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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药剂处理对小麦禾谷胞囊线虫的防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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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农业大学 植物保护学院 , 河南 郑州 450002)

摘要:在大田条件下研究了 15%铁灭克(Temik)、3%辛硫磷(Phosim)、5 %线敌(E thopropho s)、

10%福气多(Fosthiazate)4种化学杀线虫剂及其不同剂量对小麦胞囊线虫病的防治效果。结果表

明:15%铁灭克 22.5 kg/hm2 处理明显优于其他药剂处理 ,该处理在苗期 、扬花期 、灌浆期的防治效

果分别为 54 .01%,60.81%和 52.45%,收获后每 100 g干土壤的胞囊数仅为 2.67个 ,比对照减少

95.29 %;15%铁灭克 15kg/hm
2
、5%线敌 30 kg/hm

2
2个处理的防治效果次之 ,均在 30%以上 ,收

获后每 100 g 干土中胞囊数分别比对照减少 82 .94 %和 76.48%;5 %线敌 15 kg/hm
2
、10%福气多

30 kg/hm2 、10%福气多 22.5 kg/hm2 和 3%辛硫磷 22.5 kg/hm2 几个处理的防治效果较差 ,均低

于25%, 收获后每 100 g 干土的胞囊数分别比对照减少54 .12%,58.83%,68.24%和21 .18%。从

对小麦生长影响情况来看 ,15 %铁灭克处理表现为促进生长 ,但 5%线敌和 10%福气多处理有一定

程度的抑制作用 ,而 3%辛硫磷处理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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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Dif ferent Nematicides on the Controlling

Cereal Cy st Nematode and Wheat G row 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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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llege o f Plant Pro tection , Henan Ag ricultural Univ ersity , Zhengzhou 450002 , China)

Abstract:The effect of 4 kinds of nem aticides , Temik , Phosim , Ethoprophos and Fo sthiaza te , on

the cereal cyst nem atode in w heat we re test in the field .The resul ts showed that the contro l

ef fect o f Temik 22.5 kg/ha is best one in all t reatments , it s cont rol effect to ce real cy st nematode

are 54.01%, 60 .81%, 52.45 %in the seedling stag e , f low ering stage , f illing stag e respectively ,

and the population o f cy st af ter harve st is 2 .67 per 100g dry soi l dry soil , reducing 95.29% than

ck .The ef fects of Ethopropho s 30kg/ha and Temik 15 kg/ha on contro l ce real cyst nem atode are

low er Temik 22.5 kg/ha ,but bet te r than o thers , and the population o f cy st af ter harvest reduced

82.94% and 76.48 % than ck respectively.The effects of E thopropho s 15kg/ha , Fosthiazate

30kg/ha Fosthiazate 22.5kg/ha and Phosim 22.5kg/ha on controlling disease are poo r com pare

wi th Temik , but the population of cy st in these t reatments also remarkable descend af ter ha rve st.

In the effects of nematicides , Temik show ed promo ting w heat g row th , but Ethopropho s and Fos-

thiazate w ere opposite effects in w heat g row th .Phosim have no effect on this w ay alm ost.

Key words:Cereal cy st nematode;W heat;Nemat icides;Control ef 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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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麦胞囊线虫病是危害多种禾谷类作物的世界

性重要病害 , 病原物为燕麦胞囊线虫(Heterodera

avenae Wollenw eber)[ 1] 。1908年英国首次在小麦

上发现 ,目前 ,在世界上的 32 个国家已有报道[ 2] 。

如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和南澳大利亚小麦受害面积

200万 hm
2
,减产 23%～ 50%,严重时减产 73%～

89%,每年经济损失 7 000万美元[ 3 , 4] 。我国对小麦

胞囊线虫病报道较晚 ,陈品三等从湖北天门等地发

现该病
[ 5]
,目前 ,已有河南 、河北 、山西 、安徽 、山东 、

甘肃等 10多个省市区发现该病害 ,并有逐渐蔓延趋

势。

当前 ,在小麦胞囊线虫病防治方面还缺乏有效

措施 。生产上大面积推广的品种多为感病品种 ,轮

作由于多种原因在我国很难大面积实施 ,而该病的

生物防治目前尚处于初期阶段 ,离生产上应用还有

很大距离
[ 6 , 7]

