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托布津 防治 柑桔青
、

森霉 病研究

中国农业科学院柑桔研究所新农药小组

柑桔果品在贮藏期间
,

由于受青霉病
、

绿霉病
、

黑腐病
、

蒂腐病
、

疫菌褐腐病
、

炭疽病

的为害
,

腐烂率达 15 一30 %
。

近年来
,

在比较精细的采收
,

及时进行 2 , 4一 D 处理
,

剔除干蒂

果的情况下
,

基本控制了蒂腐病和黑腐病为害
,

但青
、

绿霉仍是 目前引起腐烂的主要原因
。 ’

为了进一步降低贮藏腐烂
,

我们从 1 9 7 2年 3 月一 1 9 7 3年 6 月进行了新杀菌剂防治柑桔贮
」

藏病害研究
。

据试验结果
, 7。% 甲基托布津

、

50 %甲基托布津
、

50 %托布津 B ( 陕西化 工设}

计院产品 ) 和50 %托布津 ( 日本 )
,

对柑桔贮藏病害均有不 同程度的防治效果
,

其中以防洽
,

柑桔青
、

绿霉病的效果最为显著
。

现将试验结果整理于下
,

供有关方面参考
。

一
、

试验材料及方法

( 一 ) 托布津对青霉菌的抑菌试验
:

用70 %甲基托布津
、

50 % 甲基托布津及 50 %托布 津B

对青霉菌进行抑菌测定
。

1
.

蘸药纸碟抑菌测定
: 纸碟直径 0

.

6厘米
,

用 8层滤纸制成 ; 培养基为马铃薯洋 菜 培 养

基
。

菌种由病果分离纯化而得
。

将青霉病的抱子悬浮液10 毫升与80 毫升培养基混合后倒入培

养皿内
。

每处理为三皿
,

每皿放三个蘸有药液的纸碟
,

共重复九次 ; 以蘸清水的为对照
。

处

理后置于恒温箱内
,

保持28 ℃
,

观察其抑菌情况
。

2
.

青霉茵泡子的抑制测定
:

第一法
:
先制成抱子悬浮液 10 毫升

,

分别与不 同浓度含药培养基 1 0 。毫升混合
,

然后分

别倒入灭菌培养皿内制成平板
,

每处理重复三次
,

并设无药培养基三皿
,

加入抱子悬浮液作

为对照
,

置于26 ℃温箱中培养
。

第二法
:
含药锦橙皮浸 出液对青霉病菌抱 子的抑制测定

:
将锦橙皮2 5 0克破坏 其 油 胞

后
,

切成小方块
,

浸于7 00 毫升蒸馏水中
,

经24 小时
,

然后用三角瓶分装 (每瓶 1 0 毫升 )
,

灭菌备用
,

并以灭菌的浸出液作为稀释液
,

将50 % 甲基托布津
、

50 %托布津弓和 5 0 %托布津

分别以不同浓度装入三角瓶中
,

每处理重复 3 一 4 次
,

每三角瓶中接种青霉病菌饱子悬浮液

三接种环
,

用五层灭菌纱布封盖瓶口
,

置于 2 6 ℃温箱中培养
,

经24 小时后
,

开始检查记载抱

子萌发及畸形变异情况
。

并将抱子萌芽菌液接种于锦橙果实上
,

观察发病情况
。

3
.

青霉菌丝抑制测定
:

