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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扩大灭黑一号在水稻上的杀菌谱和应用效应。[ 方法] 以枯草芽孢杆菌和井冈霉素为对照药剂 , 在水稻孕穗期和破口期前
5 d 各施药一次 ,研究不同用量的灭黑一号对水稻纹枯病、稻曲病的防治效果。[ 结果] 一次用药后, 灭黑一号对纹枯病的防治效果低于
对照药剂 , 且与用量呈反向效应; 二次用药后 , 各处理的防效明显提高 , 灭黑一号600 g/ hm2 的防效最高 , 病株率、病指的防效分别为
96 .14 % 、97 .50 % 。灭黑一号防治稻曲病的效果与用量呈正向效应,450 g/ hm2 以上用量处理的防效在60 % 以上 , 大于对照药剂。[ 结论]
灭黑一号在水稻孕穗期和破口期前连续用药两次可以有效防治水稻纹枯病和稻曲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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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the Efficacy of Miehei 1 on Controlling the Main Diseases in Rice inthe Late Growth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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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Objective] The study ai med to expand the fungici dal spectrumand application effect of Miehei 1 on rice . [ Method] With Bacillus subtilis
and validamyci n as contrast fungicides , the tested fungicides were applied once in each of the booti ng stage of rice and the first 5 d before heading stage
so as to study the control effects of Miehei 1 at different dosages on rice sheath blight and rice false smut . [ Result] After the first application, the control
effect of Miehei 1 on sheath blight was lower thanthat of contrast fungici des and showed contrarian effect on dosage . After the second application, the con-
trol effect in eachtreat ment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 that of Miehei 1 at 600 g/ hm2 was highest and that onits diseased plant rate and disease index were
96 .14 % and 97 .50 % resp . The control effect of Miehei 1 on rice false smut showed positive effect on dosage , that of dosage over 450 g/ hm2 was more
than 60 % and bigger thanthat of contrast fungicides . [ Conclusion] Continuous twice applications of Miehei 1 inthe booting stage of rice and before head-
ing stage coul d effectively control rice sheath blight and rice false smu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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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灭黑一号农药是由江苏省盐城市农业科学院研制 , 江苏

