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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杀菌剂啶氧菌酯对香蕉叶斑病的防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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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香蕉叶斑病是香蕉产业的重要病害ꎬ化学防治仍然是当前最为有效的防治手段ꎮ 于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连续 ２ 年

开展香蕉叶斑病的田间化学防治试验ꎬ为生产上推广应用新型杀菌剂啶氧菌酯提供依据ꎮ 【方法】试验设 ２２.５％啶氧菌酯

悬浮剂 １２５、１５０ 和 １８７.５ ｍｇｋｇ－１ꎬ对照药剂 ２５０ ｇＬ－１吡唑醚菌酯乳油 １２５ ｍｇｋｇ－１ꎬ以及空白对照共 ５ 个处理ꎬ３ 次药后

第 １２ 或 １３ 天调查正常叶数、病叶数及病级ꎬ计算平均病指及平均防效ꎮ 【结果】２２.５％啶氧菌酯悬浮剂(有效成分用量

１２５、１５０ 和 １８７.５ ｍｇｋｇ－１)２０１５ 年的防治效果分别为 ６４.７０％、６８.１６％和 ７１.２９％ꎬ２０１６ 年防治效果分别为 ６８.４４％、７２.３６％
和 ７６.２９％ꎮ 此外ꎬ在试验期间香蕉嫩叶未见药害现象ꎬ叶片生长均正常ꎮ 【结论】２２.５％啶氧菌酯悬浮剂是防治香蕉叶斑病

的优良药剂ꎬ对香蕉比较安全ꎬ值得在香蕉产区推广应用ꎮ
关键词: 啶氧菌酯ꎻ 香蕉叶斑病ꎻ 杀菌剂ꎻ 田间试验ꎻ 药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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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蕉叶斑病(ｂａｎａｎａ ｓｉｇａｔｏｋａ ｄｉｓｅａｓｅ)是香蕉叶

部病害的总称ꎬ常见种类有尾孢菌叶斑病、小窦氏

霉叶斑病、暗双孢霉叶斑病、弯孢霉叶斑病等(戚佩

坤ꎬ２０００)ꎬ在华南蕉区发生普遍ꎬ危害较重(王国芬

等ꎬ２００６)ꎮ 在广东香蕉产区以尾孢菌 Ｃｅｒｃｏｓｐｏｒａ
ｍｕｓａｅ Ｚｉｍｍ 叶斑病发生最普遍ꎬ危害最严重ꎬ能引

起叶片干枯ꎬ光合作用明显减少ꎬ导致植株早衰ꎬ以

致影响果实发育及膨大ꎬ减产可达 ３０％ ~ ５０％(彭
埃天等ꎬ２００７ａ)ꎮ 目前ꎬ化学防治依然是防控香蕉

叶斑病最为直接、有效的办法ꎬ吡唑醚菌酯、嘧菌

酯、氟环唑、腈苯唑、丙环唑等药剂对香蕉叶斑病菌

均有较好的防治效果(付岗等ꎬ２００９ꎻ 赖开平等ꎬ
２０１０ꎻ 彭埃天等ꎬ２００７ａꎬ２００７ｂꎬ２００８ａꎬ２００８ｂ)ꎮ 随

着常规药剂的长期使用ꎬ病原菌难免会出现抗药

生物安全学报 ２０１７ꎬ ２６(４): ３２７－３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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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ꎮ 啶氧菌酯是一种甲氧基丙烯酸酯类杀菌剂ꎬ主
要通过抑制病原菌线粒体的呼吸作用ꎬ使线粒体不

能产生和提供细胞正常代谢所需要的能量ꎬ最终导

致细胞死亡(孙杨等ꎬ２０１４)ꎻ啶氧菌酯具有内吸和

传导活性ꎬ施药后其有效成分能有效再分配及充分

传递ꎬ对作物叶面病害有很好的治疗效果(刘长令ꎬ
２００２)ꎮ 啶氧菌酯可有效防治对苯甲酰胺类、三羧

酰胺类和苯并咪唑类杀菌剂产生抗性的病原菌(范
文玉等ꎬ２００５)ꎮ 目前ꎬ有关啶氧菌酯对香蕉叶斑病

的防治鲜有报道ꎮ 本研究通过 ２ 年的田间防治试

验ꎬ明确 ２２.５％啶氧菌酯悬浮剂防治香蕉叶斑病的效

果及使用技术ꎬ为生产上推广应用该药剂提供依据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１.１.１　 供试药剂　 ２２.５％啶氧菌酯悬浮剂由河南省安

