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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杀虫剂对平菇生长的影响
非 士 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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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夕 7

(西北农业大学昆虫研究所
,

陕西 杨陵 7 12 10 0)

摘 要 平板试验结果表明
,

在敌敌畏
、

三敏除虫菊酷
、

辛硫磷
、

氧化乐果
、

菊 乐合醋
、

甲

氧 D D T 等杀虫剂的常规剂量下
,

平菇菌丝的生长均受到抑制 (其中以三氯除虫菊酷最 为敏

感
,

2 50 ~ 5 00 m g
·

L
一 ’

为致死剂量 )
,

但拌料发菌比对照差异不显著
,

其中甲氧 D D T 1 25 m g

·

L
一 ’

处理平菇发菌略优于对照
.

关键词 平菇生长
,

杀虫剂
,

抑制作用

中图分类号 5 6 4 6
.

1 1 0
.

4
,

5 4 3 6
·

4 6

平 茹 尸 leu or ut
: os t er at u : 生料栽培 中药剂 拌料为有效的防虫措施 已普遍被菇农采

用 「̀ 〕 。

杀虫剂对食用菌生长的抑制在蘑菇
〔, 一 `」 ,

风尾茹 「, 三中已有报道
,

但在平菇中尚未详

细研究
。

为澄清常用杀虫剂对平菇菌丝生长的影响
,

进一步揭示影响发菌的因素
,

笔者于

1 9 9 2 年 12 月至 1 9 9 3 年 3 月进行 了该项试验
。

1 材料及方法

试验材料 供试菌种为豫西 8 9 4 ;
杀虫剂 为 80 %敌敌畏 (天津农药厂 )

、

50 %辛硫磷

(连云港第二化工厂 )
,

40 %氧化乐果 (郑州农药厂 )
,

25 %菊乐合醋 (卑县农药厂 )
,

25 %三

氯除虫菊和 10 %甲氧 D D T (安 阳林药厂提供 )
。

平板 ..l 定 用 P D A 培养基
,

常规制备
,

灭菌
,

趁热在超净工作台上分别加入供试药

剂设计剂量
,

摇匀后倒入灭菌培养皿 (巾90 m m ) 中制成平板
,

每处理 3 皿
,

标记
.

冷凝后各

接入一块平板菌种 (巾7 m m )
,

于 25 ℃恒温下培养
,

每 24 h 观察 1 次
,

至对照皿长满时止
.

材料试验 在平板测定基础上
,

对供试药剂各选 2 个生产中可行的剂量
,

进行拌料发

菌试验
.

每处理称取棉籽壳 5 0 00 9
,

加入 1
.

1 倍杀虫剂水溶液 (对照等量加水 )
,

拌匀后平

均分装 10 袋
,

菌袋规格为 2 00 m m x 3 00 m m
.

在超净工作 台上每袋两端各接栽培种 50 9
,

用大头针封 口
,

按处理编号
,

单层置于室内地面低温 ( 10 ~ 16 ℃ )发菌
。

每 3 d 划线测量菌

丝长度一次
,

以菌袋同侧两端菌丝平均值计
,

共观察 7次
。

2 结果及分析

2
.

1 不同杀虫剂处理下平菇菌丝的生长动态

平板测定各处理的菌丝生长量配合生长模型 Y ~ a E X (P bt )的参数 b( 相对生长速率 )

及其抑制作用见表 l
。

由表 l 可以看出
,

所有供试杀虫剂对平菇菌丝生长都有抑制作用
.

在试验剂量下
,

三氯除虫菊酷 ( B )抑制作用最强
,

其次为敌敌畏 ( A )
。

处理 B l ( 5 0 0 m g
·

L
’

)
、

B Z ( 2 5 0 m g
·

L ’
)

、

A l ( 3 2 0 0 m g
·

L
’

)为致死剂量
,

菌丝不能生长
.

3 d 后死亡
。

收稿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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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1 各处理剂t 及其对菌丝生长速率的抑制作用”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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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量 盆 , 相对生
( m g ·

L
一 ’

)长速率

3 20 0 一

1 6 0 0 0
.

1 5 8 5

80 0 0
.

2 3 4 2

5 3 4▲ 0
.