。化学防治目前仍被认为是生产上防

治小麦胞囊线虫病最有效的办法 ,但过去报道的杀

线虫剂由于毒性太大目前已被限制使用 。为了更好

的指导生产 ,为小麦胞囊线虫的防治工作提供理论

依据 ,进行了本项试验。

1　材料和方法

1.1　试验材料

1.1.1　供试小麦品种　豫麦 49 号(感病品种),种

子由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中心提供。

1.1.2　供试药剂　15%铁灭克(Temik ,拜耳作物

科学公司提供),3 %辛硫磷颗粒剂(Phosim ,山东泗

水弘发化工有限公司生产 ,市售), 5%线敌(Etho-

prophos ,山东寿光双星农药厂生产 ,市售), 10 %福

气多(Fosthiazate ,日本石原产业株式会社生产 ,市

售)。

1.1.3　试验地情况　试验地位于郑州市郊区须水

镇白家庄 ,土质为砂壤土 ,肥力较好 ,多年种植小麦 ,

胞囊线虫病发病严重 。播种前测定土壤中小麦胞囊

线虫群体密度 ,平均每 100g 土壤 42.56个 ,分布比

较均匀。前茬作物玉米 ,田间管理同一般大田 。

1.2　试验方法

1.2.1　药剂处理及施药方法　本试验共设 15%铁

灭克 15 kg/hm2 ,22 .5 kg/hm2 ;5%线敌 15kg/hm 2 ,

30 kg/hm2 ;10 %福气多 22.5 kg/hm2 , 30kg/hm 2 ,

3%辛硫磷 22 .5 kg/hm
2

7个药剂处理 ,另设清水对

照(ck),每处理种植 3个小区 ,小区面积10 m
2
,随机

排列 。施药采用沟施法 ,先将药剂与少量细干土混

匀 ,播种后撒于播种沟中 ,然后覆盖土壤。

1.2.2　小麦苗期病情调查方法　每个小区随机五

点取样 ,每点 20株 ,将植株连根挖出 ,尽量保持根系

的完整 。将取来的样本根系用自来水冲洗干净 ,放

在盛有清水的塑料盘中进行病情调查 。病情分级标

准如下:0级:根部无根结;1级:每株根部有 1 ～ 5个

根结;2级:每株根部有 6 ～ 10个根结;3级:大部分

根上有根结 ,有的根结上有再生根结(10个以上);4

级:根结相连成须根团 。

1.2.3　小麦生长后期病情调查方法　参照苗期取

样 。尽量保持根系的完整。将样品根系用自来水冲

洗干净 ,调查单株小麦根上的胞囊数量。同时 ,收集

根围土壤 300 g ,风干后分离该植株根围土壤中的胞

囊 ,合计根系与根围胞囊数进行计数 。病情分级标

准如下:0级:无胞囊 ,无病;1 级:感染极轻微(1 ～ 5

个胞囊);2级:轻微感染(6 ～ 20个胞囊);3级:中度

感染(20 ～ 40个胞囊);4级:严重感染(大于 40个胞

囊)。

1.2.4　药剂处理对小麦生长的影响及收获期胞囊

数量调查　不同药剂处理对小麦生长影响的调查参

照苗期取样 ,尽量保持根系完整。将样品根系用自

来水冲洗干净 ,风干 ,分别称取单株鲜重和单株根

重 。收获期胞囊数量调查取样使用土钻 ,每小区随

机取 12 个点 ,深度 20 cm ,风干 ,混匀称取 300 g 土

壤 ,芬奈维克胞囊漂浮器漂浮法分离[ 8] 。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药剂处理对小麦胞囊线虫病的防治效果