第一法
:
制成含有不同药剂

、

浓度的药液培养基
,

按处理设三皿重复
,

将表而消毒过的

未长抱子的锦橙病皮切成小块
,

分别浸泡于 50 %托布津 50 倍
、

1 50 倍
、

25 0倍液中
,

经一小时

后取出
,

放在无药培养基上培养
,

每皿放入五块
,

置于26 ℃温箱内培养
。



( 二 、果实接种试验
:
供试品种有血橙

、

夏橙及锦橙
。

供试托布津系陕西化工设计院及 日

本产品
。

在果实上半部刻伤果皮油胞进行接种
,

一是刻伤
—

接种—喷药 , 二是刻伤
—喷药—

接种
; 三是喷药

—
刻伤—接种

。

以喷清水处理为对照
。

处理后放在室内或恒温

箱内观察果实发病情况
。

」

(三 ) 残效则定 : 以锦橙
、

夏橙作为供试品种
,

分采前
、

采后两种处理
。

采前处理
,

于

i匀72年n 月 7 日在本所锦橙 园内用托布津进行树冠喷药
,

经 14 一 18 天后采果
;
采后 处 理

,

于

1 972年n 月 2 1 日
,

将前一天采下的锦橙果实
,

用托布津洗果
;
并选 6 0 0不经托布津处理的锦

橙果实为对照
。

上述三种类型的果实
,

均贮藏于本所通风贮藏库内
。

1 9 7 3年 1 月 12 日
,

进行

第一次刻伤接种青霉菌
,

置于恒温箱 内
,

保持 26 ℃
,

经 6 天后
,

记载果实及伤 口 发病情况
。

以后每隔一月
,

按照处理
,

取果实25 个
,

进行刻伤接种
,

至 1 9 7 3年 6 月 1 5 日止
,

先后共接种

6 次
,

历时2 0 8天
。

( 四 ) 防 治试验
: 1 9 7 2年 3 月至 1 9 7 3年 6 月在重庆本所

、

江北农场
、

绍云山园艺场
、

巴县

柑桔站及南充县等地进行托布津防治试验
。

处理分采前喷药
、

采后洗果等
,

观察果实在通风

贮藏及地窖贮藏条件下的发病情况
。

( 五 ) 托布津对柑桔果实品质影响的分析
: 用采前

、

采后托布津处理的锦橙和采前托布

津处理的血橙
,

经贮藏 1 44
t

一1 92 天后
,

于 1 9 7 3年3
、

5月间先后分析了果实含糖量
、

含 酸量 和

维生素丙含量
。

二
、

试验结果

(一 ) 托布津对青霉菌的抑制作用

1
.

据 1 9 7 2年 3 一 4 月采用纸碟法抑菌试验证明
,

70 % 甲基托布津2 50 一 5 00 倍以及 50 % 托

布津50 一 20 0倍对青霉菌均有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
,

并初步看出浓度越 高
,

抑菌效果越显著

(表 1
、

图 1 )
。

表 1 托布津对青霉菌抑菌作用的测定 ( 1 9 7 2 )

处处 理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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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照 二 处 理 二

图 2 托布津对青霉病菌抱子及菌丝萌发的影响

菌抱子在培养液中培 养1 5 小时的 茅管正常生 长情况
。

菌抱子在50 % 甲基托布津 ( 25 。义 ) 培 养液 中培养15 小时的芽管变异状态
。

菌抱子在培养液中培养 5 灵后 新生 菌丝及胞子的正常状态
。

菌抱 子在50 % 甲基托布津〔25 O x )培养液中培养5 天后 的抱子及茅管变异状 态
。

霉霉霉霉青青青青

另外
,

用含有托布津的锦橙皮浸出液
,

培养青霉病菌抱子
,

经 24 小时后
,

进行接种试验

看出
,

经托布津2 50 倍处理的抱子失去致病力
,

而5 00 倍
、

1 。。。倍
、 2 0。。倍的浓度

,

仍不能全

部控制果实不发病 ( 表 2 )
。

表 2 受药抱子对锦橙果实的致病力观察

处处 理理 总 果 数数 、 * _ ‘ ⋯接
‘
种 七 天 后 果 子 发 病 情 况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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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从抑制菌丝的测定中看出
:
含托布津2 50 一 1 0。。倍的培养基能抑制病皮在培养皿 内形

成菌落
,

病皮经托布津 50 一2 50 倍浸泡一小时后
,

在无药培养基内培养
,

仍不能完全抑 制菌
落形成 ( 表 3 )

。

表 3 托布津对青霉病菌丝抑制作用试验

处处 理理 方 法法 总病皮皮 总 菌菌 病皮菌落落 病皮菌落直径径
块块块块 数数 落 数数 出 现 率率 ( ( m )))

((((((((((( % ))))))))))))))))))))) 总总总总总总总长度度 平均长度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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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在人工接种情况下
,

托布津对青霉病的防 治效果

1
.