2 3 9 6

4 0 0 0
.

2 4 1 5

50 0 一

2 5 0 一

1 2 5 0
。

1 9 0 9

8 3 0
.

2 2 6 0

6 3 . 0
.

2 5 3 4

0 0
。

4 3 4 0

处理 处理

一 6 3
。

5

一 4 6
。

0

一 4 4
。

8

一 4 4
。

4

一 5 6
。

0

一 4 7
。

9

一 4 1
.

6

剂 t 相对生
( m g ·

L
一 ’ )长速率

1 00 0 0
.

1 8 7 2

50 0 0
.

2 2 7 6

3 3 4▲ 0
.

2 3 6 2

2 5 0 0
。

3 0 6 4

20 0 0
.

3 2 4 6

1 6 0 0 0
。

0 5 3 7

8 0 0 0
.

2 4 0 4

40 0 0
.

3 4 8 2

26 7么 0
.

4 0 5 2

1 6 0 0
。

4 0 7 7

抑制率
( % )

一 5 6
。

9

一 4 7
。

6

一 4 5
。

6

一 2 9
。

4

一 2 5
。

2

一 8 7
。

2

一 4 4
。

6

一 1 9
。

8

一 `
。

6

一 6
.

1

荆 t 相对生
( m g

·

L
一 ’

)长速率

1 0 0 0 0
.

2 8 8 4

5 0 0 0
。

3 14 4

2 5 0 0
。

3 3 6 1

1 6 7么 0
.

3 4 7 9

10 0 0
.

3 6 7 9

1 0 0 0 0
.

2 4 8 4

5 0 0 0
.

2 7 5 2

2 5 0 0
.

2 7 7 2

1 6 7` 0
.

2 8 8 1

1 0 0 0
.

3 10 5

抑制率
( % )

一 33
。

5

一 27
。

6

一 22
。

6

一 19
。

8

一 15
。

2

一 4 2
。

8

一 3 6
。

6

一 3 7
.

3

一 3 3
。

6

一 2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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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
:

敌敌畏
:

B
:

三氛除虫菊肉
. C

:

辛硫确 , D
:

氧 化乐果 . E
:

菊乐合幽
; F

:

甲氧 D D T

2) ▲生产中常用剂 t
.

进行了 A U D P C 的方差分析
。

利用生长曲线积分面积 ( A U D P C ) 对供试药剂常用剂 量 (以▲标出 )的方差分析结果

表明
,

对平菇菌丝生长的影响处理间存在极显著差异 ( F 一 44
.

1 27 > > OF
.

。 :
一 4

.

46 )
。

多重

比较 ( L S R 法 )结 果表明
,

各处理的 A U D P C 比 C K 显著较 小
.

氧化乐果 2 67 m g
·

L
一 ’

( D 4) 和菊乐合醋 1 67 m g
·

L
一 ’

( E 4) 对菌丝生长的抑制性较小
,

且二者之间无差异
; 三抓

除 虫菊酷 6 3 m g
·

L 一 ’
( B S )

、

辛硫磷 3 3 4 m g
·

L 一 ’
( C 3 )及敌敌畏 5 5 4 m g

·

L
一 ’

( A 4 )抑制

作用显著高于其他处理
,

相互间无本质差异
。

2
.

2 常规剂 t 拌料对平菇发菌的影响

生料栽培平菇发菌过 程符合 L og ist ic 生长模型 Y 一 K /【1 + E X P ( a 一 b t ) 〕
.

常规剂量

拌料各处 理对菌丝 L o
gl st ic 生长模型参数的抑制 作用 见表 2

.

由表 2 可以看出
,

由于药

剂
、

杂菌及其他微生物的综合作用
,

药剂拌料后对平菇菌丝的影响与平板测定的结果不尽

一致
。

潜在生长量 k 大于 C K 的处理有 A
,
2

,

D’ 1
,

E
, 1

,

F
` 1 和 F

` 2
,

表明这些处理对杂菌及

其他微生物的抑制大于对平菇的抑制
,

相对利于平菇发菌
,

而其他处理则相反
,

其中 A’ l
,

B
, 2

,

C
, 1 ,

E
,

2 的发菌半周期 T 长于 C K
,

表明其菌丝生长平均速率不仅受总的生长量 K

值的影响
,

也受自身生长周期变长的制约
.

