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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霜灵
”

系列产品防治马铃薯

晚疫病效果初报

袁 明 山

�湖北恩施中国南方马铃薯研究中心�

在我国西南马铃薯产区
，

晚疫病发生极

为普遍且具毁灭性
，

垂直抗性的品种对某些

专化型的生理小种具有明显的抗性
，

但因晚

疫病的生理小种复杂
，

且易发生变异
，

一旦

遇上流行年份
，

就对生产造成严重的损失
。

鉴于 目前很少有高度田间抗性的品种
，

采用

化学药剂防治对马铃薯种薯生产和大田生产

均具有重要意义
�

药剂防治此病
，

大约有一

百多年的历史
，

自从波尔多液问世后
，

一直

大量用于晚疫病的防治
，

继之硫酸铜
、

代森

锌
、

托布津等菌剂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

近

几年从有关资料得知
， “

甲霜灵
”

对疫霉属卵

菌引起的作物病害具有显著的保护与治疗效

果
。

但有关用于马铃薯晚疫病防治及适宜剂

型还末见报道
。

我们通过几年的生产实践
，

首先证实了
“

甲霜灵
”

对晚疫病确实有特效
，

继而做了该系列药剂的比较及施药方法的防

效试验
，

以便广泛推广使用
。

材料与方法

�� 试验地概况

在南方马铃薯中心 �海拔 ����米�选

择地力均匀
、

土地平整的试验田分若干小区

进行试验
。

小区面积 ���� 亩
，

每小区 �� 穴

马铃薯
，

种感病品种
“

鄂 ���一�
” 。

采取裂

区设计
，

施药方法 为主 区
，

药剂剂型为副

区
，

主
、

副区随机排列
，

重复 �次
，

以不施

本文蒙谢从华唠
�

刘介民研究员的指导
，

在此致谢

药为对照
。

�
�

�
“

甲霜灵
”

系列产品

��� 甲霜灵可湿性粉剂
、

��� 甲霜灵

粉 剂
，

��� 甲霜 灵 一锰 锌 可 湿 性 粉 剂

���� 甲霜灵
、

���代森锰锌�
，

��� 甲霜

灵 一代森 锌 可 湿性粉剂 ���� 甲霜灵
、

���代森锌�
、

��� 甲霜灵一福美双可湿性

粉剂 ���� 甲霜灵
� 、

���福美双�等 �种

药由南通染化厂提供
。

粗制活性炭由宁夏化

工研究所提供
。

�
�

� 施药方法

①制颗粒剂根区施药 � 将甲霜灵系列产

品分别制成颗粒剂
，

按比例 � 甲霜灵 �粗制

活性炭 二 ����
，

加适量水润湿
，

充分拌

匀
，

施后盖土
。

② ��� 倍液灌根
。

③���

倍液叶面喷雾
。

各种方法亩用药量均为每亩

��� 克
，

共施两次
。

�
�

� 施药前逐株调查

按五级标准分级记录严重度
。

在马铃薯

现蕾初期施第 �次药 ��月 �� 日�
，

�� 天后

再施第 �次
，

待病情停止发展时
，

调查药

害
、

残效
、

发病程度
，

成熟后收获计产
、

考

种
。

� 结果与分析

从表 �可知
，

无论采用什么施药方法

或药剂剂 型
，

防效均达 �� � 以上
，

以产

量结果进行方差分析表明 �见表 ��
，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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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施药方法间达极显著差异� 不同的药 剂型的不同而异
，

不同的药剂加工剂型也

剂加工剂型间有极显著差异 � 主
、

副处理 不 因施药方法不同而异
，

二者的作用彼此

间的互作不存在
，

说明施药方法不因药剂 独立
。

表 � 防 效 及 产 量 结 果

主处理 制颗粒剂根区施药 ���倍液叶面喷雾 ��� 倍液灌根

副处理 � � � � �� � � � � �� � � � � ��

�次重复平均

防效 ���

�次重复平均

产量 ����

��
�

����
�

����
�

����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名

��
�

����
�

����
�

�� ��石����� ������
�

�� ��
�

�� ��乡� ��
�

����
�

�� ����������刃���
�

����
�

����
，

�� ��
�

��

注�‘
�

”

表示��� 甲霜灵可湿性粉剂 �
“
�

”

表示���甲霜灵粉剂�
“
�

’

表示���甲霜灵一锰锌可湿性粉剂�“
�

‘

表示��� 甲霜灵

一代森锌可湿性粉剂�
‘
�

’

表示 ���甲霜灵一福美双可湿性粉剂
�

表 � �次重复产量结果的方差分析

�� �� ��。 ， ��川

区 组

主处理 ���

主区部分误差

总 变 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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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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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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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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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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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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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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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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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区部分

