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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保利防治小麦赤霉病效果研究
`

井金学 商鸿生 朱文武
(西北 农业 大学植保 系

,

陕西杨陵
· 7 12 10 0)

摘 要 抱子萌发试验证实速保利对赤霉菌分生饱子芽管有强烈的致畸作用
。

当浓度

为 10 。 ~ 4 。 。 严g ·

m l
一 ’

时
,

速保利对抱子萌发有抑制作用
.

抑菌试验结果表明
,

其对该菌的菌

落生长有强烈的抑制作用
,

属极敏感型
.

田间药效测定确认该药剂防治小麦赤霉病穗腐对小

麦具有良好的保护和治疗作用
,

其防效与多菌灵防效相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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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赤霉病是小麦的重要病害之一
,

化学防治是当前控制该病的关键措施
。

多菌灵和

甲基托布津是防治该病的特效药剂
,

并可兼治多种麦类叶部病害
,

已在我国各主要麦区大

面积应用多年
,

但对锈菌无效
。

三哇酮是防治麦类锈病的主要药剂
,

亦可兼治多种叶斑病
,

但对赤霉病无效
。

我国大部分麦区往往是多种病害混合发生
,

尤以赤霉病
、

条锈病
、

白粉病

和多种叶斑病混发较多
,

这无疑增加了化学防治的难度
。

速保利为近年开发的一种新型三

哇类杀菌剂
〔 ’」 ,

据报道该药剂的杀菌谱较宽
,

对多种麦 类病害有 良好 的防效
「’ 一 ’ 〕 ,

但该药

剂对赤霉病的防效迄今未见报道
。

本研究试图明确速保利对赤霉病的防效
,

以寻求小麦病

害的综合防治的关键药剂
,

并为防止产生对多菌灵和三哇酮的抗药性寻找替代药剂
,

从而

提高小麦病害的化防水平
。

1 材料与方法

供试材料 药剂 为 1 2
.

5%速保利可湿性粉剂 ( 日本住友化学公司产品 )
.

对照药剂为

80 %多菌灵超微可湿性粉剂 (上海吴淞化工厂产 口 )
,

25 %粉锈宁可湿性粉剂 (德国拜耳公

司产品 )
。

小麦品种为高感赤霉病的陕 7 8 5 9
,

接种体为本室保存致病力强的禾谷镰刀 菌

( F u s a r i u m g r a m i n e a r i u m )
。

艳子萌发试验 用蒸馏水将麦粒上新产生的分生抱子洗脱
,

配成抱子悬浮液
。

将速保

利逐级稀释成系列溶液
,

分 别加 入 等量 抱 子 悬 浮 液
,

制成含有效成份分别为 O
,

1
.

56
,

3
.

1 2
,

6
.

2 5
,

2 5
,

5 0
,

1 0 0
,

2 0 0 和 魂0 0 拜g
·

m L
一 `

的培养液
。

将其定量滴入凹玻片内
,

每浓度

重复 3 次
,

后将其置保湿皿 内在 25 ℃温箱培养
,

培 养 24 h 和 48 h 后
,

镜检萌发率和致畸

率
。

抑 菌试验 将 用灭菌水配制成系列梯度浓度药液加入热融 P D A 培养基中混匀
,

制

成分别含有效成份为 。
,

0
.

6 2 5
,

1
.

2 5
,

2
.

5
,

5
.

10
,

2 0
,

4 0
,

8 0
,

1 60 拼 g
·

m L ’

的带毒培养基
,

后倒入 9 。 m 培养皿
,

每浓度重复 3 次
,

制成菌饼
。

用 0
.

4 m m 的打孔器内将培养的赤霉菌

菌落外缘切取菌饼
,

将 菌饼倒置带毒和对照培养基中央
,

置 25 C 温箱培养
,

定期测定菌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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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 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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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径计算抑制率
。

田 间试验 试验区设置于易控制灌溉条件的 9 5 7 8小麦田
,

每小区 1 m
Z ,

重复 3次
.

在

小麦扬花盛期
,

分别于施药后 Z d 和接菌后 Z d 进行接菌和施药处理
。

速保利设 。
,

25
,

50
,

1 0 0
,

20 0
,

40 0 和 8 0 0 拜 g /m L 七个施药水平
,

并以多菌灵和粉锈宁常规用药量为对照
。

试验

前 Z d 灌 水
,

各处理接菌后保湿 24 h
,

处理后连续 s d 每 日下午喷水以保证充分发病
。

乳熟

后期调查病情
,

计算保护和治疗效果
。

2 结果与分析

2
.

