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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采后炭疽病的化学防治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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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农业大学植物保护系
,

合肥 23 00 36 )

摘要
:
多菌灵

、

丙环吐
、

休菌清
、

苯醚甲环吐
、

异菌脉
、

禾纹清 ( 多菌灵
+ 丙环吐 )

六种供试药剂时苹果炭疽菌的生长都具有抑制作 用
,

其有效浓度和作用方式有

所不 同
。

多菌灵
、

丙环哇
、

休菌清
、

苯醚甲环吐
、

异菌脉和禾纹清抑制菌丝生长的

E C、 分别为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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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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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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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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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1拌g /耐 : 抑制 芽管伸 长的

E CS 。分别为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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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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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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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73
、

0
.

00 9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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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8 和 0
.

2 7 5 7 2丈g /间
。

对饱子 萌发

和芽管伸长的抑制率差异显著
。

六种药剂对苹果炭疽病的控制结果表明
: 丙环

座
、

禾纹清和苯醚甲环吐的防治效果较好
,

其中丙环吐和禾纹清的防治效果可达

100 %
,

而 多菌灵
、

休菌清和异菌脉对果实的防治效果较低
。

药剂防治采用 浸泡

果 实和喷雾两种方式
,

浸果的防治效果明显好于喷雾
。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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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炭疽病是苹果的三大病害之一
,

由于其潜伏侵染特性
,

不仅在 田间危害
,

还可引

起苹果采后腐烂
,

成为贮藏期的重要病害
。

采后腐烂已是生产中的突出问题
,

据统计
,

我

国每年果品采后损失约为 20 % 一
30 % 〔`了

。

减少采后损失是增加供给的一个有效途径
。

过去对果实病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生长期病害
,

而对贮藏期的病害研究较少
。

苹果贮藏

期病害的发生规律尚不太清楚
,

且贮藏期是多种病害同时发生
,

这给病害的防治带来困

难
。

近来有关苹果采后炭疽病的防治技术已有报道
,

刘书晓研究了套袋对富士苹果炭疽

病的作用川
,

毕阳等研究了抗氧剂及单果包装处理控制苹果病害效果川
,

檀根甲等研究了

生物脱氧和钙盐控制苹果炭疽病的效果川
,

B irt t a
、

田世青
、

范青
、

李红叶等研究了苹果采

后病害的生物防治〔5 一 “ 〕
。

但目前苹果采后腐烂主要是通过化学防治的方法来进行控制
,

苹果炭疽病的化学防治
,

多采用果树休眠期喷施铲除性杀菌剂
,

铲除潜伏病菌
,

或在发病

前施用内吸治疗性杀菌剂控制病菌扩展
,

预防发病
。

吴桂本等研究了 or % 苯醚 甲环 哇

wP (苯醚甲环哇 )
,

50 %多锰锌 wP 对苹果主要病害的防治效果川
。

多菌灵等苯并咪哩类

农药一直是世界各国用 于防治炭疽病的有效药剂
,

然 而病原真菌对其极易产生抗药

性 〔`0]
。

司乃 国则认为咪鲜安对炭疽病有特效「川
。

一些试验表明街醇合成抑制剂的抗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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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也已开始出现 [’ ]0
。

所以
,

研究苹果采后炭疽病的化学防治技术
,

可为苹果安全贮藏提

供依据
。

1 材料与方法

1
.

1 供试菌株

供试苹果炭疽菌 ( oC lle ot t成hum g及祀 a琴刃 ior 枷 ) 菌株由安徽农业大学植保系植物病理

教研室提供
。

1
.

2 供试苹果

红富士品种
,

从合肥市周谷堆水果批发市场购买
。

1
.

3 供试药剂
50 %异菌脉可湿性粉剂

,

法国罗纳普朗克农化公司 ; or % 苯醚 甲环噢水分散性颗粒剂

(苯醚甲环哩 )
,

英国先正达有限公司 (原瑞士汽巴嘉基公司 ) ; 98 %休菌清原药
,

江苏盐城

化工厂 ; 50 % 多菌灵超微可湿性粉剂
,

江苏新沂农药有限公司 ; 25 %丙环哇乳油
,

英国先

正达有限公司 (原瑞士汽巴嘉基公司 ) ; 20 % 禾纹清 (多菌灵 + 丙环哇 )悬乳剂
,

安徽农业

大学植保系病理教研室
。

1
.

