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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宁夏六盘山阴湿区马铃薯黄皿诱蚜盘中诱

到的蚜虫共有 23 个类型，其中桃蚜、麦二叉蚜、
玉米蚜、甘蓝蚜为优势种群。马铃薯生长前期蚜

量上升速度快，5 月底开始危害活动，到 6 月蚜量

升高，其中阳坡地高于、早于平台地。调查中发

现，马铃薯蚜虫危害第一次高峰期出现在 6 月 18
日左右，第二个高峰期出现在 7 月中旬，整个生

育期间出现三个明显峰值。因此，马铃薯蚜虫在

该地的防治适期为 6 月中下旬，应在无翅蚜第一

个高峰期前全面喷药防治，降低虫源基数，并控

制病毒病传播蔓延，提高种薯质量，以推动全区

马铃薯产业快速发展。

马铃薯蚜虫发生危害受作物的生育期、气候、
环境等因素影响，其中气温和降雨是主要影响因

素。温暖干旱天气有利于蚜虫的发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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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美人”彩色马铃薯是广西玉林市农科所 2006
年从甘肃兰州陇神航天育种研究所引进的马铃薯新

品种，在玉林市两年的试种表明，其适应性、产量、
市场前景较好。“黑美人”彩色马铃薯的引进带动玉

林市整个马铃薯产业的新发展，从根本上改变马铃

薯现有品种的结构与格局，对稳定粮食生产和产业

结构调整意义重大。
随着玉林市马铃薯的种植面积不断扩大，马铃

薯晚疫病逐渐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瓶颈。“黑美人”
彩色马铃薯原在西北（甘肃）种植，引进南方种植，

在气候、土壤特点和耕作制度上都有一定的区别，

玉林市地处广西的桂东南地区，冬种马铃薯的温度、
湿度相对比西北地区要高，这样的气候导致“黑美

人”彩色马铃薯对晚疫病的抵抗力有所下降[1]。由病

疫霉（Phytophthora infestans）引起的马铃薯晚疫病是

马铃薯生产中的一种毁灭性病害[2]，全市普遍发生，

发病率达 10%～60%，减产率达 20%～70%，近年有

日趋高发的趋势。这不仅造成了马铃薯田间产量和

品质的下降，而且危害到商品薯的储存、运输及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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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使用银法利、安克锰锌、双福和化霜 4 种杀菌剂对“黑美人”彩色马铃薯晚疫病进行防治，结果表

明，使用银法利 1 000 倍和安克锰锌 500 倍可有效防治“黑美人”彩色马铃薯晚疫病，防效均达 80%以上，在生产上值

得推广使用，并建议和其他杀菌剂交替使用。

关键词：“黑美人”彩色马铃薯；晚疫病；化学防治

!!!!!!!!!!!!!!!!!!!!!!!!!!!!!!!!!!!!!!!!!!!!!!

·349·几种杀菌剂对“黑美人”彩色马铃薯晚疫病的化学防治———李春晓，韦相贤，陈小梅，等



中国马铃薯，第 23 卷，第 6 期，2009

售，严重阻碍了玉林市马铃薯产业的发展和实现产

业化的进程。
目前马铃薯晚疫病的发生主要靠施用化学农药

进行防治[3]，所以本文有针对性地选择几种杀菌剂进

行田间药效试验，旨在筛选出高效、低毒、安全的

药剂来防治马铃薯晚疫病，以便对“黑美人”彩色马

铃薯今后的扩大种植及技术推广等工作奠定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药剂

银法利（687.5 g·L-1 氟吡菌胺·霜霉 WP，德国拜

耳作物科学公司生产）；安克锰锌（69%锰锌·烯酰

WG，德国巴斯夫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双福（58%甲

霜灵·代森锰锌WP，广西易多收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化霜（80%代森锰锌WP，广西桂林集琦生化有

