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黑龙江省土质肥沃，气候冷凉，年平均降雨量

在 500 mm 左右，是我国重要的马铃薯种薯、商品

薯和加工原料薯的生产基地之一，年种植面积约

43.3万 hm2[1]。但是每年在马铃薯的生长季节，尤其

是7、8 月份，正逢雨季，冷凉潮湿的气候非常适合

晚疫病菌的生长和繁殖，加之感晚疫病的早熟品种

和加工型品种的种植面积的进一步加大，导致黑龙

江省马铃薯晚疫病每年都有发生，并有日趋严重的

趋势，这不仅造成了马铃薯田间产量和品质的下降，

而且危害到种薯及加工原料薯的储藏及运输，严重

地阻碍了黑龙江省马铃薯生产的发展和实现产业化

的进程[2]。因此，选出防治晚疫病的最佳药剂和方

法，用于指导大面积马铃薯种薯繁育及商品薯的生

产，为晚疫病的防治提供科学依据，显得尤为重要。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供试品种：早大白

供试药剂: ① 52.2%抑快净 WG（有效成分：

恶唑菌酮、霜脲氰，美国杜邦公司）1500 倍; ②

72%克露 WP（有效成分：霜脲氰，美国杜邦公司）

600 倍; ③64%杀毒矾 WP（有效成分：恶霜灵、代

森锰锌，瑞士诺华公司）600 倍。

试验地点及条件：试验地设在牡丹江农科所试

验田。试验地为河淤土，有机质含量为 2.7%，田

间管理同大田。

1.2 方法

试验于 2006 年进行，共设 7 个处理，随机区组

排列，3 次重复，小区行长 10 m，垄距 0.75 m，6 行

区，小区面积 45 m2。各处理所用药剂及稀释倍数如

表 1。7 月 20 日发现中心病株后喷药，采用人工背

负式喷雾器喷雾，每公顷喷药量 150 kg。一周后喷

第二次药。

1.3 调查方法

调查每小区随机取 20 株，喷药前和第二次喷

药后 7 d 调查。调查记录单株总叶片数，病叶片

数，按国家马铃薯品种试验疫病调查标准计算病情

指数和防治效果[3]。

0 级：无任何症状；1 级：叶片有个别病斑；2

级：1/3 叶片有病斑；3 级：1/3~1/2 叶片上有病

斑；4 级：1/2 叶片感病，茎上有病斑。

1.4 计算公式

病情指数（%）=

防治效果（%）=

1.5 统计方法

应用 DPS 数据处理系统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4 ]。

试验处理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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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试验通过对 3 种杀菌剂不同施用方法防治马铃薯晚疫病的效果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52.2%抑快净、

72%克露、64%杀毒矾 3 种药剂交替施用对马铃薯晚疫病的防效要好于药剂单独施用。其中 52.2%抑快净与 72%克露

交替施用效果最佳，防效达 91.9%，增产 76.7%；其次分别为 52.2%抑快净与 64%杀毒矾、72%克露与 64%杀毒矾交

替施用，防效分别为 86.3%、84.8%，增产 66.0%、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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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抑快净水分散粒剂与 64%杀毒矾可湿性粉剂交替施用 2 次 抑快净 1500 倍

