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 4卷 第 2期
1 9 9 6年4月

西北农业大学学报
A

e t a U n i v
.

A g r i
e

.

o13
r e a

l i
一o e e id e n r a li

s

V o l
.

2 4 N o
.

2

A P r
.

1 9 9 6

多效哇防治小麦条锈病和白粉病效果研究
`

井金学 商鸿生 朱文武 王美南
(西北 农业大学植 f呆系

,

陕西杨陵 7 1 2 1 0 0 )

摘 要 分别以 25
.

1 2
,
5 产g’ m L

’

的多效哩进行保护性施药即可对条锈病和 白粉病达

到 1 00 %的防效
。

20 。 陀
·

m L
一 ’

的治疗性施药可铲除寄主体内的条锈菌菌体
,

并使已形成的抱

子堆枯死
.

25 科g
·

m L
一 ’

的治疗性施药可铲除 白粉病寄主体内菌体和使体表的菌落崩解
.

.0

。 5% 和。
.

1 %的拌种量防治条锈病和 白粉病的持效期分别为 50 d 以上和 27 d 以上
,

但拌种用

量不可超过 0
.

1% 以免引起药害
。

本试验结果表明
,

多效哩可作 为防治小麦条锈病和 白粉病的

高效药剂
,

可与其他药剂交替使用
。

关键词 小麦
,

条锈病
,

白粉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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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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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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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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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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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一 4 6

多效哇 (P
a c lo b。 t r a oz l) 是英 国 CI I 有限公司 80 年代初研制成功的一个三哇类高效低

毒植物生长调节剂
,

并且有广谱性杀菌作用
。

国内外将其广泛应用于多种作物
,

用 以延缓

作物生长
,

促进分粟
,

提高抗逆性和增加产量及提 高品质等方面
〔’ 二,

而用作杀菌剂的研究

甚少
。

国外报道 其抑制小麦 叶锈病
L’

一 ,

国内有人用其 防止小麦倒伏时观察到 对小麦条锈

病
、

白粉病和纹枯病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弓,

但未见到更多的详细报道
。

小麦条锈病和 白粉

病化学防治的主要药剂为粉锈宁
,

该药剂在我国应用 已有近 20 年的历史匡
,

近年又开发出

防治小麦条锈病和白粉病的新药剂速保利
「̀ ; ,

但用于条锈病和白粉病的药剂种类偏少
,

长

期大面积单一应用将导致病菌产生抗药性
。

据报道在英国白粉菌已对粉锈 宁产生了抗药

性 〔, 丑 ,

因此开发防治条锈病和白粉病新药剂是麦类病害防治的重大课题
。

本研究试图开发

多效哇对小条锈病和 白粉病的控制效果
,

以便在小麦生产 中全面发挥该药剂的生长调节

和防治病害的多种功能
。

1 材料与方法

1
.

1 供试药剂

多效哇 ( P a 。 l o b
: , t r a z o l )

,

亦称氯丁哇 ( C u l t a r )
,

代号 p p 3 3 3
,

化学名称为 ( ZR S
,

3 R S )
-

1
一

对氯苯基
一

2 ( l
,

2
,

4
一

三哇
一

1
一

基 )
一

4
,

4
一

二甲基戊醇
一

3
,

供试剂型为 15 % W P (浙江兰溪农药

厂产 )
。

对照药剂粉锈宁
,

供试剂型为 25 % w P ( 德国拜尔公司产 )
。

1
.

2 供试小麦品种与菌种

小麦条锈病试验用品种为高感品种辉县红
,

菌种为小麦条锈菌 29 号生理小种
。

小麦 白

粉病试验用品种为小堰 6号
,

菌种为 0 15 菌株
,

由张志德先生提供
。

收 稿日期
: 1 9 9 5一 0 7一 3 1

.

国家
“

八五
”
攻关

、

杨陵基金
、

省农办课题资助项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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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3 试验方法

1
.

3
.

1 保护 作用效 果测定 在各供试小麦幼苗二叶期
,

小麦条锈病和 白粉病的保护作用

分别以 2 5
,

5 0
,

1 0 0
,

2 0 0
,

4 0 0 拼g
·

m L `

和 1 2
.

5
,

5 0
,

1 0 0
,

2 0 0 拼g
·

m L 一 `

的两个梯度浓度药液

喷施各处理幼苗
.