4 杀菌剂对苹果炭疽病菌的影响

1
.

4
.

1 杀菌剂对苹果炭疽菌菌丝生长的影响

将杀菌剂分别配成含有效成分为 0
.

1
、

1
、

10
、

50
、

100
、

500
、

I OX卜彭 iln 的浓度
,

然后分别

吸取 I iln 至培养皿
,

把已灭菌 45 ℃左右的 PD A 培养基 g iln 加入含药剂的培养皿中
,

混匀

凝固
。

移接一枚直径为 5~ 的小菌碟于其中央
,

置 25 ℃培养
,

重复 3 次
,

逐 日定时在菌丝

生长前沿划线
,

按十字交叉法测量菌落直径
,

计算药剂对菌丝生长的相对抑制率
。

按最小

二乘法求毒力回归式
、

E与
。

1
.

4
.

2 杀菌剂对苹果炭疽菌分生袍子萌发及芽管生长的影响

将杀菌剂分别配成含有效成分为 0
.

1
、

1
、

or
、

50
、

100
、

500
、

l 以x外
之g /血 的浓度

,

然后分别

吸取 1血 至培养皿
,

把尚未凝固的琼脂粉培养基 9耐 加人含药剂的培养皿中
,

混匀凝固
。

然后加人 1 / 1护个 / 血分生抱子悬浮液 25川
,

置 25 ℃培养箱中培养 10 h
,

用测微尺度量芽

管的长度
。

重复 3 次
。

计算分生抱子萌发率及芽管伸长抑制率
。

袍子萌发率 ( % )
袍子萌发数

二

—
x 100

共查抱子总数

芽管生长抑制率 ( % )
对照芽管长度

一
处理芽管长度

=

—
x 100

对照芽管长度

1
.

5 化学药剂对苹果采后炭疽病的控制效果

1
.

5
.

1 不 同施药浓度和方式对苹果炭疽病病斑扩展的影响

保护作用的测定
:
选择健康

、

大小一致的红富士苹果
,

用自来水洗净晾干
,

经 75 % 酒

精表面消毒
,

紫外线照射 10 而
n
后备用

。

每处理 30 个苹果
,

处理后 25 ℃恒温存放
。

分别

用 3 种不同浓度的供试药剂喷雾或浸泡苹果
。

药剂处理后用 1 x l护 个 /耐 的分生抱子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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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液针刺接种于苹果
,

接种时间分为药剂处理后立即接种和 1
、

孰 7 天后接种
。

重复 3 次
。

治疗作用的测定
:
先用 1 x l护个 /耐的分生抱子悬浮液针刺接种于苹果

,

分别用 3

种不同浓度的供试药剂喷雾或浸泡苹果
。

药剂处理时间分为接种后立即药剂处理和 1
、

3
、

7 天后药剂处理
。

重复 3 次
。

防治效果 (% )
对照病斑直径

一
处理病斑直径

=

—
x 100

对照病斑直径

1
.

5
.

2 热处理与药剂结合对苹果炭疽病的控制效果

选择防治效果较好丙环哇
、

禾纹清
、

多菌灵配成 巧 0 2丈g /间 的浓度
,

浸泡苹果
,

于 36
、

42
、

50 ℃下处理 10 而
n ,

然后针刺接种 1 x l护个 /而 的分生袍子悬浮液
,

以未经药剂处理和

未经热处理的为对照
,

25 ℃下保湿培养
,

重复 3 次
,

最后计算防治效果
。

2 结果与分析

2
,

1 杀菌剂对苹果炭疽菌菌丝生长的抑制作用

平板测定结果表明
,

供试药剂对苹果炭疽病菌都具有抑制作用 (表 1 )
。

其中丙环哇

和多菌灵的抑制作用最强
,

异菌脉的抑制效果最差
,

E q 。
分别为 0

.

01 丘 0
.

034 和 31
.

865 解
间

,

禾纹清的 E几。
为 0

.

49 1拼岁 d
。

表 1 药剂对苹果炭疽菌菌丝生长的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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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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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2印 十 0
.

麟 7 9 105
二

6
.

132 1 + 1
.

