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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种杀菌剂混用对大棚番茄灰霉病的 

田问药效评价 
李全法 

(山东省费县梁邱农技站，273416) 

摘要：田间药效试验表明：每公顷喷施40％嘧 

霉胺悬浮剂有效成分400 g和40％嘧霉胺悬浮剂有 

效成分400 g+70％甲基托布津可湿性粉剂有效成 

分630 g对番茄灰霉病具有很好的防效，连续3次喷 

药后，对叶片、果实的防治效果均在74％以上，其 

中每公顷40％嘧霉胺悬浮剂有效成分400 g+70％ 

甲基托布津可湿性粉剂有效成分630 g的防治效果最 

好，叶片、果实的防治效果连续2年都在88％以上。 

关键词：杀菌剂；番茄灰霉病；田间药效 

番茄灰霉病 (Botrytis cinarea Pers．)是番茄上 

的重要病害之一，可为害番茄的茎、叶、花、果。果 

实染病时，幼果受害重，残留的花瓣、柱头多先被 

侵染，后向果实、果柄扩展，致果实呈现灰白色、软 

腐，湿度大时病部密生灰绿色霉层；叶片染病多始 

于叶尖，病斑呈“ 字形向内扩展，初水浸状小点， 

后扩展为长椭圆形斑，湿度大时病斑上出现灰褐色 

霉层。番茄灰霉病属低温、高湿型病害，温度2O～ 

23℃ (最高31℃，最低 2℃)、相对湿度90％以 

上易发病，此外种植密度大，管理不当，都会加快 

病情发展。病情严重时引起病部以上部分枯死，对 

番茄产量和品质影响极大，轻者减产10％～20％，严 

重时减产达3O％以上【”。目前，防治番茄灰霉病主 

要以化学药剂防治为主【2。】，但灰霉病菌易对杀菌剂 

产生抗性 ，目前有关灰霉病菌对苯并咪唑类、二甲 

酰亚胺类、N一苯氨基甲酸酯类、苯胺基嘧啶类杀菌 

剂产生抗性的报道较多【5]。 

嘧霉胺是一种新型苯胺基嘧啶类低毒杀菌剂， 

其作用机理独特，通过抑制病菌酶的产生阻止病 

菌的侵染并杀死病菌。使用时应与其他杀菌剂交 

替使用，避免产生抗性。甲基托布津 (thiophanate 

methy1)是一种广谱性、内吸、低毒杀菌剂，具有 

预防和治疗作用。甲基托布津按其化学结构属取代 

苯类杀菌剂，可与多种杀菌剂、杀螨剂、杀虫剂混 

用，但要现 昆现用。笔者选用目前生产上应用最多 

的嘧霉胺、甲基托布津及其混合液，进行了连续2年 

的田间药效试验，以明确各药剂对番茄灰霉病的防 

治效果，从而为生产上选择使用成本较低但防效较 

高的药剂提供参考。 

1 材料和方法 

1．1 试验地基本情况 

试验安排在费县梁邱镇。试验地土壤类型为壤 

土，有机质 1．4％，pH 6．7，地势平坦，肥力中等偏 

上。 

1．2 试验材料 

1．2．1 供试 药剂 

40％嘧霉胺悬浮剂，德国拜耳作物科学公司生 

产；70％甲基托布津可湿性粉剂，日本曹达株式会 

社生产。 

1．2．2 供试品种 

供试番茄品种为金棚无线。 

1．3 试验方法 

试验共设4个处理，每处理重复4次，共16个 

小区，采用随机区组排列。小区面积18 m 。每公 

顷用药按照药液量675 kg进行稀释，各处理具体用 

药量见表 1。 

分别于2010年3月22 Et和201 1年3月 13日 

进行第 1次喷药，以后每隔 7 d喷药 1次，共喷3 

次，喷药后24 h内无降雨。用WS一16-1型手动背 

负式喷雾器均匀喷雾，工作压力O．2～O．4 MPa，流 

速717 mL／min。试验期间未防治其他病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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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供试药剂试验设计 

40％嘧霉胺悬浮剂 

70％甲基托布津可湿性粉剂 

40％嘧霉胺悬浮剂+70％ 

甲基托布津可湿性粉剂 

空白(CK) 

66．7 

90．0 

50．0+ 60．0 

400 

945 

300+ 630 

0 O 

1．4 药效调查 

第3次喷药后14 d调查防治效果。每小区5点 

取样，每点固定2株，调查番茄植株全部叶片和果 

实，按下列 9级分级标准分别记载每个叶片和果实 

的发病情况，计算病情指数及防治效果【6_7】。采用邓 

肯氏新复极差 (DMRT)法对试验数据进行方差分 

析及平均值的多重比较。 

叶片发病情况分级标准： 

0级：无病斑； 

l级：单叶片有病斑3个； 

3级：单叶片有病斑4～6个； 

5级：单叶片有病斑7～1O个； 

7级：单叶片有病斑11～20个，部分密集成片； 

9级：单叶片有病斑密集占叶面积 1／4以上。 

果实发病情况分级标准： 

0级：无病斑； 

l级：残留花瓣发病或柱头发病； 

3级：萼片腐烂或柱头发病蔓延到果脐部； 

5级：果脐部有浸润斑，无霉层 ； 

7级：果脐部有霉层但未扩展到其他部位； 

9级：霉层扩展到其他部位。 

E【各级病叶 (果)数×相对级数值】 

病情指数：——— 薮 一 × 00 

防治效果(％)：(1一 L )×100 
CK1 X 

上式中，Cl(0：对照区药前病情指数；CK。：对照区 

药后病情指数；PT。：处理区药前病情指数；PT ：处 

理区药后病情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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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处理 1、处理2和处理 3的叶片防治效果分别 