1 药剂对抱子的毒力

各浓度处理的分生抱子分别在培养后 6
,

1 2
,

24
,

1 20 h 观测
,

结果发现
,

12 h 后各浓

度处理抱子均 已萌发
,

24 h 后药剂的作用结果已稳定
。

当浓度为 1 00 一 40 0 陀
·

m L
一 ’

时
,

对抱子萌发具有抑制作用
,

且随浓度增高其抑制作用增强
。

浓度为 40 0 拼 g
·

m L
一 `

时
,

抑制

萌发率超过 90 纬
.

各浓度处理均对芽管有强 烈的致畸作用
,

浓度为 1
.

25 陀
·

m L 一 ’

以上

时
,

处理致畸率均超过 90 %
,

其致畸表现为芽管变粗变短
,

顶端膨大
,

产生大量瘤状分枝
,

且抱子有多细胞萌发现象
.

2
.

2 药剂的抑菌效果

速保利各浓度处理均对赤霉菌菌落生长有抑制作用
,

且随浓度增加抑制效应依次增

强
。

药剂浓度为 0
.

6 25
,

5
,

10 卜g
·

m L
一 ’

时
,

其抑制效果分别为 43
.

6%
,

7 0
.

9%和 86
.

4 % ;

浓度达 20 拌g
·

m L
一 `
以上时

,

其抑制效果均超过 90 % ;
浓度为 1 60 拜g

·

m L
一 `

可使菌落不

能生长
。

计算培养 48 h 后的抑菌 E sC
。

为 0
.

88 拼g
·

m L
一 ’ ·

由菌落生态形态中可看出
,

菌落只在原菌饼上纵向生长
,

而在含毒培养基上极缓慢生

长
,

在高浓度毒饼上几乎不扩展
。

2
.

3 药剂的田间防效

测定速保利防治小麦赤霉病穗腐的结果表明
,

该药剂对防治穗腐有很好的保护和治

疗 效果
.

其防治穗腐 的保护活性优异
,

用药量为 2 00 陀
·

m L 一 `
以上时

,

其防效均超过

8 0 %
,

与多菌灵 5 0 0 拜g / m L 用量的防效相当
.

其治疗活性也与多菌灵相当
,

当用药量为

2 0 0 拌g
·

m L
一 `
以上时防效达 70 % 以上

,

与多菌灵 5 00 拌g
·

m L
一 `
用药量的防效接近

。

比较

保护和治疗两种作用的效果
,

保护活性优于治疗活性
。

另外
,

调查后经过一次降雨
,

再次观

察防效发现
,

速保利各处理的病情再无发展
。

而对照病情指数由 38
.

1%增至 54
.

9%
,

表明

速保利具有较长的持效期
。

3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系统地测定了新开发的三哇类内吸杀菌剂速保利 ( S
一

3 3 0 8 L )对小麦赤霉病的

防效
。

试验结果表明
,

该药剂对小麦赤霉菌的各生长发育阶段均有抑制作用
,

对袍子萌发

的抑制和对芽管的致畸可使其侵入 失败
,

以菌落抑制和侵入 寄主后的治疗作用可抑制菌

丝的扩展 乃至铲除
。

以药剂对菌落生长抑制程度
,

按 M a r it : 1 的分级 际准应属极敏感型
! ` 。

这些现象与报道该药剂抑制真菌麦角街醇形成过 程中的 1 4。
一

脱甲基作用
,

导致麦角街醇

缺乏
,

而使真菌细胞膜发育不正常
,

最终使其死亡 ` ’ 的结论相类似
。

可以 认为速保利可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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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防治小麦赤霉病的替代药剂
.

在当前小麦高产优质栽培条件下
,

麦田病害系统 日趋复杂
,

在高产麦田往往小麦赤霉

病
、

条锈病
、

白粉病和多种叶斑病或交替发生或混合发生
,

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失
,

这 已成为

影响小麦优质高产的限制因素
。

目前尚无较好的多抗品种可资利用
,

这无疑增加化学防治

的难度
。

本研究发现速保利防治小麦赤霉病有良好的效果
,

作者和前人研究该药剂对小麦

条锈病
、

白粉病和雪霉叶枯病亦有良好的防效
「’一 3 〕 。

因此
,

速保利在小麦病害综合防治中

将有重要意义
。

在研究中发现
,

速保利在含毒培养基上的抑菌效果因培养时间不同有所差异
,

造成此

种差异的毒理原因有待探明
。

另外尚需研究速保利的大田施药技术
,

以利于大面积推广应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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