2以 5 lo g x

5
.

你抖9 + 1
.

2 129 1吧 x

9
.

120 5 + 2
.

8 15 0 l o g x

7
.

3 48 3 + 1
.

2如 7 吨
x

5
.

43 3 5 + 1
.

《 ) 48 l o g x

0
.

96 3 5

0
.

% 5 9

0
.

8 3以

0
.

9 70 8

0
.

9 507

0
.

94 5 3 0
.

49 1

2
.

2 杀菌剂对苹果炭疽菌分生抱子萌发率的影响

结果表明
:
不同药剂对苹果炭疽菌分生抱子萌发的影响差异显著

。

丙环哩与禾纹清

对苹果炭疽菌分生抱子的萌发无抑制作用
,

萌发率分别为 97
.

82 % 和 92
.

46 %
。

苯醚甲环

哇
、

多菌灵与异菌脉对抱子萌发抑制作用强
,

萌发率分别是 51
.

77 %
、

45
.

92 % 和 40
.

26 %
。

抱子萌发率随浓度上升呈下降趋势
。

2
.

3 杀菌剂对苹果炭疽菌分生抱子芽管伸长的影响

供试的六种药剂抑制苹果炭疽菌芽管伸长的 E蛛。
差异显著

。

丙环哩的 E c 50 最小
,

仅

为 0
.

0 2 40 拼翻耐
,

异菌脉的 E C50 最大
,

为 15 4
.

88 拼岁而
,

其抑制作用最小
。

各种药剂对苹果

炭疽菌芽管伸长的抑制率差异显著
。

丙环哗与禾纹清的抑制率最高
,

分别为 81
.

52 % 和

68
.

18 %
。

异菌脉的抑制率最低
,

仅为 30
.

59 %
。

苯醚甲环哩
、

休菌清和多菌灵的抑制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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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 6 1
.

4 6%
、

6 1
.

45 % 和 5 3
.

9 9%
。

总之
,

室内离体培养试验说明各药剂间作用方式不尽相同
,

杀菌剂的筛选和作用方式

试验结果表明
:
丙环哇和多菌灵对菌丝生长的抑制作用最强

,

苯醚甲环噢
、

多菌灵
、

异菌脉

对抱子萌发的抑制作用最好
,

而丙环哇和禾纹清不能抑制抱子的萌发
,

却能有效抑制芽管

的伸长
。

2
.

4 化学药剂对苹果采后炭疽病的控制效果

2
.

4
.

1 不 同药剂对苹果采后炭疽病病斑扩展的影响

用不同药剂浸果对苹果采后炭疽病的控制效果差异显著
。

丙环挫和禾纹清对苹果采

后炭疽病的防治效果达 100 %
,

能有效抑制病斑的扩展
,

其次是苯醚 甲环哇
,

防治效果为

60
.

21 %
,

多菌灵
、

异菌脉
、

休菌清的防治效果分别为 12
.

91 %
、

1 8
.

42 %
、

16
.

92 %
,

对苹果采

后炭疽病几乎没有抑制作用
。

室内活体试验结果表明
:
丙环哇和禾纹清的防治效果最好

,

其次为苯醚 甲环哇
,

多菌

灵
、

休菌清和异菌脉
。

这与室内离体试验结果不同
。

离体培养情况下
,

由于各药剂对病原

菌的作用方式不同
,

丙环哇和多菌灵对菌丝生长有很强的抑制作用
,

苯醚甲环哇
、

多菌灵
、

异菌脉对抱子萌发有较强的抑制作用
,

而丙环哩和禾纹清不能抑制抱子的萌发
,

却能有效

抑制抱子芽管的伸长
,

各药剂都能通过某一方式抑制病原菌活性
。

2
.

4
.

2 药剂间不 同处理方式和作用时间对苹果采后炭疽病的防治效果

异菌脉
、

多菌灵
、

休菌清
、

苯醚甲环哇
、

丙环哇
、

禾纹清六种药剂浸果或喷雾处理后再

接种的防治效果为料
.

56 %
,

明显高于先接种后药剂处理的防治效果
,

药剂浸泡果实的防

治效果高于喷雾的防治效果
。

以先接种后立即浸果 的处理防治效果最高
,

药剂处理时间

越早防治效果越高
,

说明杀菌剂对苹果采后炭疽病的保护作用好于治疗作用
。

2
.

