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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药剂及施药方式对马铃薯晚疫病 

的防效试验 
胡秋舱，卢 瑶，杨光礼，刘芷娟 
(贵州省六盘水市农业委员会植保植检站，553001) 

摘要：以威芋3号为试材，研究不同药剂及施药 

方式对马铃薯晚疫病的防治效果。结果表明：采用 

687．5 g／L银法利悬浮剂在晚疫病中心病株出现时施第 

1次药，隔7～10 d施第2次药，再隔7～10 d施第3 

次药的处理产量最高，667m2平均产量为2241．7kg， 

较对照增产 l 027．0 kg，增产率达到84．55％。 

关键词：马铃薯；晚疫病；不同药剂；施药方 

式；防治效果 

近年来，六盘水市马铃薯产业蓬勃发展，种植面 

积从2008年的10万hm2发展到2010年超过l3万hm2。 

大规模集中连片种植、单一化种植、连作等种植模式 

造成马铃薯晚疫病的暴发流行，晚疫病发生面积从 

2008年的1．3万余hm2发展到2010年的6．7万余hm2。 

在水城县纸厂乡晚疫病发生严重的地块，马铃薯还 

未成熟，地上部分就已经死亡，而常规药剂对晚疫 

病的防治效果不甚理想。 

为了研究马铃薯晚疫病的最佳防治时间和最有 

效的药剂施用次数，明确 687．5 g／L银法利悬浮剂、 

75％代森锰锌水分散粒剂、72％甲霜灵锰锌可湿性 

粉剂和 1 8．7％凯特水分散粒剂4种药剂对马铃薯晚 

疫病的防治效果 ，六盘水市农业委员会植保植检 

站于2010年进行了相关防效试验，探索马铃薯晚疫 

病的有效防治模式。 

1 材料和方法 

1．1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在水城县纸厂乡前进村马铃薯晚疫病时常 

发生的地块上进行，试验地地势平坦，土壤肥力中 

等，栽培方式统一，耕作、管理水平一致，前茬作 

物为玉米。因2010年年初干旱，故播种 日期安排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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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6日，较正常年份推迟近 20d。 

1．2 供试材料 

供试马铃薯品种为威芋3号，生育期1 10-125 d。 

1．3 试验方法 

试验采用4种药剂处理，分别为：687．5 g／L银 

法利悬浮剂，每667 m 每次用药量 75 mL；75％代 

森锰锌水分散粒剂，每667 nl 每次用药量 150 g； 

72％甲霜灵锰锌可湿性粉剂，每667 m 每次用药量 

100 g；18．7％凯特水分散粒剂，每667 m2每次用药 

量 75 mL。每种药剂采用 4种施药方式，即A：在 

晚疫病发生前约 10 d施第 1次药，中心病株出现时 

施第2次药，隔7～10 d后再施第3次药；B：在晚 

疫病中心病株出现时施第 1次药，隔 7～10 d施第 

2次药，再隔7～10d施第3次药；c：在晚疫病发 

生前约 10 d施第 1次药，中心病株出现时施第 2次 

药；D：在晚疫病中心病株出现时施第 1次药，隔 

7～10 d施第2次药。加上对照 (CK，每 667 m 每 

次施用等量清水)共 17个处理，设4次重复，小区 

面积 20 m 。 

播种时，每小区施入农家肥50kg、复合肥 1．5 

作底肥；出苗后每小区追施尿素0．5 作提苗肥；现 

蕾期视苗情每小区补施尿素 0．5 kg，并结合进行中 

耕培土。 

在马铃薯收获时调查各小区病害发生程度和为 

害情况，计算病情指数和防治效果，并统计各小区 

的产量。 

病情分级标准 ： 

0级：无病斑； 

1级：病斑面积占整个叶面积 5％以下； 

3级：病斑面积占整个叶面积 6％～10％； 

5级：病斑面积占整个叶面积 l1％～20％； 



Vegetables 2012．2 

7级：斑病面积占整个叶面积 21％～5O％； 

9级：斑病面积占整个叶面积 50％以上。 

∑ (各级病株数 ×各级代表值) 
病情指数=— — ×100 

(调查总株数 ×最高级代表值) 

／ 药前对照区病情指数×药后防治区病情指数 ＼ 
防治效果 (％)=l 1一— — l×100 

＼ 药后对照区病情指数×药前防治区病情指数／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处理病情指数及防治效果分析 

