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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 Use of fungicides for control of potato late blight is the main measure adopted in the production of potato. The

control efficacy of 250 g/L azoxystrobin SC on potato late blight in Hebei, Gansu, and Qinghai Provinces were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ontrol efficacy of 250 g/L azoxystrobin SC on potato late blight in Hebei, Gansu and Qinghai

Provinces were good. The control efficacy of azoxystrobin SC on potato late blight achieved 77.53% when the amount of

effective component of 250 g/L azoxystrobin SC was 75.00 g/ha in Hebei Province. The control efficacies of each treatment

achieved from 71.26% to 84.02% in Qinghai Province. Better control efficacy was reached, 80% or more, in Gansu Province.

This research provides references for wide application of 250 g/Lazoxystrobin SC in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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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杀菌剂防治马铃薯晚疫病是生产中采用的主要措施。通过施用250 g/L嘧菌酯悬浮剂对河北、甘肃、

青海3个地区马铃薯晚疫病的防治效果进行分析。结果表明，250 g/L嘧菌酯悬浮剂对3个地区马铃薯晚疫病均具有

较好的防治效果；在河北地区，250 g/L嘧菌酯悬浮剂的有效成分用量为75.00 g/hm2时，对马铃薯晚疫病的防效达到

77.53%；在青海地区，各试验处理的防效达到71.26%~84.02%；在甘肃地区防治效果更好，防效均达到80%以上。

该试验结果为250 g/L嘧菌酯悬浮剂在生产上的推广使用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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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马铃薯高产创建活动的开展，

马铃薯种植面积不断扩大，晚疫病也逐渐呈加重

趋势，严重影响马铃薯的生产发展[1]。马铃薯晚疫

病又称薯瘟，由致病疫霉（Phytophthora infestans）

引起，是可在短时间内引起寄主茎、叶、块茎等

腐烂的一种毁灭性的卵菌病害[2]。目前全世界每年

因晚疫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可高达 67 亿美元，

占马铃薯总产值的 15%，发展中国家损失高达 35

亿美元[3]。该病害在中国马铃薯各大主产区均有发

生，每年因晚疫病造成马铃薯减产约 10%~15%，

部分产区每年因晚疫病损失鲜薯达 15%~40%，严

重地块甚至绝收，因此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

20 亿美元 [3,4]。因此，马铃薯晚疫病是制约中国马

铃薯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5]。

嘧菌酯是甲氧基丙烯酸类杀菌剂，其杀菌效

果高效广谱，既有超强的保护、治疗、铲除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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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又有良好的渗透、内吸活性，对14-脱甲基化

酶抑制剂、苯甲酸胺类、二羧酰胺类和苯并咪唑

类产生抗性的菌株有效，且与目前已有杀菌剂无

交互抗性 [6-8]。目前嘧菌酯已在中国小麦、大豆、

葡萄、苹果、柑橘、荔枝、西瓜、芒果、人参、

辣椒、黄瓜、番茄、马铃薯等多种作物病害中获

得登记使用。试验研究了250 g/L嘧菌酯悬浮剂对3
个不同地区马铃薯晚疫病的防治效果，研究结果

将为促进大面积推广使用嘧菌酯防治马铃薯晚疫

病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1.1.1 植物材料

河北马铃薯品种为‘北京红’；甘肃马铃薯品

种为‘克新6号’；青海马铃薯品种为‘乐薯1号’。

1.1.2 供试药剂

250 g/L 嘧菌酯悬浮剂，美国默赛技术公司；

250 g/L 嘧 菌 酯 悬 浮 剂 ， 英 国 先 正 达 有 限 公 司 ；

68%精甲霜灵·锰锌水分散粒剂，瑞士先正达作物

保护有限公司。

1.2 试验方法

试验分别在河北省承德市围场县三号村、甘

肃省白银市靖远县乌兰镇东关村和青海省乐都县

中岭乡干沟脑村进行。在历年马铃薯晚疫病发生

较重，水肥条件较好地块，采用随机区组设计，4次

重复，进行小区试验，各小区面积30 m2。马铃薯种

植穴距 30 cm，垄上行距 45 cm，垄间行距 75 cm。

各地区药剂试验设计如表1~3所示。采用常规茎叶

喷雾处理，药液量为 50 L/667m2，第 1次施药时间

为马铃薯晚疫病发病初期，每隔 7 d喷药 1次，河

北地区共喷药3次，甘肃和青海地区共喷药2次。

1.3 调查方法

施药前调查晚疫病发病基数，最后一次施药7 d
后进行防效调查。调查采用每小区对角线 5 点取

样，每点选两株调查全部叶片，计算病叶率和病情

指数。病情分级标准参照GB/T17980.34-2000农药

田间药效试验准则进行。0级：无病斑；1级：病斑

面积占整个叶面积5%以下；3级：病斑面积占整个

叶面积6%~10%；5级：病斑面积占整个叶面积11%
~20%；7级：病斑面积占整个叶面积21%~50%；9
级：病斑面积占整个叶面积50%以上。

病情指数和药剂的防治效果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CK0—空白对照区施药前病情指数；