以普通甜橙
、

夏橙作为试材
,

采用刻伤
—

喷载丝丛工旦接种
,

或刻伤
—

接种

24 小时后喷药等处理
,

均证 明对青霉病有显著的防治效果 (表 4
、

图 3 )
。

表 4 托布津对青霉病的防治效果 ( 1 9 7 2 )

处处 理理 方 法法 供试试 接种 日期期 调查 日期期 果实发病情况况 伤 口发病情况况

品品品品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
发发发发发发发病率率 防治效果果 发病率率 防治效果果
((((((((((((( % ))) ( % ))) ( % )))))

555 0 0倍倍
~ J‘ 」 , 止一 ”J r

月布确 ‘ 为沪 一尹 rrr 月产 r L I汀 冷冷

4 月 2 5 日日 5 月 8 日日 000 1 0 0
。

000 000 1 0 0
。

000芳芳芳纽伪一顺约一按柳柳 肖目惶惶惶惶惶惶惶惶

111 0 0 0倍倍
l,, l/// I/// l’’ 000 1 0 0

。

000 000 1 0 0
。

OOO

对对 照照 刻伤一喷水一接种种
l/// llll /’’ 1 0 0

。

000 000 7 1
。

000 000

555 0 0倍倍 刻伤一喷药一接种种 夏橙橙 3 月1 8 日日 5 月2 9 日日 000 1 0 0
。

OOO 000 1 0 0
。

000

对对 照照 亥J伤一喷水一接种种
l,,

{{{ 9 8
。

OOO 000 9 4
。

000 000

!!!!!!!!!!!!!!!!!!!

222 5 0倍倍 刻伤一接种一喷药药
//// 5 月 1 7 日日

//// 000 1 0 0
。

000 000 1 0 0
。

000

555。。倍
⋯⋯

/,, 。

⋯
。。 OOO 1 0 0

。

000 000 1 0 0
。

000

{{{{{{{{{{{{{{{{{

对对 照

j
亥。伤一接种一喷水水

l,,

{{{
9 8

。

000 OOO 9 4
。

OOO 0



图 3 5 0 % 托布津对柑桔青霉病防 治效果

处理一
处理二

采用刻 伤— 接种
采用刻伤 一一喷药

喷药

接种

2
.

同时接种分期喷药试验
:

试验果 (夏橙 )放于调温调湿箱内
,

温度27 ℃
,

相对湿度86 %
。

从表 5看出
,

以接种 2 4小时后喷药的效果表现最好
,

接种后4 8一 72 小时喷药的效果均差
。

表 5 同 期 接 种 分 期 喷 药 试 验 ( 1 9 7 2 )

处处 理理 接种 日期期喷药日期期喷药距离离调查日期期果实发病 情况况 伤 口发病情况况

接接接接接种时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
病病病病病病病果率率 防治效效发病率率防治效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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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托布津对抑制青霉病病斑扩展作用的观察

归粤足⋯
3

.

托布津对抑制青霉病病斑扩展作用的观察
:
果实接种青霉菌

,

待出现病斑后 (表 6 )
,



喷托布津50 倍
、

10 0倍
,

浓度虽高
,

仍不能抑制病斑和抱子堆的扩展
,

由此进一步认为 托布

津对青霉病没有治疗效果
。

4
.

不 同类型托布津对青
、

绿霉病的防治效果
: 以锦橙作为试材

,

用不同剂 型托布津稀释

液洗果
,

待24 小时后
,

将其刻伤一接种
,

放于调温箱内
,

以 50 % 甲基托布津对青
、

绿霉病的

防治效果最好
,

50 %托布津的效果次之 ( 表 7 )
。

表 7 不同类型托布津对果实青
、

绿霉病 的防治效果

处处 理理 病害名称称 果 实 发 病 情 况况 伤 口 发 病 情 况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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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应用不 同施药方法
,

探索托布津对青
、

绿霉病的防治效果
: 以锦橙为试材

,

采前处理

和9 72 年11 月 7 日用托布津进行树冠喷药
,

经 14 天后采果贮藏 ; 采后处理均于 1 9 7 2年 n 月21

日将前一天采摘的果实用托布津进行洗果
。

上述两处理均于1 9 7 3年 1 月间进行刻伤接种青
、

像霉菌
。

结果证明
,

采后使用托布津的效果显著优于采前 ( 表 8 )
。

表 8 采果前
、

后应用托布津处理果实对青
、

绿霉病的防治效果 ( 1 9 73

处处 理理 施 药 方 法法法 果实发 ,丙清况

}
伤 口 发病隋况况

5550 %托布津B 5 00 倍倍 采前喷树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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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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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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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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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11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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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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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OO 1 4
。

333

555 0 0倍倍 采 后 洗 果果
l,,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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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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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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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0 %甲基托布津 50 0倍倍 }}}
//// OOO 1 0 0

.

。
⋯

。。 1 0 0
。

000

对对 照照照
I,, 7 6

。

000 000 4 9
。

OOO 000

6
.