从表 1可以看出，687．5 g／L银法利悬浮剂、 

75％代森锰锌水分散粒剂、72％甲霜灵锰锌可湿 

性粉剂和 18．7％凯特水分散粒剂 4种药剂采用施 

药方式A和施药方式B的处理均比采用施药方式 

c和施药方式D的处理的病情指数小，防治效果 

好，且差异显著；而A、B两种施药方式之间病情 

指数的差异不大，687．5 g／L银法利悬浮剂、75％ 

代森锰锌水分散粒剂、72％甲霜灵锰锌可湿性粉 

试 验研 究 

剂和l8．7％凯特水分散粒剂4种药剂施药方式A和 

施药方式B之间病情指数的差值分别为0．9、3．1、 

0．5和4．1，说明施药方式B(在晚疫病中心病株出 

现时施第 1次药 ，隔7～10 d施第2次药，再隔7～ 

10 d施第 3次药)的防效略好。 

687．5 g／L银法利悬浮剂采用 A、B两种施药 

方式的防治效果分别为 83．23％和 85．93％，75％ 

代森锰锌水分散粒剂采用施药方式B的防治效果 

为 82．63％，除了这 3个处理外，其余处理的防治 

效果均未达到80％以上，有些处理的防治效果甚 

至还不到 5O％。 

2_2 不同处理产量与产值分析 

从表 2可以看出，687．5 g／L银法利悬浮剂采用 

施药方式B和施药方式A的处理产量最高，667 m 

平均产量分别为2241．7kg和2 138．5kg，分别较对照 

增产 1 027．0 kg和 923．8 ，增产率分别达到84．55％ 

和76．05％；其次产量较高的是75％代森锰锌水分散 

粒剂采用施药方式B和施药方式A的处理，667 m 

平均产量分别为2085-3 和2Ol1．4 ，增产率分 

表1 不同处理的病情指数及防治效果 表2 不同处理对马铃薯产量的影响 

处理 667m2平均 比CK 

产量 ／kg ±／％ 

．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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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达’’复混肥在包心甘蓝上的肥效试验 
黄美玲 

(福建省晋江市种植业技术服务中心，362200) 

摘要：通过田间肥效试验，研究 “兴达”复混肥 

对包心甘蓝产量和经济效益的影响。结果表明：“兴 

达”复混肥应用在包心甘蓝上肥效显著，与空白对照 

相比，施用 “兴达”复混肥可使包心甘蓝667na2产 

量提高98．6％，667 m 经济效益增加1 480．8元，投 

入产出比为 1：7．9。 

关键词：包心甘蓝；“兴达”复混肥；产量；经 

济效益 

“兴达”复混肥是莆田市兴达化肥厂精心研制 

的新一代绿色环保有机复混肥料，该肥料有机质 

含量高，能够为农作物平衡供应养分，保证农产品 

的产量和品质，同时还能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提 

高土壤肥力。笔者通过田间试验，研究 “兴达”复 

混肥在包心甘蓝上的施用效果，以期明确该肥料的 

增产效果和经济效益。 

1 材料和方法 

1．1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在晋江市东石镇东呈综合农场内进行，试验 

地土质为薄赤砂土，耕层土壤有机质含量为9．06 g／kg， 

碱解氮53mg／kg，速效磷9．82mg／kg，速效钾66Hlg 。 

1．2 试验材料 

1．2．1 供试品种 

供试包心甘蓝品种为中甘 11号。 

1．2．2 供试肥料 

“兴达”复混肥 (N+K≥25％，有机质≥32％)， 

由莆田市兴达化肥厂提供；俄罗斯复合肥 (N 16％， 

P 16％，K 16％)，由俄罗斯阿康公司提供。 

1．3 试验方法 

试验设4个处理：处理 1为空白对照 (CK，不 

施任何肥料)；处理2为 “兴达”复}昆肥 (每667 mz 

施 100 kg)；处理3为等养分含量肥料施肥对照 (每 

667 rn2施有机肥51．5 +尿素5．3 +氯化钾1_3 kg)； 

处理4为等价格肥料施肥对照 (每667 m 施俄罗斯 

复合肥 57 kg)。3次重复，采用随机区组排列，小 

区面积 18 m 。于2007年2月 20日播种，3月20日 

陆续出苗，5月 14日收获。各处理肥料的70％用作 

基肥，30％用作追肥，其他管理方法同常规大田生 

产。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处理对包心甘蓝经济性状的影响 

处理 4等价格肥料施肥对照的单球质量最大， 

别为 71．67％和65．59％。 

3 讨论 

3．1 通过试验结果可以看出，687．5 g／L银法利悬浮 

剂、75％代森锰锌水分散粒剂、72％甲霜灵锰锌可 

湿性粉剂和 18．7％凯特水分散粒剂4种药剂对马铃 

薯晚疫病防治效果的变化趋势与马铃薯产量的变化 

趋势基本一致，证明试验过程控制良好，数据误差 

小，符合实际，试验结果可在大田生产中推广应用。 

一 60— 

3．2 虽然687．5 g／L银法利悬浮剂采用施药方式B的 

产量最高，但 667 m 药剂投入费高达 105元，农民 

不易接受，因此在大田生产中推荐使用价格较低的 

75％代森锰锌水分散粒剂，667 m 药剂投入费仅为 

687．5 g／L银法利悬浮剂的 1／3。 

3．3 由于笔者采取的是定点定株的调查方法 ，人为 

加大了病害的传播 ，今后应研究一种不影响病害传 

播的调查方法。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