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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杀菌剂对小麦和秆黑粉病的作用 

张志德 杨之为 董瑾瑜 

(西北农业大学植保系，陕西杨陵‘712100} f ／ ／_ 

摘 要 人工接菌种子，在重病地试验，以 70％甲基托布津、25％多菌灵和 25％粉锈 

宁，分别按种子重量 0 1％，O 2％和O 3％拌种；在对照病茎率 23 8％的情况下，粉锈宁的所 

有处理 ，0．2‰和 0 3％甲基托布津及 0．3％ 多菌灵处理的防效都是 100％，其它处理的防效也 

在 95 9％～99．4％ 在 3种供试农药中，粉锈宁使小麦}}{苗期推迟 ，分蘖 有效穗数和产量受 

到影响，防治效益差，建议采用 0 2％--0 3％甲基托布津或 O 3％多菌灵拌种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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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 80年代以来 ，小麦秆黑粉病在陕西渭北 、河南和河北一些地方发生严 

重 “ 。为了防治本病，1988和 1989年我们进行了品种抗病性鉴定 ，但药齐4防 

治作为应急措施也不可忽视，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很少 ，至于农药对小麦生长发育的 

影响，人们注意亦少 为此作者选了销量大的 3种广谱杀菌剂，就其对小麦和该病的作 

用进行了研究。 

1 材料与方法 

1．1 陕西澄城的试验 

①菌种 1988年收麦前采自澄城县杨家陇试验区。②品种 渭麦 5号。③农药 70％ 

甲基托布津可湿性粉剂(日本产)；25％多菌灵可湿性扮剂(湖北省天门县农药二厂‘产)； 

25％粉锈宁可湿性粉剂(西德产)。@接种和拌药 以种子重量 0．3％菌粉干拌接种，后用 

3种农药分别以 0．1％，0 2％和 O．3％用量拌药，以接菌不拌药为对照。⑤田间设计 每 

处理种 1小区(长 ×宽 =2inx 1 m)，定量播 5行，行距 20 cm，4个重复，共 40个小 

区，随机区组排列。试验设在发病均匀的重病地，9月 21日播种，墒情适宜。⑥观察记 

载 观察出苗快慢；齐苗后计数各小区全部实有苗数；停止分蘖后每小区取 1行，计分 

蘖数；抽穗后统计病茎率；收麦前计数小区有效穗数；按小区收获脱粒，晒干称重 

1．2 甘肃天水的试验 

结合防治条锈病对粉锈宁进行了单独试验。以 15％粉锈宁按种子重量 O．2％拌种( 

折台有效成分 O．03％)，以不拌药为对照。供试品种为清山 821．拌药与不拌药各设 2O 

个小区，随机排列。小区面积 12in ，9月29日播种。观察项目有：出苗速度，基本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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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分蘖数，叶面积。后期的生长发育及产量，由于其它病虫害的干扰，未作测定 

