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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田间进行了 4种杀菌剂对马铃薯黑痣病的防效试验。 结果表明， 29%吡萘·嘧菌酯（11.2%吡唑萘菌
胺＋17.8%嘧菌酯）悬浮剂对马铃薯黑痣病防效最好， 为 80.99%； 折合产量最高， 为 35 396.7 kg/hm2， 较喷清水对
照增产 13 046.7 kg/hm2， 增产率 58.37%。 250 g/L 嘧菌酯悬浮剂对马铃薯黑痣病的防效为 78.11%， 折合产量
34 856.7 kg/hm2， 较喷清水对照增产 12 506.7 kg/hm2， 增产率 5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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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黑痣病又称立枯丝核菌病、 茎基腐病、
丝核菌溃疡病、 黑色粗皮病， 是以带病种薯和土
壤传播的病害［1�-�3�］， 主要危害马铃薯的幼芽、 茎
基及块茎， 严重时整株死亡， 造成缺苗断垄， 收
获后薯块商品性大大降低［4�］。 该病害在世界范围
内的马铃薯产区普遍发生， 美国、 日本、 加拿大
等国均有报道［5�］， 中国云南、 内蒙古、 黑龙江等
省的马铃薯主产区也报道了此病害的危害性［6�-�8�］，
一般可造成马铃薯减产 15%， 特别严重时全田毁
灭［9�-�10�］。 随着定西市马铃薯种植面积不断扩大，
轮作倒茬年限缩短， 导致马铃薯黑痣病逐年加
重［7�］。 目前生产上用于防治黑痣病的药剂较少，
我们于 2013 年进行了 4 种杀菌剂对马铃薯黑痣病
的防效试验， 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材料

指示马铃薯品种为陇薯 3 号， 由甘肃省定西
市种子管理站提供。 供试药剂 29%吡萘·嘧菌酯悬
浮剂（11.2%吡唑萘菌胺 +17.8%嘧菌酯）， 瑞士先

正达作物保护有限公司生产； 250�g/L 嘧菌酯悬浮
剂， 由瑞士先正达作物保护有限公司生产； 430�
g/L 戊唑醇水悬浮剂， 由山东润扬化学有限公司生
产； 20%抑霉唑水乳剂， 由一帆生物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生产。 防治对象为马铃薯黑痣病。
1.2 试验方法

试验设在安定区李家堡， 试验区海拔 1�914�
m， 年平均气温 7.2�℃， 年平均降水量 380�mm 左
右， 无霜期 100�d。 土壤为黄绵土， 肥力中等， 前
茬作物马铃薯。 采用随机区组设计， 设 5 个处理，
处理 1 为 29%吡萘·嘧菌酯（11.2%吡唑萘菌胺＋
17.8%嘧菌酯） 悬浮剂， 每次喷施 675�g/hm2； 处理
2 为 250�g/L 嘧菌酯悬浮剂， 每次喷施 450�g/hm2；
处理 3 为 430�g/L 戊唑醇水悬浮剂， 每次喷施 135�
g/hm2； 处理 4 为 20%抑霉唑水乳剂， 每次喷施
450�g/hm2； 处理5（CK）为喷清水， 每次喷施 675�
kg/hm2。 各试验小区面积 30�m2（5�m×6�m）， 3 次重
复。 2013 年 5 月 3 日采用双垄沟穴播， 人工点播，
株行距 40�cm×40�cm。 分别于 6 月 15 日、 7 月 3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4］ 常国军， 何 丹， 韩文韬， 等. 红皮洋葱新品种红洋

1号［J］. 甘肃农业科技， 2013（9）： 64-65.

［5］ 常国军， 赵 强， 韩文韬， 等. 河西灌区黄皮洋葱标

准化栽培技术［J］. 甘肃农业科技， 2011（8）： 51-52.

［6］ 魏 晖， 漆永红， 郑 果， 等. 河西灌区露地无公害

洋葱生产技术规程［J］. 甘肃农业科技， 2013（7）：

58-61.

（本文责编： 郑立龙）

37



甘肃农业科技 Gansu Agr. Sci. and Techn. No. 10 20162016 年 第 10 期甘肃农业科技

日、 8 月 15 日、 8 月 30 日用新加坡利农型背负式
手动喷雾器按试验设计分小区均匀喷药 1 次， 其
他田间管理按常规进行。 10 月 9 日收获， 每小区
随机取 10�m2 调查马铃薯黑痣病块茎发病情况， 按
下列分级标准记录病级。 各小区单收计产。

马铃薯块茎分级标准为： 0 级， 薯块表面没有
菌核； 1 级， 菌核面积占整个薯块面积的 0％～
5％； 2 级， 菌核面积占整个薯块面积的 6%～
35%； 3 级， 菌核面积占整个薯块总面积的 36%～
65%； 4 级， 菌核面积占整个薯块总面积的 66%～
95%； 5 级， 菌核面积占整个薯块面积的 96%以
上［11�］。