每浓度处理 3盆
,

每盆 15 株
。

条锈病试验施药后 24 h 涂抹接种
,

白粉病试

验施药后 Z d 用抖落法接种
。

接种后保湿 24 h 置培养 台培养
。

以 粉锈宁 2 0 0 拼g’ m L 一 `

和不

施药处理为对照
。

培养条件为光照 8 0 0 0一 10 0 0 0 l x
,

每 日光照 1 6 h
,

温度 1 5一 18 ℃
,

湿度

60 %一 8 0 %
.

发病盛期调查防效
。

1
.

3
.

2 治疗 作用效 果测 定 对两种病害的测定
、

接种方法
、

施药浓度和培养条件均 同于

保护作用试验
,

唯在接种后各施药时间按各 自的病程进行
。

条锈病试验分别在接菌后 2
,

7

和 g d 施药
,

白粉病试验在接菌后 3
,

5和 s d 施药
。

以测定多效哇对两种病害不同病程的治

疗和铲除作用
。

1
.

3
.

3 拌种持效 期 浏定 分别以种子重量的 0
.

01 25 %
,

0
.

02 5%
,

0
.

05 %和 0
.

1%的用量

进行拌种
,

并以 25 % 粉锈宁。
.

1%的量拌种和不拌种处理 为对照
,

每处理重复 3次
。

种子出

苗后实行分期接种
。

各次接种后待不拌种处理充分发病后调查病情
,

用以测定多效哩防治

病害的持效期
。

2 结果与分析

2
.

1 保护作用效果

2
.

1
.

1 小 麦条锈病 对幼苗喷施梯度浓度的多效哇药液 24 h 后接菌
,

结果发现
,

各处理

均可控制接菌幼苗不发病
,

其反应型均为 0
一

O ; 型
,

防效达到 1 00 写
,

表明多效哇施用 25 拜g’

m L 一 ’
的浓度即有 良好的保护效能

。

2
.

1
.

2 小 麦白粉病 小麦幼苗施药后 Z d 接菌
,

各浓度处理均呈 0
一

0 ;反应型
,

而不施药对

照则叶面布满浓密菌落
,

其防效均达到 1 0 0 %
.

可见只要施 12
.

5 拼g
·

m L
一 ’

的多效哇即可达

到优异的保护作用
。

2
.

2 治疗作用效果

2
.

2
.

1 小麦条锈 病 分别在不同病程对发病植株分别喷施梯度浓度的药液
,

其结果表明

多效哇对小麦条锈病各病程发育阶段都有很强的治疗和铲除作用 (表 1 )
。

表 l 小麦条锈病不同病程施用多效哇的治疗效果 %

药剂
用量

(尸 g
·

m L
一 l

)

潜 育期

反应型 严重度 反应型

花斑期

严孟度 反应型

显饱期

严重度

040山nJ00JLJ

门了SRù00八己

,111

.

……
06ljo曰0004

J性0̀q̀,几,且

多效哇

粉锈宁

0 4
,

3 28

2 5 0 : ( )

5 0 0 一 0 ; 0

1 0 0 0 一 0 ; 0

2 炙) 0 0 一 O ; 0

4 ( ) 0 0 一 0 ; 0

2 0 0 {卜 0 ;
’

0

10 0

10 0

10 0

10 0

10 0

10 0

潜育期施药各处理均可控制条锈病的发展
,

除 25 陀
·

m L
一 ’

处理 出现很小的 0 ; 型枯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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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

其余各处理绝大多数叶片无可见病斑
,

这表 明多效哇 25 拜g
·

m L
’

的浓度可铲除叶内

的菌体
,

而使侵染过程中断
。

花斑期施药各处理出现。 ; 一 1型病斑
,

所 出现的少数抱子堆未

开裂前即已枯死
,

其枯死率均达 1 00 %
,

并伴随抱子堆周围叶组织迅速枯死
。

随施药浓度增

加
,

此种变化加剧
。

显泡期施药后
,

短期 内袍子堆数 目仍呈增加趋势
,

但很快停止增长
,

随

后逐渐枯死
,

其死亡随浓度增加而加快
。

各处理的抱子堆可有短期产袍能 力
,

但随浓度增

加
,

其维持产抱的时间依次缩短
。

以上结果表明小麦条锈病各病程施用多效哇均有 良好治

疗和铲除作用
。

2
.