阳市锐普农化有限责任公司提供ꎬ对照药剂 ２５０ ｇＬ－１

吡唑醚菌酯乳油为巴斯夫植物保护(江苏)有限公

司产品ꎮ
１.１.２　 供试植物及其管理　 供试香蕉品种为巴西

蕉ꎬ２０１５ 年为当年 ２ 月下旬种植的组培苗ꎬ２０１６ 年

为上一年的留芽苗ꎮ 施药前香蕉处于营养生长中

期ꎬ下部叶片开始出现叶斑病症状ꎮ 供试蕉园地势

平坦ꎬ起畦种植ꎬ每 ６６７ ｍ２ 种植 １２０ 株左右ꎬ试验地

土壤肥力、各期肥水管理、害虫防治属当地中等

水平ꎮ

１.２　 方法

试验地点设在广东省惠州市龙门县永汉镇ꎬ于
香蕉叶斑病发病初期开始施药ꎬ试验设 ２２.５％啶氧

菌酯悬浮剂 １２５、１５０ 和 １８７.５ ｍｇｋｇ－１ꎬ２５０ ｇＬ－１

吡唑醚菌酯乳油(对照药剂)１２５ ｍｇｋｇ－１及空白

对照共 ５ 个处理ꎮ 每个处理 ４ 个重复ꎬ随机区组排

列ꎬ每个小区供试香蕉 ５ 株ꎬ每隔 １０ ~ １５ ｄ 施药一

次ꎬ共施药 ３ 次ꎮ 施药工具为濛花 ＭＨ￣Ｄ１６￣５ 型电

动喷雾器ꎬ喷水量约为 １４４０ ｋｇｈｍ－２ꎬ香蕉全株喷

施ꎬ均匀喷施于叶面及叶背ꎬ直至滴水为止ꎮ
２０１５ 年施药时间为 ６ 月 １８ 日、７ 月 １ 日和 ７ 月

１５ 日ꎬ试验期间降雨天数 ２１ ｄꎬ降雨量 ３３７.４ ｍｍꎬ
日平均温度 ２８.１ ~ ３０.２ ℃ꎬ日照时数 ２９８ ｈꎮ ２０１６
年施药时间为 ６ 月 ２ 日、６ 月 １４ 日和 ６ 月 ２９ 日ꎬ试
验期间降雨天数 １８ ｄꎬ降雨量 ３２５.６ ｍｍꎬ日平均温

度 ２７.５~２９.７ ℃ꎬ日照时数 ２１３ ｈꎮ

１.３　 调查及统计方法

调查方法参照农药田间药效试验准则(二)(农
业部农药检定所生测室ꎬ２０００)ꎮ 施药 ３ 次后第 １２
或 １３ 天调查每株蕉树的所有叶片ꎬ记录总叶片数、
病叶数及病级ꎬ计算供试药剂各浓度处理的平均病