病情指数=Σ（各病级薯块×相对级数值）/（调
查薯块×5）×100

防效=（对照病情指数-处理病情指数）/对照病
情指数×100

增产率=［（处理区产量-对照区产量）/对照区
产量］×100
2���结果与分析
2.1 各处理的防效

从表 1 可知， 4 种供试药剂对马铃薯黑痣病
均有明显的防治效果， 防效以处理 1 最好， 为
80.99%； 其次为处理 2， 防效 78.11%； 处理 4 居
第 3， 为 67.98%； 处理 3 防效最低， 为 66.72%。
对防效进行方差分析表明， 处理 1、 处理 2 之间
差异不显著， 均与处理 3、 处理 4 差异极显著；
处理 3、 处理 4 之间差异不显著。 病情指数以处
理 2 最低， 为 5.44； 其次为处理 1， 病情指数为
5.56。

2.2 产量
从表 2 可以看出， 4 种药剂对马铃薯都有不

同程度的增产效果。 马铃薯折合产量以处理 1 最
高， 为 35�396.7�kg/hm2， 较处理5（CK）增产13�046.7�
kg/hm2， 增产率 58.37%； 其次为处理 2， 折合产量
34�856.7�kg/hm2， 较处理5（CK）增产 12�506.7�kg/hm2，
增产率 55.96%； 处理 4 居第 3， 折合产量 31�020.0�
kg/hm2， 较处理5（CK）增产 38.79%； 处理 3 较处
理5（CK）增产 24.62%。 对产量的差异显著性分析
表明， 4 种药剂处理对马铃薯产量有极显著的影
响（P ＜ 0.01）， 其中处理 1、 处理 2 之间差异不显
著， 均与处理 4、 处理 3、 处理5（CK）差异极显
著； 处理 4、 处理 3、 处理5（CK）之间差异极显
著。

3���小结与讨论
试验结果表明， 4 种供试药剂不仅对马铃薯黑

痣病有较为明显的防治效果， 而且对马铃薯均有
显著的增产效果。 其中 29%吡萘·嘧菌酯（11.2%吡
唑萘菌胺＋17.8%嘧菌酯） 悬浮剂于苗期开始， 每
隔 15�d 喷药 675�g/hm2， 共喷 4 次， 对马铃薯黑治
病防效最好， 为 80.99%； 马铃薯折合产量最高，
为 35�396.7�kg/hm2， 较喷清水对照增产 13�046.7�
kg/hm2， 增产率 58.37%。 250�g/L 嘧菌酯悬浮剂每
次喷施 450�g/hm2 对马铃薯黑治病防效为 78.11%；
马铃薯折合产量为 34�856.7�kg/hm2， 较喷清水对照
增产 12�506.7�kg/hm2， 增产率 55.96%。

近年来马铃薯黑痣病在定西的发生越来越
重， 发生面积占播种面积的15%左右（3万hm2），
个别年份发生面积达 4 万 hm2， 严重威胁着定西
市马铃薯的生产， 尤其是种薯生产。 对于马铃薯
黑痣病的防治， 通常主要采用田间农艺措施进行
预防和控制［12�］， 但药剂防治仍是较为重要的防

处理 防效/% 病情指数

1 80.99��a��A 5.56

2 78.11��a��A 5.44

3 66.72��b��B 9.46

4 67.98��b��B 8.52

5（CK） 26.34

处理 小区平均产量
/（kg/30�m2）

折合产量
/（kg/hm2）

较对照增产
/（kg/hm2）

增产率
/%

1 106.19 35�396.7�a�A 13�046.7 58.37

2 104.57 34�856.7�a�A 12�506.7 55.96

3 83.56 27�853.3�b�B 5�503.3 24.62

4 93.06 31�020.0�c�C 8�670.0 38.79

5（CK） 67.05 22�350.0�d�D

表 1 不同药剂处理对马铃薯黑痣病的防效

表 2 不同药剂处理的马铃薯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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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凉市黑垆土玉米施肥指标体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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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3414”试验设计方案， 根据 56个点（次）的试验结果， 建立了平凉市黑垆土玉米施肥指标体系。
根据相对产量与土壤养分、 最佳施肥量的回归方程解析， 得出了黑垆土玉米 5级丰缺指标（低、 较低、 中、 较高、
高）对应的土壤养分量值范围及其推荐施肥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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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凉市属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 现有耕地面
积 37.2�万 hm2， 占总土地面积的 36.1%。 降水量
450～700�mm， 7、 8、 9 月降水量占全年的 60%。
年蒸发量为 1�400～1�700�mm， 年平均日照时数为
2�200�h， 无霜期 180�d 左右。 玉米是平凉当地仅次
于小麦的第二大作物， 当地光照资源和雨热同季，
能够充分满足玉米全生育期的要求。 近年来， 随

着种植结构与耕作制度、 肥料类型与肥料结构、
施肥方式与施肥习惯、 耕地土壤肥力水平与养分
状况等都发生了变化， 20 世纪 90 年代在主要土壤
类型黑垆土上建立的玉米养分丰缺指标已不能适
应当前农业生产需要， 重新建立和完善施肥指标
体系是当前农业生产的必然要求。 为此， 2008—
2013 年我们采用农业部推荐的“3414”试验方案，

治手段［3�］。 众所周知， 任何一种病害用单一方法
是不可能彻底防治的， 马铃薯黑痣病也不例外，
只有采取预防为主、 综合防治的策略， 利用多种
方法和各种措施， 对症下药， 才能达到较好的防
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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