在小麦不同生长期调查了各种药剂处理对胞囊

线虫病的防治效果(表 1)。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 ,

在苗期 ,15%铁灭克和 5%线敌 2 个杀线虫剂的病

情指数显著低于对照 ,防效较好 ,其中 15%铁灭克

22 .5 kg/hm2 和 5%线敌 30 kg/hm2 的防效分别达

到 54 .01%和 47.83%;而 10%福气多和 3%辛硫磷

2个药剂处理与对照没有显著差异 ,防效较差 。

　　扬花期调查 , 15%铁灭克 22.5 kg/hm2 和 5%

线敌 30 kg/hm2 剂量处理的防治效果最好 ,防效分

别为 60.81%, 48.41%。对病情指数进行方差分析

表明 ,所有药剂处理与对照均存在显著差异 ,但药剂

之间有些差异不显著。

灌浆期调查 , 15%铁灭克处理防效最高 , 达

52 .45%,与其他药剂处理存在显著差异;所有药剂

处理与对照的差异均达到了显著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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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药剂处理对小麦胞囊线虫病的防治效果

药剂名称
使用剂量

(kg/ hm 2)

苗期

病情指数 防效(%)

扬花期

病情指数 防效(%)

灌浆期

病情指数 防效(%)

15%铁灭克 22.5 35.14 a 54.01 34.46 a 60.81 30.68 a 52.45

15.0 47.00 ab 38.48 51.44 b c 41.51 33.97 a 47.35

5%线敌 30.0 39.86 a 47.83 45.37 ab 48.41 44.79 b 30.58

15.0 47.84 ab 37.38 53.19 b c 39.52 48.10 b 25.45

10%福气多 30.0 49.43 abc 35.30 53.78 b c 38.84 46.88 b 27.34

22.5 56.27 abc 26.35 55.83 b c 36.51 51.63 b 19.98

3%辛硫磷 22.5 72.70 bc 4.84 66.09 c 24.85 54.51 b 15.51

ck - 76.70 c - 87.94 d - 64.52 c -

　注:表中小写字母表示 0.05的显著水平。下同

2.2　不同药剂处理对小麦生长的影响

在苗期和扬花期分别调查了不同药剂处理对小

麦生长的影响(表 2)。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 ,不同

药剂处理对小麦出苗率没有显著影响;不同药剂处

理对小麦幼苗期单株鲜重及根重的影响 ,各药剂和

对照相比没有显著差异性 ,但 5%线敌 15kg/hm
2
、

10 %福气多 30 kg/hm 2 、10%福气多 22 .5 kg/hm2

及 3%辛硫磷 22.5 kg/hm
2
的鲜重小于对照 , 10%

福气多 22.5kg/hm
2
、5%线敌 15 kg/hm

2
的根重小

于对照。在扬花期 , 15%铁灭克与 3%辛硫磷和对

照相比鲜重存在显著差异 , 5%线敌 15 kg/hm2 的根

重小于对照并存在显著差异 。

表 2　不同药剂处理对小麦生长的影响

药剂名称
使用剂量

(kg/ hm2)
株数

(株/m)

苗期(g)

单株鲜重 单株根重

扬花期(g )

