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柑桔果实贮藏中新杀菌剂的初步研究
本所品种研 究室贮藏组

柑桔果实采收前后普遍使用苯并咪哇类防腐剂 T B Z (唾苯咪哩 )
、

托 布 津
、

苯 来特和多

菌灵后
, _

贮运中绿
、

青霉 (P
.

d ig ita t u m
,

P
.

ita lie u m )致腐显著减少
,

但酸腐 (G e o tr iCh u m

c a n d记 u m )相应比多
,

并产生对苯并咪噢类防腐剂具抗药性的绿
、

青霉菌系
,

这种情况在世

界各柑桔国家均有报导〔1
,

幻
,

认为是广泛使用苯并咪哇类内吸性防腐剂
,

干扰了原有的生

物平衡的结果
。

国内自普遍推行 2 , 4一D 加多菌灵 (或托布津)
,

作混合洗果处 理 以来〔3 〕
,

绿
、

青霉和

蒂腐 (Ph o m o p s s: 。it r i)
、

黑腐 (A lt e r n a r ia e it r i)致腐为害均受抑 制
。

但近一
、

二年来
,

有

些地区反映药剂效果下降
,

并有不少地区已渐提高处理浓度
。

在此情况下
,

为防止抗药菌系

的发展扩散
,

认为必须及早扩大防腐药剂种类
。

同时
,

鉴于酸腐
,

特 别在 薄 膜大包装条件

下
,

致腐显然较过去严重
。

1 9 7 7一 78 贮藏年度
,

开展D F一1 25 防治酸腐和绿
、

青霉
,

及2一

A B控制绿
、

青霉腐烂的研究
。

·

一
、

O F一1 25 防治酸腐和绿
、

青瓣腐烂效果

D F一 1 25 (双辛烷基肌胺醋酸盐)又名 M C一25
,

PN一25 和 E M一 37 9 ,

不含金属
、

氛
、

磷等成份
,

是一种毒性较低的烷基呱类杀菌剂
。

本试验使用的是 日本油墨化学公司产品
。

1
.

抑菌试验

表犷听表
.

介另用纸碟法进行抑菌试验
,

抑菌效果随浓度提高而增强
。

所示
,

0
.

05 % D F一 12 5即具有较强的抑制酸腐效果
,

其

O F一 125 对酸腐的抑菌效果

垂

浓浓 度度 抑 菌圈 大 小 (d : c m ))) 平 均均

OO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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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

2 3
。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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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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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

333 3
。

2 333

33333
。

3 3
。

3 3
。

22222

000
。

1 %%% 2
。

8 2
。

8 2
.

8 2
.

9 2
。

9 2
。

999 2
。

8 999

22222
。

9 2
。

9 3
。

22222

000
‘

0 5 %%% 2
。

4 2
。

4 2
。

5 2
。

4 2
.

4 2
.

555 2
。

4 777

22222
。

5 2
。

5 2
。

66666

对对 照照照 000

2
.

果实接种试脸

将先锋橙 (C itr u s S e n e ll S IS 0
.

)各10 0个果实刻伤果肩 四 处
,

用 5
、

0
.

5
、

0
。

0 5 0
.

2 5和

·

6 9
·



。
.

01 %五个浓度药液洗果
,

待果面药液干后
,

于刻伤处接种酸腐菌
,

单果包薄膜
,

并均放入

大薄膜袋中
,

置27 士 2℃下
,

六天后检查果实腐烂情况
。

表 现 。
.

01 %以上浓度防治效果均达

1 00 % (表 2 )
,

但高于0
.

05 %处理
,

果皮显现点状药害
。

表 2 D F一1 25 对果实接种酸腐的防腐效果

浓度(% ) }好 果 率 }防治效果
3

.

果实贮藏试验

n甘八“�O�0n.八U八曰�nUn甘几U八Ij�, .占,立11,1fl5

0
。 5

0
。

0 5

0 。

0 25

0 。 0 1

对 照

0

0

0

0

0

1 0 0

全 部 药 害

全 部药 害 轻

个别轻度药害

1 9 7 8 年 1 一 4 月 作 血 橙 ( C
.

s i n e n s i s 0
.

) 果实 D F一 1 2 5 洗果的

贮藏试验
,

处理浓度。
.

1%
,

与 对 照

处理均各3 00 个果实
,

每 100 个一箱
,

单

果包薄膜置通风库中贮藏 (库温变幅

8
·

g一 1 9
·

5℃ )
。

由于采用单果包薄膜

方法隔离病害传染
,

且 未 作接 种处理
,

贮藏中未发现酸腐为害
。

但与对照处理 比较
,

D F

一1 25 表现对绿青霉腐烂防治效果达99 % (表 3 )
。

表 3 OF一1 25对血橙果实贮藏效果 1 978
.