指及防效ꎮ 病叶分级标准:０ 级ꎬ无病斑ꎻ１ 级ꎬ病斑

零星分布ꎬ病斑面积占叶面积 ５％以下ꎻ３ 级ꎬ少数

病斑汇合ꎬ病斑面积占叶面积 ６％ ~１０％ꎻ５ 级ꎬ叶片

部分部位开始变黄ꎬ病斑面积占叶面积 １１％~２５％ꎻ
７ 级ꎬ叶片部分干枯ꎬ病斑面积占叶面积 ２６％ ~
５０％ꎻ９ 级ꎬ叶片大部分已干枯ꎬ病斑面积占叶面积

５１％以上(彭埃天等ꎬ２００７ｂ)ꎮ

病情指数＝∑(各级病叶数 × 相对级数值)
调查总叶数 × 最高级数值

×１００

防治效果 / ％ ＝(空白对照区病情指数－处理区

病情指数) /空白对照区病情指数×１００

１.４　 安全性调查

在整个田间药效试验期间ꎬ不定期观察供试药

剂对香蕉植株的安全性ꎮ 观察植株生长情况ꎬ记录

药害症状及药害程度ꎬ包括变色、坏死、生长发育情

况等(郑树壮等ꎬ２０１７)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２０１５ 年的试验结果

２０１５ 年施药 ３ 次后第 １２ 天的调查结果(表 １)
表明ꎬ随着用药浓度的升高ꎬ植株的平均病指逐渐降

低ꎬ２２.５％啶氧菌酯悬浮剂３ 个供试浓度处理后的平

均病指分别为 ６.６０、５.９５ 和 ５.３７ꎮ 其中ꎬ１２５ ｍｇｋｇ－１

处理的平均病指显著高于对照药剂(５.６６)ꎬ１５０ 和

１８７.５ ｍｇｋｇ－１处理的平均病指与对照药剂差异不

显著ꎮ 随着用药浓度的上升ꎬ对植株的平均防效逐

渐提高ꎬ２２.５％啶氧菌酯悬浮剂 ３ 个供试浓度处理

的平均防效分别为 ６４.７０％、６８.１６％和７１.２９％ꎮ 其

中ꎬ１２５ ｍｇｋｇ－１处理的平均防效显著低于对照药

剂(６９.７３％)ꎬ１５０ ｍｇｋｇ－１处理的平均防效与对照

药剂相当ꎬ１８７.５ ｍｇｋｇ－１处理的平均防效则略高

于对照药剂ꎮ

２.２　 ２０１６ 年的试验结果

２０１６ 年施药 ３ 次后第 １３ 天的调查结果(表 １)
表明ꎬ２２.５％啶氧菌酯悬浮剂对香蕉叶斑病的防治

效果整体上比 ２０１５ 年有所提高ꎮ ２２.５％啶氧菌酯

悬浮剂 ３ 个供试浓度处理后的平均病指差异显著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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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 ７.４６、６.５３ 和 ５.６０ꎮ 其中ꎬ１２５ ｍｇｋｇ－１处理

的平均病指显著高于对照药剂(６.５６)ꎬ１５０ ｍｇｋｇ－１

处理的平均病指与对照药剂差异不显著ꎬ１８７.５ ｍｇｋｇ－１

处理的平均病指则显著低于对照药剂ꎮ 随着用药

浓度的上升ꎬ对植株的平均防效逐渐提高ꎬ３ 个试验

浓度处理的平均防效分别为 ６８. ４４％、７２. ３６％和

７６.２９％ꎮ 其中ꎬ１２５ ｍｇｋｇ－１处理的平均防效显著

低于对照药剂(７２.２３％)ꎬ１５０ ｍｇｋｇ－１处理的平均

防效与对照药剂相当ꎬ１８７.５ ｍｇｋｇ－１处理的平均

防效则显著高于对照药剂ꎮ

表 １　 ２２.５％啶氧菌酯悬浮剂对香蕉叶斑病的防治效果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２２.５％ ｐｉｃｏｘｙｓｔｒｏｂｉｎ ＳＣ ｏｎ ｂａｎａｎａ ｓｉｇａｔｏｋａ ｄｉｓｅａｓｅ

药剂 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
浓度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 (ｍｇｋｇ－１)

２０１５ 年 ３ 次药后第 １２ 天
１２ ｄ ａｆｔｅｒ ｓｐｒａｙｉｎｇ ３ ｔｉｍｅｓ ｉｎ ２０１５

平均病指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ｄｅｘ

平均防效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ｅｆｆｅｃｔ / ％

２０１６ 年 ３ 次药后第 １３ 天
１３ ｄ ａｆｔｅｒ ｓｐｒａｙｉｎｇ ３ ｔｉｍｅｓ ｉｎ ２０１６

平均病指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ｄｅｘ

平均防效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ｅｆｆｅｃｔ / ％

２２.５％啶氧菌酯悬浮剂 １２５ ６.６０ｂ ６４.７０ｂ ７.４６ｂ ６８.４４ｃ
２２.５％ ｐｉｃｏｘｙｓｔｒｏｂｉｎ ＳＣ １５０ ５.９５ｂｃ ６８.１６ａｂ ６.５３ｃ ７２.３６ｂ

