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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保利防治小麦白粉病效果研究
`

井金学 商鸿生 朱文武 王美楠
(西北农业大学植保系

,

陕西杨陵 7 121 0 0)

摘 要 速保利防治小麦白粉病保护作用显著
,

施用 25 拼g
·

m L
一 ’

的药液可使叶片不受

白粉菌侵染
。

该药剂治疗作用良好
,

各病程施药均可铲除已发生的侵染
,

50 拜 g
·

m L
一 ’

的浓度

即可达到治疗 目的
。

该药剂有较长的持效期
,

用药量为种重的 。
.

0 05 % ~ 。
.

01 % 时持效期为

1 5 d 左右
,
0

.

0 2% ~ 0
.

0 2 5环时为 2 5 d
,
0

.

0 3 7 5写时为 3 5 d
,

关键词 速保利 (S
一
3 3 0 8 L )

,

小麦白粉病
,

保护作用
,

治疗作用
,

持效期
,

毒理机制
,

药剂 防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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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6 卫

防治小麦 白粉病主要应用抗病品种和化学防治进行控制
,

但 由于 白粉病菌毒性的变

异频繁
,

而导致小麦品种的抗病性不断丧失
,

造成生产上的巨大损失
「’ 1 。

当前主要依靠粉

锈宁进行防治
,

虽然粉锈宁是防治该病的理想药剂
,

但是长期大 面积单一应用
,

病菌产生

抗药性的危险可能增加
。

据报道 白粉菌在英国已对粉锈宁产生了抗药性
「, 1 。

为了改变大面

积单一用药的局面
,

更好地控制小麦 白粉病流行
,

本研究以新开发的三哇类内吸杀菌剂速

保利 ( S
一

3 3 0 8 L )为试材
,

研究其对小麦白粉病的防效
,

现报道初步研究结果
。

1 材料与方法

1
.

1 供试药剂

试验所用 药剂 为 日本住友化学公司产速保利 ( iD in C o
an oz le )

,

其化学名称 为 ( E 卜 1
-

( 2
,

4
一

二氯苯 基关 4
,

4
一

二 甲基
一

2
一

( l
,

2
,

4
一

三 哇
一

1一基 卜 1
一

戊烯
一

3
一

醇
,

商 品名为 S u m iie g ht
,

供试剂型为 12
.

5%可湿性粉剂
。

1
.

2 供试接种体和小麦品种

试验所用小麦品种为小堰 6号
,

小麦白粉菌小种为 01 5 菌株
,

由张志德先生提供
。

1
.

3 试验方法

保护作用研 究 在供试小麦品种幼苗一叶一心期
,

分别以 25
,

50
,

1 00
,

20 。
,

40 。 科g
·

m L
一 `

浓度的速保利药液喷施
,

各浓度处理两盆
,

每盆 15 株
,

施药后 Z d 用新鲜白粉菌饱

子均匀抖落接种
,

并以不施药处理为对照
。

发病盛期调查病情计算防效
。

治 疗作 用 研究 小麦幼苗接种白粉病后
,

在 2
,

5 和 s d 分别喷施 25
,

50
,

10 0
.

2 00 和

40 0 拌 g
·

m L `

浓度的速保利药液
,

各浓度处理两盆
,

每盆 巧 株
,

并以 2 00 拼g
·

m l ’

浓度

的粉锈宁和不施药处理为对照
,

研究速保利对 白粉病不同病程的治疗作用
。

持效期研 究 采用拌种出苗后分期接种法测定速保利防治 白粉病的持效期
,

拌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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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量以种子重的百分比计算
,

用量分别为 0
.

0 05 %
,

0
.

01 %
,

0
.

02 %
,

0
.

0 3 7 5%
,

并以

0
.

0 2 5%用量的粉锈宁为对照
。

2 结果与分析

2
.

1 保护作用效果

小麦幼苗施药后 Z d 接种 白粉菌
,

观测表明
,

未施药对照叶片布满浓密的菌丝
,

而施

药 25 一 40 拜g
·

m L
一 `

各处理叶面清绿无任何病痕
,

均 为 0 型反应
,

防效均 达 1 00 写
,

可见

速保利防治小麦 白粉病具有优异的保护作用
,

施用量 为 25 杯g
·

m L
一 ’

即可有效地控制 白

粉病
。

2
.

2 治疗作用效果

表 1 小麦白粉病不同病程施用速保利的防治作用

用量
(拜g

一

m L
一 1

)

接菌后 Z d 接菌后 s d 接菌后 s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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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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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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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速保利拌种防治小麦白粉病的持效期

拌种至
接菌 d

指标
速保利 粉锈宁

0
.

0 3 7 5

。。
100川.75川2,3

1 5 反应型 3

爱
弃飞

3..664

,目亡口

2 5

35

4

6 1
。

4

5

爱
。

0
.

0 0 5

2 , 3

2 5
.

6

2 9
.

6

3 , 4

3 5
.

0

4 3
.

0

4

3 2
.

5

4 2
.

0 :;

0
。

0 2 0
.

0 2 5

0 0

0 0

1 00 1 0 0

0 ; ,

1
,

2 2
, 3

2 4
.

7 1 0
.

0

5 9
.

