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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 Am istar SC (阿米西达水悬浮剂)
在苹果病害管理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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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对具有保护和治疗双重功效的仿生性杀菌剂 25% Am istar SC (阿米西达水悬浮剂) 在苹果病害管

理体系中的应用技术和定位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 25% Am istar SC 除对嘎拉品种有药害外, 对黄元帅、秦冠、红

富士、新红星、北斗、澳州青苹等 6 个骨干品种均无任何不良影响, 使用安全; 同时, 25% Am istar SC 对苹果白粉

病、黑星病及斑点落叶病等 3 种主要病害均具有显著防治效果, 使用浓度 1 500～ 2 000 倍, 防治效果达 80%～

90% ; 在广谱性和防治效果上显著优于目前生产上推广的常用的苯并咪唑类、三唑类及代森类杀菌剂品种。应用时

应在发病前或发病初期施药, 间隔 7～ 10 d 喷 1 次, 连喷 3～ 4 次为宜, 同时宜与具有其他作用机制的杀菌剂, 如苯

并咪唑类、三唑类等内吸性杀菌剂混用或交替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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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Am istar SC 是世界上第一个登记注册的

甲氧基丙烯酸酯类广谱性杀菌剂, 其有效成分为嘧

菌 酯 (A zoxystcrob in ) , 商 品 名 称 为 Am istar,

A bound, H eritage, A dm ine, Q uodris, 其他名称叫阿

米西达等。该产品主要作用于真菌线粒体呼吸链中

的细胞色素 bcl 复合物, 通过阻止电子传递来抑制

菌丝生长, 具有保护、渗透治疗和内吸等活性, 对子

囊菌纲、担子菌纲、藻状菌纲及半知菌纲等病原菌均

具有较高的活性, 与环境友好 (以天然产物 Strob il2
u rin 为先导化合物, 对非靶标生物和环境安全) , 施

药方式多样 (茎叶喷雾、种子处理、土壤处理等)。至

2001 年, 该产品在全球 72 个国家 80 多种作物上登

记注册, 用于防治欧洲的谷类和葡萄, 中美州的香蕉

和美国的葡萄、番茄、桃、花生等作物的多种病害。

1999 年以来, 中国也开展了该产品在黄瓜、辣椒、番

茄等作物上的防治试验, 并在山东、上海、海南等省

(市) 大面积推广应用[1～ 3 ], 但有关其在苹果树病害

防治中的应用, 尚未见详细报道。

为了使该产品在苹果病害管理技术体系中发挥

更大的作用, 确定该产品在苹果病害管理体系的定

位和应用技术, 作者进行了 25% Am istar SC 防治

苹果树主要病害的田间应用研究。

1　材料与方法

1. 1　供试药剂及其来源

　　25% Am istar SC (阿米西达水悬浮剂) , 有效成

分为嘧菌酯 (A zoxystrob in ) , 由先正达 (中国) 投资

有限公司提供; 15% 三唑酮W P, 有效成分为三唑酮

( T riad im efon) , 由江苏克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

产; 80% 大 生 W P, 有 效 成 分 为 代 森 锰 锌

(m ancozeb ) , 由美国陶氏益农有限公司生产;

12. 5% 烯 唑 醇 W P, 有 效 成 分 为 烯 唑 醇

(d in iconazo le) , 由湖北沙隆达股份有限公司生产;

10% 世高W G, 有效成分为苯醚甲环唑 (d ifenocona2
zo le ) , 由先正达 (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生产; 50% 扑

海因W P, 有效成分为异菌脲 ( ip rodione) , 由拜耳

(中国) 有限公司生产; 10% 多抗霉素W P, 有效成分

为多抗霉素 (po lyox in ) , 由安徽省绩溪生物化工总

厂生产; 12. 5% 腈菌唑 EC, 有效成分为腈菌唑 (m y2
clobu tan il) , 由安徽省砀山县生物农药厂生产。

1. 2　25% Am istar SC 在苹果树上的安全性试验

1. 2. 1　试验地概况及试验方法　该试验在杨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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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卜村果树区进行, 供试品种所在的果园地面均无

