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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种杀菌剂对甜瓜采后黑斑病菌的抑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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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不同浓度的嘧菌酯 、醚菌酯和肟菌酯为供试药剂 ,研究其对引起甜瓜采后腐烂的黑斑病菌

(A.alternata)菌丝生长的抑制效果 。结果表明 ,不同浓度的杀菌剂对黑斑病菌(A.alternata)菌丝

生长均有一定的抑制效果 ,而且随着浓度的增大 ,抑制效果增强 。其中以嘧菌酯效果最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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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ontro lling effects of 3 fungicide s(50% azoxyst robin , 50% kreso xim-methy l and

50% t rif loxy strobin)w ith the dif ferent concentrat ions of 12.5mg/L ,25mg/ L , 50mg/L , 100mg/

L , 200mg/L and 400mg/L against mycelial g row th of A lternaria al ternata were studied in v it ro

test.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controlling ef fects of 3 fungicides increased w ith their concen-

t rat ions and azoxyst robin showed the b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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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甜瓜(Cucumis melo L.)生产在世界园艺业中

占有重要地位 ,但其在采后贮藏运输过程中极易腐

烂。造成甜瓜贮藏期间腐烂的病害主要包括黑斑病

(Alternaria alternata)、粉霉病(Trichothecium ro-

seum)、白霉病(Fusarium sp.)和软腐病(Rhizopus

stoloni f er)等
[ 1]
。据报道 ,采前经嘧菌酯处理可以

有效地控制采后甜瓜粉霉病 、白霉病的发病率[ 2] ,但

嘧菌酯对甜瓜黑斑病的防治效果目前尚无报道。本

试验采用嘧菌酯及醚菌酯和肟菌酯 3种新型杀菌剂

对甜瓜黑斑病的病原菌进行抑制效果的测定 ,以期

通过体外药效的测定 ,筛选防治该病的有效杀菌剂 。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1.1.1　供试病菌　链格孢菌[ Alternaria alternata

(Fr.)Keissl.] 分离自甜瓜贮藏中自然发病果实 ,

PDA培养基上保存待用。

1.1.2　供试杀菌剂　50%嘧菌酯 、50%醚菌酯和

50%肟菌酯可湿性粉剂均由澳大利亚联邦科工组织

(CSIRO)提供。

1.2　病原菌的分离 、纯化和鉴定

参照方中达法
[ 3]
。采集典型甜瓜黑斑病病果 ,

用 70%酒精表面消毒 ,无菌水冲洗后 ,切取病健交

界处组织 ,在无菌操作条件下移置到 PDA 平板上 ,

于 25 ℃保温培养 ,待长出分生孢子后进行单孢分

离 ,纯化后在 PDA 培养基上保存待用 。

1.3　抑菌效果试验

分别取 12.5 , 25 , 50 , 100 , 200 , 400mg/L 嘧菌

酯 、醚菌酯和肟菌酯药液 100μL , 均匀加入装有

20mL PDA 、直径为 75 mm 的培养基中 ,随后将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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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 4 d 的 A.alternata沿菌落边缘用 6mm 打孔

器打孔 ,取得 6mm A.alternata菌饼接于培养基中

央 ,25℃避光培养 。以不加任何杀菌剂为对照 。当

对照皿中菌体长至培养皿边缘时 ,以十字法测量菌

落直径 ,并计算抑制率。每处理 6个培养皿 ,编号分

别为 1 , 2 ,3 , 4 ,5 , 6 ,3次重复。

抑制率(%)=
对照菌落直径-处理菌落直径

对照菌落直径-6
×100%

2　结果与分析

2.1　嘧菌酯对黑斑病菌的抑制效果

嘧菌酯对甜瓜黑斑病菌具有很强的抑制效果

(表 1)。当浓度为 12.5mg/ L 时 ,对 A.alternata菌

丝生长的抑制率为 50%。并且在 12.5 ～ 400mg/L

浓度范围内 ,随着浓度的增大 ,抑制效果增强 ,当浓

度为 400mg/ L 时 ,抑制率高达 70.4%。分别对浓

度取对数 、抑制率取机率值 ,做回归曲线 ,由此可知 ,

浓度对数与抑制率机率值之间呈线性关系 ,相关系

数为 0.967 2。由毒力回归式(y =0.362 6x +4.

