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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 Potato black scurf (Rhizoctonia solani Kühn) is widespread and serious in Inner Mongolia. Four fungicides

were tested in field plot experiments in 2013 for control of potato black scurf.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when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the control efficacy of 24% Pulsor SC 90 mL/667 m2, 50% BAS70301F SC 33.3 mL/667 m2, 30% BAS7004F SC 40

mL/667 m2 and 25% Amistar SC 60 mL/667 m2 was 93.0%, 90.4%, 89.3% and 86.6%, and yield increase was 17.5%, 15.3%,

13.1% and 11.9%, respectively.All the treatments had excellent effect on the control of potato black scu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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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马铃薯黑痣病（Rhizoctonia solani Kühn）在内蒙古发生普遍而又严重。2013年通过田间小区方法进行

了4种杀菌剂防治试验。结果表明：24%满穗悬浮剂90 mL/667 m2、50% BAS70301F悬浮剂33.3 mL/667 m2、30%
BAS7004F 悬浮剂 40 mL/667 m2和 25%阿米西达悬浮剂 60 mL/667 m2处理，防效分别为 93.0%、90.4%、89.3%和

86.6%，增产分别为17.5%、15.3%、13.1%和11.9%，均具有优良的防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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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黑痣病，又称茎基腐病（Rhizoctonia
solani Kühn），是立枯丝核菌引致的、以带病种薯

和土壤传播的病害，广泛分布世界许多国家[1,2]。近

些年，马铃薯黑痣病在内蒙古自治区发生普遍而又

严重，是阴山北麓的主要病害[3] 。内蒙古自治区马

铃薯黑痣病严重发生的原因主要是随着种植面积迅

速增加，轮作减少加上原有的适宜气候条件所致。

在目前内蒙古自治区难以进行有效轮作的情况下，

药剂防治应该是简单而易行的防治途径，为此，

2013年我们选择了近些年发现的有效杀菌剂在同

一试验地进行了防治马铃薯黑痣病药效试验[4]，以

进一步明确杀菌剂的效果和使用方法。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作物品种和药剂

供试作物马铃薯，品种为‘克新1号’，易感黑

痣病，使用脱毒种薯。供试药剂见表1。
1.2 试验条件

试验地设在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达茂旗石宝镇

西营盘 3号村。土壤属砂壤土，pH = 8.0。前茬作

物为马铃薯，土壤肥力较好。每 667 m2施有机肥

（羊粪）500 kg和撒可富牌马铃薯复合肥25 kg 。6月

4 日播种、机器条播、覆膜滴灌栽培。大行距 90
cm、小行距 50 cm、株距 40 cm，9 月 29 日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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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期间滴灌浇水4次。中耕、培土各2次。

