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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南山区防治马铃薯晚疫病的药剂筛选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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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应用 目前市场上梢售的�种农药

，

分别在原州区的清河镇大堡村和头营镇徐河村内固原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科研基地两个点进行马铃薯晚疫病的防治试验
。
结果表明

，

甲霜灵锰锌对防治马铃薯晚疫病效果最好
，

在两个试验点的产

量均为第一
，

分别比对照增产����和 �����先
，
方差分析达到极显著水平

。

代森锰锌和克寡对晚疫病的防治也有一定效果
。

关键词
�

马铃薯� 晚疫病 � 药剂

马铃薯晚疫病是由马铃薯晚疫病菌 「八厂����

�人��� ����
��

二 ��
������ �

�卿�引起的一种真菌性病

害
，

凡是种植马铃薯的地区均有发生
，

也是宁南

山区马铃薯的主要病害
，

对各种类型的马铃薯均

有危害
，

尤对加工型的马铃薯更为严重 〔” 。

本试验

针对加工型品种易感晚疫病
，

发病重的特点
，

拟通

过对几种化学药剂的筛选
，

选择出防治晚疫病的最

佳药剂和方法
，

用于指导大面积种植马铃薯的晚疫

病防治
，

为宁南山区马铃薯晚疫病的大面积防治

提供科学依据
。

� 材料与方法

�� 供试品种和供试药剂

供试品种为易感晚疫病的加工型品种布尔班

克
，

供试药剂及剂型见表 �
。

�� 试验设计与方法

小区试验分别设在历年晚疫病发生严重的原州

区清河镇大堡村�海拔 ���� ��和头营镇徐河村固

原市农科所试验基地�海拔 ������且选择在历年

晚疫病较重的地块
。

试验设 �个处理
，
�次重复

，

小区面积 巧 时
，

设对照区�喷清水�
，

在病害初发

期第一次喷药
，

喷药次数不少于 �次
，

喷药前调查

一次发病情况
，

每次喷药后 �� �调查一次发病情

况
，

调查时每小区按对角线取 �个点
，

每个点调查

�株
，

记载发病株数
，

发病级别
，

并计算病情指

数� 成熟后实收块茎测产
，

并对小区各处理进行新

复极差显著性测定
。

表 � 供试药剂

编号 药剂名称 药剂用量��
·

��一 剂型含量

� 甲霜灵锰锌 ���� ���可湿性粉剂

� 代森锰锌 ���� ���可湿性粉剂

� 克露 ���� ���可湿性粉剂

� 百菌清 ���� ���可湿性粉剂

� 甲霜铜 ���� ���可湿性粉剂

� 消菌灵 ���� 巧�可湿性粉剂

� 对照����

收稿日期
� �����一��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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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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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从事马铃薯新品种

选育和推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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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结果与分析

��� 原州区清河镇大堡村试验点不同药剂处理的

药效分析

�
�

�
�

� 不 同药剂对病情指数的影响

由表 �可以看出
，

在喷药前各处理的病情指数

相近
，

与 �� 比较喷药后的各处理对马铃薯晚疫病

的发生发展均有一定程度的控制
。

经第三次喷药防

治
，
�处理的防治效果最好为��

�

��
，

然后依次为

处理 � 为 �����
，

处理 � 为 ����
，

处理 �为

�����
，

处理 �为����
，

处理 �为��
�

��
。

�
�

�
�

� 不 同药剂对产量的影响

对田间小区实收测产结果表明
，

药剂对病情指

数的控制与产量结果有明显的相关性
，

对晚疫病防

治效果最好的处理 �产量最高为 ����� ��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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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与对照 ����
�

���
·

��一 相比增产呈极显著 � 另外
，

代森锰锌
、

克露与对照相比较产量也达到极显著水

平
，

百菌清产量与对照比达显著水平
，

甲霜铜
、

消

菌灵与对照相比较产量差异不显著
。

表 � 原州区清河镇大堡村马铃薯晚疫病药剂防治试验

病情指数���

处 理 喷药前
�月 ��日

第 �次药后 第 �次药后 第 �次药后 小区产量����

�月 �日 �月 ��日 �月 �日

折合单产

���
·

��一�

差异显著性
比 ��增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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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头营镇徐河村市农科所试点马铃薯晚疫病药剂防治试验

差异显著性

处 理 喷药前
�月 ��日

病情指数���

第 �次药后 第 �次药后 小区产量����

�月 ��日 �月 ��日

折合单产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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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州区头营镇徐河村试点不同药剂处理的药