CK1—空白对照区施药后病情指数；PT0—药剂处理

区施药前病情指数；PT1—药剂处理区施药后病情

指数。

病情指数= Σ（各级病叶数 ×各级代表）
调查总叶数 ×最高一级代表值

×100

防治效果（%）= (1 - CK0 ×PT1
CK1 ×PT0

) ×100

表1 供试药剂试验设计（河北）

Table 1 Design of tested agents (Hebei)

处理

Treatment

A
B
C
D
E

药剂

Fungicide

250 g/L嘧菌酯悬浮剂（默赛）

250 g/L嘧菌酯悬浮剂（默赛）

250 g/L嘧菌酯悬浮剂（默赛）

250 g/L嘧菌酯悬浮剂（先正达）

清水对照

施药量（有效成分）

（g/hm2）

Agent dose
(active ingredient)

56.25
75.00
93.75
75.00
-

表2 供试药剂试验设计(甘肃)
Table 2 Design of tested agents (Gansu)

处理

Treatment

A
B
C
D
E

药剂

Fungicide

250 g/L嘧菌酯悬浮剂（默赛）

250 g/L嘧菌酯悬浮剂（默赛）

250 g/L嘧菌酯悬浮剂（默赛）

250 g/L嘧菌酯悬浮剂（先正达）

清水对照

施药量（有效成分）

（g/hm2）

Agent dose
(active ingredient)

56.25
75.00
93.75
75.00
-

表3 供试药剂试验设计(青海)
Table 3 Design of tested agents (Qinghai)

处理

Treatment

A
B
C
D
E

药剂

Fungicide

250 g/L嘧菌酯悬浮剂（默赛）

250 g/L嘧菌酯悬浮剂（默赛）

250 g/L嘧菌酯悬浮剂（默赛）

68%精甲霜灵·锰锌水分散粒剂（先正达）

清水对照

施药量（有效成分）

（g/hm2）

Agent dose
(active ingredient)

56.25
75.00
93.75

1 0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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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不同杀菌剂对河北地区马铃薯晚疫病的防治效果

Table 4 Control efficacy of different fungicides on potato late blight in Hebei Province
药剂

Fungicide
250 g/L嘧菌酯悬浮剂（默赛）

250 g/L嘧菌酯悬浮剂（默赛）

250 g/L嘧菌酯悬浮剂（默赛）

250 g/L嘧菌酯悬浮剂（先正达）

清水对照

施药量（有效成分）（g/hm2）

Agent dose (active ingredient)
56.25
75.00
93.75
75.00
-

病情指数

Disease index
4.57
2.03
3.16
2.15
9.29

防效（%）

Control efficacy
50.57 cC
77.53 aA
64.84 bB
77.40 aA

-

表5 不同杀菌剂对甘肃地区马铃薯晚疫病的防治效果

Table 5 Control efficacy of different fungicides on potato late blight in Gansu Province

药剂

Fungicide
250 g/L嘧菌酯悬浮剂（默赛）

250 g/L嘧菌酯悬浮剂（默赛）

250 g/L嘧菌酯悬浮剂（默赛）

250 g/L嘧菌酯悬浮剂（先正达）

清水对照

施药量（有效成分）（g/hm2）

Agent dose (active ingredient)
56.25
75.00
93.75
75.00
-

病情指数

Disease index
0.79
0.72
0.60
0.76
4.40

防效（%）

Control efficacy
80.10 cC
82.70 bB
85.20 aA
83.20 bB

-

表6 不同杀菌剂对青海地区马铃薯晚疫病的防治效果

Table 6 Control efficacy of different fungicides on potato late blight in Qinghai Province