单株鲜重 单株根重

15%铁灭克 22.5 43.67 1.11 b 0.12 b 2.74 c 0.27 c

15.0 46.44 0.83 ab 0.11 b 2.71 c 0.23 c

5%线敌 30.0 45.89 0.76 ab 0.09 ab 2.47 bc 0.21 bc

15.0 40.00 0.60 a 0.07 a 2.25 abc 0.13 a

10%福气多 30.0 41.78 0.56 a 0.09 ab 1.37 a 0.16 ab

22.5 46.67 0.54 a 0.07 a 1.36 a 0.19 ab c

3%辛硫磷 22.5 44.22 0.66 ab 0.09 ab 2.58 c 0.20 ab c

ck - 40.33 0.67 ab 0.09 ab 1.56 ab 0.21 bc

2.3　收获后不同药剂处理土壤中胞囊数量

收获后对不同药剂处理土壤中小麦胞囊线虫胞

囊数量进行调查 ,结果列入表 3。从表 3可看出 ,不

同药剂处理土壤中小麦胞囊线虫胞囊数量均比对照

有所减少 ,其中 , 15%铁灭克处理 ,土壤中胞囊数量

最少 ,22.5kg/hm 2和 15 kg/hm2 剂量处理 ,100 g 干

土中平均胞囊数分别为 2.67 个和 9.67 个 ,比对照

分别减少 95 .29%和 82 .94 %,其次是 5%线敌30 .0

kg/hm2 剂量处理 ,100g 干土中平均胞囊数为13.33

个 ,比对照减少 76.48 %。

表 3　收获期不同药剂处理土壤中小麦胞囊线虫胞囊数量

药剂名称
使用剂量

(kg/ hm2)
平均胞囊数

(个)
比 ck减少

(%)

15%铁灭克 22.5 2.67 95.29

15.0 9.67 82.94

5%线敌 30.0 13.33 76.48

15.0 26.00 54.12

10%福气多 30.0 23.33 58.83

22.5 18.00 68.24

3%辛硫磷 22.5 44.67 21.18

ck - 56.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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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细交链孢菌叶枯病生物学特性研究

高国平
1
,孙军杰

2

(1.偃师市第二职业中专 , 河南 偃师 471935;2.河南科技大学 ,河南 洛阳 471022)

摘要:研究表明:玉米细交链孢菌生长的温度范围是 20 ～ 35 ℃,pH 值为 3 ～ 11 ,最适温度是 20 ～

25 ℃,最适 pH 值为 8 。孢子产生的温度是 20 ～ 40 ℃,最适温度是 20 ～ 25 ℃。PDA 培养基有利于

菌丝生长和产孢 ,光照对产孢有促进作用 ,扑海因和达克宁对病菌有较强的抑制作用 。

关键词:玉米;细交链孢菌;生物学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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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米细交链孢菌叶枯病发生在玉米生长后期 。

国内对该病研究较少 ,据文献记载 ,只有张希福等
[ 1]

对此病害做了初步的研究。其病原是细交链孢菌

(Alterotinaria tenuis Nees), 异名为 A.A lternata

(Ff ies)Keiss。主要危害玉米叶片及苞叶 ,叶鞘也可

发病 ,发病率为 14 %～ 53%,严重影响玉米产量 。

另外 ,据报道 , 在河南省 ,该病菌还可危害小麦 、荞

麦 、棉花 、花生 、烟草 、大豆 、茄果类作物等 ,主要引起

叶斑和叶枯 。其寄主范围很广 ,国内报道为 8科 14

种 ,国外报道为 400种 。为了提高玉米的产量 ,摸清

该病害的发生规律 ,减少后期此病害的发生 ,我们对

此病害做了较系统的研究。

收稿日期:2007-01-30

作者简介:高国平(1981-),女 ,河南偃师人 , 本科 ,主要从事植物病虫害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3　结论与讨论

1)通过研究发现 ,供试的 4种药剂共 7个使用

剂量 ,其对小麦胞囊线虫的防病效果普遍不高 ,最高

防效达到 60 .81%。王振跃等报道 ,涕灭威 、呋喃丹

盆栽试验 ,对小麦胞囊线虫防效分别达到 97.5%和

90.6%,可能与盆栽用药量大有关
[ 9]
。用药量大 ,成

本太高 ,生产上难以推广 ,而且还应考虑残留和环境

污染问题 。笔者认为 ,单靠化学药剂目前还不能够

解决生产上小麦胞囊线虫的危害 ,化学防治要与农

业防治 、抗病品种利用等措施相结合 ,才能达到高

效 、经济 、安全的防治目的。铁灭克 、呋喃丹都属于

高毒农药 ,对一些高效低毒杀线虫剂的筛选应是今

后药效试验的重点。

2)药剂处理收获后土壤中小麦胞囊线虫胞囊

的数量比对照都有减少 ,其中 15%铁灭克处理比对

照减少 80%以上 ,该结果与生长期防病效果一致 。

药剂处理后土壤中胞囊数量减少对第 2年小麦胞囊

线虫病害发生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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