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烯唑醇超微粉体玉米种衣剂应用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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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盆栽试验#田间小区试验和区域试验/研究烯唑醇种衣剂使用剂量#处理方法对玉米丝黑穗病的防

治效果及对玉米生长发育的影响$试验结果表明"用烯唑醇微粉种衣剂 !0("" 1 *"" 包衣"可有效防治玉米丝黑穗病$

在接种条件下"田间小区防效为 #!2#3"区域试验平均防效为 -#2(3"增产 !!243$ 不同种子处理方法对玉米的安全

性依次为干包5催包5浸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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烯唑醇是一种三唑类杀菌剂" 作用机理是抑制

麦角淄醇生物合成中的脱甲基化作用"具有保护&治

疗和内吸作用$ 种子处理用于防治禾谷类作物的腥

黑穗菌和黑粉菌$
#3烯唑醇超微粉种衣剂是黑龙江省农科院农

药应用研究中心针对黑穗病菌研制的专用型玉米种

衣剂" 该制剂在配方及加工工艺等方面有独特的创

新性"具有超细化,微米级.&低浓度&高活力等优异

特性"对玉米丝黑穗病有着极其良好的防效"与立克

秀& 卫福等药剂相比具有防效高& 成本低的明显优

势$ 本文就 #3烯唑醇超微粉种衣剂的处理技术及

使用方法进行研究" 为指导生产正确使用该制剂提

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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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与方法

CDC 低温条件下种衣剂对出苗的影响

采用盆栽方法测定$ 供试品种龙单 !%"按药种

比 !0!""&!0!#"&!0(""&!0*"" 处理种子" 每浓度处理

播 4 盆"每盆播 !" 粒种子$设 * 个温度梯度!!播后

随即放入 * 1 4b的冰箱中 +( N,随即低温.%"播后

+( N 放入 * 1 4b的冰箱中 +( N,+( N 后低温.%#播

后即放在室外盆栽场,室外常温.$ 播期 # 月 (4 日$
CDE 不同种子处理方法对出苗的影响

处理为!包衣催芽% "催芽包衣% #包衣不催

芽%$空白对照$ 以上药剂与种子比均为 !0(""$ 催

芽包衣处理!将种子浸泡 !( N 后"用湿毛巾包裹"放

到 (& 1 (-b温箱中催芽 (4 1 (- N" 胚根长出 ! QU
时取出晾干"用药剂进行包衣播种$ 包衣催芽处理!
先将种子按常规方法包衣后" 再浸种& 催芽播种$
采取田间小区试验"随机区组设计"小区面积 !4 U("
* 次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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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子处理使用剂量试验

试验设 ! 个处理! !"#烯唑醇种子处理剂药

种比 $%&’( 拌种" "")烯唑醇种子处理剂药种比

&%*(( 拌种" #")烯唑醇种子处理剂药种比 &+,((
拌种"$")烯唑醇种子处理剂药种比 &%-(( 拌种"
%*)戊唑醇种子处理剂 &%,(( 拌种包衣" &空白

对照#
!"$ 种子处理剂使用方法

将烯唑醇种子处理剂按药种比使用量称好所需

的药量$然后加入 , . - 倍水$搅拌制成悬浮液$再

进行拌种处理%
试验设在黑龙江省农科院试验区& 土壤为薄层

黑土% 试验采用随机区组设计&- 次重复&共 *- 个小

区% 每个小区播种面积 &/0" 1*& 播种日期 - 月 ,(
日&株距 *" 21&每埯覆含 30,)玉米丝黑穗病菌孢子

土 &(( 4 进行接种%底肥磷酸二铵加尿素5&%*6施 &"(
74 8 91*&拔节期追施尿素 &"( 74 8 91*% 播种后进行封

闭除草&喷施乙草胺加 *:-;< 丁酯进行封闭除草%其

他与正常生产管理相同%观察有无药害发生&调查玉

米出苗率’生育性状和防治效果并测产#

* 试验结果

%"! 低温条件下烯唑醇种衣剂对玉米生长发育的

影响

种子萌动期间低温&种衣剂的安全性下降#低温

持续时间决定药害程度& 低温时间越长& 药害越严

重#具体表现以下几方面!第一&低温可延长出苗期&
播后随即低温比正常温度下晚出苗 , . - =&而播后

, 天低温处理比常温下晚出苗 " . ! =& 说明种子萌

动期间低温药剂对种子的安全性降低#第二&同一处

理浓度条件下&不同温度对出苗率的影响较大#正常

温度下的出苗率为 >") . ?")& 播种后随即低温下

的出苗率为 -3) . "")& 比常温下出苗 率 降 低 了

-*0&) . "*0?)# 播后第三天低温出苗率为 ,") .
-")&比常温下出苗率降低了 "*0!) . ">0>)# 第三&
低温对前期幼苗生长影响较大&幼苗发育迟缓#与常