1.3 试验方法

1.3.1 试验设计

试验设 5个处理（表 2）， 4次重复，共计 20个

小区，随机区组排列，小区面积30 m2。

1.3.2 施药方法

采用沟施的方法，用水量50 L/667 m2。即6月

4日每处理开沟后先播种已提前切好的薯块，然后

将配制好的药液充分喷淋在种薯和周围的土壤上，

使土壤和种薯都充分沾上药液，然后覆土。施药只

进行一次。所有处理如浇水、追肥等管理与常规生

产相同。

1.3.3 调查方法

出苗期：每小区 50%苗出土之日即为其出苗

期。

出苗率：调查出苗结束后的田间小区苗数，与

播种数之比可获的出苗率。

地上茎病情指数：每小区取两垄 3 m 行长植

株，记录总茎数、各级病茎数。

马铃薯地上茎黑痣病分级标准：

0：无病斑。

1：病斑小于茎围的10%。

2：病斑为茎围的10%～25%。

3：病斑为茎围的26%～50%。

4：病斑为茎围的50%以上至环剥脱皮。

块茎病情指数：每小区取中间两垄100块茎调

查，记录总块茎数、各级病块茎数。

马铃薯块茎黑痣病分级标准：

0：无病斑。

1：病斑面积占整个薯块的5%以下。

2：病斑面积占整个薯块的6%～10%。

3：病斑面积占整个薯块的11%～25%。

4：病斑面积占整个薯块的26%～50%。

5：病斑面积占整个薯块的51%～75%。

6：病斑面积占整个薯块的76%～100%。

1.3.4 出苗率、病情指数、防效和增产率计算方法

出苗率（%）=（出苗数/播种数）× 100
病情指数（%）= [∑（各级病株（薯）数 × 相对级

数值）/(调查总株（薯）数 × 最高病级数值)] × 100
防治效果（%）= [（对照区病情指数 - 处理区病

情指数）/对照区病情指数] × 100
增产率（%）= [（处理区产量 - 对照区产量）/对

照区产量] × 100
2 结果与分析

2.1 出苗期

经调查各小区出苗期均在6月18日，说明处理

对出苗早晚无影响。

2.2 出苗率

6月23日调查出苗结束后的小区苗数，与播种

数之比可获的出苗率。计算所得出苗率结果及采用

邓肯氏新复极差法测定显著结果列表3。
从表3可知，各处理间出苗率无差异，说明供

试药剂、空白对照均对马铃薯出苗率无影响。

编号

Code
1
2
3
4

药剂名称

Fungicide
满穗

25%阿米西达悬浮剂

BAS70301F
BAS7004F

生产厂家

Producer
三菱商事（中国）商业有限公司

先正达（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巴斯夫（中国）有限公司

巴斯夫（中国）有限公司

有效成份

Active constituent
噻呋酰胺

嘧菌酯

未公布

未公布

含量剂型

Content and formulation
24%悬浮剂

25%悬浮剂

50%悬浮剂

30%悬浮剂

表 1 供试杀菌剂

Table 1 Detail of fungicides used in plot experiment

编号 Code

1
2
3
4
5

处理 Treatment

满穗240 g/L悬浮剂90 mL/667 m2

25% 阿米西达悬浮剂60 mL/667 m2

50% BAS70301F悬浮剂33.3 mL/667 m2

30% BAS7004F悬浮剂40 mL/667 m2

空白对照 不做任何处理

表 2 试验处理

Table 2 Experimental treat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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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地上茎病情指数

8月21日调查地上茎，结果地上茎没有溃疡斑

状病害发生。

2.4 块茎病情指数

9月29日小区块茎病情指数调查结果，计算所

得小区防效、平均防效及采用邓肯氏新复极差法

测定防效显著性结果见表4。
从表4结果可以看出：24%满穗悬浮剂90 mL/

667 m2、 50% BAS70301F 悬浮剂 33.3 mL/667 m2、

30% BAS7004F 悬浮剂 40 mL/667 m2和 25%阿米西

达悬浮剂60 mL/667 m2处理相对空白对照防效分别

为 93.0%、90.4%、89.3%和 86.6%，均具有优良的

防治效果。比较而言24%满穗悬浮剂90 mL/667 m2

防效最好，其次 50%BAS70301F 悬浮剂 33.3 mL/
667 m2 和 30%BAS7004F 悬浮剂 40 mL/667 m2 处理

两者相当，25%阿米西达悬浮剂 60 mL/667 m2 处

理稍差。

从表 5 可知：24%满穗悬浮剂 90 mL/667 m2、

50% BAS70301F 悬 浮 剂 33.3 mL/667 m2、 30%
BAS7004F 悬浮剂 40 mL/667 m2和 25%阿米西达悬

浮剂 60 mL/667 m2处理相对空白对照增产分别为

17.5%、15.3%、13.1%和11.9%。

表 3 杀菌剂防治马铃薯黑痣病出苗率结果

Table 3 Rate of emergence of potato in experiment of fungicides on control of potato black scurf