2 结果与分析 

2．1 3种农药防治秆黑粉病的效果 

在对照病茎率平均为 23．8％的情况下，3种农药的不同用量防治效果都很高，其中 

粉锈宁的防效最好，其次是甲托与多菌灵。同一种农药，随着用量的增加，防效相应提 

高。所有对照发病率较高而均衡，证明土壤带菌均匀，试验基础可靠(表 1)。 

表 l 小麦秆黑粉病药剂防治试验结果 

—  —  —  

I Ⅱ Ⅲ Ⅳ 平均 1 J 

0I％ 多菌灵 O 43 I 24 1 0I 1 22 O．98 95 9 

0 2％ 多苗灵 0l 0 76 0 64 0 O 38 98 4 

0 3％ 多苗灵 0 0 0 0 0 100 

0I％ 甲 托 0 0I8 0 O 41 0l5 99 4 

O 2％甲 托 0 0 0 0 0 100 

0 3％ 甲 托 0 0 0 0 0 100 

0 I％柑锈 宁 0 0 0 0 0 100 

0．2％扮锈宁 0 0 0 0 0 100 

0．3％扮锈宁 0 0 0 0 0 100 

对 照 24．25 24 O5 23 O9 23 79 23 8 — 

2．2 农药防治对出苗的影响 

粉锈宁以 0 1％，0．2％和 0．3％药量拌种，分别推迟出苗 l，2和 3 d．多菌灵和甲 

托拌种，出苗速度与对照无明显差异。各处理的出苗数与对照无显著差异(表2，3)。 

2．3 粉锈宁对叶片生长的影响 

以 0．03％粉锈宁有效成分拌种，叶片长、宽和面积，与未拌种的无显著差异(表 3)。 

2．4 对分蘖的影响 

在天水试验，0．03％粉锈宁拌种，分蘖数与束拌种的无显著差异(表 3) 在澄城试 

验，各处理单株分蘖数差异极显著，经 SSR多重比较，0．3％粉锈宁处理与对照及其它 

多数处理相比，差异显著，分蘖明显较少，而且粉锈宁的 3种处理，分蘖都 少于 0．3％ 

甲托处理，差异极显著(表2) 

2．5 对有效穗数的影响 

在澄城试验结果，有效穗数差异极显著，0．1％，0．2％甲托和 0．1％多菌灵处理 ， 

与粉锈宁三种处理间有显著差异，粉锈宁处理有效穗数明显较 表2)。 

2．6 对产量影响 

在澄城试验，用 0．2％和 0．3％粉锈宁处理及对照的产量，低于其它各处理，差异 

极显著(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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洼 表 内数据皆为 4个重复的平均数 

表 3 0．03％粉锈宁拌种对，j囔 的影响(甘肃天水) 

注：自由度为 19肘 to 05=2．093 

2．7 经济效益 

O．2％和O．3％粉锈宁处理的纯收益分别为 5．42和O．O6元／亩，其他各处理在 l3元 

3 结论与讨论 

供试的 3种农药，对小麦秆黑粉病的防治效果都很好。但在应用时，一方面要考虑 

控制病害的效果，另一方面要考虑经济效益的高低；为了提高经济效益，药物的副作物 

应尽可能少。因此作者认为，以选择 0．2％～O_3％甲托或 0．3％多菌灵拌种为好。 

粉锈宁能抑制植物体内赤霉素的合成，影响生长 ，因此用它拌种应严格掌握用 

量。试验表明，粉锈宁按有效成分O．03％用量拌种，对小麦一般是安垒的。但笔者洼 

意到有用粉锈宁有效成分O．06％ ，O．045％～0．075％拌种防治小麦散黑穗病和根腐 

病的 ，还有用有效成分 0 1％拌种防治小麦垒蚀病的 “”，究竟防治的经济效益 

如何，似乎需要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结合具体品种加以考证。粉锈宁拌种对千粒重的 

影响，没有规律性 “ ．这可能因为药剂的作用不能持续到生长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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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Three Systemic Fungicides Upon 

W heat and Its Flag Smut 

Zhang Zhide Yang Zhiwei DongJinyu 

(Department of Plant Protaction，NorthweMern Agricullural University Yangfing．Shaanxi,712I(R1 

Abstract By artificial inoculating seeds，experiments were made in heavily diseased 

soil 70％ of thiophanata methyl，25％ of carbendazim and 25％ of triadimefun were 

dressed on wheat seeds based on seed weight of 0 1％ ．0．2％ and 0．3％ respectively．In the 

case of 23 8％ of infected diseases 'm the control，effects of three treatments of 

triadimefort and treatments of 0．2％ and 0．3％ of thiophanata methyl as well as 0．3％ 0f 

carbendazim were l00％ ；effects of other treatments were 95．9％ to 99．4％ ．Among the 

three fungicides in the experiment，triadimefon resulted in emergence of seedlings late 

evidently，and fillers，effective spikes and yield reduction obviously So it is sueggested 

thatit be betterto adopt 0 2％-03％ ofthiophanatamethyl or 0 3％ ofcarbendazim to 

dress on wheat seeds for controlling flag smut ofwheat 

Key words wheat，flag smut，chemical control，fungicide，thiophanata methy1． 

carbendazim，triadim~：f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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