6228)计算可知 ,嘧菌酯对 A.alternata菌丝生长抑

制的有效中量 ED 50为 10.971 35mg/L 。

2.2　醚菌酯对黑斑病菌的抑制效果

醚菌酯对甜瓜黑斑病菌具有一定的抑制效果

表 1　嘧菌酯对 A.alternata菌丝生长的影响

浓度

(mg/ L)
浓度对数

菌丝直径(mm)

1 2 3 4 5 6 平均

抑制率

(%)
抑制机率

y

毒力回归式

y=a+bx
相关系数

400 2.6021 24.0 24.5 23.5 24.5 23.0 24.5 24.0 70.4 5.52 y=0.3626x+4.6228 0.9672

200 2.3010 25.0 25.5 25.5 26.0 24.5 26.0 25.4 68.1 5.47

100 2.0000 26.5 26.0 27.0 29.0 28.0 27.0 27.2 65.1 5.39

50 1.6989 31.0 29.0 30.5 29.5 29.0 30.0 29.8 60.8 5.28

25 1.3979 34.0 34.0 33.5 34.5 32.5 33.0 33.6 54.6 5.10

12.5 1.0969 36.5 36.0 37.5 36.0 36.0 36.5 36.4 50.0 5.00

ck 65.0 68.0 67.5 66.0 67.0 67.5 66.8 0

(表 2),并且在 12.5 ～ 400mg/L 浓度范围内 ,随着

浓度的增大 , 抑制效果也随之增强 。浓度为12.5

mg/L 和 400mg/L 时 ,醚菌酯对 A.al ternata 菌丝

生长的抑制率分别为 36.6%和 64.8%。分别对浓

度取对数 、抑制率取机率值 ,做回归曲线 ,由此可知 ,

浓度对数与抑制率机率值之间呈线性关系 ,相关系

数为 0.892 2。由毒力回归式(y =0.5296x +

4.007 2)计算可知 ,醚菌酯对 A.alternata菌丝生长

表 2　醚菌酯对 A.alternata菌丝生长的影响

浓度

(mg/ L)
浓度对数

菌丝直径(mm)

1 2 3 4 5 6 平均

抑制率

(%)

抑制机率

y

毒力回归式

y=a+bx
相关系数

400 2.6021 27 26 28.0 27.5 28.0 28.0 27.4 64.8 5.36 y=0.5296x+4.0072 0.8922

200 2.3010 29 31 30.0 30.0 32.0 29.5 30.2 60.1 5.25

100 2.0000 30 33 31.0 32.0 33.0 31.0 31.7 57.8 5.2

50 1.6989 41 43 41.5 42.0 43.0 42.5 42.2 40.5 4.75

25 1.3979 42 44 43.5 44.0 44.5 44.0 43.7 38.1 4.69

12.5 1.0969 43 45 44.0 45.0 45.5 45.0 44.6 36.6 4.67

ck 65 68 67.5 66.0 67.0 67.5 66.8 0

抑制的有效中量 ED 50为 74.920 38mg/L。

2.3　肟菌酯对黑斑病菌的抑制效果

肟菌酯对甜瓜黑斑病也具有一定的控制效果

(表 3)。在 12.5 ～ 400mg/ L 浓度范围内 ,浓度越

大 ,控制效果越好 。当浓度分别为 12.5mg/L 和

25mg/L 时 ,对 A.al ternata菌丝生长的抑制率分别

为 20%和 37.9%。但当浓度继续增大时 ,抑制率的

增长速率相对较小。400mg/ L 时 ,对 A.al ternata

菌丝生长的抑制率仅为 59.9%。分别对浓度取对

数 、抑制率取机率值 ,做回归曲线 ,由此可知 ,浓度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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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与抑制率机率值之间呈线性关系 , 相关系数为

