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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Control Efficacy of Jianda on Potato Black Scurf in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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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 Potato black scurf is a soil-borne disease, and the trend of the damage by the disease is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test effectiveness in field of Jianda (active ingredients: 21.2% fluxapyroxad and 21.2%

pyraclostrobin) on potato black scurf.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Jianda was proved to be more effective for potato black scurf

control,and thesuitabledosagewas30mL/667m2 ,withcontroleffectbeingabove82.62%andyield increaseby7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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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马铃薯黑痣病是一种土传病害，危害呈逐年加重趋势。本试验在田间条件下测定了新型药剂健达（有

效成分21.2%氟唑菌酰胺 + 21.2%吡唑嘧菌酯）对于马铃薯黑痣病的防治效果。结果表明：健达对马铃薯黑痣病具有

较好的防治作用，适宜用量为30 mL/667m2，防效82.62%，较空白对照增产75.47%。

关键词：健达；马铃薯；黑痣病

马铃薯黑痣病是由立枯丝核菌（Rhizoctonia
solani Kühn）引起的一种重要的土传性病害[1]，主要

危害马铃薯的幼芽、茎基部及块茎[2]，造成缺苗断

垄，严重时导致整株死亡，收获后薯块商品性大

大降低[3]。近些年，发病呈增长趋势，一般年份即

可造成马铃薯减产 15%左右，个别年份可造成全

田毁灭，严重影响着马铃薯的产量与品质，阻碍

了马铃薯产业的发展[4]。经调查全国各个马铃薯主

产区黑痣病均有不同程度的发生，一季作重病田

块病株率在 80%以上，二季作重病田块也在 5%~
10%左右 [5, 6]。目前，对于马铃薯黑痣病的防治，

主要通过田间农艺措施，或利用化学药剂、生物

菌剂进行预防和控制 [7, 8]。健达是德国巴斯夫有限

公司针对马铃薯黑痣病防治开发的一种新型药

剂，有效成分为 21.2%氟唑菌酰胺和 21.2%吡唑嘧

菌酯，通过联合巴斯夫(中国)有限公司，在宁夏干

旱半干旱区对其进行药效评估，旨在为科学合理

地推广使用药剂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供试材料：马铃薯品种‘宁薯1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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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试药剂：健达、阿米西达25% SC。

1.2 试验环境

试验于 2013年在固原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头营

科研基地进行，地处东径106°44'，北纬36°10'，海

拔1 550 m，当年试验区初霜期9月上中旬，终霜期

次年5月上中旬，生长期间月平均最高气温24.6℃，

最低气温1.4℃,平均气温17℃，降水436 mm，集中

于7、8、9三个月。试验田为旱作田，土壤类型为

黄绵土，前茬为马铃薯，2012年马铃薯黑痣病发

病严重；地势平坦，肥力中等。试验田管理按当地

常规方法进行。

1.3 试验方法

试验设 4 个处理，采用大区排列法，不设重

复，小区面积 300 m2。人工开沟方式播种，行距

50 cm，株距 33 cm，密度 4 000 株/667m2。试验设

计及药剂使用量见表1。
表1 试验设计

Table 1 Experimental design

处理

Treatment
1
2
3
4

试验药剂

Fungicide
当地常规（CK）
健达

健达

阿米西达25%SC

剂量 (mL/667m2)
Dose
—

30
40
60

稀释倍数

Dilution ratio
—

2000 ×
1500 ×
1000 ×

施药方法

Application method
沟施：开沟后，每区均匀播种，将配制好的药

液喷淋在块茎和周围的土壤上，使土壤和芽

块都沾上药液，然后覆土。

1.4 调查方法

所有调查，在各处理区随机取 3 点，即田块

前、中、后 3个区域。出苗后，每点取 120株，共

360株，调查出苗情况；开花后，每点取10株，共

30 株，调查株高；收获时，每点取 30 株，共 90
株，调查病薯、产量情况；计算出苗率、病情指

数、防治效果、有效产量。

马铃薯黑痣病块茎分级标准：0 级为无病；

1 级为病斑占整个薯块面积的 5%以下；2 级为病

斑占整个薯块面积的 6%~10%；3 级为病斑占整

个薯块面积的11%~25%；4级为病斑占整个薯块面

积的26%~50%；5级为病斑占整个薯块面积的51%~
75%；6级为病斑占整个薯块面积的76%~100%。

相应的计算公式如下：

出苗率（%）=（出苗数/播种数）×100；
相对出苗率（%）=（药剂处理区出苗率/对照区

出苗率）×100；
块茎病情指数 = ∑[（各级病薯数×相对级数）/

（调查总薯数 × 6）] × 100；
防治效果（%）=（1-药剂处理后病情指数/空白

对照区病情指数）× 100。
1.5 统计分析

试验数据采用DPS7.05进行统计分析，差异显

著分析采用Duncan新复极差法。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处理对马铃薯出苗率的影响

