度基本属于中量，土壤速效钾含量丰

缺程度为丰富，全氮含量整体上丰缺程度属于中

等偏上。与 1984年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结果进行

对比，土壤有机质、全氮、有效磷、速效钾含量

均有所上升。

2）自 1984年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以来，华亭县

化肥使用总量呈上升趋势，由 1984 年的 130.38

kg/hm2增加到 2013年的 222.15 kg/hm2（纯量），使

土壤氮、磷养分含量有不同程度的提高。由于施用

量超出了作物的需求量，造成土壤有效养分含量增

加；另外随着化肥用量的增加，作物单产也随之提

高，作物秸秆也不断丰富，扩大了秸秆还田数量，

使土壤有机质含量上升，土壤肥力上升［ 5］。

3）生产中应根据不同地块的肥力状况和种植作物

的不同，在使用有机肥的基础上实施测土配方施

肥，氮、磷、钾配施，做到有的放矢，缺什么补

什么，缺多少、补多少，坚决纠正盲目施肥现象，

并结合土壤养分测试结果和不同作物种类，有针

对性地推广施用微肥，提高作物单产，平衡土壤

养分，培肥地力［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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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病株，7月下旬完成第 1次侵染，若 7月下旬

至 8月下旬期间降水充沛，7～10 d可以完成 1次

侵染，8月中旬进入病害流行阶段，9月上旬进入

病害流行高峰期［ 5］。环县农业科技人员于 2009—

2012年进行了多种不同药剂防治马铃薯晚疫病的

筛选试验，最终确定 58%甲霜灵锰锌可湿性粉剂

防控防效最好，平均防效为 64.5%。但我们发现同

一药剂在不同时期施药的防效不一样，且施药次

数不同，防效也不一样。为了进一步明确 58%甲

霜灵锰锌可湿性粉剂防治马铃薯晚疫病最佳施药

时期和施药次数，2014年我们在环县山城乡八里

铺村刘塬组进行了 58%甲霜灵锰锌可湿性粉剂施

药时期和施药次数对马铃薯晚疫病的防效试验，

旨在掌握其对马铃薯晚疫病防控的最佳施药时期

和次数，为今后马铃薯晚疫病防控提供科学依

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材料

供试药剂为 58%甲霜灵锰锌（宝大森）可湿性

粉剂，由江苏宝灵化工有限公司生产病提供。指

示马铃薯品种为中熟品种克新 6号，由黑龙江省

农业科学院马铃薯研究所选育并提供。防治对象

为马铃薯晚疫病。

1.2 试验地概况

试验设在环县山城乡八里铺村刘塬组农户承

包地，地理位置位于北纬 36毅 54忆 18义 、东经 107毅
5忆 11义 。当地海拔 1 497.8 m，年均气温 8.7℃，年

均降水量 300 mm，无霜期 150 d。试验地土壤为

粘性土壤，肥力中等，前茬为玉米。

1.3 试验方法

试验共设 16 个处理，处理 A 为苗期喷药 1

次；处理 B为现蕾期喷药 1次；处理 C 为开花期

喷药 1次；处理 D为块茎膨大期喷药 1次；处理

E为苗期和现蕾期各喷药 1次，共喷药 2次；处理