4
.

3 热处理与药剂结合对苹果炭疽病的控制效果

药剂与加热处理结合
,

以丙环哩和禾纹清在 40 ℃作用下的效果最好
,

其次是丙环 哇

和禾纹清在 50 ℃下对果实的效果
。

药剂与热处理结合的防治效果大于药剂单独作用 的

防治效果
。

三种药剂在 3 8
、

40 和 50 ℃作用 下
,

平均防治效果分别为 42
.

54 %
、

5 2
.

巧 % 和

表 2 药荆在不同温度处理下对苹果炭疽病的防治效果

T司〕
l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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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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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at id ffe er nt et l l l ep ar 恤 on op

s t l l a l ,

set
a p p l

e a n t
ha

lc on 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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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r e a U n e ll t

浓度 (拌『而 )

C o l l。 三n t r a ti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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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l l l r。 { 杰

ct 平均防治效果 显著水平 iS乡
l
币 c an ce

50弋 (% ) A v e n lg e 0 05 0
.

0 1

丙环哇 porP ic on o 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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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abr le l
d明m + v哪 i e on ~ l

e

无药剂
,

加热 ( C K )

H
e

iat 飞
,

b ut no lb n

ig
e id e

多菌灵
c ar l

le n d az im

无药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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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腼 , e ide ,

on haet i n g

巧 0

15 0

89
.

16

7 1
.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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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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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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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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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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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87
.

47

20
.

00 26
.

5 1 巧
.

00 20
.

80

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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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13
.

73

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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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
.

4 2 16
.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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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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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期 吴芳芳
,

等
:

苹果采后炭疽病的化学防治技术

48
.

的%
。

三种温度作用下
,

防治效果差异不明显
,

40 ℃处理的作用效果最佳 (表 2 )
。

50 ℃

加热处理的果实变硬
,

但色泽变暗褐色
。

在没有药剂作用单纯热处理时
,

对苹果炭疽病的

防治效果超过多菌灵
,

但总体来说作用效果较低
。

试验结果表明
:

控制苹果采后炭疽病
,

单纯热处理比常温下作用效果好
,

温度达到 50 ℃时果实出现褐变
。

3 讨论

杀菌剂抑制苹果炭疽菌 ( c
.

沙即慰
刃而衣龙

5
)生长的作用方式有三种

:
一是抑制菌丝的

生长 ;二是抑制分生抱子的萌发 ;三是抑制芽管的伸长
。

本试验发现六种药剂对苹果炭疽

菌的作用方式不完全相同
。

丙环哩与禾纹清抑制芽管伸长和菌丝生长的能力较强
,

对抱

子萌发的抑制作用不大 ;多菌灵
、

异菌脉则能较好地抑制抱子萌发 ;苯醚甲环哩和休菌清

的作用方式可能是抑制菌丝生长和抑制芽管伸长
。

本研究结果表明
,

四种处理方式和六种药剂对苹果果实炭疽病的防治效果差异显著
。

丙环哩
、

禾纹清和苯醚甲环哩防治效果较好
,

丙环哩的保护性防治效果可达 100 %
。

此

外
,

本次试验的防治效果评判标准为病斑扩展的直径
,

但有的病斑扩展较快而产生分生抱

子盘慢且少
,

有的病斑小但产生分生抱子盘快而明显
。

因此
,

按分生抱子盘的分级标准来

计算病情指数从而判别防治效果是否更好
,

有待进一步试验
。

在苹果炭疽病的防治中
,

我国使用多菌灵防治此病已有近 20 年的历史
,

连年用药的

苹果产区陆续发生药效下降的现象 「̀0〕
。

o ik og
a
( 19 7 6) 仁̀幻报道炭疽菌对苯并咪哇类农药产

生抗药性
,

以后 C oo k 等人陆续发表了抗药性的研究结果
。

本试验选用 了杂环类的杀菌剂

苯醚 甲环哇
、

丙环哩
、

异菌脉和睛类的杀菌剂休菌清来做比较研究
。

从结果看
,

多菌灵实

际防治效果较差
,

与前人的报道相符
。

本试验都是在控制条件下进行的
,

研究结果还需在大批量苹果仓储中进行验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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