1一4 单位
:

%

处处理浓度度 好 果 率率 干疤果率率 腐 果 率率 绿青霉病病

防防防防防防防防防防防防治效果果青青青青青 绿 霉霉 蒂 腐腐腐

000 。 111 6 222 3 7
。 666 0

。 33333 9 999

对对 照照 3 7 。 333 3 1 。

777 3 0
。 777 0

。

333 000

二
、

2一A B防治绿
、

青霉腐烂效果

2一A B (2 一氨基丁烷 )又名仲丁胺
。

据世界粮农组织和世 界 卫生组织1 9 7 5年召开的食品

农药残留会议建议〔4〕
,

由于 2一A B化合物低毒
,

结构简单
,

基本无 致癌 性
,

且对苯并咪噢

类抗药菌系具良好防效
,

宜考虑扩大应用
。

1 9 7 7年冬至 1 9 7 8年夏与河北农大植保系协作
,

由该系供给仲丁胺药样
,

以甜橙主要贮藏

品种先锋橙为材料
,

进行绿霉菌抱子悬浮液接种试验
。

1
.

果实接种熏蒸试验
表 4 2一AB接种绿霉对先锋橙果实薰蒸效果

试验在1 4O0o m ”
真空干燥器内进行

,

取 10 个

果子
,

果肩刻伤四处
,

接种绿霉抱子悬浮液
,

置

0
.

l m l/升
、

o
.

01 m l/ 升
、

对照 三种不同浓度真空

干燥器内
,

薰蒸 4 小时
,

取出
,

包薄膜
,

于27 土

2℃ 恒温下培养
, 5 天后

,

对照果全部腐烂
,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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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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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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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二兰l }里李
奋兰逻一匕止立上艺止一 遨

表 5 2一 AB降低浓度蒸蒸效果 (果实接种绿霉 )

浓浓 度度 好 果 率率 腐 果 率率 浓 度度 好 果 率率 腐 果 率率

000
.

0 2 5 m l/升升 2555 7 555 0 。

02 5m l/ 升升 4 000 6 000

000
. 0 5 m l/升升 8 555 1 555 0

.

05 m l/ 升升 7 7 。 555 2 2 。 555

000 。 0 7 5 m l/ 升升 97
。

555 2 。

555 0
.

0 7 5 m l/ 升升 7 7
。 555 2 2 。

5



行调查
,

结果如表 4 所示
。

以后又用同样方法作两次降低浓度观察
,

结果见表 5
。

结果说明
:

薰蒸浓度在 o
.

lm l/ 升以下
,

效果不稳定
,

以o
.

lm l/升薰蒸为好
。

2
。

不同数量果实接种熏蒸试验

在1 4 0 0c m “
真空干燥器内

,

均使用o
.

lm l/ 升浓度
,

分别放 10 个和30 个果实
,

按上述同样

方法作接种和薰蒸处理
,

防治效果有明显差异
,

表 6
。

说明薰蒸效果与果实量
,

或者是与接种菌量相关
。

表 6 不同数t 果实接种燕蒸试验效果

果 数

(个 )
放 置 位 置 好 果 率 腐 果 率

1 0 有规 律不遮盖接种处
。

3。

1
无规律任
赢

盖接种处 5 2
。

6 2
。

4 7
。

5

3 7
。

5

圣

三
、

讨论并小结

l
、

D F一 1 25 是极有希望防治柑桔果实贮藏中酸腐的药剂
,

其0
.

01 % 浓 度防治酸腐效果

即达1 00 %
,

至今世界各柑桔国家均罕有报导有效防治酸腐的药剂
,

更 尚未见 报导一种防腐

剂防治酸腐效果能与此药相比
,

而且
,

p F一12 5还同时具 有 防 治 绿
、

青霉菌致腐的 良好效

果
。

D F一1 25 与苯并咪哇型防腐剂结构悬异
,

并可望在抑制苯并咪哇类防腐剂抗性菌系产生

方面发挥良好效益
。

本试验结果有效安全使用浓度在 0
.

01 % 范围内
。

使用中值得注意的是
,

此药对不同品种产生药害浓度似有差异
,

高于 0
.

05 %对先锋橙 有药害
,

而 0
.

1 %洗果未见血

橙发生药害
。

2
.

2一A B对绿青霉腐烂有良好防效
,

除洗果外
,

并可作 薰蒸处理
,

适宜于各种条件应

用
,

也有希望作为控制苯并咪哇类防腐剂抗性菌系的有效药剂
,

可作进一步研究和应用
。

本

试验指明
,

薰蒸浓度以。
.

lm l/ 升较可靠
,

而洗果浓 度则在 1 %上下
,

与国外试验报导基本相

近似〔4
、

5〕
。

3
.

我们认为
,

采用单一防腐剂处理
,

是易致 抗 性菌系产生的客观条件
。

为此建议
,

在

进一步扩大推行产区防腐处理的同时
,

仍须重视进一步开展有效防腐剂的研究
,

以逐步肯定

和推荐几种高效的
,

能兼治多种主要贮藏致腐病害的防腐剂
,

作轮换处理
。

以保证柑桔果实

贮运低腐耗
,

进一步提高防腐保鲜效果
。

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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