F为苗期和开花期各喷药 1次，共喷药 2次；处理

G 为苗期和块茎膨大期各喷药 1 次，共喷 2 次；

处理 H为现蕾期和开花期各喷药 1次，共喷药 2

次；处理 I为现蕾期和块茎膨大期各喷药 1次，共

喷药 2次；处理 J为开花期和块茎膨大期各喷药 1

次，共喷药 2次；处理 K为苗期、现蕾期和开花

期各喷药 1次，共喷药 3次；处理 L为苗期、开

花期和块茎膨大期各喷药 1次，共喷药 3次；处

理 M为现蕾期、开花期和块茎膨大期各喷药 1次，

共喷药 3次；处理 N为苗期、现蕾期和块茎膨大

期各喷药 1次，共喷药 3次；处理 O为苗期、现

蕾期、开花期和块茎膨大期各喷药 1次，共喷药 4

次；处理P（CK）为全生育期不喷药。苗期喷药时间

为 7月 5日，现蕾期喷药时间为 7月 20日，开花

期喷药时间为 8月 5日，块茎膨大期喷药时间为 8

月 25日。每次均喷施 58%甲霜灵锰锌可湿性粉剂

600倍液，选择无风或微风晴朗天气在早晨施药，

采用手动喷雾器单喷头喷雾，以马铃薯叶片均匀

附着药液为宜。

试验采用随机区组设计，重复 3次，小区面

积 30 m2（6 m×5 m），小区间距 50 cm，重复间距

50 cm。采用全膜垄作侧播栽培。前茬玉米收获

后，及时清理根茬，结合深翻旋耕施农家肥

60 000 kg/hm2、尿素 150 kg/hm2、碳酸氢铵 450

kg/hm2、普通过磷酸钙 375 kg/hm2、硫酸钾 225

kg/hm2，然后用覆膜机在冬前起垄覆黑色地膜，垄

幅宽 120 cm。2014 年 5 月 23 日垄侧打孔点播，

每垄按株距 50 cm、行距 60 cm播 2行。6月 10日

出苗，7月 20日左右进入现蕾期，7月 30日左右

进入开花期，8月 10日左右进入结薯期，8月 20

日左右进入块茎膨大期，10月 5日收获。马铃薯

全生育期降水量为 525.8 mm，其中 7— 8月份降

水量 334.2 mm。试验田田间管理措施同当地大田。

1.4 调查项目及方法

于 9月 1日进行第 1次田间调查记载各处理

发病率及病情指数，9月28日（收获前7 d）进行第 2

次田间调查记载各处理发病率及病情指数。调查

时每小区随机 5点取样，每点选 4株，调查全部

叶片，按马铃薯晚疫病病情 6级分级标准每小区

调查统计叶片病级数，计算病情指数和防效。马

铃薯晚疫病病情分级标准为：0 级，无病斑 ；1

级，病斑面积占整个叶片面积的 5%以下；3级，

病斑面积占整个叶片面积的 6%～10%；5级，病

斑面积占整个叶片面积的 11%～25%；7级，病斑

面积占整个叶片面积的 26%～50%；9级，病斑面

积占整个叶片面积的 50%以上［ 6 - 8］。

发病率（%）=（发病叶片数/调查总叶数）×100%

病情指数（%）=［Σ（各级病叶数×相对级数

值）/（调查总叶数× 9）］×100%

防效（%）=［（对照病指 -处理病指） /对照病

指］×100%

于 10月 5日进行田间产量测定，采取以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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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单位全部采挖实收，统计商品薯数、非商品薯