为86．94％、69．48％和93．05％，方差分析和多重 

比较结果显示，3个处理之间差异显著，处理2与 

处理 1、处理 3差异极显著，处理3的防治效果最 

好。处理 1、处理2和处理 3的果实防治效果分别 

为75．63％、61．56％和88．96％，方差分析和多重 

比较结果显示，3个处理之间差异显著，处理2与 

处理 1、处理 3差异极显著，处理 3的防治效果最 

好。综合叶片、果实的防治效果，处理3的防治效 

果最好，见表 2。 

表2 2010年番茄灰霉病防治效果 

2011年棚内防治效果试验结果表明，处理1、 

处理 2和处理 3的叶片防治效果分别为 85．56％、 

7 1．50％和 93．60％，方差分析和多重比较结果显 

示，3个处理之间差异极显著，处理3防治效果最 

好。处理 1、处理 2和处理3的果实防治效果分别 

为74．41％、64．92％和88．67％，方差分析和多重比较 

结果显示，3个处理之间差异显著，处理2与处理 1、 

处理3差异极显著，处理3防治效果最好。综合叶片、 

果实的防治效果，处理 3的防治效果最好，见表 3。 

试验过程中未发现供试药剂对番茄植株产生药害。 

表3 201 1年番茄灰霉病的防治效果 

2 结果与分析 3 

2010年大棚番茄灰霉病防治效果试验结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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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连续2年的田间试验结果表明，处理1、处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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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丙烯酰胺型保水剂 

在露地茄子上的应用效果 
许俊香，李吉进，孙钦平，高丽娟，刘本生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植物营养与资源研究所，100097) 

摘要 通过大田试验研究了聚丙烯酰胺型保水剂 

在茄子上的应用效果。结果表明：每公顷施用37．5 

保水剂的露地茄子产量达166．9t，比对照产量显著提 

高15．8％；每公顷实现经济效益13．7万元，比对照 

提高18．1％。聚丙烯酰胺型保水剂应用在露地茄子 

上，可显著增产和增收，因而在蔬菜上具有良好的 

应用前景。 

关键词：聚丙烯酰胺型保水剂；露地茄子；产 

量；经济效益 

保水剂又称土壤保水剂、高吸水剂、保湿剂、 

高吸水性树脂、高分子吸水剂，是利用强吸水性树 

脂制成的一种具有超高吸水、保水能力的高分子 

聚合物，它能迅速吸收比自身重数百倍甚至上千倍 

的去离子水和数十倍至近百倍的含盐水分，而且具 

有反复吸水功能，吸水后膨胀为水凝胶，可缓慢释 

放水分供作物吸收 利用【 。同时，保水剂能显著改 

良土壤结构，还能吸附土壤或肥料中的养分并缓慢 

释放【 ，从而减少可溶性养分的淋溶损失，使土壤 

中养分的供给与植物对养分的需求趋于同步，达到 

节水节肥及提高水肥利用率的效果[5-6]，在农业生产 

等诸多方面，具有较广泛的应用前景。 

在实际农业生产中，保水剂常常与氮肥配合使 

用，由于其能够保持氮肥，控制转化和缓慢释放， 

因而应用保水剂是提高肥料利用率的有效新举措。 

聚丙烯酰胺是保水剂的一种，作为土壤结构改良 

剂、保水剂在提高土壤抗侵蚀 (水蚀、风蚀)能力 

方面被国内外广泛应用，并取得了显著效果[7．Ⅻ。由 

于保水剂价格昂贵，每吨价格几万到十几万不等， 

农民难以接受，在蔬菜上应用非常有限。笔者结合 

北京市大兴区庞各庄镇砂土地区土壤漏水、漏肥的 

实际情况，研究了聚丙烯酰胺型保水剂对露地茄子 

产量和经济效益的影响，以期为聚丙烯酰胺型保水 

剂在蔬菜上的应用提供参考。 

的防治效果均在74％以上，是防治番茄灰霉病的有 

效药剂，以处理3的防治效果最好。建议生产上推 

广应用40％嘧霉胺悬浮剂每公顷有效成分300 g+ 

70％甲基托布津可湿性粉剂有效成分630 g，发病初 

期用药，每隔7 d喷施 1次，共喷3次。 

由于灰霉病菌易对杀菌剂产生抗性，因此在使 

用化学药剂过程中应合理混配药剂，并现配现用， 

以延长化学药剂的使用寿命。但具体的药剂混配 

种类及比例需做田间试验才能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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