马铃薯出苗整齐后，每个处理取3点调查，每点

120株，调查出苗情况，计算出苗率和相对出苗率。

从表 2可以看出，药剂处理 2、3、4出苗率分别为

97.50%、95.83%、95.56%，远远高于对照处理 1
（89.72%），相对出苗率也分别达到了 108.67%、

106.81%、106.50%；处理2、3、4出苗率均极显著

高于对照处理1，但是三者之间互相差异不显著。说

明药剂处理有很好的保苗效果，具有一定安全性，可

显著提高马铃薯的出苗率，其中处理2效果最好。

2.2 不同处理对马铃薯株高的影响

盛花期，每个处理取3点调查，每点10株，利

用卷尺测量自然高度，计算平均高度。从表3可以

看出，处理2、3、4平均株高分别为79.70、72.80、
72.50 cm，远远高于对照处理1（65.40 cm），差异极

显著；而3个药剂处理之间，处理2与处理3、4差

异极显著，处理 3、4之间差异不显著。说明药剂

处理可以促进马铃薯植株生长，其中处理2效果尤

为显著。

2.3 不同处理对马铃薯黑痣病的防效

收获时，每个处理取 3点调查，每点取 30株，

共 90 株，调查病薯情况。从表 4 可以看出，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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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不同处理对马铃薯出苗率的影响

Table 2 Effects of different treatments on emergence rate of potato

处理

Treatment
2
3
4
1

平均出苗数（No.）
Average number of emergence

117.00
115.00
114.67
107.67

出苗率（%）

Emergence rate
97.50
95.83
95.56
89.72

相对出苗率（%）

Relative emergence rate
108.67
106.81
106.50
—

差异显著性 Difference significant
5%
a
a
a
b

1%
A
A
A
B

表3 不同处理对马铃薯株高的影响

Table 3 Effects of different treatments on plant height of potato

处理

Treatment
2
3
4
1

平均株高（cm）Average plant height
Ⅰ

79.5
72.3
73.4
65.4

Ⅱ
79.70
73.40
71.40
65.90

Ⅲ
79.90
72.70
72.70
64.90

平均 Average
79.70
72.80
72.50
65.40

差异显著性 Difference significant
5%
a
b
b
c

1%
A
B
B
C

表4 不同处理对马铃薯黑痣病的防效

Table 4 Control efficacy of different treatments on potato black scurf

处理

Treatment
1
4
2
3

平均病薯率（%）

Percentage of diseased potato tuber
6.43
2.02
1.53
0.38

平均病情指数

Average disease index
1.71
0.51
0.30
0.05

防效（%）

Control efficacy
—

69.92
82.62
96.88

差异显著性 Difference significant
5%
a
b
b
b

1%
A
B
B
B

2、 3、 4 平 均 病 薯 率 分 别 为 1.53% 、 0.38% 、

2.02%，平均病情指数分别为0.30、0.05、0.51，远

远低于对照处理1，且差异极显著，但是三者之间

互相差异不显著。说明药剂处理对马铃薯黑痣病

均有较好的防治效果，其中处理3效果最好。

2.4 不同处理对马铃薯结薯性的影响

收获时，每个处理取 3 点调查，每点取 30
株，共 90 株，调查结薯性、产量等。从表 5 可以

看出，药剂处理 2、3、4 平均商品薯率分别为

87.70%、85.56%、80.75%，虽然较对照处理分别

增加了 10.57%、7.86%、1.80%，但是差异不显

著；三者之间互相差异也不显著。从表 6 可以看

出，药剂处理 2、3、4 平均单株结薯个数分别为

6.98、 5.78、 7.04 个，平均单薯重分别为 0.07、

0.07、0.06 kg，虽然都较对照处理 1有不同程度的

增加，但是差异不显著；三者之间互相差异也不

显著。平均单株块茎重分别为 0.47、0.41、0.39
kg、较对照处理 1 分别增加了 62.07%、41.38%、

34.48%，其中处理2与处理1差异显著，与其它药

剂处理差异不显著。说明不同药剂处理对马铃薯

结薯性有一定影响，综合结果以处理2效果较好。

2.5 不同处理对马铃薯产量的影响

从表 7可以看出，药剂处理2、3、4平均产量分

别为1 834、1 572、1 494 kg/667m2，较对照处理1分
别增产75.47%、50.37%、42.94%，其中处理2与处

理1差异显著，与其它药剂处理差异不显著；处理3、
4与处理1及互相之间差异不显著。说明药剂处理可

以促进马铃薯增产，其中处理2效果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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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不同处理对马铃薯商品薯率的影响