数（50 g以上为商品薯，以下为非商品薯）和病薯

数，并分别称量记载，计算其所占百分比，同时

按各小区单收计实产。

2 结果与分析

2.1 防效

从表 1可以看出，马铃薯晚疫病发病率在马

铃薯全生育期只施药 1次时，第 1次调查（9月 1

日）结果发现，以处理 B 的发病率最低，为

42.8%，较对照降低 21.0 百分点；处理 C、处理

A、处理 D分别较对照降低 20.2、17.6、0.4百分

点。第 2次调查（9月28日）结果也以处理 B的发病

率最低，为 95.3%，较对照降低 4.5百分点；处理

C、处理 A、处理 D分别较对照降低 3.4、2.0、0.2

百分点。马铃薯晚疫病病情指数，在马铃薯全生

育期只施药 1次时，第 1次调查（9月1日）结果发

现，以处理 B 最低，为 6.9%，较对照降低 7.5百

分点；处理 C、处理 A、处理 D分别较对照降低

6.9、6.1、0.6百分点。第 2次调查（9月28日）结果

也以处理 B最低，为 38.8%，较对照降低 35.7百

分点；处理 C、处理 A、处理 D分别较对照降低

30.6、21.1、0.7百分点。在马铃薯全生育期施药 2

次时，第 1次调查结果发现，以处理 H的发病率

最低，为 32.4%，较对照降低了 31.4百分点；处

理 I 次之，为 34.5%，较对照降低 30.2 百分点。

第 2 次调查结果也以处理 H 的发病率最低，为

82.4%，较对照降低了 17.4百分点；处理 I 次之，

为 83.6%，较对照降低 16.2百分点。病情指数在

马铃薯全生育期施药 2次时，第 1次调查结果发

现，以处理 H最低，为 3.8%，较对照降低了 10.6

百分点；处理 I次之，为 4.1%，较对照降低 10.3

百分点。第 2 次调查结果也以处理 H 最低，为

20.3%，较对照降低了 54.2百分点；处理 I 次之，

为 21.5%，较对照降低 53.0百分点。马铃薯全生

育期施药 3次时，第 1次调查结果发现，以处理

K 的发病率最低，为 26.5%，较对照降低了 37.3

百分点；处理 M 次之，为 27.4%，较对照降低

36.4百分点。第 2次调查结果也以处理 K的发病

率最低，为 76.8%，较对照降低了 23.0 百分点；

处理M次之，为 77.2%，较对照降低 22.6百分点。

在马铃薯全生育期施药 3次时，第 1次调查结果

发现，以处理 K的病情指数最低，为 2.8%，较对

照降低了 11.6百分点；处理 M次之，为 3.1%，较

对照降低 11.3百分点。第 2次调查结果也以处理

K病情指数最低，为 16.4%，较对照降低 58.1百

分点；处理 M次之，为 17.8%，较对照降低 56.7

百分点。各施药处理的马铃薯晚疫病发病率以处

理O（马铃薯全生育期施药4次）为最低，第 1次调

查时发病率为 26.1%，较对照降低 37.7 百分点；

第 2次调查时发病率为 76.4%，较对照降低 23.4

百分点。各施药处理的马铃薯晚疫病病情指数也

以处理 O为最低，第 1次调查时马铃薯晚疫病病

情指数为 2.6%，较对照降低 11.8百分点；第 2次

调查时马铃薯晚疫病病情指数为 15.8%，较对照降

低 58.7百分点。

从表 1还可以看出，第 1次调查（9月1日）结

果显示，对马铃薯晚疫病防效最好的是处理 O，

防效为 81.9%；处理 K 次之，为 80.6%；处理 M

居第 3，为 78.5%；其余处理为 4.2%～76.4%。第

2次调查（9月28日）结果显示，不同施药处理对马

铃薯晚疫病的防效最好的也是处理 O，防效为

78.8%；处理 K次之，为 78.0%；处理 M居第 3，

为 76.1%；其余处理为 0.9%～74.9%。

2.2 产量

2.2.1 商品薯产量 从表 2可以看出，商品薯产

量以处理 O最高，为 48.04 kg/30 m2，较对照增加

95.05%；处理 K次之，为 47.71 kg/30 m2，较对照

增加 93.71%；处理 M居第 3，为 47.38 kg/30 m2，

处理

第1次（9月1日）调查 第2次（9月28日）调查

发病率
（%）

病指
（%）

防效
（%）

发病率
（%）

病指
（%）

防效
（%）

A 46.2 8.3 44.4 97.8 53.4 28.3

B 42.8 6.9 52.1 95.3 38.8 47.9

C 43.6 7.5 47.9 96.4 43.9 41.1

D 63.4 13.8 4.2 99.6 73.8 0.9

E 36.5 4.7 67.4 86.6 26.4 64.6

F 36.8 4.9 66.0 86.9 27.3 63.4

G 44.8 7.9 45.1 97.2 48.6 34.8

H 32.4 3.8 73.6 82.4 20.3 72.8

I 33.6 4.1 71.5 83.6 21.5 71.1

J 34.5 4.4 69.4 84.2 25.9 65.2

K 26.5 2.8 80.6 76.8 16.4 78.0

L 28.6 3.7 74.3 78.9 19.8 73.4

M 27.4 3.1 78.5 77.2 17.8 76.1

N 28.1 3.4 76.4 78.3 18.7 74.9

O 26.1 2.6 81.9 76.4 15.8 78.8

P（CK） 63.8 14.4 99.8 74.5

表 1 不同处理对马铃薯晚疫病的防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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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小区商品
薯产量