2
.

2 小 麦 白粉病 在小麦白粉病不同病程各施用多效哇梯度浓度药液发现
,

多效哇对

其 各发病阶段均有很好的治疗和铲除效果 (表 2 )
。

接菌后 Z d 施药
,

各浓度处理均可使叶

片出现褪绿坏死斑和变褐消解的微菌落
,

防效除 12
.

5 拜g
·

m L 一 ’
为 87

.

6%外
,

其余各处理

均超过 90 % 以 上
。

可见施用 12
.

5 拼 g’ m L `

浓度的多效哇即可铲除寄主体外的菌体
,

使白

粉病得到有效控制
。

接菌后 s d 施药
,

可使叶面茂 密的菌落迅速变褐崩解
,

且菌落周围叶

组织随之枯黄
,

此种变化与用药量成线性关系
。

叶面菌落残存量亦与浓度成线性关系
,

20 0

陀
·

m L
一 ’
处理最终叶表无 可见菌落

。

其防效 除 12
.

5 陀
·

m L
一 ’
为 81

.

3%外
,

其余各浓 度均

超过 90 %
.

可见该期施药可铲除体内菌体和已形成的菌落
,

使之丧失继续生长和产饱的能

力
。

接菌 s d 后施药
,

其毒理变化同于接菌后 s d 施药各处理
,

唯催病 叶片枯死强度大 于前

者
。

其防效也类似
。

上述各期施药与粉锈宁防效相比
,

多效哇治疗施药浓度低于粉锈宁
。

表 2 小麦 白粉病接菌后不同时间多效哇 的防治效果

3月b只Qó
ó
b,é

……

0119CJ心U八吕心O

八吕Q口OéOJQúOé

药剂

多效哇

用量

( 户g
·

nT L
’
) 反应型

接菌 3 ( l 后 接 菌 s d 后 接菌 s d 后

严重度 防效 反应型 严重度 防效 反应型 严重度 防效

4 4 6
.

7 0

3一 4
,

0 ; 1 2 5 7 3
.

2

0 ; , 2 1
.

6 9 6
.

5

0 ; , 2 1
.

3 9 7
.

2

0 ; ,

2 0
.

4 9 9
.

1

0 ; ,

2 0
.

4 9 9
.

1

() ;
,

2 1
.

2 9 7
.

4

nl
才

IQóJ性11
..

…
3,1001二

匕d4内h门t
月任ǹ浦b

.

……
月r一j11. .11100

q̀

粉锈宁

4
,

3

2
。

0 : , l

2
, 0 ; , l

0 ;
,

l 一 2

0 ; , l
一

2

() ; ,

1
一

2

0 ; 一 2

6,曰O口OJ践jn吕

……

0月I
J悦八jJ任QU月了

RéQ.O。OóQùOé

0 4
,

3

12
.

5 1
,

0 一 0 `

2 5
.

0 1 , 0一 0 ;

5 0
.

0 0 一 0 ;
,

l

l () 0 0 ; ,

1

2 0 () 0 ; , l

2 0〔) 0 ;
,

l

2
.

3

2
.

.3

拌种的持效期

小麦条锈病 以不同用药量拌种出苗后分期接菌试验结果证实
,

多效哇拌种对防

治小麦条锈病持效期较长
,

持效期长短与拌药量成正 比 (表 3 )
。

表 3 多效哇拌种防治小麦条锈病的持效期

药剂

多效哇

用量

( ” g
·

m L

拌仲至接菌 20 d” 拌种至接 菌 3 0 d
, ’

拌 种至接菌 s o d”

, ) 反应型 严重度 防效 反应型 严重 度 防效 反应型 严重 度 防效

0月I丹I月10..

…
40自0件̀

几八口了OēnJ

044连
`

Qó0̀

……
亡é`号O
J任n乙0节1ō .立` .工` .工

--咭.1

4440
,

4一一ù ,;we
竹J灼j几口110八八

;:
.

:
: :

.

:
0Oq00亡d1111

.100015

粉锈宁

0
.

0 1 2 5

0
.

0 2 5 0

0
.

0 5 0 0

0
.

1 0 0 0

0
.

