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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选用大生 M- 45 防治马铃薯晚疫病 , 结果表明 , 田间三次施药 , 600 倍液行间喷雾 , 对马铃薯晚疫

病有较好的防治效果 , 防效达 80.5%, 马铃薯可增产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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讷河市是中国“ 马铃薯之乡”, 是重要的马铃薯

生产基地之一, 每年马铃薯种植面积达 4~5 万 hm2,

由于马铃薯晚疫病的发生, 使马铃薯植株提早枯死,

减产幅度很大, 一般减产 20%~40%, 严重发生年份

减产达 60%以上。2004 年我们进行了大生 M- 45 药

效试验, 从而寻求适宜的使用技术, 并应用于生产。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 料

马铃薯品种为鲁引 1 号( 不抗晚疫病品种) , 自

备 ; 大生 M- 45( 80%全 络 合 态 代 森 锰 锌 可 湿 性 粉

剂) , 美国陶氏益农中国公司生产并提供 ; 70%代

森锰锌可湿性粉剂, 市售自备。

1.2 方 法

试验地设在讷河市第四良种场( 讷河市马铃薯

种薯基地) , 土质黑土 , 土壤肥力状况中等 , 有机

质含量 2.7%, pH =6.8, 示范区地势平坦 , 上年秋

翻耙起垄达到播种状态, 播种时间 5 月 8 日, 栽培

密度: 667 m2 种植 4 500 株 , 采用小四轮拖拉机引

沟扣种, 播深沟 10 cm。施肥量: 二铵每 667 m2 施

用20 kg, 尿素 5 kg, 硫酸钾 5 kg。播种后有阶段

性低温, 5~6 月份旱少雨, 5 月份降水仅有 30.7 mm,

6 月份无有效降雨 , 干旱严重 , 7 月份后雨水接近

常年。

1.3 试验设计

试验采用大区对比法不设重复, 随机排列, 各

施药处理区面积 350 m2, 空白对照区面积 100 m2, 7

月 8 日第一次施药 ; 第二次施药于 7 月 19 日 ; 第

三次施药在 7 月 29 日。施药采用小四轮牵引悬挂

式喷雾机喷雾, 每 667 m2 喷水量 30 kg。试验区各

处理设计见表 1。

1.4 调查、观察与记载

每处理区 5 点取样, 每点 100 株, 在施药前当

天, 第二次用药前当天, 第三次用药前当天和第三

次用药后 10 d 进行发病率调查。

参照国际马铃薯中心的标准调查各点植株发病

情况和计算防治效果( 见表 2) 。

按下列公式计算病情指数和防治效果:

病情指数( %) =
! [各级病株数 ×发病级数]

调查总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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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 理 药 剂 剂 量 施药次数

1 大生 M- 45 80%wp 600 倍液 3

2 大生 M- 45 80%wp 800 倍液 3

3 代森锰锌 70%wp 500 倍液 3

4 CK 空白对照 — —

表 1 大生 M- 45 防治马铃薯晚疫病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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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病株

1 100 70 26 3 1 0 4.44 83.20

2 100 65 29 4 2 0 5.67 78.56

3 100 54 32 7 5 2 10.22 61.35

4 100 18 35 24 15 8 26.44 —

8 月 8 日调查

1 100 77 14 7 2 0 5.00 80.47

2 100 70 18 9 2 1 6.89 72.89

3 100 58 23 12 5 2 10.11 60.06

4 100 9 45 27 14 5 25.67 —

0

7 月 29 日调查

1 3 5 7

调查

株数
处理

病情指

数( %)

防效

( %)

1 0 0 无晚疫病症状

2 <5 2.5 植株初次感染 , 每株最多 10 个病斑

3 5~<15 10.0
植株外观健康 , 但靠近可见病斑 , 最大面

积不超过 20 片小叶面积

4 15~<35 25.0 多数植株发病 , 25%的叶片带有病斑

5 35~<65 50.0
小区植株呈绿色 , 全部植株发病 , 下部叶

片枯死 , 病斑面积占 50%

6 65~<85 75.0
小区植株呈绿色 , 但有褐色斑块 , 每株病

斑面积占 75%, 下部叶片枯死

7 85~<95 90.0 小区植株呈褐绿色 , 仅顶部叶片呈绿色

8 95~<100 97.5
小区植株呈褐色 , 仅几片顶叶呈绿色 , 多

数茎有病斑或死亡

9 100 100 全部植株枯死

病情

指数

病斑面积( %)

幅度 平均
症 状

表 2 国际马铃薯中心疫病评估标准

2 结果与分析

2.1 各处理对马铃薯晚疫病的防治效果

各 处 理 对 马 铃 薯 的 防 治 效 果 见 表 3。7 月 29

日的调查, 处理 1 区防效为 83.2%, 处理 2 区防效

为 78.5%, 对 照 药 剂 处 理 3 区 防 效 为 61.35%, 8

月 8 日调查 , 处理 1 区防效为 80.47%, 处理 2 区

防 效 为 72.89% ; 对 照 药 剂 处 理 3 区 防 效 为

60.06%。 结 果 表 明 : 大 生 M- 45 处 理 区 随 浓 度 增

大 防 效 提 高 , 在 本 试 验 中 , 600 倍 液 的 防 效 高 于

800 倍液的防效。

2.2 各处理植株生育期长势调查结果

第三次施药后 5 d( 8 月 3 日) 目测植株长势差

别, 各处理马铃薯植株生育期叶色及长势见表 4。

2.3 各处理对产量的影响

表 5 测产及防效结果表明 , 大生 M- 45 用 600

倍 液 处 理 区 防 效 为 81.89% , 增 产 率 为 23.45% ;

800 倍液处理区防效为 75.9%, 增产率为 20.58%;

对 照 药 剂 70% 代 森 锰 锌 500 倍 液 处 理 区 防 效 为

60.97%, 增产率为 12.97%。

3 结 论

黑龙江省讷河市 2004 年通过对马铃薯晚疫病

的防效试验结果表明 , 采用美国陶氏益农中国公

司生产的大生 M- 45 田间喷雾, 可有效的控制马铃

薯晚疫病的发生 , 且无药害 , 用量以 600~700 倍

液为好。

处

理

播种期

( 日/月)

出苗期

( 日/月)

开花期

( 日/月)

成熟期

( 日/月)

收获期

( 日/月)

8 月 3 日调查

叶色 长势

1 8/5 20/5 15/6 20/8 18/9 浓绿 旺盛

2 8/5 20/5 15/6 20/8 18/9 浓绿 旺盛

3 8/5 20/5 15/6 20/8 18/9 绿 一般

4 8/5 20/5 15/6 20/8 18/9 褐绿 差

处理

平均病

情指数

( %)

平均

防效

( %)

小区产量

( kg)

折合产量*

( kg)

增产

( kg)

增产

率

( %)

1 4.72 81.89 54.35 2415.56 458.67 23.45

2 6.28 75.90 53.09 2359.57 402.68 20.58

3 10.17 60.97 49.74 2210.68 253.79 12.97

4 26.06 — 44.03 1956.89 — —

表 3 各处理防治马铃薯晚疫病防效

表 4 试验各处理马铃薯生育期及长势

表 5 各处理马铃薯晚疫病防效及测产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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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为 667 m2 产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