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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vention of Potato Scab Using New Soil Gran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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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 Potato scab has become a serious disease in Mudanjiang potato production. In this experiment, the new soil

granules were studied to control potato scab. Two granular formulations were determined which fill the blank of potato scab

prevention in Mudanjiang area. Randomized block design was adopted in the prevention tes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using

CJ-1 formula for soil treatment was better than the CJ-2 formula for prevention of potato scab. Both incidence and disease

index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The soil granule combined with thiophanate methyl, chlorothalonil and gypsum powder that

dressed potato seeds had the best control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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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马铃薯疮痂病已成为威胁牡丹江地区马铃薯生产的重要病害。试验通过对新型土壤颗粒剂的研制，确

定了2种颗粒剂配方，并采用随机区组法对马铃薯疮痂病进行防治，解决牡丹江地区马铃薯疮痂病在大田防治中的

空白。试验结果表明，利用配方CJ-1进行土壤处理对疮痂病的防治效果明显好于配方CJ-2，感病率及病情指数显著

降低，同时结合播种前用甲托加百菌清与石膏粉拌种处理防效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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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是牡丹江市特色优势农作物之一。近

年来，随着马铃薯播种面积的迅速扩大，马铃薯

的重茬栽培现象非常普遍[1]，导致马铃薯疮痂病逐

年加重，部分田块马铃薯发病率达50%以上。病斑

虽多限于皮层，但影响外观，商品性差，经济效

益损失严重[2]。疮痂病已成为威胁牡丹江地区马铃

薯生产的重要病害。

针对这一情况，本试验选择了牡丹江地区特

有的天然矿石—沸石为原料，其具有吸附性好、

保水、保肥的特点[3]。将调酸物质、杀虫剂和杀菌

剂科学合理的配比为一体吸附在沸石颗粒中，既

能有效地发挥沸石本身改良土壤的特性，又能控

制土壤病菌传播以及地下害虫危害导致的加重传

播，达到防控马铃薯疮痂病的目的，为牡丹江地

区及黑龙江省马铃薯疮痂病的综合防控提供依据

和指导。

1 材料与方法

1.1 颗粒剂配方的筛选

试验前期对牡丹江地区马铃薯疮痂病的致病

因素及发病特点进行了调查，结合沸石本身的特

性及牡丹江地区的土壤类型及质地[4]，研制了 2种
土壤颗粒剂配方。其中配方CJ-1的主要杀菌成分

为无氯硝基苯，配方CJ-2的主要杀菌成分为雷多

病虫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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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同时分别向2个配方中加入了调酸物质硫磺