1 () 0 0

4
,

3 1 6
.

0 一

() ; 0 1 0 0

0 ;
,

0 0 1 0 0

0 0 1 0 0

0 ( ) 1 ( ) 0

0 ; 0 1 0 0

4

2
.

3

l 一 2
,

0 ;

0 ; , O

0

2

注
: l ) ~ 3) 叶龄分别为 2 , 4

,

6 ; 药剂用量按种重%计制 剂用量
。

表 3结果表 明
,

0
.

0 1 2 5%的拌药量持效期在 20 d 以上
,

0
.

0 25 %的拌药量持效 为 30 d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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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 以上有药量其持效期在 50 d 以上
。

持效期长于同用量的粉锈宁处理
。

2
.

3
.

2 小 麦 白粉 病 以多效哇不同药量拌种出苗后施行分期接菌测定其持效期的结果

显示
,

该药剂拌种防治白粉病的持效期随用药量增加而延长 (表 4 )
。

。
.

0 1 2 5% 一 0
.

02 5%的

拌种量持效期 为 15 d 左右
,

0
.

05 %一 0
.

1%以上的拌种量其持效期为 27 d 左右
,

持效期长

于同拌种量的粉锈宁处理
。

表 4 多效哇拌种防治小麦白粉病的持效期 %

药剂
用量

( 尸 g
·

rn L

拌种至接菌 15 d ” 拌种至接菌27 d 2 ,

反应型 严 重度 防效 反应型 严重度 防效

6一b户n门10亡口匕Jó吕q”0

` .1

多效哇 O

0
.

0 1 2 5

0
.

0 2 50

0
.

0 5 0 0

0
.

10 0 ()

粉锈宁 0
.

10 0 0

3 6

l 5

l 5

5

l

()

4

4
一

3

3
一

4

3
一

4

3

6 1
.

39
.

4 ( )
.

38
.

4 0
.

4 0
.

3 5

3 4

3 6

3 4

3 4

注
:

l) 一 2) 叶龄分别为 2
.

4 :

药剂 用量按 种子重 肠计制剂用量
.

3 讨 论

本试验较详细地研究了多效哇作为杀菌剂防治小麦条锈病和白粉病的效果
,

结果证

实多效哇具有阻止病菌侵 入建立侵染的优异保护作用
,

不同病程施药显示其对寄主体体

内的菌体扩展
、

产饱器官的形成
、

产饱和 已形成的产袍器官及体表的菌体均有强烈的铲除

和抑制作用
。

其作用特点类似麦角街醇生物合成抑制剂类 ( E BI s )的三哇酮和速保利对小

麦条锈菌的作用特点 ! 5 。

但多效哇的活性荃因显然不同于前二者
,

其对病菌的作用位点理

当不同 ` ’
一 。

这说明多效哇可与三 l坐酮和速保利交替使用或作为替代品种
,

以避免药剂诱发

病菌产生交互抗药性
。

对多效哇的研究结果无疑增加了防治条锈病和白粉病的药剂种类
,

有助于改变长期单一大面积用药的局面
。

多效哇的施用量
。

本研究的结果证实
,

病害单独发生时
,

保护性施药量小麦条锈病和

白 粉病分别 为 25
,

1 2
.

5 拜 g
·

m L
’ ,

治 疗性 施 药 量 分 别 为 2 0
,

2 5 拜g
·

m L
一 ’ ,

拌种用量

为 .0 05 %一 。
.

1%
·

上述用量可有效地控制条锈病和 白粉病的发生
。

若是两种病害混 合发

生
,

宜采用二者 中较高的剂量
。

据报道多效哇用于小麦抗倒伏的用量一般为 1 50 一 5 0 0 拜g’

m L 一 ’
田

,

若生长调节与防病结 合使用
,

则此种用量可取得更好的防效
。

值得注意的是 小麦

幼苗对该药较敏感
,

拌种用量超过 0
.

1%会影响小麦正常抽穗
,

若加大用量可加入赤霉素

解除其对作物的抑制作用
。

另外施用期尽可能在发病初期
,

此期施用量小防效高
。

研究中发现该药剂有强烈的薰蒸作用和随温度升高防效提高的现象
,

应设专题研究
.

另对该药剂田间施用技术和防治病害与生长调节作用的关系尚待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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