杂草覆盖, 水肥条件较好, 土壤类型为土娄土, 管理水

平中等。试验于 2003205220 采用手持压缩式喷雾器

对供试果实进行喷雾处理, 以果实表面湿润、药液开

始下滴为宜。

1. 2. 2　试验设计　25% Am istar SC 设 625, 1 250

和 2 500 倍 3 个浓度, 另设 1 个空白对照。供试品种

有澳州青苹、黄元帅、北斗、嘎拉、新红星、红富士、秦

冠等 7 个品种, 均为 9 年生。每个处理每个品种选 1

株上的 10 个果实, 重复 3 次。

1. 2. 3　调查方法　自施药处理日起每 3～ 4 d 观察

1 次, 记录每个果实有无药害及药害症状。隔 15 d 左

右进行 1 次系统分级调查, 以药害斑块面积占果实

面积大小分为相应级数, 以 - , + , + + , + + + ,

+ + + + 表示并注明。再隔 45 d 左右, 观察果实受

害症状。

药害分级标准 (自定)为: - . 无药害; + . 轻度药

害, 不影响作物正常生长; + + . 明显药害, 可复原,

不会造成作物减产; + + + . 高度药害, 影响作物正

常生长, 对作物产量和品质都造成一定的损失;

+ + + + . 药害严重, 抑制作物生长, 引起产量和质

量的严重损失。

1. 3　田间药效试验

1. 3. 1　试验地概况及防治对象　田间药效试验分

别在陕西省洛川县凤栖镇后子头村 3 户果农的果园

内进行。主栽品种均为红富士, 9 年生, 株行距为

2. 0 m ×2. 5 m , 试验地总面积约 0. 53 hm 2 (8 亩)。

主要防治对象为苹果白粉病 ( P od osp haera leu2
cotricha (E ll. et. Ev) Salm. )、苹果斑点落叶病 (A l2
terna ria m a li Roberts) 和苹果黑星病 (V en tu ria in2
aequa lis (Cke. )W en t. ) 3 种苹果主要病害[4 ]。