不同刻伤程度与托布津防治青霉病效果的关系
: 以锦橙果实为试材

,

于 1 9 72 年n 月21

日用托布津进行洗果处理
。

1 9 7 3年 1 月间进行刻伤果皮
,

深达海绵层和刻伤油胞
,

并接种青

霉菌
。

试验结果表 明
:

刻伤程度的轻重与托布津的防治效果密切相关
。

只刻伤油胞的防治效

果显著
,

而刻伤海绵层的效果则差 ( 表 9 )
。

表 9 不同刻伤程度与托布津防治青霉病效果的关系 ( 1 9 73 )

处处 理理 果 实 发 病 情 况况 伤 口 发 病 情 况况
刻刻刻伤海绵层层 刻 伤 油 胞胞 刻伤伤海绵)墓

- _
_ 刻 伤 油_

胞
___

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病率率 防治效果一发病率 防治效果果发发发病率1防治效果果 发病率一防治效果果 ( % ))) ( % ) }( % ) } ( 夕‘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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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效 果果果 ( % ))) {效 果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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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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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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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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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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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OO 000 7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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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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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托布津在柑桔果实上的残效试验

1
一次喷药多次接种试验

:

即取夏橙果实于 5 月20 日喷药一刻伤一接种青霉菌 ; 以后又

在 6 月 9 日
、

6 月29 日
、

7 月29 日及 8 月 4 日在原伤口 上进行五次接种
,

经 1 0 0天后防治效

果仍很显著 (表 10 )
。

表 10 一 次 喷 药 多 次 接 种 试 验 (1 9 7 2 )

no一7一nUOJ一八U一n
�9口一八O

一叮‘一

O曰一

97一。

2
.

采果前应 用50 % 托布津 在锦澄上的残欢试验
:

据残效则定结果
,

采前应用托市津 处

理锦澄
,

其药效持续期
,

随着贮藏时间均延 氏而递减 ( 表 1 1 )
。

表 n 50 % 托布津 己在锦橙上的残效试验 ( 1 9 7 3 )

喷药后隔 果实发病情况

接种期
接种天数

发病率 {防治效果
( % ) { (

“

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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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果后应用50 %托布津在夏橙上的残效试验
:

取夏橙果实50 。个
,

其中25 0个在 5 月 20

日喷50 %托布津 25 0倍
,

另 25 0个不喷药
。

两组果实都放于贮藏库内
,

以后分别在 6 月 g 日
、

7 月2 9 日
、

8 月 2 9 日进行刻伤一接种青霉菌
。

每次接种各取 50 个果
,

并观察其发病情况
。

五

次接种试验的效果均好
。

由此认为托布津的残效期较长
,

并具有内吸预防作用 ( 表 1 2 )
。

表1 2 5 0 %托布津在夏橙上的残效试验 ( 1 9 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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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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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后应用不同类型托布津在锦橙上的残效试验
:

据残效测定结果
,

采后应用托布津 忍或甲基托布津处理锦橙果实
,

两者残效期 均 长
,

其

中甲基托布津比托布津 认的效果更显著 ( 表 1 3 )
。

( 四 ) 在 自然条件下
,

托布津对青
、

绿霉病的防治 效果

1
.

在遁风贮藏条件下
,

托布津对青
、

绿霉病的防治效果
: 1 9 7 2一 1 9 7 3年

,

分别在 巴县柑

桔站
、

重庆市络云山园艺场等地
,

以普通甜橙果实为试材
,

应用托布津采后处理
,

两地均在

使用 2 , 4一
: 基础上再用托布津

,

并以单用 2 , 4一 D为对照
。

在通风贮藏条件下
,

经98 一 1 37 天

的贮藏期
,

防治效果显著 ( 表 1 4 )
。

2
.

不同类型托布津对青
、

绿霉病的防治效果
: 1 9 7 2一1 9 7 3年在本所试验农场

,

以 锦橙
、

:温州蜜柑为试材
,

分别应用不同浓度的 50 %甲基托布津和托布津 己 ,

进行采后处理
,

在 通 风

声藏条件下
,

经“8一 1“8天的贮藏期
,

其中以 5 0 % 甲基托布津的防治效果最为显著 ( 表 1“ )
。

{
3

·

采果前
、

后应用托布津对青
、

绿霉病的防治效果
, ‘”7“一‘”7“年

,

在本所试验农场及

霍庆市江北农场等地
,

以锦橙和实生甜橙为试材
,

应用50 %托布津B和50 %托布津
,

进 行 采



前
、

采后处理
,

其中江北农场在使用 2 , 4一 O 基础上
,

再用托布津
,

并以单用 2 , 4一 0 为 难

照
,

在通风贮藏条件下
,

经 1 2 8一 1 86 天的贮藏期
,

以采后处理的防治效果最显著 ( 表1 6 )
。 ,

4
.