2 52.2%抑快净水分散粒剂与 72%杜邦克露可湿性粉剂交替施用 2 次 克露 600 倍

3 64%杀毒矾可湿性粉剂与 72%杜邦克露可湿性粉剂交替施用 2 次 杀毒矾 600 倍

4 52.2%抑快净水分散粒剂施用 2 次

5 72%杜邦克露可湿性粉剂施用 2 次

6 64%杀毒矾可湿性粉剂施用 2 次

7（CK） 清水

1

处 理 药 剂 稀释倍数

表 1 试 验 处 理

Ⅰ Ⅱ Ⅲ T 0.05 0.01

2.25 1.98 2.06 2.10 91.9 a A

1 3.72 3.25 3.68 3.55 86.3 b B

3 3.83 4.02 3.98 3.94 84.8 b B

4 5.03 4.97 5.20 5.07 80.4 c C

6 8.12 8.08 7.97 8.06 68.9 cd CD

5 9.77 9.30 9.41 9.49 63.4 cd CD

7（CK） 26.25 27.58 23.89 25.91 — d D

2

处 理
病情指数（%）

防效（%）
LSD

表 2 不同处理对马铃薯晚疫病的防治效果

2 结果与分析

2.1 各施药处理对马铃薯晚疫病的防效

从表 2 可以看出，各处理对马铃薯晚疫病的防

治效果均显著。还可以看出药剂交替施用的防效要

好于单施。52.2%抑快净水分散粒剂与 72%杜邦克

露可湿性粉剂交替施用防治效果最佳，防效达

91.9%，其次为 52.2%抑快净水分散粒剂可湿性粉

剂与 64%杀毒矾可湿性粉剂交替施用、64%杀毒矾

可湿性粉剂与 72%杜邦克露可湿性粉剂交替施用，

防效分别达 86.3%和 84.8%。

2.2 各施药处理对马铃薯产量的影响

从表 3 看出，无论哪一种杀菌剂，无论交替施

用还是单独施用增产幅度均显著，还可以看出药剂

交替施用的增产效果高于药剂单施。其中处理 2 的

增产幅度最大，667 m2 增产 1 243.78 kg，增产率

为 76.6%；其次是处理 1、3 增产率分别为 66.0%

和 64.7%。

Ⅰ Ⅱ Ⅲ T 0.05

64.22 63.04 66.13 64.46 a

1 60.20 61.75 59.86 60.60 ab

3 61.10 60.98 58.32 60.13 b

4 56.25 57.80 56.30 56.78 b

6 53.10 54.62 53.09 53.60 c

5 52.90 53.35 49.74 52.00 c

7（CK） 39.95 31.03 38.57 36.51 d

2

处 理
15 m2 产量（kg） LSD

0.01

A

AB

ABC

BC

CD

D

E

667 m2 产量

（kg）

2868.47

2696.70

2675.78

2526.71

2385.20

2314.00

1624.69

增产

（kg）

1243.78

1072.01

1051.09

902.02

760.51

689.31

—

增产率

（%）

76.6

66.0

64.7

55.5

46.8

42.4

—

表 3 各处理对马铃薯产量的影响

3 结论与讨论

3 种杀菌剂中，抑快净主要成分是恶唑菌酮和

霜脲氰，恶唑菌酮内吸性很强，具有保护、治疗作

用，霜脲氰有局部内吸作用，能抑制产生孢子和孢

子的侵染，控制扩散，72% 杜邦克露是由霜脲氰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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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森锰锌复配成，具有杀菌和保护作用，所以交替

施用，集中了它们的优点，具有高效杀菌和持久保

护作用，对马铃薯晚疫病的防效达 91.9%。试验看

出，药剂混合交替施用效果优于单施。建议不要长

时间用一种药剂，做到科学合理搭配，以减轻致病

菌产生抗性，提高晚疫病的防治效果。

由于马铃薯晚疫病发生后蔓延速度很快，特别

是中心病株的出现是流行的预兆，因此还必须做到

预防为主、综合防治[5]。一是要抓好种薯消毒，可

采取温水浸种或药剂闷种的方法，以减少病薯下

田；二是要加强田间管理，做好清沟排水和清除杂

草等工作；三是要及时防治，即在发现中心病株时

及时清除，及时进行药剂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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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研究脱毒马铃薯荷兰 7 号在宁德市的推广价值，福建宁德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对该薯进行了冬春

试种试验。试验以克新 3 号为对照，对荷兰 7 号的田间表现、抗性、产量等性状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荷兰 7 号

在丰产性、商品性等方面都明显强于当家品种克新 3 号。

关键词：马铃薯；荷兰 7 号；试种试验

随着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我市马铃薯种植面

积逐年增加，现已发展到 2.3 万公倾，种植面积和

产量均占我省前列。但品种较为单一老化，当家品

种克新 3 号，经多年种植，种性退化、产量低下、

商品性差，无法适应市场需求。荷兰 7 号以其黄皮

黄肉、食味佳、品质优，在香港及东南亚市场极为

畅销。为了促进我市马铃薯品种的更新，找出更能

适应市场需求的品种。我所于 2005 年从内蒙古引

进脱毒马铃薯荷兰 7 号，并对该品种进行了冬春试

种试验研究。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脱毒马铃薯荷兰 7 号与克新 3 号（对照种）。

1.2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在宁德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农试场进行。

试验地属沙壤土，土壤呈偏酸性，有机质含量

1.6%~2.4%，速效磷20~150 mg·kg- 1，速效钾 10~

150 mg·kg-1，前作为水稻。该地区属中亚热带气候，

年均气温19.3℃，年降水量为1 547.9 mm，每年≥12℃

的有效活动积温为 2 559℃，全年无霜期为323 d。

1.3 试验设计

试验采用单因子随机排列法进行设计，设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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