8 8 3
.

7

4 3 , 4

1 7
.

0 2 1
.

0

6 9
.

7 6 2
.

5

14
.

0

7 5
.

0

0
.

0 2 5

0

0

1 0 0

3

4 0
.

5

3 4
.

0

4

4 7
.

0

1 6
.

1

指效型指效型效指

应应

病反防病防反病防

接种后 Z d 施用 25 ~ 4 00 陀
·

m L
一 `

的速保利药液
,

可使接种叶面无可见菌落
,

均呈

O
一

o ; 反应型
,

防效均达 到 1 00 %
,

说明药剂强 烈抑制 白粉菌形成体外菌丝体
,

故使之不呈

现任何病症
。

接种后 3 d 施药各处理
,

仅低浓度处理偶见叶表残留极微小的菌落
,

呈 l 型

反应
,

其余各浓度均呈 。 ; 反应
,

防效达 1 00 %
.

这表明药剂强烈抑制菌体的进一步发育
。

接

种后 s d 施药各处理
,

叶面菌落颜 色变为 暗色
,

菌落崩解
,

绒絮状消失
,

随着药剂浓度加

大
,

其效应增加
。

使白粉菌的菌落消解丧失生长和产泡能力
。

接种后 s d 施药各处理菌落

色泽变暗
,

浓度为 25 一 50 拜g
,

m L
一 ’

时菌落还成形
,

但似无产抱能力
,

浓度为 l on ~ 4 00 拜g

·

m L ’

时
,

各处理的叶面菌落迅速崩 解
,

随着药剂浓度增加
,

叶面残 留的菌丝体依次递

减
,

叶片枯死程度依次增大
。

施药后间隔较长时间再次观察亦未见已崩解菌落有复活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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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表明速保利施用一定浓度可彻底 铲除寄主体 内外菌体结构
。

即使接菌后 s d 施药
,

50

科g
·

m L ’

以上浓度的防效可达到 90 写一 1 00 写
.

2
.

3 持效期

以不同药量拌种
,

出苗后分期接种测定速保利防治小麦 白粉病的持效期的结果表明
,

该药剂防治白粉病有较长的持效期
,

且随药剂用量增加持效期显著延长 (表 2 )
。

由各处理的反应 型 (表 2) 看出
,

0
.

0 05 %一 0
.

01 % 用药量的持效期为 15 d
,

0
.

02 写一

。
.

0 25 %的持效期为 25 d
,

。
.

0 25 %的持效期长于同用药量的对照粉锈宁
.

由病情指数计算

的防效 (表 2) 可见
,

低用药量 0
.

0 05 %虽在处理后 15 d 可使病害的反应型降低
,

但控制其

严重度的防效仅为 2 9
.

3%
,

以后的调查防效虽略有增加
,

但防效均未超过 50 %
,

0
.

01 写用

药量至 1 5 d 防效达 9 7
.

2%
,

至 3 5 d 防效仍达近 7 0 %
, 0

.

0 2 5%一 0
.

0 3 7 5%
,

用药量至 1 5 d

防效均达 1 00 %
,

25 d 防效为 80 %以上
,

至 35 d 防效达 62
.

5% ~ 75 %
.

而粉锈宁防效 15 d

时达 10 。%
,

但至 25 d 时防效急剧下降仅为 34
.

0 %
.

上述结果表明
,

速保利防治 白粉病效

果优于粉锈宁
,

以种子重量的 。
.

02 % ~ 。
.

0 25 %用药量即可控制 白粉病达 35 d 以上
。

4 结论与讨论

速保利是近年研制成功的麦角踢醇生物合成抑制剂 (简称 S BI )高效三吐类内吸杀菌

剂之一
,

具有强烈的生物 活性
,

国外 已用于大田 作物和果病害的防治
`3

·
`

一

国内已开始在一

些作物病害上试用
。

虽报道该药剂可防治小麦 白粉病
,

但尚未见技术细节
〔 3

,
`二。

作者的研究

证实该药剂对防治小麦 白粉病具有 优异的保护作用
,

施用 25 拜g
·

m L
`

的浓度可保证叶

片不受浸染
,

亦有优异的治疗作用和强烈的铲除效果
。

白粉病发病后任一病程施用低浓度

0
.

02 %的量拌种可保持残效期达 35 d 左右
.

速保利对小麦 白粉病的作用特点和毒理学性

质与三哇酮类似
,

显然是该药剂抑制 白粉菌细胞膜组分麦角 街醇的生物合成
,

导致其细胞

膜失常
。

而且该药剂施用量低
,

持效期长
,

防病效能高
,

是 防治白粉病的理想药剂
,

可取代

或可与粉锈宁交替使用
。

据作者和其他人研究发现
,

速保利对几种小麦重大病害如条锈病
、

叶锈病
、

雪 霉叶枯

病和赤霉病等均有 良好的防效
`5一 8 。

此药剂在小麦病害发生关键时期通过一次施药
.

可控

制多种病害的流行
,

应用该药剂将可大大提高小麦病害的综合防治水平和降低环境污染
。

对于速保利的大 田应用技术
,

包括使用时期
、

用量和对多种病害的综 合防治效果及其经济

效益
,

尚需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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