太仓长江化工厂生产的高效杀菌剂, 专用于杂交制种稻粒黑

粉病的防治, 已经在杂交稻制种基地成功应用了10 多年, 经

济和社会效益显著。为扩大灭黑一号农药在水稻上的杀菌

谱和应用效应, 笔者进行该农药在水稻后期主要病害的综合

防治研究。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点选择在江苏省响水县响水镇城

南居委会李仁友农户水稻田中, 前茬作物为小麦, 水稻品种

为武运粳8 号( 粳稻) , 水稻栽培方式为水育人工栽插, 土壤

质地为沙碱土,pH 值> 7 .8 , 肥力中等。第1 次施药为水稻孕

穗期, 第2 次施药为破口前5 d。第2 次用药后, 水稻于8 月

31 日破口 ,9 月3 ～5 日进入扬花高峰,9 月9 日扬花结束。试

验期间除正常治虫外 , 未使用其他杀菌剂。试验所用其他药

剂主要防治对象是水稻纹枯病、稻曲病。第1 次施药( 8 月10

日) 天气晴好 , 第2 次施药( 8 月26 日) 天气阴小雨。药后,8

月10 日至9 月30 日总降雨量为135 .1 mm, 较常年少90 .3

mm, 尤其是8 月中下旬少54 .5 mm; 雨日为17 d , 比常年少;8

月中下旬偏高0 .7 ℃,9 月上中旬气温偏低2 .3 ℃。

1 .2  试验设计 试验药剂:17 .5 % 灭黑一号可湿性粉剂( 盐

城市农业科学院提供) ;5 % 井冈霉素水剂( 浙江桐庐生物化

学有限公司生产) ; 枯草芽孢杆菌(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提供) 。

试验处理: 共设 6 个处理, 分别为: ①17 .5 % 灭黑一号 300

g/ hm2 ; ②17 .5 % 灭黑一号450 g/ hm2 ; ③17 .5 % 灭黑一号600

g/ hm2 ; ④5 % 井冈霉素水剂2 250 ml/ m2 ; ⑤枯草芽孢杆菌

3 000 ml/ m2 ; ⑥空白对照( CK) 。第1 、2 次施药各区对应相

同。小区设计: 小区长7 .5 m、宽5 m, 小区面积37 .5 m2 , 小区

间随机区组排列,4 次重复, 共36 个小区。施药方法: 施药采

用浙江省台州市三甲顺发桶厂生产的3WBB- 16 型背负式

手动喷雾器 , 双喷头, 喷药量为750 kg/ hm2 , 流速为0 .9 kg/ t ,

分别于8 月10 日下午3 :00 和8 月26 日下午2 :00 分2 次

施药。

1 .3 调查方法及时间  第2 次施药后,9 月28 日水稻纹枯

病和稻曲病病情发生稳定, 即调查两病的最终发病情况, 方

法为每小区分5 点取样, 每点调查5 穴, 计25 穴 , 记录总株

数、病株数和病级数。

1 .4 药效计算方法及统计分析  以田间调查记录的总株

( 穗) 数、病株( 穗) 数和病级数, 计算病株( 穗) 率、病指及防治

效果, 然后进行方差分析。防治效果% = [ 空白对照区病情

指数( 病株率) - 药剂处理区病情指数( 病株率) ] / 空白对照

区病情指数( 病株率) ×100。纹枯病分级标准:0 级为全株无

病; 1 级为第4 叶片及以下发病( 剑叶为第1 叶) ; 3 级为第3

叶片及以下发病;5 级为第2 叶片及以下发病; 7 级为剑叶及

以下发病 ; 9 级为全株发病。稻曲病分级标准:0 级为病粒率

0 ;1 级为病粒率5 %( 含5 %) 以下 ;2 级为病粒率 10 %( 含

10 %) 以下;3 级为病粒率20 %( 含20 %) 以下;4 级为病粒率

50 %( 含50 %) 以下;5 级为病粒率50 % 以上。

2  结果与分析

2 .1  防治纹枯病药效 灭黑一号农药不同用量对纹枯病有

一定的防治效果,1 次用药后的纹枯病病株率在0 .84 % ～

1 .84 % , 病情指数在0 .11～0 .20 , 防治效果分别在0～28 .70 %

和0～33 .82 % , 具体数值与用药量成反向效应。灭黑一号的

防治效果低于对照药剂, 枯草芽孢杆菌和井冈霉素用药1 次

后的株防效分别为 28 .64 % 、71 .37 % , 病指分别为 47 .06 、

79 .41 。连续2 次用药后, 各试验处理的防治效果都明显提

高, 数据表明( 表1) , 处理③、④的防效最高, 株防效分别为

96 .14 % 、95 .74 % , 病指防效分别为97 .50 % 、96 .45 % 。各处理

间在0 .05 水平上差异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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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防治稻曲病的药效  试验田稻曲病发生较轻, 试验药

剂处理之间的防病效果在0 .05 水平上不存在差异性。但从

具体数值分析来看( 表2) , 灭黑一号控制稻曲病的效果与用

量有正向效应, 用量越大, 防效越高,450 g/ hm2 以上用量的处

理防效在60 % 以上, 均大于对照药剂, 井冈霉素和枯草芽孢

杆菌的防效都在50 % 左右。

表1 药后9 月28 日纹枯病病情

Table 1 The disease of rice falsesmut onSep. 28after medication

重复

Repeat

处理①Treatment ①

病株率

Rate of

diseased

plants∥%

病指

Disease

index

处理②Treatment ②

病株率

Rate of

diseased

plants ∥%

病指

Disease

index

处理③Treatment ③

病株率

Rate of

diseased

plants∥%

病指

Disease

index

处理④Treatment ④

病株率

Rate of

diseased

plants ∥%

病指

Disease

index

处理⑤Treatment ⑤

病株率

Rate of

diseased

plants∥%

病指

Disease

index

CK

病株率

Rate of

diseased

plants ∥%

病指

Disease

index

1  14 .04  8 .06  5 .21  2.14  1 .88  0 .73  4 .35  2.42  3 .37  1 .87 87 .38 51 .97