1. 3. 2　试验设计　25% Am istar SC 防治苹果白粉

病设 2 000, 3 000 和 4 000 倍 3 个不同浓度处理, 对

照药剂为 12. 5% 烯唑醇W P 2 000 倍液和 15% 三唑

酮 W P 1 000 倍液。防治苹果斑点落叶病试验设

25% am istar SC 为 1 500, 2 000 和 2 500 倍 3 个不

同浓度处理, 对照药剂为 10% 世高W G 2 000 倍液、

50% 扑海因W P 1 500 倍液和 10% 多抗霉素W P

1 000倍液。防治苹果黑星病试验设 25% Am istar

SC 为 1 500, 2 000 和 2 500 倍 3 个不同浓度处理,

对照药剂为 80% 大生W P 800 倍液、10% 世高W G

5 000 倍液和 12. 5 % 腈菌唑W P 3 000 倍液。每种

病害另设 1 个清水对照, 均为 4 次重复。小区随机区

组排列, 每小区 2 株树。

1. 3. 3　试验方法　防治苹果白粉病试验于 20032
07221 开始第 1 次喷药, 间隔 7 d 喷 1 次, 共喷 3 次。

每株用药液量约为 1. 5 kg。防治苹果斑点落叶病试

验于 2003206224 开始第 1 次喷药, 间隔 10 d 左右喷

药 1 次, 共喷 4 次, 每株用药液量 2 kg 左右。防治苹

果黑星病试验于 2003206228 开始第 1 次喷药, 间隔

10 d 左右喷 1 次药, 连喷 3 次, 每小区用药液量 4 kg

左右。

1. 3. 4　试验调查　防治苹果白粉病试验于第 1 次

喷药前调查病情基数, 于第 2 次喷药前、第 3 次喷药

前以及第 3 次喷药后 7 d 分别调查发病情况, 分级

统计, 计算防治效果。苹果斑点落叶病防治试验于第

1 次喷药前进行病情基数调查, 在秋梢停止抽生期

(08222 左右)进行 1 次防治效果调查, 每小区调查 2

株, 每株分东、西、南、北、中 5 个方位固定 5 个枝条,

每个枝条上固定调查 20 个叶片, 分级记载, 计算病

情指数和防治效果。苹果黑星病的防治试验在施药

前进行发病基数调查, 每次用药后 7 d 调查 1 次, 每

小区调查 2 株, 每株分东、西、南、北、中 5 点取样, 每

点调查当年生枝条的 20 片叶, 分级统计, 计算病情

指数和防治效果。因试验期间果实未发病, 因此未调

查果实发病情况。

叶片病情分级标准按《农药田间药效试验准则

(一)、(二)》执行[5 ]。

病情指数= ∑ (各级病叶数×相对级数值)

调查总叶数×9
×100

防治效果ö% = [ 1-
CK 0×P t1

CK 1×P t0
]×100%

式中, CK 0, CK 1 为对照区施药前、后病情指数; P t0,

P t1 为处理区施药前、后病情指数。

2　结果与分析

2. 1　25% Am istar SC 在苹果树上的安全性试验

由表 1 可以看出, 25% Am istar SC 625, 1 250

和 2 500 倍不同浓度处理对澳州青苹、黄元帅、北

斗、新红星、红富士、秦冠 6 个品种无任何药害现象

产生, 但对嘎拉树产生了严重的药害。由施药处理 3

d 后的观察结果可知, 嘎拉幼果表面产生黑褐色斑

点, 叶片出现黑褐色焦斑, 且 3 个浓度处理的药害反

应强度有明显区别。试验后期 (07221) 观察得知,

25% Am istar SC 625, 1 250 和 2 500 倍处理的嘎拉

果树上的叶片大量脱落, 果实表面药害严重, 产生褐

黑色斑点并连结成斑块状, 形成“果锈”, 严重影响嘎

拉树的正常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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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5% Am istar SC 对苹果树安全性试验结果