温比较&随即低温处理幼苗株高平均降低 30" 21&鲜

重降低 30*? 4&干重 303*, 4#播后第三天低温处理株

高平均降低了 *0/> 21& 鲜重降低 30!&4& 干重降低

303!? 4# 第四&叶片畸形增多&随萌动期间低温的延

长&畸形苗和畸形叶片数增多#/* 9 后低温药害株率

最高&症状多为重病型&随后低温次之&常温下药害

株率最低&症状多为轻型#药害症状按轻重程度可分

轻’中’重三型!重型为生长点受抑制&胚芽鞘卷曲不

能拱出地表而在土层内展开叶" 中型为胚芽鞘出土

后&扭曲成筒状&多数能展叶"轻型为胚芽鞘能正常

出土&受害芽鞘叶变短变宽&多数形成缺刻&第 * . ,
片叶多扭曲不舒展&出苗后 &" . *3 = 受抑制幼苗可

完全恢复正常生长#
低温条件下浓度对幼苗生长的影响较大5表 &@#

同一温度条件下& 处理浓度越高对幼苗生长的影响

越大# 同一处理浓度5&%&33@&低温条件下5/* 9 后低

温@&出苗率较正常条件下降 "*0!) . ">0>)&株高降

低 30/ . *0> 21&鲜重降低 30, . 30/, 4&干重降低 303&
. 303!? 4# 低温条件下施农药浓度对幼苗生长与正

常温度相比&趋势是一致的&只是趋势曲线更陡峭#

%"% 不同种子处理方法对玉米生育的影响

烯唑醇药剂对玉米的胚轴生长有一定的抑制作

用&不同种子处理方法&对玉米出苗影响很大# 从表

* 中可看出& 正常干种包衣& 出苗率与 AB 相比为

?*0-)&高于催包和浸包处理&病株率为 &*03)&药害

株 率 为 &!0-)# 催 芽 包 衣 处 理 出 苗 率 与 AB 比 为

>*0")&药害株率为 &&0?)&病株率最低为 ?0!)# 浸

包处理与各药剂处理相比出苗率最低为 ",0*)&病

株率为 &!0>)&药害株率最高为 -*0>)#

%"# 不 同 剂 量 种 衣 剂 对 玉 米 出 苗 及 生 长 发 育 的

影响

" 月 *? 日进行田间出苗率调查# 调查结果表

/! 玉 米 科 学 &, 卷

株高 鲜重 干重 出苗率 出苗期

521@ 54@ 54@ 5)@ 5日 8 月@

室外常温 &33 &30- &0&/ 30&-3 >" ,3 8 "
&"3 &30* &0*/ 30&>3 ?3
*33 &*03 &0,- 30&/3 ?"
,33 &&0- &0&& 30&-3 ?"
AB &-0- &0-3 30*33 ?/

随即低温 &33 ?0/ 30>/ 30&,3 -3 * 8 !
&"3 ?0" 30>? 30&,3 "3
*33 &&0" &03" 30&"3 ""
,33 &&0, 30?, 30&,3 ""
AB &-03 &0-& 30*33 !"

/* 9 后低温 &33 /0! 30-- 303/& ," - 8 !
&"3 /0> 30"? 303>! ,"
*33 >0/ 30!! 30&&3 "3
,33 >0> 30// 303>? "3
AB &,0* &03, 30&,3 -"

浓 度处 理

表 ! 低温条件下烯唑醇对玉米生长发育的影响

出苗率 株 高 鲜 重 病株率 药害株率

5)@ 521@ 54@ 5)@ 5)@

干 包 ?*0- &?0/ /0?/ &*03 &!0-
催 包 >*0" &?0, /0?> ?0! &&0?
催不包 &&"03 *,0* &&0?3 ,!03 303
浸包催 ",0* &>03 !0/* &!0> -*0>
AB &3303 *30& >03, ,?0* 303