药剂

Fungicide
250 g/L嘧菌酯悬浮剂（默赛）

250 g/L嘧菌酯悬浮剂（默赛）

250 g/L嘧菌酯悬浮剂（默赛）

68%精甲霜灵·锰锌水分散粒剂（先正达）

清水对照

施药量（有效成分）（g/hm2）

Agent dose (active ingredient)
56.25
75.00
93.75

1 020.00
-

病情指数

Disease index
4.01
3.57
2.42
3.38

15.39

防效（%）

Control efficacy
71.26 cB
77.18 bAB
84.02 aA
76.58 bB

-

2 结果与分析

2.1 河北地区防治效果

河北地区防效结果见表 4，美国默赛技术公司

的250 g/L嘧菌酯悬浮剂有效成分用量在75.00 g/hm2

时对马铃薯晚疫病的田间防效最好，第3次施药7 d
后的防效达到 77.53%，与英国先正达有限公司的

250 g/L嘧菌酯悬浮剂对马铃薯晚疫病的防效无显著

性差异。上述结果表明，250 g/L嘧菌酯悬浮剂在河

北地区对马铃薯晚疫病具有较好的防治效果。

2.2 甘肃地区防治效果

甘肃地区防效结果见表5，美国默赛技术公司

250 g/L嘧菌酯悬浮剂有效成分用量为 56.25 g/hm2、

75.00 g/hm2、93.75 g/hm2，第 2次施药 7 d后的防效

均达到了80%以上，并且在75.00 g/hm2用量下，美

国默赛技术公司和英国先正达有限公司的 250 g/L

嘧菌酯悬浮剂对马铃薯晚疫病的田间防效无显著性

差异，表明 250 g/L嘧菌酯悬浮剂在甘肃地区对马

铃薯晚疫病具有良好的防治效果。

2.3 青海地区防治效果

青海地区防效结果见表6，美国默赛技术公司

250 g/L嘧菌酯悬浮剂对马铃薯晚疫病的田间防效

注：病情指数采用3次重复的平均值。采用Duncan's新复极差法进行多重比较，小写字母表示0.05水平下差异显著性，大写字母表示

0.01水平下差异显著性，下同。

Note: Disease index was the average over three replicates. Treatment means were separated using Duncan's multiple range test. Small and capital letters
were used to indicate difference at 0.05 and 0.01 levels of probability, respectively. The same below.

250 g/L嘧菌酯悬浮剂对不同地区马铃薯晚疫病的防治效果分析——游文宇，梁艳东，苏 毅，等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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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为随用药量增加而升高的趋势，有效成分用

量为 93.75 g/hm2时，第 2次施药 7 d后的防效达到

84.02%，极显著高于 68%精甲霜灵·锰锌水分散

粒剂的防效，表明 250 g/L嘧菌酯悬浮剂在青海地

区对马铃薯晚疫病同样具有良好的防治效果。

3 讨 论

马铃薯晚疫病是在马铃薯产区普遍发生的一

种流行性、毁灭性的重大病害，目前虽有部分

抗、耐病品种，但生产上仍然离不开化学防治，

科学喷施有效杀菌剂仍然是减轻马铃薯晚疫病害的

关键有效措施[9-11]。通过本试验研究发现，250 g/L嘧

菌酯悬浮剂对河北、甘肃、青海3个地区的马铃薯

晚疫病均具有较好的防治效果，该研究结果可为

250 g/L嘧菌酯悬浮剂在生产上防治马铃薯晚疫病

的推广使用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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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金辉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3月15日，是一家以农业科技开发、农业机械设备、化肥研发与

销售为项目的私营公司，总部位于大庆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公司以服务三农为宗旨，以质量和诚信求生
存，以科技创新求发展，以广交天下朋友为理念，以农民增收为己任，始终以农业生产者的市场需求为导向，以解
决生产中出现的实际问题为立足之本。

公司本着节约就是增效的观念，重点研究并生产的产品有信丰圆牌马铃薯中微量元素水溶肥；防治早晚疫病
高效、低成本新型复配药剂（亩成本低于 10 元/次）；防治除草剂药害（包括前茬、封闭及苗后除草剂使用不当引
起的）的专用药剂；马铃薯种薯繁育专用播种机、收获机等；脱毒马铃薯，品种有鲜薯食用型中晚熟品种‘克新
13 号’、‘克新 18 号’；淀粉加工专用型品系‘ND0702-49’；早熟品种‘早大白’、‘尤金’、荷兰系列、‘中薯5号’
和‘龙引薯1号’等。

此外，公司还重点发展以下几方面的业务：
针对各地区的土壤类型及养分含量，结合马铃薯的需肥规律，为客户制订一整套科学合理的立体化平衡施肥

技术体系。
根据各地区的气候特点制订早晚疫病综合防治技术体系（包括高效低成本早晚疫病防治药剂）。
致力于马铃薯种薯繁育技术体系及种薯质量控制技术研究，可根据客户的需求，对马铃薯种薯生产进行全程

指导。

联系地址：大庆市高新区火炬新街 40 号 邮 编：163310

联 系 人：金光辉 邮 箱：dqjhny@163.com

联系电话：0459-6280535 13946967350

大庆金辉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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