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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瓜枯萎病药剂防治试验 
刘阳华，陈建芝，欧阳丰，肖昌华 

(湖南省衡阳市蔬菜研究所 ，421001) 

摘要：选用五氯硝基苯、代森锰锌、植物激活蛋 

白和99植保4种药剂进行苦瓜枯萎病防治试验。结 

果表明，五氯硝基苯、代森锰锌、五氯硝基苯+代森 

锰锌、五氯硝基苯+代森锰锌+植物激活蛋白+99植 

保防效分别为62．40％、60．78％、64．29％和81．60％。 

五氯硝基苯+代森锰锌+植物激活蛋白+99植保取 

得了较好的防治效果，是防治苦瓜枯萎病的良好药 

剂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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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瓜枯萎病 (Fusarium oxysporum f．sp． 

momodicae Sun&Huang)是苦瓜生产上的重要病害。 

经过多年调查发现，苦瓜枯萎病在连作地发病严重， 

多在种植苦瓜年限较长的老菜区形成为害。一般病 

株率 15％～25％，严重时个别地块或棚室病株率可 

达 60％～80％以上，严重影响苦瓜生产[1]。苦瓜枯 

萎病病原菌属半知菌尖镰孢菌真菌f2]。病菌以厚垣 

孢子或菌丝体在土壤、肥料中越冬，条件适宜时形 

成初侵染，在病部产生分生孢子，通过浇水、雨水 

和土壤传播，从根茎部伤口侵入，并进行再侵染。连 

作地或施用未充分腐熟的沤肥，或低洼、土质黏重、 

植株根系发育不良，或天气闷热潮湿时，发病严重。 

苦瓜枯萎病发生在植株主蔓茎节部，染病初期发生 

水烫症状 ，病部很快向上下两头的节间扩展。然后 

病部变褐腐烂收缩，病部以上茎叶失水下垂、枯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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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病也可在地面根须部发生，染病后初期也呈现水 

烫症状，随后病部变褐腐烂收缩，地上部植株失水 

枯萎 。 

为了筛选出能有效防治苦瓜枯萎病的杀菌剂及 

其组合，笔者选取了4种不同杀菌剂进行药效试验， 

现将试验结果报道如下。 

1 材料和方法 

1．1 供试药剂 

20％五氯硝基苯，山西省临汾有机化工厂产 

品；80％代森锰锌可湿性粉剂，海南正业中农股份 

有限公司产品；99植保，重庆茂海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产品；植物激活蛋白，同昕绿源 (北京)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产品。 

1．2 供试材料 

湘早优 1号苦瓜。 

1．3 试验地基本情况 

试验地为衡阳市蔬菜研究所常年种植苦瓜且苦 

瓜枯萎病发生严重的地块。2010年3月20日播种， 

4月8日定植，各处理区栽培管理同常规管理。 

1．4 试验方法 

试验设5个处理：A为 20％五氯硝基苯 500倍 

液，B为 80％代森锰锌500倍液，C为 20％五氯硝 

基苯800倍液+80％代森锰锌800倍液，D为20％五 

氯硝基苯800倍液+80％代森锰锌800倍液+植物 

【2】崔德祥，李桂莲，王谋强，等．充分利用贵州天然空调优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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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春秋，张广辉，刘本文，等．反季节蔬菜——露地越冬甘蓝 

栽培技术[J]．蔬菜，200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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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模式技术要点[J】．蔬菜，2003(3)：26．27． 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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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蛋白1 000倍液+99植保 800倍液，E为清水对 

照。每处理设 3个重复，田间小区随机排列，以减 

少不同土壤肥力和管理造成的试验误差。小区面 

积 15 1TI ，每个小区种植苦瓜 40株。 

2010年5月 16日第 1次施药，施药前进行发病 

情况调查，施药采用灌蔸的方法，每蔸灌药液1 L，每 

隔7d施药 1次，连续3次，分别调查并记录3次施 

药后7 d苦瓜枯萎病的防治效果，6月 15日调查死亡 

株数。 

调查病情，按叶片病级标准记录，病级分级标 

准如下，病情指数和防治效果计算公式如下 I 

病情指数 = (各级病级数 ×相对级数值) 

调查总株数 ×5 

对照病情指数 一处理病情指数 防治效果
(％)= 

× 100 

对照病情指数 

苦瓜枯萎病叶片病级标准： 

1级：无病或几乎没有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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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级：少至 25％的叶片枯萎； 

3级：26％～50％的叶片枯萎； 

4级：51％～75％的叶片枯萎； 

5级：76％～100％的叶片枯萎甚至死亡。 

2 结果与分析 

从表 1可以看出，在对苦瓜枯萎病防治前，苦 

瓜枯萎病发病严重，部分病株已经死亡。处理A第 

1次灌药后防治效果为26．83％，第 3次灌药后防治 

效果为 62．40％；处理 B第 1次灌药后防治效果为 

20．46％，第3次灌药后防治效果为60．78％，与处理 

A防治效果接近；处理 c为五氯硝基苯和代森锰锌 

的混合药剂，其防治效果有所提高，第1次灌药后 

防治效果达到了27．65％，第3次灌药后防治效果达 

到了64．29％，基本控制了苦瓜枯萎病病情的发展； 

处理D为五氯硝基苯、代森锰锌、植物激活蛋白和 

99植保的混合药剂，第2次施药后防治效果达到了 

64．78％，第3次药后防治效果达到了81．60％，防治 

效果较好。 

表 1不同药剂处理对苦瓜枯萎病的防治效果 

3 结论与讨论 

苦瓜枯萎病在连作地发病严重，通过笔者调查， 

5月下旬一6月下旬为该病高发期。从试验结果可以 

看出，单独使用五氯硝基苯的防治效果为62．40％， 

单独使用代森锰锌时防治效果为60．78％，将这2种 

药剂混合使用防治效果也才64．29％。而将五氯硝基 

苯、代森锰锌、植物激活蛋白和99植保等生物农药 

混合后防治效果达到 8 1．60％。试验后期观察发现， 

病株陆续长出新叶，且开花挂果，恢复生长，取得 

了很好的防治效果，建议在生产上推广使用。 

化学药剂防治只是有效防治措施之一，笔者认 

为将五氯硝基苯、代森锰锌、植物激活蛋白和99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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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混合使用之所以达到比较好的防治效果，可能是 

化学农药与生物农药之间的协同作用提高了药效， 

其具体原理有待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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