T able 1　Safty test of 25% Am istar SC to app le tree

稀释倍数
Concen2
tration

果实病斑情况 (级) Effect on fru it su rface

澳州青苹
A ustralian

green
app le

黄元帅
H uang
yuan
shuai

北斗
Beidou

新红星
N ew
red
star

红富士
Fuji

秦冠
Q in
guan

嘎拉
Gala

625 - - - - - -
+ + +
大量落叶 H eavy defo2
liat ion

1 250 - - - - - -

+ + +
部分叶片枯黄 Som e
leaves gett ing yellow
bligh t

2 500 - - - - - -

+ + +
部分叶片枯黄 Som e
leaves gett ing yellow
bligh t

CK - - - - - - -

2. 2　25% Am istar SC 对苹果白粉病、斑点落叶病

和黑星病的防治效果

2. 2. 1　对苹果白粉病的防治效果　表 2 表明, 25%

Am istar SC 对苹果白粉病有显著的防治效果, 其

2 000, 3 000 和 4 000 倍液处理在第 1 次药后 7 d 的

防治效果分别为 74. 85% , 70. 33% 和 61. 84% ; 第 2

次药后 7 d 的防治效果分别为 84. 75% , 80. 58% 和

74. 12% ; 第 3 次药后 7 d 的防治效果分别为

91. 23% , 84. 42% 和 78. 01% ; 随着用药次数的增

加, 防治效果明显提高, 且 3 个浓度处理的防治效果

也有明显差异, 随着浓度的提高, 防治效果显著提

高。对照药剂 15% 三唑酮W P 1 000 倍液和 12. 5%

烯唑醇W P 2 000 倍液在第 1 次药后 7 d 防治效果

分别为 68. 56% , 72. 21% ; 在第 2 次药后 7 d 防治效

果分别为 79. 95% , 82. 86% ; 在第 3 次药后 7 d 防治

效果分别为 90. 91% , 92. 72%。

第 3 次药后 7 d 各处理防治效果结果表明, 对

照药剂 12. 5% 烯唑醇W P 2 000 倍液, 15% 三唑酮

W P 1 000 倍液与供试药剂 25% Am istar SC 2 000

倍液防治效果差异均不显著, 而与其他各处理差异

均达极显著水平; 供试药剂 25% Am istar SC 3 000

倍与4 000倍处理间差异也达极显著水平。
表 2　25% Am istar SC 对苹果白粉病的田间防治效果

T able 2　Effects of 25% Am istar SC contro l on P od osp haera leucotricha (E llis et Everhart) in field

药剂
Fungicides

稀释倍数
Concen2
tration

基数病指
Base

num ber
disease
index

第 1 次药后 7 d
7 d after first sp ray

第 2 次药后 7 d
7 d after second sp ray

第 3 次药后 7 d
7 d after th ird sp ray

病情指数
D isease

index

防治效果ö%
Contro l
effects

病情指数
D isease

index

防治效果ö%
Contro l
effects

病情指数
D isease

index

防治效果ö%
Contro l
effects

差异显著性
Sign ificance of

difference

0. 05 0. 01

2 000 1. 48 0. 85 74. 85 1. 31 84. 75 1. 27 91. 23 a A

25% Am istar SC 3 000 1. 35 0. 92 70. 33 1. 52 80. 58 2. 06 84. 42 b B

4 000 1. 28 1. 12 61. 84 1. 92 74. 12 2. 76 78. 01 c C

15% 三 唑 酮 W P
T riodim efon 15 W P

1 000 1. 36 0. 98 68. 56 1. 58 79. 95 1. 21 90. 91 a A

12. 5% 烯唑醇 W P
D iniconazo le 12. 5
W P

2 000 1. 46 0. 93 72. 21 1. 45 82. 86 1. 04 92. 72 a A

清水对照 CK 1. 37 3. 14 - 7. 94 - 13. 41 - - -

2. 2. 2　对苹果斑点落叶病的防治效果　由表 3 知,

各处理对苹果斑点落叶病的防治效果均较显著, 以

25% Am istar SC 1 500, 2 000 倍和 10% 世高W G

2 000倍 3 个处理防治效果较好, 在秋梢停止抽生期

( 08222) 的防治效果依次为 90. 31% , 83. 55% 和

84. 59% , 其中 25% Am istar SC 1 500 倍处理与其

他处理间差异达极显著水平 ( P < 0. 01) , 25%

Am istar SC 2 500 倍、50% 扑海因 W P 1 500 倍和

10% 多抗霉素W P 1 000 倍 3 个处理的防治效果稍

低, 在秋梢停止抽生期 (08222) 的防治效果依次为

80. 79% , 80. 17% 和 79. 26% , 三者差异不显著 (P >

0.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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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5% Am istar SC 对苹果斑点落叶病的田间防治效果

T albe 3　Effects of 25% Am istar SC contro l on A lternaria m ali Roberts in field

药剂
Fungicides

稀释倍数
Concen2
tration

基数病指
Base num ber

disease
index

秋梢停止抽生期 (08222)
Stage of au tum n grow th stopp ing sp rou ting

病情指数
D isease

index

防治效果ö%
Contro l
effects

差异显著性
Sign ificance of

difference

0. 05 0. 01

1 500 0. 71 1. 59 90. 31 a A

25% Am istar SC 2 000 0. 74 2. 77 83. 55 b BC

2 500 0. 80 3. 54 80. 79 c BC

10% 世高W G D ifenoconazo le 10 W G 2 000 0. 55 1. 93 84. 59 b B

50% 扑海因W P Ip rodione 50 W P 1 500 0. 81 3. 65 80. 17 c C

10% 多抗霉素W P P lyox in lo W P 1 000 0. 58 2. 74 79. 26 c C

清水对照 CK 0. 68 15. 67 - - -

2. 2. 3　苹果黑星病防治试验结果　由表 4 可知,

25% Am istar SC 对苹果黑星病有较显著的防治效

果, 其 1 500, 2 000 和 2 500 倍处理在第 1 次药后 7

d 的防治效果分别为 80. 51% , 75. 68% 和 71. 31% ;