１８７.５ ５.３７ｃ ７１.２９ａ ５.６０ｄ ７６.２９ａ
２５０ ｇＬ－１吡唑醚菌酯乳油 １２５ ５.６６ｃ ６９.７３ａ ６.５６ｃ ７２.２３ｂ
２５０ ｇＬ－１ ｐｙｒａｃｌｏｓｔｒｏｂｉｎ ＥＣ
空白对照 Ｂｌａｎｋ ｃｏｎｔｒｏｌ － １８.７０ａ － ２３.６３ａ －

　 　 同列数据后小写字母不同者表示经 ＤＭＲＴ 法检验差异显著(α＝ ０.０５) .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ｍａｌｌ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ｏｌｕｍｎ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ＤＭＲＴ ｔｅｓｔ (α＝ ０.０５) .

２.３　 对香蕉的安全性

经不定期观察ꎬ２２.５％啶氧菌酯悬浮剂 ３ 个供

试浓度处理对香蕉安全:香蕉嫩叶未见药害现象ꎬ
叶片生长均正常ꎮ

３　 讨论与结论
当前对香蕉叶斑病的防治多采用防效较好的

三唑类(丙环唑、苯醚甲环唑、戊唑醇等)杀菌剂ꎬ同
一蕉园一年多次及多年连续使用(肖星等ꎬ２００８)ꎮ
随着病原菌抗药性的增强ꎬ常规农药的施用剂量也

提高ꎬ不仅增大了生产成本ꎬ而且造成严重的环境

污染(Ｐｅｒｅｚ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２)ꎮ 因此ꎬ新型杀菌剂在香蕉

叶斑病防治中的应用显得尤为重要ꎮ
笔者于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连续 ２ 年用新型杀菌剂

２２.５％啶氧菌酯悬浮剂对香蕉叶斑病的防效进行试

验ꎬ结果表明ꎬ３ 个供试浓度处理对香蕉叶斑病均表

现出较好的防治效果ꎬ其平均防效随用药剂量的增

大而提高ꎬ与常规药剂吡唑醚菌酯乳油的防治效果

(黄美玲等ꎬ ２０１５) 相当ꎮ 在试验期间还发现ꎬ
２２.５％啶氧菌酯悬浮剂对同期发生的香蕉黑星病也

具有一定的防治作用ꎬ且其对香蕉叶片不产生药害

现象ꎮ 因此ꎬ啶氧菌酯是目前防治香蕉叶部病害较

为理想的新型药剂ꎮ 建议在香蕉叶部初发病时开

始施药ꎬ推荐使用浓度 １５０ ~ １８７.５ ｍｇｋｇ－１ꎬ施药

次数 ３ 次ꎬ施药间隔时间为 １０~１５ ｄꎬ或轮换喷施其

他杀菌剂ꎬ以减缓病原菌抗药性的产生和提高防

效ꎮ 此外ꎬ需要注意ꎬ在香蕉挂果期施药应避免喷

及蕉果ꎬ或在断蕾后及时采取套袋处理ꎬ以确保香

蕉果实的食品安全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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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安全学报»加入中国科技核心期刊

　 　 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发布会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召开ꎬ会议发布了中国科技

论文整体情况、中国卓越论文统计报告、中国高校创新发展报告以及«２０１７ 年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

(核心版)自然科学卷»和«２０１７ 年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社会科学卷»等ꎮ
«生物安全学报»经过多项学术指标综合评定及同行专家评议推荐ꎬ被收录为“中国科技核心期刊”ꎮ

本刊有此佳绩离不开广大专家、作者和读者的大力支持与厚爱ꎬ特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同时诚邀各位专家

学者继续支持本刊ꎬ踊跃投稿ꎮ 您的支持将是本刊不断发展前行的源动力ꎬ我们也将本着一贯的服务宗

旨ꎬ争取将刊物越办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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