表 2 常规剂 t 拌料对菌丝生长棋型今数的影响

处处测
。

怒型彝
, T一

ab/
丁

翔
照 泛泛

}
处理

黯憋
T一 ab/ T 比对照 、

`̀

AAA
, 1 4 0 0 3

.

9 0 0 4 + 3 0
.

3 5 4 0
.

6 3 8 999

}
口 ` 2” 。 3

·

2 , 3 5 + ,。
·

。 7 ` 3
·

2 0 7。。

AAA
, 2 8 0 0 4

.

6 13 2 + 5 4
.

18 4 7
.

3 2 5 222

} 燮
2 4 0 0 “

·

4 8 8 , 一 ` 6
·

吕2 “ `
·

7 9 9 222

BBB
,

1 1 2 5 2
.

6 5 4 1 一 1 1
.

3 0 1 3
.

2 0 2 333

}
E “ ` 2 5 4

·

“ 2 7 2 + 3 4
·

“ 9 4 5
·

“ 6 3 999

BBB
, 2 2 5 0 3

.

0 2 7 1 + 1
.

17 12
.

0 3 1 222
} E

`

2 2 50 3
·

3 4 5 7 + , ,
·

” 2 ” 5
·

“ 30 222

CCC
, 1 2 5 0 3

.

3 3 6 2 + 1 1
.

5 0 3 1
.

8 4 6 222
} 互

“ ’ 2 5 盛
·

` 32 0 + 3 8
·

` o “ 4
·

9 9 5`̀

CCC
,

2 5 0 ( ) 2
.

9 9 1 9 一 ) 0
.

0 1 1 9
.

3 0 5 111

}
“

`

2 2 5” 3
’

73 , 8 + 2̀ ” , ` 7
`

8” , 。。

CCC K 0 2
.

9 9 1 一 40
.

9 02 66666

1 ) A
`

敌敌畏 ;
B, 三 抓除虫 菊醋

;

C’ 辛硫碑 ; D, 氧化乐果 ; E
,

菊 乐合酸 . FI 甲级 D D T

对各处理 菌丝生长量进行方差分析结果表 明
,

处理间有极显著差异 ( F ~ 24
.

02 > >

F
o

.

。 ,
~ 1

.

9 9 )
。

多重 比较结果 ( S S R 法 )表 明
,

在辛硫磷 2 5 0 m g
·

L ’
( C

, l )
,

5 0 0 m g
·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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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2 )
,

菊乐合醋 2 5 0 m g
·

L
一 ’

( E
` 2 )

,

氧化乐果 4 0 0 m g
·

L
一 `

( D
`

2 )三氯除虫菊醋 1 2 5 m g

·

L ’
( B’ l) 和 25 0 m g

·

L
一 ’

( B
`

2) 的药液拌料中
,

平菇发菌均受到明显抑制
,

而甲氧 D D T

125 m g
·

L 一 ’

(F
,

1) 药液拌料却有促进发菌的效果
。

3 讨 论

生料栽培平菇发菌是关键
,

排除杂菌
、

有害线虫
、

害虫等的干扰又是发菌成功的关键
。

本试验结果说明三氯除虫菊醋
、

辛硫磷不宜作拌料药剂
。

敌敌畏溶液低于 8 00 m g
·

L
一 `

的

浓度拌料虽无明显抑制发菌作用
,

但笔者观察到该药剂不利于出菇
,

亦不宜拌料使用
。

其

余 3种杀虫剂较低剂量虽然对平菇菌丝有抑制作用
,

但拌料发菌 S C K 无显著差异
,

可以

考虑用作料栽培平菇发菌阶段的拌料杀虫用药
。

甲氧 D D T 1 25 m g
·

L 一 ’

药液在培养料中

被进一步稀释后有促进发菌的效果
,

可以在生料栽培中推广应用
。

生料栽培基质是一个复

杂的生态环境
,

杀虫剂在其中的作用及其对平菇发菌后的影响以及残毒问题均尚需专题

探讨
.

目前巫待解决的问题是筛选出一批安全
、

无毒的杀虫剂
,

以满足生产中的迫切需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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