效分析

���
�

� 不 同药剂对病情指数的影响

从表 �看出
，

在喷药前各处理的晚疫病已经普

遍发生
，

喷药后仅有处理 � ���� �
·

��二对病情指

数有所控制
，

其它药剂对晚疫病防治效果不显著
。

����� 不 同药剂对产量的影响

试验经方差分析
，

喷施 甲霜灵锰锌产量达

�� ���
�

���
·

��一
，

与对照 �����
�

���
·

��一 相比极

显著增产
，

喷施代森锰锌也有较大幅度增产
，

达显

著水平
，

其它药剂与对照相比产量差异不显著
。

� 结果与讨论

通过对两个试验点各药剂处理病情指数的对比

和产量结果分析表明
，

���甲霜灵锰锌
，

无论是对

地上部分植株病情的控制
，

还是对块茎产量的影响

都有较好的防治效果
，

是较为理想的晚疫病防治药

剂 � ���代森锰锌和���克露对晚疫病也有一定防

治效果
，

可以结合甲霜灵锰锌对晚疫病进行防治
，

而且这三种药剂价格较低
，

投产比较高
，

经济效益

显著
，

其它药剂的防治效果不明显
，

建议以后的生

产中不再施用
。

试验中两个试验点调查的晚疫病病

情指数差异很大
。

分析是由于两个试验点药剂施用

的起始时间和间隔周期不同而引起
，

大堡村试验点

施药时间过早
，

间隔时间稍长
，

以致前期施药后各

处理的病情指数差异不显著
，

导致后期晚疫病爆发

时药效已过
，

不能有效延缓晚疫病的发生
，

因而未

能充分发挥药剂的防治效果 � 头营村试验点则相

反
，

施药时间偏迟
，

第一次喷药时植株发病已相当

严重
，

第二次喷药时植株已全部死亡
，

未能进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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沼肥与有机肥和化肥在马铃薯生产中的配合施用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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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为探讨沼肥
、

圈肥和化肥等几种肥料对马铃薯产量构成因素与经济现状的影响程度
，

探索沼肥对有

机肥和化肥的替代关系
，

特进行了沼肥与有机肥和化肥在马铃薯生产中的配合施用试验
。

结果表明
，

施用沼肥和

配合施用肥料的处理大薯率占�����
一
��

�

��
，
比对照增加 �

�

��一
����

，

处理 �� 的大薯率最多�������� 处理 �的

产量最高�������
·

��一
，

说明
，

圈肥在马铃薯生产中的作用不可替代
，

沼肥与等量的圈肥和复合肥及尿素配合虽

不能更好地增加马铃薯的产量
，

但能提高大薯率
。

建议在马铃薯生产中最好用沼肥
、

圈肥
、

复合肥和尿素配合施

用
，

既能改善土壤结构
，

又能使马铃薯具有更好的经济性状和市场竞争力
。

关键词
�
沼肥 � 有机肥� 马铃薯

随着沼气池的普及
，

沼肥越来越广泛地施用于

各种作物的生产中
，

且取得良好的效果
。

纯施沼液

作基肥
，

马铃薯能增产
，

每 ��� 时 最佳用量在

����
一
�����宕

’�。 马铃薯使用沼液浸种能打破休眠
、

刺激萌发
，

沼渣
、

沼肥配合施用效果显著
，

且沼肥

能增强抗逆性和改善品质等【�例
。

为探讨沼肥
、

圈

肥和化肥等几种肥料对马铃薯产量构成因素与经济

现状的影响程度
，

探索沼肥对有机肥和化肥的替代

关系
，

特进行了马铃薯施沼肥
、

圈肥和化肥等几种

配合及比较试验
。

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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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试材料

供试沼肥
� 已正常使用 �年的沼肥

，

该沼液为

黑褐色
，
����� 左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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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喷药防治
，

前两次喷施的药剂也因时间较迟而

未能有效延缓病情的发展
，

因而也没有充分发挥药

剂的防治效果
。

两个试验点均未能取得更理想的防

治效果
，

表明用化学药剂防治晚疫病不仅需要筛选

好的药剂
，

药剂的喷施时间也同样重要
，

否则亦难

以发挥其防病效果
。

试验结果表明
，

针对宁南山区 �月份雨水较

集中的气候特点
，

认为较好的施药时间应在 �月

底到 �月初
，

施药间隔时间以 �一�� �为佳
。

为了

更好地防治马铃薯晚疫病
，

在筛选适宜的防治药剂

的同时
，

还应结合晚疫病预测预报工作���
，

估算最

佳的施药时间
，

才能最大限度地延缓晚疫病的发

生 � 若能对易感晚疫病的马铃薯品种进行播期试

验
，

在不影响植株生长的条件下提早播种且要推

广抗病品种
，

选用无病种薯
，

改进栽培措施
，

以

避开晚疫病发病时间
，

将可望达到最理想的晚疫

病防病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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