以及杀虫药剂等。

1.2 试验设计

试验材料为马铃薯品种‘尤金’种薯，土壤类

型为暗棕壤，试验分A1、A2、A3三个因素，A1
为土壤中加入新型土壤颗粒剂配方CJ-1，A2为土

壤中加入新型土壤颗粒剂配方CJ-2，A3为土壤不

经任何处理。

A1、A2、A3每个因素分别有B1、B2、B3、B4
共4个水平。B1为每个薯块带有少许病斑，未经药剂

处理的带病‘尤金’种薯；B2为每个薯块带有少许病

斑，并在播前用甲托加百菌清与石膏粉拌种；B3为健

康‘尤金’种薯播前用甲托加百菌清与石膏粉拌种；B4
为未经药剂处理的健康‘尤金’种薯[5]。

试验在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牡丹江分院进

行，为明确2种颗粒剂配方防控疮痂病的效果，小

区设在pH为8.5的重茬马铃薯田[6]。试验采用随机

区组设计，即三因素随机区组试验，设 3次重复，

共 36个小区。垄距 75 cm，株距 25 cm，小区面积

22.5 m2（5垄 × 0.75 m × 6 m），2014年 5月 1日播

种，统一管理，A1与A2所用颗粒剂与底肥混匀沟

施，深度为30 cm左右，9月5日收获，收获后计算

感病率和病情指数。多重比较采用新复极差法[7]。

1.3 疮痂病分级标准

0级：薯皮健康，无病斑；1级：薯皮基本健

康，有1~2个零星病斑，所占面积未超薯皮表面积

的1/4；2级：薯皮表面有3~5个病斑，所占面积为

薯皮表面积的 1/4~1/3；3级：薯皮表面有 5~10个

病斑，所占面积占薯皮表面积的1/3~1/2；4级：严

重感病，病斑在 10个以上或病斑面积超过薯皮表

面积的1/2[8]。

感病率（%）=（每区发病薯数/每区收获总薯

数）× 100
病情指数 = [∑（各级病薯数 × 相对级数值）/

（调查总薯数 × 4）] × 100
2 结果与分析

为明确 2种颗粒剂CJ-1与CJ-2防控马铃薯疮

痂病的效果，试验于马铃薯收获期调查了各处理

的感病率及病情指数（表 1），由表 1可以看出，各

小区平均感病率普遍较高，均达到了 48.67%以

上；从病情指数来看，以A3B1组合感病最重，病

情指数为54.78，组合A1B3感病最轻，病情指数为

18.31。
试验对不同种薯处理水平间进行了差异显著

性检验（表 2），由表 2可以看出，以带病无拌种处

理B1感病率最高，且与处理B2、处理B4差异达极

显著水平；以药剂拌种后的健康种薯处理B3感病

率最低，与处理B2、处理B4差异达极显著水平；

种薯处理B2与处理B4间无显著性差异。

组合名称

Combination

A1B1
A1B2
A1B3
A1B4
A2B1
A2B2
A2B3
A2B4
A3B1
A3B2
A3B3
A3B4

感病率（%）Incidence
Ⅰ

71.13
64.22
49.45
55.94
81.22
72.31
61.22
63.13
84.33
80.14
71.11
69.41

Ⅱ
75.33
61.54
54.23
64.52
76.88
70.36
55.35
69.55
92.42
85.65
65.89
84.32

Ⅲ
67.63
58.55
42.32
58.11
88.25
67.55
67.25
74.65
95.86
73.66
76.72
76.54

平均感病率（%）

Average incidence

71.36
61.44
48.67
59.52
82.12
70.07
61.27
69.11
90.87
78.82
71.24
76.76

平均病情指数

Average disease index

28.57
24.78
18.31
24.45
49.56
36.33
27.81
31.42
54.78
50.66
34.32
47.83

表1 2014年小区感病率及病情指数调查结果

Table 1 Results of incidence and disease index in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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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各种薯处理差异显著性分析

Table 2 Analysis of difference significant for seed potato
treatments

种薯处理

Seed potato
treatment

B1
B2
B4
B3

平均感病率（%）

Average incidence

81.45
70.11
68.46
60.39

差异显著性

Difference significant
0.05
a
b
b
c

0.01
A
B
B
C

表3 各处理组合差异显著性分析

Table 3 Analysis of difference significant for different
treatment combinations

处理组合

Treatment
combination

A3B1
A2B1
A3B2
A3B4
A1B1
A3B3
A2B2
A2B4
A1B2
A2B3
A1B4
A1B3

平均感病率（%）

Average incidence

90.87
82.12
79.82
76.76
71.36
71.24
70.07
69.11
61.44
61.27
59.52
48.67

差异显著性
Difference significant
0.05

a
ab
bc
bcd
cde
cde
cde
def
ef
ef
f
g

0.01

A
AB
AB
B
BC
BC
BC
BC
CD
CD
CD
D

对各处理组合感病率进行差异显著性分析（表

3），由表 3 可以看出，A3B1 小区感病率最高，为

90.87%，与A2B1差异不显著，与其他所有处理均差

异显著，与除A2B1、A3B2外的其他处理呈极显著差

异；A1B3小区感病率最低，为 48.67%，与其他所有

处理均呈显著差异，与除A1B4、A2B3和A1B2外的

其他处理呈极显著差异。

3 讨 论

通过2014年的调查结果得出，土壤处理以A3
即不经过任何处理，疮痂病的感病率最高，高于

其他处理；种薯处理以B1即不经拌种的带病种薯

感病率最高，与其他处理差异极显著。通过调查

明确了土壤处理A1即采用新型土壤颗粒剂CJ-1，
疮痂病的感病率最低，其中防效最佳组合为

A1B3，即将拌种健康种薯播于经过颗粒剂CJ-1处
理过的土壤中，其次为A1B4与A1B2，都能在一定

程度上控制疮痂病的发生，总体上较土壤处理

A2，即采用配方CJ-2的感病率低，证明配方CJ-1
的效果要优于配方CJ-2。

对各处理组合病情指数的调查中，以A3B1组
合感病最重，组合A1B3感病最轻。其中，土壤处

理A1的各组合病情指数除A1B1外均低于其他处

理，最高也不超过 30%，证明配方CJ-1能很好的

控制马铃薯疮痂病的发病程度，达到控制疮痂病

的目的。由于试验设在严重偏碱且上一年疮痂病

发生较重的马铃薯重茬地块[9]，导致各处理组合的

感病率均较高，最低组合A1B3的感病率也达到了

48.67%，如何进一步提升颗粒剂对典型地块的控

制效果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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