0.8992。由毒力回归式(y=0.635x+3.647 3)计算

可知 ,肟菌酯对 A.al ternata 菌丝生长抑制的有效

中量 ED50为 134.9584mg/L。

表 3　肟菌酯对 A.alternata菌丝生长的影响

浓度

(mg/ L)
浓度对数

菌丝直径(mm)

1 2 3 4 5 6 平均

抑制率

(%)

抑制机率

y

毒力回归式

y=a+bx
相关系数

400 2.6021 31.0 29.0 30.0 30.0 31 31.5 30.4 59.9 5.23 y=0.635x+3.6473 0.8992

200 2.3010 33.0 34.0 33.5 34.5 35.0 34.0 34.0 53.9 5.08

100 2.0000 37.0 37.5 37.5 36.0 36.0 36.5 36.8 49.5 4.97

50 1.6989 41.5 41.0 41.0 40.5 42.0 42.0 41.3 41.9 4.80

25 1.3979 44.0 44.5 43.5 43.0 44.0 43.5 43.8 37.9 4.69

12.5 1.0969 55.0 54.0 55.0 55.0 54.0 55.0 54.7 20.0 4.16

ck 65.0 68.0 67.5 66.0 67.0 67.5 66.8 0

2.4　3种杀菌剂对黑斑病菌抑制效果的比较

由表 4 可见 , 嘧菌酯效果最好 , 其有效中量

ED 50仅为 10.971 35mg/L ,而醚菌酯和肟菌酯的有

效中量 ED 50依次分别高达 74.920 38mg/L 和

134.958 4mg/L。通过比较可知 ,嘧菌酯的毒力是醚

菌酯的 6.8倍 、肟菌酯的 12.3倍。

表 4　3种杀菌剂毒力测定比较结果

杀菌剂 毒力回归方程 相关系数
ED50

(m g/ L)

嘧菌酯 y=0.3626x+4.6228 0.9672 10.971 35

醚菌酯 y=0.5296x+4.0072 0.8922 74.920 38

肟菌酯 y=0.6350x+3.6473 0.8992 134.95840

3　讨论

1)嘧菌酯 、醚菌酯和肟菌酯均属于 strobilurin

类杀菌剂 ,这类杀菌剂具有与现有杀菌剂不同的作

用机制 ,即通过阻止特定细胞色素 ,导致线粒体电子

传递受到抑制。它具有杀菌活性高 、杀菌谱广 、内吸

性强 、对环境友好等特点[ 4] 。该类药剂对多种水果

及蔬菜病害均有很好的防效[ 5] ,本试验中 , 3种杀菌

剂对甜瓜黑斑病菌均有一定的抑制效果 ,其中 ,嘧菌

酯的效果最好。目前 ,嘧菌酯在中国尚属于新药剂 ,

在常规杀菌剂出现抗性问题及对环境安全性危害严

重的情况下 ,嘧菌酯作为新型杀菌剂可以替代常规

杀菌剂。

2)食品中农药残留量对人类健康有影响 ,人们

正逐渐将果蔬产后病害的防治研究方向转向生物防

治。据报道 , 用嘧菌酯处理过的甜瓜和苹果 ,其嘧

菌酯残留水平很低 ,均小于 0.1mg/L
[ 6]
,这远远低

于美国对西红柿(0.2mg/ L)[ 7] 和加拿大对桃(0.8

mg/ L)
[ 8]
的残留量要求。因此 ,通过嘧菌酯处理的

甜瓜是比较安全的 。

3)本试验仅用体外试验对甜瓜黑斑病菌

A.al ternata菌丝生长的防效进行了研究 ,有关对甜

瓜果实贮藏中黑斑病抑制效果的研究 ,有待今后进

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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