限公司生产）。
1.2 试验设计

供试品种为“黑美人”彩色马铃薯，试验地设在

广西玉林市城北镇钟周村水稻制种田，质地为壤土，

肥力中等，排灌方便，面积约为 1.2 hm2。2007 年10
月 28 日按当地常规马铃薯种植技术和方法进行栽

培，每 667 m2 种植 5 000 株右左。当马铃薯苗长到

12~15 cm 高时，少量叶片叶尖或叶缘开始出现水渍

状黄褐色斑点。选择已感病马铃薯苗（发病初期）的

同一田块进行马铃薯晚疫病防治试验，每个处理在

同一时间喷药，同一时间调查并作好记录。试验使

用新加坡益农牌背负式喷雾器均匀喷雾，每 667 m2

用水量 90 L。于 2007 年 12 月 10日、19 日、30 日

各喷药 1 次，均匀施药于植株叶片正反面。
本试验共设 5 个处理：

处理 1：银法利 1 000 倍液；

处理 2：安克锰锌 500 倍液；

处理 3：双福 400 倍液；

处理 4：化霜 500 倍液；

处理 5：清水空白对照（CK）。
以上处理采用随机排列，每小区面积 15 m2，设

4 次重复。每小区种植 120 株，株行距 20~25 cm，

小区间距 1.0 m，试验地周围留保护行。
1.3 栽培管理及施药天气情况

田间管理适时中耕除草，开沟排水，培土两次。
每 667 m2 施用有机土杂肥 500 kg（鸡粪），加进口复

合肥 75 kg，硫酸钾肥 10 kg，集中沟施。试验期间

不进行其他病虫害防治。
施药期间降雨天数较少，对试验无明显影响，

试验期间日平均气温 20℃左右。
1.4 试验调查与统计方法

首次施药前与最后一次施药后 20 d 调查病情指

数并计算防效。每小区对角线 5 点取样，每点取 3
株，调查全部叶片，按下列分级方法记录[4]。

0 级：无病斑；

1 级：病斑面积占整个叶片面积 5%以下；

3 级：病斑面积占整个叶片面积 6%～10%；

5 级：病斑面积占整个叶片面积 11%～20%；

7 级：病斑面积占整个叶片面积 21%～50%；

9 级：病斑面积占整个叶片面积 50%以上。
按发病轻重顺序用简单数值表示，然后根据记

载发病情况计算病情指数和相对防效。计算方法如

下[4]：

防治效果（%）＝（1－————————） ×100

式中：CK0 为空白对照区药前病情指数；CK1 为

空白对照区药后病情指数；PT0 为药剂处理区药前病

情指数；PT1 为药剂处理区药后病情指数。

2 结果与分析

2.1 防治效果

喷药前调查马铃薯晚疫病，病情指数在 1.29%～
2.36%之间，病斑面积占整个叶片面积 5%以下的叶

片居多，属于发病初期。第 3 次施药 20 d 后进行情

指数调查，空白对照区发病严重，病情指数明显高

于药剂处理区，在 27.87%~30.13%之间，叶片病斑

均有不同程度发生，病斑面积占整个叶片面积 50%
以上的叶片占到 6%左右。药剂处理区也有不同程度

病害发生，但是相对对照处理区，防治效果明显，

病情指数在 2.04%~9.33%之间。第 3 次施药 20 d
后，喷施银法利 1 000 倍液和安克锰锌 500 倍液的

处理区，植株生长健壮，叶色浓绿，叶片大而肥厚，

平均防效分别为 88.51%和 84.21%；喷施双福 400
倍液和化霜 500 倍液的对照药剂处理区，植株长势

较差，病情比银法利、安克锰锌要严重一些，防治

效果分别为 73.80%和 69.94%。结果表明，银法利

CK0×PT1

CK1×P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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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病叶数×相对级数值）

调查总叶数×最高级数
×100病情指数（%）=



处 理
重
复

药前病
指（%）

药后病
指（%）

防效
（%）

平均
防效

（%）

银法利 1 1.96 2.04 93.08

88.51 A a
2 1.82 3.47 88.45

3 1.73 3.60 85.62

4 1.51 3.73 86.91

安克

锰锌

1 2.36 3.91 89.00

84.21 AB a
2 1.73 5.20 81.77

3 1.56 4.71 79.12

4 1.82 4.49 86.94

双福 1 1.56 6.80 71.07

73.80 BC b
2 1.64 6.62 75.51

3 1.51 7.38 66.23

4 1.87 6.22 82.38

化霜 1 1.78 8.80 67.19

69.94 C b
2 1.96 8.22 74.56

3 2.18 7.47 76.32

4 1.29 9.33 61.70

CK 1 2.00 30.13

2 1.69 27.87

3 2.04 29.51

4 1.56 29.47

差异显著性

1% 5%

表 1 4 种农药马铃薯晚疫病的防治效果

注：不同大小字母分别表示 1%极显著和 5%的显著水平。

和安克锰锌对“黑美人”彩色马铃薯晚疫病相对具有

较好的防治效果，防治效果均超过 80%，分别与常

规药剂双福和化霜的防效在 5%水平上显著差异。其

中银法利对马铃薯晚疫病的防效效果最好，与双福

和化霜的防效在 1%水平上表现极显著差异（表 1）。

2.2 安全分析

通过观察，银法利对马铃薯晚疫病具有很好防

效，有效期可达 10~15 d，而且在该药剂的试验范围

内均没有药害反应，对作物和环境安全，能够为新

叶、茎秆、块茎、幼果提供了全面和持久保护，耐

雨水冲刷，为在雨季马铃薯防病提供可靠保障。安

克锰锌、双福和化霜均属于低毒杀菌剂，安全性较

好，对试验作物无药害症状，对马铃薯晚疫病也具

有一定的防效。

3 讨 论

试验结果表明，4 种药剂均能对彩色马铃薯晚

疫病的发生与危害有一定的控制作用，防治效果都

在61%以上，其中，银法利、安克锰锌 2 种药剂的

防治效果相对较好，药效时间较长，是目前防治彩

色马铃薯晚疫病的理想药剂。化霜、双福对彩色马

铃薯晚疫病防治，在前期有一定作用，但发病后期

或停药后的控制效果不理想，与银法利防治效果差

异较大。建议在生产中选用银法利 1000 倍液和安克

锰锌 500 倍液对该品种的马铃薯晚疫病进行喷施防

治。生产中要结合气候条件，间隔 7～10 d 用药1 次，

连续施药 2～3 次即可达到理想的防治效果[5]。
试验药剂银法利、安克锰锌未对其他作物及有

益生物产生过危害，因此可在马铃薯种植区大面积

推广使用，但该药剂成本较高，农民难以接受，给

大面积推广应用带来一定的困难。
建议搞好综合防治，实际生产中随着使用农药

次数和剂量的增多和加大，单一使用农药出现明显

的植株抗药性或耐药性现象不容忽视，要提高防治

马铃薯晚疫病的效果应选用较稳定的药剂，掌握正

确的用药时期和用药量，将生物防治、化学药剂防

治等手段相结合，延长药剂的使用年限，达到经济

和效益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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