Table 5 Effects of different treatments on marketable tuber rate of potato

处理

Treatment

1
2
3
4

30株30 plants
<50 g

个数(个）

Number
86.67
77.33
73.00

109.67

重量(kg)
Weight
1.78
1.70
1.76
2.25

50 ~150 g
个数(个）

Number
52.67
88.67
62.33
66.67

重量(kg)
Weight
3.33
5.21
4.17
3.86

> 150 g
个数(个）

Number
23.00
43.33
38.00
35.00

重量(kg)
Weight
3.62
7.19
6.37
5.62

平均商品薯率(%)
Average

marketable tuber rate

79.32
87.70
85.56
80.75

较CK±（%）

Compared with CK

—

10.57
7.86
1.80

差异显著性

Difference significant
5%
a
a
a
a

1%
A
A
A
A

表6 不同处理对马铃薯结薯性的影响

Table 6 Effects of different treatments on stolon of potato

处理

Treat⁃
ment

1
2
3
4

平均单株结薯

个数（个/株）

Tuber number
per plant

5.41
6.98
5.78
7.04

较CK±（%）

Compared
with CK

0.00
29.02

6.84
30.13

差异显著性

Difference
significant

5%
a
a
a
a

1%
A
A
A
A

平均单株块

茎重（kg/株）

Tuber yield
per plant

0.29
0.47
0.41
0.39

较CK±（%）

Compared
with CK

0
62.07
41.38
34.48

差异显著性

Difference
significant

5%
b
a

ab
ab

1%
A
A
A
A

平均单薯

重(kg/个)
Weight per

tuber
0.05
0.07
0.07
0.06

较CK±
（%）

Compared
with CK

0
40
40
20

差异显著性

Difference
significant

5%
a
a
a
a

1%
A
A
A
A

表7 不同处理对马铃薯产量的影响

Table 7 Effects of different treatments on yield of potato

处理

Treatment

2
3
4
1

播种密度

(株/667m2)
Density
4000
4000
4000
4000

平均出苗率(%)
Emergence

rate
97.50
95.83
95.56
89.72

平均单株结薯重

（kg/株）

Tuber yield/plant
0.47
0.41
0.39
0.29

折合产量

（kg/667m2）

Equivalent yield
1834
1572
1494
1045

较CK±（%）

Compared with CK

75.47
50.37
42.94
—

较处理4±（%）

Compared with
treatment 4

22.76
5.20
—

—

差异显著性

Difference significant
5%
a

ab
ab
b

1%
A
A
A
A

3 讨 论

马铃薯黑痣病是种薯和土壤带菌传播的病

害，病菌也可经风雨、灌水、昆虫和农事操作等

传播蔓延，扩大危害范围，控制难度较大，在生

产上通常采取综合防治的方法，但药剂防治仍是

较为重要的防治手段[9, 10]。本试验采用新型药剂健

达，研究表明其对马铃薯黑痣病具有不同程度的

防治作用，防效82.62%~96.88%，极显著高于空白

对照；与当前防治垄沟喷雾主要采用药剂阿米西

达25%SC相比[4]，虽然防效差异不显著，但防效高

12.70~26.96 个百分点，幅度 18.16%~38.55%。健

达对于马铃薯出苗率、株高、结薯性、产量影响

明显，与空表对照相比能极显著提高马铃薯出苗

率和株高，能显著提高单株块茎重和产量；能提

高商品薯率、单株结薯个数、单薯重，但是提高

幅度不显著。同时，健达综合效果优于阿米西达

25% SC，30 mL/667m2剂量处理综合效果优于40 mL/
667m2剂量处理，虽然后者防治效果较好，但是对于

出苗率、株高、结薯性，尤其是产量的影响，效果不

如前者，认为适宜用量为30 mL/667m2，40 mL/667m2

剂量处理可能对马铃薯生长产生了一定药害，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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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药害作用不显著。

本试验通过综合比较药剂处理对于马铃薯出

苗率、株高、防效、结薯性及产量的影响，认为

健达对防治马铃薯黑痣病有很好的效果，在生产

上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适宜用量为 30 mL/
667m2。另外，2013年试验期间研究区域气候较为

异常，尤其是 7 月份降雨较多，达到了 248 mm，

可能给研究结果带来一定影响，为了给产品推广

提供科学依据，还需进一步进行多点重复性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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