处 理

表 % 不同处理方法对玉米出苗的影响



!"#"! 烯唑醇种衣剂区域试验防病增产效果

!""# $ !""! 年为使种衣剂在生产上应用!在双

城"海伦"北安进行了区域试验#试验证明!烯唑醇种

衣剂对玉米丝黑穗有很好的防病"增产效果$由于每

个地区的玉米品种不同! 所以玉米的丝黑穗病发病

率也有所不同$对 % 个试验点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平均防效 &’(!)!增产 **+,)+

% 结论与讨论

-*.使用烯唑醇微粉种衣剂 */!00 $ %00 处理玉

米种子! 出苗率与对照间无明显差异%株高低于空

白对照!在低温条件下更明显$ 玉米 % $ , 叶期后!
各处理的玉米生育指标均高于对照! 表现很好的促

生作用$ 从安全性看!#/#00 处理的玉米苗期药害发

生严重!#/!00 处理药害较轻!% $ , 叶期后! 药害症

状消失! 玉米恢复正常生长$ 低温比正常温度下药

害发生严重! 因此在实际生产中! 尽量避免超前播

种!以减少发病率和产生药害$在低温情况下药剂的

使用浓度比正常条件下使用浓度低! 最好控制在 #/
%00$

-!.烯唑醇微粉种衣剂可有效地防治玉米丝黑

穗病! 其防效优于戊唑醇种衣剂的防治效果$ 最佳

使用剂量以药种比 #/!00 $ #/%00 包衣为宜! 用量

高!出苗率降低!易产生药害$
-%.在实际生产应用中!推荐干种包衣!包衣量

为药种比的 #/!00 $ %00$ 不提倡坐水催芽包衣播

种$ 在特别干旱地区的重病区如进行催芽包衣坐水

播种!必需加大播量!以弥补由于药害造成的缺苗$
应注意催芽的胚根长以 # 12 左右为宜!要严格按说

明书使用剂量拌种! 覆土不能过深$ 浸种后包衣催

芽!出苗率低!药害严重!不宜采用$在土壤水分含量

较高的地区!最好采取干种子包衣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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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高浓度剂量下!玉米幼苗可产生药害!随使用浓

度降低!药害症状减轻$药种比为 #:#00 药害较重!#:
!00 有轻微药害!#:%00"#:,00 生长与对照一致!未见

药害症状$ 出苗率调查结果表明!烯唑醇 #:#00 出苗

率略低!其它处理对出苗率无影响$对照的出苗率为

7,+’5 !# :!00 ; * :,00 处 理 的 出 苗 率 在 7,+%5 ;
7,+05!与对照无显著差别$ !5戊唑醇 *:%00 处理的

出苗率比对照略高!出苗率为 7<+05$

对幼苗生育指标调查结果表明-表 %.!烯唑醇粉

体种衣剂对玉米幼苗有双向调节作用$ 幼苗生长前

期-< 月 ## 日.调查!药剂对幼苗生长有抑制作用!处

理株高明显低于对照$ 与对照相比!植株节间缩短!
叶片宽增加!叶片色泽浓绿明亮$ < 月 !, 日-玉米 %
; , 叶期.调查!各处理的生育指标-株高"鲜重"干重.
均明显高于对照!表现出很好的促生作用$
!"# 烯唑醇微粉种衣剂的防病及增产效果

!"#"$ 田间小区防病增产效果

& 月 #, 日和 7 月 !8 日两次调查玉米丝黑穗病

发病率$结果表明!在接种条件下! 对照处理的发病

率最高!发病株率平均 ,%+&5!烯唑醇处理 #:#00 ;
,00 的发病率为 #8+,5 ; !%+!5$ ’5烯唑醇种衣剂

防病效果随着用药量的增加而提高! 烯唑醇 #:#00
包衣处理防治效果最好! 防治率达到 <0+%5!’5烯

唑醇 #:!00 ; %00 处理防效为 ’#+&5 ; ’#+!5!#:,00
包衣处理的防治率最低!为 ,8+05$ !5戊唑醇 #:%00
包衣处理的防效只是对照的 #&+,5!效果不理想-表
,.$从测产结果看!’5烯唑醇处理的增产率为 %&+&5
; ’&+85!产量方差结果表明!各处理产量与对照相

比均达极显著水平%!5戊唑醇的增产率为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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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 日< 月 ** 日

处 理

表 $ %&烯唑醇种衣剂对玉米生育性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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