2 9 .91 5 .70 7 .80 3.82 6 .17 2 .25 3 .5 1.94 5 .05 2 .58 82 .63 49 .10

3 3 .81 2 .12 6 .83 3.79 3 .62 2 .01 2 .38 1.32 14 .88 9 .92 85 .00 70 .56

4 13 .37 7 .42 8 .07 4.48 1 .02 0 .57 3 .27 1.82 12 .98 8 .28 64 .95 48 .76

平均Mean 10 .28 5 .83 6 .98 3.56 3 .17 1 .39 3 .38 1.88 9 .07 5 .66 79 .99 55 .10

防治效果 86 .72 88 .67 91 .03 93.39 96 .14 97 .50 95 .74 96.45 88 .14 90 .03

Control effect ∥%

F(4 ,19) =3 .23* Ac Abc Aa Aab Aabc

F(4 ,19) =3 .82* Bb ABab Aa ABa ABb

表2 药后9 月28 日稻曲病病情指数

Table 2 The disease of sheath blight onSep. 28after medication

重复Repeat 处理①Treatment ① 处理②Treatment ② 处理③Treatment ③ 处理④Treatment ④ 处理⑤Treatment ⑤ CK

1     0 .032     0.016     0 .016     0.024     0 .024 0 .040

2 0 .028 0.010 0 .014 0.022 0 .018 0 .054

3 0 .030 0.012 0 .008 0.016 0 .012 0 .032

4 0 .010 0.016 0 .010 0.010 0 .014 0 .018

平均Mean 0 .025 0.014 0 .012 0.018 0 .017 0 .036

防治效果Control effect ∥% 30 .56 62.500 66 .670 50.000 52 .780

F(4 ,19) =1 .42

3  讨论

(1) 水稻生长中后期是主要病虫发生危害盛期, 也是防

治的关键时期, 在当地水稻生产中常发生而又对水稻危害最

严重的病害有稻瘟病、纹枯病、稻曲病, 这些病害每年给水稻

生产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失。目前还没有一种药剂可以包治

百病, 后期频繁用药, 一方面增加了污染环境的潜在危害, 另

一方面也增加了农本和不利于稻谷品质的提高。

(2) 农作物有害生物的治理仍然要遵循预防为主的方

针, 针对病害, 对症选药。灭黑一号是由高效广谱性农药组

成的复混制剂, 已经取得农药“三证”多年, 作为其组分之一

的烯唑醇是麦角甾醇生物合成抑制剂, 具有保护、治疗、铲除

作用。对子囊菌、担子菌引起的多种植物病害, 如白粉病、锈

病、黑粉病、黑腥病等有特效。对尾孢霉、球腔菌、核盘菌、菌

核菌、丝核菌引起的病害有良效, 灭黑一号的另一个主要组

分是多菌灵, 属苯并咪唑类, 是一种内吸广谱性杀菌剂, 对子

囊菌和半知菌所致的多种病害有效, 对卵菌和细菌所致的病

害无效。其作用机理主要是干扰菌体有丝分裂中纺锤体的

形成, 从而影响细胞分裂。能被植物的种子、根和叶吸收, 可

在植物组织内输导, 具有保护和治疗作用。可以防治麦类赤

霉病、水稻纹枯病、稻瘟病、棉花苗期病害、油菜菌核病、果树

病害、花生立枯病、茎腐病、根腐病、甜菜褐斑病等。这两种

成分的科学组合凸显了灭黑一号的高效广谱性以及在水稻

后期病害的有效兼治作用。

( 3) 灭黑一号在水稻孕穗期和破口前连续用药可以有效

控制纹枯病和稻曲病的发生危害, 田间调查还显示了用药后

的水稻植株秆青籽黄 , 有利于水稻营养物质的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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