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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种防治烟草普通花叶病药剂的田间药效

日期：2005-10-26   作者：徐兴阳 欧阳进 杨明   来源：《烟草科技》，2005年，第1期

  摘要：为给防治烟草普通花叶病的药剂选择提供依据，进行了“毒消”600倍、

“病毒必克”500倍（药剂）和氨基酸300倍、“丰农”500倍（叶面肥）田间防效试验。

结果表明，烟株发病初期开始施药，“毒消”600倍在首次施药后防效达73.24%，第3次

施药后各药剂防效下降并在停止施药后30d病情发生反弹；烟株发病中期开始施药，首次

施药后“病毒必克”500倍防效达75.90%，此后各药剂防效均下降；氨基酸300倍和“丰

农”500倍防效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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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烟草普通花叶病（TMV）在云南烟区发生和流行[1，2]，2003年昆明市各县区

的烟草苗床期及大田期发生比较普遍，局部发生严重，为防治该病，2003年我们选取防

治该病的部分药剂，在大田烟株发病的初期和中期开始施药，观察防治效果，旨在为烟

叶生产上选择使用药剂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栽培品种为K326。试验药剂和叶面肥各2种，共设5个处理：处理A：“毒消”600倍

（北京东旺农药有限公司）；处理B：“病毒必克”500倍（陕西海浪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处理C：氨基酸300倍（都江堰市大发实业有限公司），含作物生长所必须的多种

氨基酸、钙、镁、硫、钼、硼、锌等微量营养元素，属于无污染、无毒害、无残留、不

含激素的有机肥；处理D：“丰农”500倍（长沙艾格里植保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主要

成分为光合细菌，有效活菌数≥5.0亿个/mL；含多种植物生长物质和多种抑菌活性物质

以及E族维生素、氨基酸、多糖等营养成分；属于无毒、无残留、无污染、无激素的纯生

物制剂叶面肥；处理E：喷清水为对照。 

 

  1.2 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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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发病初期开始施药 

 

  选刚发病烟田，A、B、D、E 4个处理，每处理101～139株，3次重复。于选点当天

（6月1日）进行首次喷药，每7d喷1次，连续3次。首次施药当天调查发病基数，以后每

隔10d调查1次病情，共调查7次。 

 

  1.2.2 发病中期开始施药 

 

  另选发病中期的烟田，A、B、C、E 4个处理，每处理60株，3次重复。于选点当天

（6月20日）进行首次喷药，每5d喷1次，连续喷3次。于首次施药当天调查发病基数，以

后每7d调查1次病情，共调查5次。之后，除清水对照外拔除所有病株，拔除后第7、14天

调查发病情况。 

 

  1.3 病情分级标准和防治效果计算 

 

  按《YC/T39-1996 烟草病害分级及调查方法》进行病情分级、计算病情指数和防治

效果。 

 

  2 结果与分析 

 

  2.1 发病初期开始施药的防效 

 

  从表1可见，首次施药后处理A的防效较好，第2次施药后处理B防效较好，第3次施药

后于7月1日调查结果，处理A、B、D防效下降，7月21日以后，各处理的烟株病指增量超

过清水对照，病情发生反弹，尤其处理D较明显。 

 

  2.2 发病中期开始施药的防效 

 

  从表2可看出，大田烟株发病中期开始喷药，首次喷药后处理B第7天防效达到

75.90%，防治效果较好，此后虽然继续施药，但防效有所下降。处理A和处理C防治效果

较差。 

表1 发病初期开始施药的防效 

 

 

  注：表中“+”表示增加，“－”表示减少。下同。 

 

表2 发病中期开始施药的防效 

 

处理 

6月11日 6月21日 7月1日 7月11日 7月21日 8月1日 

病指增
量 

防效
（%） 

病指
增量 

防效
（%） 

病指增
量 

防效
（%） 

病指增
量 

防效
（%） 

病指增
量 

防效
（%） 

病指增
量 

防效
（%） 

A ＋0.38 73.24
＋
2.48

60.32 ＋6.55 37.26
＋

10.89
20.80

＋
21.17

-7.19
＋

24.06
-6.56

B ＋0.54 61.97
＋
2.10

66.40 ＋3.82 63.41 ＋5.57 59.49
＋

19.91
-0.81

＋
23.15

-2.52

D ＋1.38 2.82
＋
4.91

21.44 ＋9.57 8.33
＋

13.13
4.51

＋
21.77

-10.23
＋

24.11
-6.78

E（对
照） 

＋1.42   
＋
6.25

 
＋

10.44
 

＋
13.75

 
＋

19.75
 

＋
22.58

 

处理 
6月27日 7月4日 7月11日 7月18日 

病指增量 防效（%） 病指增量 防效（%） 病指增量 防效（%） 病指增量 防效（%） 

A ＋5.89 8.40 ＋12.58 6.54 ＋17.87 0.72 ＋21.66 -2.36

B ＋1.50 75.90 ＋3.57 73.48 ＋8.11 54.94 ＋11.91 43.72

C ＋5.20 19.13 ＋12.25 8.99 ＋17.09 5.06 ＋20.26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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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7月18日拔除病株后第7、14天调查结果，烟田没有新增病株。 

 

  3 讨论 

 

  （1）烟株发病初期开始施“毒消”和“病毒必克”药剂，停止施药后30d，烟草普

通花叶病的病情发生反弹，以往未见报道，其药效机理有待进一步研究。 

 

  （2）对发病初期的烟田及时施“毒消”和“病毒必克”，可以在一定时间内和一定

程度上起到控制病情的作用，但对该病尚不能达到很好的防治效果或控制病情。 

 

  （3）对上述病害的防治，预防为主，治疗为辅。建议在大田发病初期人工拔除病

株，控制病毒传染源[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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