处理

Treatment
满穗Pulsor
阿米西达 Amistar
BAS70301F
BAS7004F
空白对照 CK

各小区出苗率（%）Rate of potato emergence
Ⅰ

96.0
95.0
95.0
95.0
95.0

Ⅱ
95.0
95.0
96.0
96.0
95.0

Ⅲ
95.0
96.0
96.0
95.0
96.0

Ⅳ
97.0
96.0
95.0
95.0
95.0

平均出苗率（%）

Average
95.8
95.5
95.5
95.3
95.3

差异显著性Significance
0.05
a
a
a
a
a

A
A
A
A
A

0.01

表4 杀菌剂对马铃薯黑痣病防效

Table 4 Control efficacy of various fungicides on potato black scurf

处 理

Treatment

满穗 Pulsor
阿米西达 Amistar
BAS70301F
BAS7004F
空白对照 CK

小区病情指数（%）

Plot disease index
Ⅰ

1.67
3.00
2.33
2.50

23.33

Ⅱ
1.67
3.33
2.50
2.50

23.83

Ⅲ
1.67
3.00
2.00
2.50

22.33

Ⅳ
1.50
3.17
2.17
2.50

24.00

小区防效（%）

Plot control efficacy
Ⅰ

92.86
87.14
90.00
89.29

-

Ⅱ
93.01
86.01
89.51
89.51

-

Ⅲ
92.54
86.57
91.04
88.81

-

Ⅳ
93.75
86.81
90.97
89.58

-

差异显著性

Significance
0.05

a
d
b
c
-

0.01
A
C
B
B
-

平均防效（%）

Average control
efficacy

93.0
86.6
90.4
89.3

-

表5 杀菌剂防治马铃薯黑痣病产量结果

Table 5 Yield of potato treated with various fungicides for control of potato black scurf

处 理

Treatment
满穗 Pulsor
阿米西达 Amistar
BAS70301F
BAS7004F
空白对照 CK

各小区样本产量（kg/10 m2）Plot yield
Ⅰ

31.5
30.4
30.5
29.8
26.6

Ⅱ
31.8
30.0
31.0
30.2
27.0

Ⅲ
31.2
29.6
30.8
30.7
26.7

Ⅳ
31.4
30.1
31.2
30.4
26.7

样本平均产量（kg/10 m2）

Plot average yield
31.5
30.0
30.9
30.3
26.8

差异显著性 Significance
0.05

a
c
b
c
d

0.01
A
C

AB
BC
D

增产（%）

Yield increase
17.5
11.9
15.3
13.1

-

几种杀菌剂对马铃薯黑痣病的防效——张建平，哈 斯，程玉臣

注：小写字母表示0.05水平上差异显著，大写字母表示0.01水平上差异显著，下同。

Note：Small and capital letters mean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0.05 and 0.01 levels, respectively. The same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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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所有供试药剂处理出苗期、出苗率均无差别，

据此认为，供试药剂处理对作物无不良影响；使用

安全。

供试药剂 24%满穗悬浮剂 90 mL/667 m2、50%
BAS70301F 悬浮剂 33.3 mL/667 m2、30%BAS7004F
悬浮剂 40 mL/667 m2和 25%阿米西达悬浮剂 60 mL/
667 m2处理，防效分别为 93.0%、90.4%、89.3%和

86.6% ，增产分别为 17.5% 、 15.3% 、 13.1% 和

11.9%。均具有优良的防治效果，可作为防治马铃

薯黑痣病的有效药剂应用。

有关药剂防治马铃薯黑痣病田间试验及室内病

菌毒力测定近年有一些报道。刘宝玉等[5]的研究指

出 25%嘧菌酯悬浮剂沟施（40 mL/667 m2）和拌种

（20 mL/100 kg 种薯）对薯块的防病效果分别为

90.7%和 86.0%，室内毒力测定对病原菌也有较好

的抑制作用，马永强等[6]的研究结论是，25%嘧菌

酯悬浮剂（10 mL/667 m2）沟施的 2 种施药方式防效

分别为68.98%、69.75%，曹春梅等[7]的研究则表明

24%噻呋酰胺悬浮剂毒力测定对病原菌有一定的抑

制作用，沟施（100 mL/667 m2）田间花期防效为

76.95%，薯块防效为 80.76%。上述研究的田间防

效与本试验的结果一致。

本试验也是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有

效药剂种类、施用方法、剂量，以便为内蒙古自治

区马铃薯黑痣病的防治找到有效易行的途径。因为

在国外现已明确的有效防治方法，如轮作、使用无

病种薯等方法在内蒙古目前生产实际中难以进行[8]

的情况下，药剂防治就显得更为重要。其中一些药

剂如以色列马克西姆化学公司的Custodia 320 SC和

20%甲基立枯磷乳油都可能有一点的效果，但有待

进一步试验明确。

使用上述药剂防治马铃薯黑痣病时，在开沟播

种后，将按剂量配制好的药液喷淋在种薯和周围的

土壤上，使土壤和种薯都沾上药液，然后覆土。施

药只进行一次。

50% BAS70301F悬浮剂和 30% BAS7004F悬浮

剂截止到 2013年已完成在中国的登记试验，预计

很快就会在中国市场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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