第 2 次药后 7 d 的防治效果分别为 83. 35% ,

80. 59% 和 74. 24% ; 第 3 次药后 7 d 的防治效果分

别为89. 02% , 86. 48% 和 78. 86%。其中 1 500 和

2 000 倍处理的防治效果在试验期间均优于对照药

剂 80% 大生W P 800 倍液、10% 世高W G 5 000 倍

液和12. 5% 腈菌唑W P 3 000 倍液。
表 4　25% Am istar SC 对苹果黑星病的田间防治效果

T albe 4　Effects of 25% Am istar SC contro l on V entu ria inaequa lis (Cooke) W in te in field

药剂
Fungicides

稀释倍数
Concen2
tration

基数病指
Base

num ber
disease
index

第 1 次药后 7 d
7 d after first sp ray

第 2 次药后 7 d
7 d after second sp ray

第 3 次药后 7 d
7 d after th ird sp ray

病情指数
D isease

index

防治效果ö%
Contro l
effects

病情指数
D isease

index

防治效果ö%
Contro l
effects

病情指数
D isease

index

防治效果ö%
Contro l
effects

差异显著性
Sign ificance of

difference

0. 05 0. 01

1 500 0. 61 0. 21 80. 51 0. 19 83. 35 0. 17 89. 02 a A

25% Am istar SC 2 000 0. 52 0. 22 75. 68 0. 19 80. 59 0. 18 86. 48 ab A

2 500 0. 48 0. 24 71. 31 0. 23 74. 24 0. 26 78. 86 c B

80% 大生W P M an2
cozeb 80 W P

800 0. 57 0. 31 69. 37 0. 29 72. 20 0. 37 75. 19 c B

10% 世高W G
D ifenoconazo le
10 W G

5 000 0. 71 0. 35 72. 12 0. 28 78. 43 0. 28 84. 96 b A

12. 5% 腈菌唑 EC
M yclobu ton il 12. 5
EC

3 000 0. 62 0. 32 70. 53 0. 28 75. 89 0. 26 83. 62 b AB

清水对照 CK 0. 82 1. 45 - 1. 51 - - 2. 13 - -

　　第 3 次药后 7 d 各小区防治效果差异显著性结

果表明, 在 0. 05 水平上, 25% Am istar SC 1 500 倍

与其 2 000 倍处理间差异不显著, 而与其余各处理

间的差异均达显著水平; 25% Am istar SC 2 000

倍, 10% 世高 W G 5 000 倍和 12. 5% 腈菌唑 EC

3 000倍 3 个处理间两两差异不显著, 但均与 25%

Am istar SC 2 500 倍和 80% 大生W P 800 倍 2 个处

理间差异显著; 25% Am istar SC 2 500 倍与 80% 大

生W P 800 倍 2 个处理间差异不显著。在 0. 01 水平

上, 25% Am istar SC 1 500 倍和 2 000 倍、10% 世高

W G 5 000 倍及 12. 5% 腈菌唑EC 3 000 倍处理两两

间差异不显著; 12. 5% 腈菌唑 EC 3 000 倍, 25%

Am istar SC 2 500 倍和 80% 大生W P 800 倍 3 处理

间差异也均不显著, 其余各处理两两间差异均达极

显著水平。

3　小结与讨论

1) 本研究结果表明, 不同苹果品种 (系) 对 25%

Am istar SC 敏感性不同。其中, 25% Am istar SC 对

澳州青苹、北斗、黄元帅、新红星、红富士、秦冠等 6

个苹果品种安全性较好, 3 个浓度处理均无任何不

良影响, 因此完全可以推广应用。但对嘎拉品种的苹

果树有严重药害, 故应禁止 25% Am istar SC 杀菌

剂在嘎拉品种苹果树上使用。陕西省果区主栽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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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已形成以红富士为骨干品种, 配套栽培其他