副处理 ���

� � �

副区部分误差

总 变 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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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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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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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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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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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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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区部分

表 � 药剂加工剂型与 �� 亩产量

的新复极差测验

药剂加工剂型
�

�
�

�� ���

�����������

��

经效应及互作的显著性测验
，

在施药方

法间 �见表 ��
，
��� 倍液灌根与制颗粒剂根

施和 ��� 倍液叶面喷雾之间均达极显著水

平 � 在各种不 同的加工剂型 间 �见表 ��
，

每种药剂剂型均与 �� 达到 �二 �
�

�� 水平
，

但 ��� 甲霜灵 粉剂
、

��� 甲霜灵粉剂
、

��� 甲霜灵一锰锌可湿性粉剂 �种加工剂型

间无显著性差异
，

这样还得从经济成本
、

药

剂性能及对作物生理的影响作进一步选择
。

��� 甲霜灵可湿性粉剂

��� 甲霜灵一锰锌可湿性粉

剂

��� 甲霜灵一福美双可湿性

粉剂

��� 甲霜灵一代森锌可湿性

粉剂

��

亩产量

����

����
�

��

�】����

��】�
�

��

����石�

������

����
�

�� � �

表 � 施药方法亩产量的新复极差测验

亩产量

���� � 小 结
�

一一
施 药 方 法

��� �乃�

一
�
。

���倍液灌根

制颗粒剂根施
���倍液叶而喷雾

����
�

��

����
�

��

����为�

甲霜灵系列产品对马铃薯晚疫病的防治

效果均十分明显
，

但相 比之下
，

��� 甲霜



马铃薯杂志
，

第 �卷
，

第 �期
，
����

灵
�

一锰锌可湿性粉剂综合效应最佳
�

一是甲

霜灵含量低 �����
，

成本小� 二是其中含

有微量元素锰
、

锌
，

锰是多种酶的活化剂
，

能促进碳水化合物和氮的代谢� 锌是多种酶

的组成成分
，

对体内蛋白质的合成起重要作

用
，

同时
，

锌还能促进光合作用
。

在施药方法上
，

过去我们对该病在 田

间生长期 的药防多采用喷雾处理
，

由于喷

雾易受环境因素 �如 � 风
、

雨
、

雾等�的

影响
，

加之叶面的中吸收作用很小
，

对作

物中
、

下部茎叶 �亦即晚疫病最初发病部

位�的效应不大
，

所以
，

田间防效很低
。

若通过灌根
，

药液被植物吸收后
，

在蒸腾

作用下
，

随导管 中水分的流动分布到各器

官
，

从而抑制病菌菌丝的生长和抱子的萌

发
，

故能发挥很好的防效
。

在生产中
，

灌

根与喷雾
、

制颗粒剂根施相 比
，

既能降低

成本 �如 � 购置喷雾器
、

活性炭等�
，

还

能减少一些繁杂的工序
，

更容易被农民所

接受
。

几种药剂对 比
，

用 ��� 甲霜灵一锰锌

可湿性粉剂灌根
，

收效最好
。

�上接 ��� 页�山区的河北种和新 昌回山的

同薯 �号能正常生长
，

而北方品种则以新引

人者能正常生长
。

因此
，

通过两者比较可得

出本省种薯高山留种的生产可行性
，

结果见

表 �
�

由表 �可见
，

北方良种以克新 �号产量

最高
，

东农 ��� 其次
。

前者为中熟品种
，

后

者为早熟品种
，

已在木省有较大面积种植
。

北方引人 良种平均单产 ����
�

�公斤 �亩
，

结云大洋的河北种 为 ����
�

��公斤 �亩
，

新 昌回 山的 同薯 �号 为 ����
�

�� 公斤 �

亩
。

本省 良种平均为 ����
�

�� 公斤 �亩
，

北方 良种 比本省 良种增加 �
�

���
，

达显著

水平
。

而本省 良种 比各地木地种平均增产

��
�

��
。

本省良种位于主产区
，

在提供种源

上具有相当优越性
。

因此值得推广
。

� 小 结

�
�

在浙江类似亚热带的平原地区
，

由

北方引人的 良种种植 �年后
，

未经特殊处

理
，

不宜作第 �年种薯
�

�
�

地处亚热带的浙江省有较多 的 中
、

高山岭
，

选择适宜的北方良种进行高山繁种

是可行的留种并减轻种薯退化的途径
�

本试

验在浙江省以络云大洋河北种和新昌回山同

薯 �号较好
。

�
�

本地高
、

中山保留的 良种
，

生产力

略低于北方良种
�

因此
，

铁路沿线交通方便

的地区适量引人北方良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