（kg/30 m2）

商品薯率
（%）

小区非商品
薯产量

（kg/30 m2）

非商品
薯率
（%）

小区病薯
产量

（kg/30 m2）

病薯率
（%）

小区总产量
（kg/30 m2）

折合
总产量
（kg/hm2）

较对照
增产
（%）

产量
位次

A 29.97 77.6 5.71 14.8 2.94 7.6 38.62 12 873.3 9.59 14

B 39.12 85.9 4.37 9.6 2.05 4.5 45.54 15 180.0 29.23 11

C 37.51 84.5 4.62 10.4 2.26 5.1 44.39 14 796.7 25.96 12

D 25.49 71.6 6.97 19.6 3.13 8.8 35.59 11 863.3 0.01 15

E 42.43 88.8 3.58 7.5 1.77 3.7 47.78 15 926.7 35.58 9

F 40.89 87.3 4.03 8.6 1.92 4.1 46.84 15 613.3 32.9 10

G 33.51 81.1 5.21 12.6 2.60 6.3 41.32 13 773.3 17.25 13

H 45.82 92.3 2.53 5.1 1.29 2.6 49.64 16 546.7 40.86 6

I 44.80 91.0 2.91 5.9 1.53 3.1 49.24 16 413.3 39.73 7

J 44.09 90.6 2.97 6.1 1.61 3.3 48.67 16 223.3 38.11 8

K 47.71 94.5 1.82 3.6 0.96 1.9 50.49 16 830.0 43.27 2

L 46.41 93.2 2.24 4.5 1.15 2.3 49.80 16 600.0 41.32 5

M 47.38 94.2 1.91 3.8 1.01 2.0 50.30 16 766.7 42.74 3

N 46.94 93.7 2.10 4.2 1.05 2.1 50.09 16 696.7 42.14 4

O 48.04 95.0 1.67 3.3 0.86 1.7 50.57 16 856.7 43.50 1

P（CK） 24.63 69.9 7.33 20.8 3.28 9.3 35.24 11 746.7 16

淤 表中数据均为 3次重复平均值。

表 2 不同处理的马铃薯产量结果淤

较对照增加 92.37%；其余处理为 25.49～46.94

kg/30 m2，较对照增加 3.49%～90.58%。商品薯率

以处理 O最高，为 95.0%，较对照提高 25.1百分

点；处理 K次之，为 94.5%，较对照提高 24.6百

分点；处理 M居第 3，为 94.2%，较对照提高 24.3

百分点；其余处理为 71.6%～93.7%，较对照提高

1.7～23.8百分点。

2.2.2 非商品薯及病薯产量 从表 2 可以看出，

非商品薯产量以处理 O最低，为 1.67 kg/30 m2，较

对照减少 77.22%；处理 K次之，为 1.82 kg/30 m2，

较对照减少 75.17%；处理 M居第 3，为 1.91 kg/30

m2，较对照减少 73.94%；其余处理为 2.10～6.97

kg/30 m2，较对照减少 4.91%～71.35%。非商品薯

率以处理 O最低，为 3.3%，较对照降低 17.5百分

点；处理 K次之，为 3.6%，较对照降低 17.2百分

点；处理 M居第 3，为 3.8%，较对照降低 17.0百

分点；其余处理为 4.2%～19.6%，较对照降低

1.2～16.6 百分点。病薯产量以处理 O 最低，为

0.86 kg/30 m2，较对照减少 73.78%；处理 K次之，

为 0.96 kg/30 m2，较对照减少 70.73%；处理 M居

第 3，为 1.01 kg/30 m2，较对照减少 69.21%；其余

处理为 1.05～3.13 kg/30 m2，较对照减少 4.57%～

67.99%。病薯率以处理 O最低，为 1.7%，较对照

降低 7.6百分点；处理 K次之，为 1.9%，较对照

降低 7.4百分点；处理 M居第 3，为 2.0%，较对

照降低 7.3百分点；其余处理为 2.1%～8.8%，较

对照降低 0.5～7.2百分点。