搭配品种的格局, 所以, 在陕西省主要果区完全可以

推广 25% Am istar SC, 并可作为苹果病害防治中的

重点推广杀菌剂品种之一。

2) 25% Am istar SC 对苹果白粉病、斑点落叶

病、黑星病 3 种常发性病害均有较显著的防治效果。

防治苹果白粉病推荐浓度为 2 000 倍液, 防治苹果

斑点落叶病、黑星病推荐浓度为 1 500～ 2 000 倍液,

间隔 7～ 10 d 喷药 1 次, 连喷 3～ 4 次为宜, 防治效

果可达 80%～ 90%。优于目前生产上推广的常用杀

菌剂品种。

3) 对田间药效试验的系统观察结果表明, 25%

Am istar SC 在试验浓度范围内对供试果树无任何

不良影响, 使用安全, 而且果树生长旺盛, 叶色浓绿。

4) 25% Am istar SC 是一种以保护为主兼具有

内吸作用的广谱性杀菌剂品种[2 ] , 与目前市场上应

用的各种类型的杀菌剂相比, 能有效控制对苯并咪

唑类和麦角甾醇生物合成抑制剂及其他类型杀菌剂

产生抗性的病原菌, 而且对非靶标生物和环境安

全[6 ] , 是一种在无公害苹果生产上值得推广的新型

杀菌剂品种。在苹果病害防治中应利用其防病的保

护性和广谱性, 重点定位在果树生育前期, 在病菌未

侵染前或病害未发生流行前施药。然而由于 25%

Am istar SC 是一种新型杀菌剂, 其应用成本高, 而

且以保护性为主, 为了降低其用药成本, 提高防治效

果, 延缓病原菌抗药性的产生, 应与苯丙咪唑类和三

唑类等内吸治疗性杀菌剂混用, 或与有不同交互抗

性的杀菌剂交替使用。至于在果树病害管理体系中

如何确定甲氧基丙烯酸酯类杀菌剂品种和使用的次

数及混用的搭配品种, 还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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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app lica t ion of 25% Am ista r SC in the

m anagem en t of app le t ree d iseases

SH I Chun -x i1,D UAN Shuang-ke1,L I En -ca i2,L IW e i2

(1 K ey L abora tory of P lan t R esou rse P rotection and P est Con trol,M inistry of E d uca tion,

N orthw est S ci2T ech U niversity of A g ricu ltu re and F orestry , Y ang ling , S haanx i 712100, Ch ina;

2 S ta tion of P lan t P rotection of B aoj i,B aoj i, S haanx i 721001, Ch ina)

Abstract: T he app lica t ion techno logy of 25% Am istar SC w as assessed in in tegra ted fru it p ro tect ion.

T h is fungicide has bo th p ro tect ion and cu re funct ion to fru it t ree. R esearch resu lts show ed that 25% Am is2
ta r SC cou ld be u sed safely on H uangyuan shuai, Q inguan, Fu ji, N ew R ed Star, Beidou, A u stra lian Green

A pp le, bu t it w as harm fu l to Gala. Am istar had a great con tro l effect on app le pow dery m ildew , app le scab

and app le A lternaria leaf spo t. T he con tro l effect w as from 80% to 90% w hen it w as u sed w ith 1 500 to
2 000 dilu t ion s in field. Inh ib it ive spectrum and con tro l effect of 25% Am istar SC to fungi of m ajo r d iseases

w ere bet ter than that of common fungicides like benzim idazo le, t riad im efon and m ancozeb. It cou ld be

sp rayed every 7- 10 days and u sed con t inuou sly fo r 3- 4 t im es. It a lso cou ld be m ixed w ith benzim idazo le

o r t riad im efon in p ract ice.

Key words: 25% Am istar SC; app le t ree diseases; app lied techno logy;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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