2.2.3 折合总产量 从表 2可以看出，马铃薯折合

总产量以处理 O最高，为 16 856.7 kg/hm2，较对照

增产 43.50%；处理 K次之，为 16 830.0 kg/hm2，较

对照增产 43.27%；处理 M 居第 3，为 16 766.7

kg/hm2，较对照增产 42.74%；其余处理为 11 863.3～

16 696.7 kg/hm2，较对照增产 0.01%～42.14%。马

铃薯全生育期只施药 1次时，以处理 B折合总产

量最高，为 15 180.0 kg/hm2，较对照增产 29.23%；

马铃薯全生育期施药 2次时，以处理 H折合总产

量最高，为 16 546.7 kg/hm2，较对照增产 40.86%；

马铃薯全生育期施药 3次时，以处理 K折合总产

量最高，为 16 830.0 kg/hm2，较对照增产 43.27%。

3 结论及建议

1） 试验结果表明，分别于苗期、现蕾期、开花

期、块茎膨大期各喷 1次 58%甲霜灵锰锌可湿性

粉剂 600倍液时，对马铃薯晚疫病的防治效果最

好，防效可达 78.8%；商品薯率较对照全生育期不

施药提高 25.1 百分点，非商品薯率较对照降低

17.5百分点，病薯率较对照降低 7.6百分点；折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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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小麦品种兰天093为指示材料，研究了宽幅匀播对陇南山旱地冬小麦群体性状及产量的影响。结
果表明，播幅10 cm、空行距12 cm、播量300 kg/hm2时，冬小麦生长发育状态最优，成穗群体结构最佳；折合产
量为6 756.0 kg/hm2，较相同播量下的撒播处理增产780.0 kg/hm2，增产率13.1%，达到高产高效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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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是甘肃省的主要口粮［ 1 - 2］，良种良法是小

麦取得高产的重要途径，寻求机械化实现规范性

的栽培管理，探索科学的播种宽幅、行距配置及

播种量，建立合理的微生态环境，追求合理大群

体、健壮个体，提高产量与环境条件（光、水、

肥、温、气）的和谐统一，才能充分发挥小麦品种

自身的增产优势和充分高效利用环境条件。农机

农艺、良种良法相结合，是降低生产成本，提高

小麦生产劳动率，实现高产、高效的目标［ 4 - 5］。

我们于 2014年选择甘肃南部徽成盆地冬小麦适宜

区，研究了宽幅匀播对陇南山旱地冬小麦群体动

态和产量的影响，以探索陇南山旱地冬小麦高产

总产量最高，为 16 856.7 kg/hm2，较对照增产

43.50%。在苗期、现蕾期、开花期各喷 1次 58%

甲霜灵锰锌可湿性粉剂 600 倍液时，防效可达

78.0%，商品薯率较对照提高 24.6百分点，非商品

薯率较对照降低 17.2百分点，病薯率较对照降低

7.4个百分点，较对照增产 43.27%。现蕾期和开花

期各喷 1次 58%甲霜灵锰锌可湿性粉剂 600倍液

时，防效可达 72.8%，商品薯率较对照提高 22.4

百分点，非商品薯率较对照降低 15.7百分点，病

薯率较对照降低 6.7百分点，较对照增产 40.86%。

在现蕾期喷施 58%甲霜灵锰锌可湿性粉剂 600倍

液时，防效可达 47.9%，商品薯率较对照提高 16.0

百分点，非商品薯率较对照降低 11.2百分点，病

薯率较对照降低 4.8百分点，较对照增产 29.23%。

2） 马铃薯晚疫病的防控选择喷药时期非常重要，

现蕾期和开花期是马铃薯晚疫病防控的关键时期，

建议今后对马铃薯晚疫病的防控应选择在现蕾期、

开花期等关键时期喷药，全生育期至少喷药 2～3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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