在地窖贮藏条件下
,

托布津对青
、

绿霉病的防治效果
: 1 9 7 2一 19 7 3 年

,

在南充县以普

通甜橙果实为试材
,

在使用2 ,
4一 0 2 50 一 3 0 0尸户M的基础上

,

于采果后进行托布津处理
,

并以

单用2 , 4一 。 作为对照
。

处理后随即入窖贮藏
。

经 10 9一 1 38 天的贮藏期
,

防治效果显著 (表1 7)
。

表 13 不同类型托布津对青霉病的残效试验

处处 理理 洗果期期 接种日期期喷药后隔隔 果实发病情况况 伤 口发病情况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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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4 通风贮藏条件下托布津对青
、

绿霉病的防治效果

IIIII

方 法法 地 点点 品种种 施药 日期期 贮藏藏 总果数数病果率率防治效果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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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5 不同类型托布津对青
、

绿霉病的防治效果

品品 种种 施药日期期贮藏天数数 总果数数 病果率率 防治效果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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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6 在采果前
、

后使用托布津对青
、

绿霉病的防治效果

处处 理理 方
·

法法 地 点点 品科
,,

施药 日期期⋯贮藏藏
{总果数数 病果率率 防治效卑卑

!!!!!!!!!!!!! 天数数 ( 个 ))) ( 9石 ))) ( 夕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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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7 在地窖贮藏条件下托布津对青
、

绿霉病的防治效果

处处 理理 地点点窖号号 施药日期期贮藏天数数 总果数数 病果率率 防治效果果 备 注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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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托布津对果实品质的影响

以托布津处理后的锦橙
、

血橙
,

经1 4 4一 1 92 天的贮藏期
,

先后进行两次柑桔果实品质的

分析
,

观察果实中糖
、

酸和维生素丙的变化
。

据化学分析结果
,

处理果和对照果的果实含糖

量
,

互有高低
,

但对照果的 含酸量和维生素丙含量比处理果略有增加 ( 表 1 8 )
。

表18 托布津对柑桔果实品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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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讨 论

1
.

据我们用托布津防治柑桔青霉病
、

绿霉病
、

柠檬流胶病和柠檬黑星病的试验结果
,

均

有较好的防治效果
,

由此认为托布津不仅是防治果树病害的优 良杀菌剂
,

也是防治柑桔青
、

绿霉病的较好药剂
,

可 以进一步扩大试验
,

以便 胃定其在生产中的应用价值
。

2
.

据我们用纸碟 法测定 70 % 甲基托布津和50 %托布津对柑桔贮藏病害的病菌 ( 青霉病
、

炭疽病
、

褐色蒂腐病
、

疫菌褐腐病
、

黑腐病 )
,

均有不 同程度的抑菌作用
。

但在人工接种的

情况下
,

50 %托布津对褐色蒂腐病菌
、

黑腐病
、

疫菌褐腐病的防治效果较差
,

这与抑菌试验

结果不符
,

原因何在 ? 还有待于探索
。

3
.

据青霉菌泡子萌发试验结果
,

经 5。%托布津 2 5 0一2 0 0 0[ 合对青霉菌抱子及菌丝处理
,

均发现有不同程度的畸形变异
。

据青
、

绿霉病菌接 种试验结果来看
,

50 % 甲基托布津和50 %

托布津的有效应用浓度
,

依次为 10 0 0倍和5 00 倍左右
。

就采前 ( 采果前 7 一 14 天 )树冠喷药和

采后药液洗果对青
、

绿霉病的防治效果来看
,

认为用托布津采后洗果 比用托布津在树冠喷撒的

效果显著
。

就采前树冠喷药和采后药液洗果的经济效益比较 卡看
,

采前应用50 %托布津一斤

的5。。倍液
,

能喷撒柑桔树35 侏 (就每株采果 1 00 斤计算
,

约可处理柑桔 3 5 0 0斤 )
,

采后应用



5。%托布津一斤的 5 00 倍液
,

能洗果实30
,
0 00 斤

,

比采前可多处理果实 8
.

5 7倍
。

另据澳大利

亚资料报道
,

应用托布津作柑桔采后处理
,

防治绿霉病最为有效
。

由此认为
,

采后应用托布

津洗果
,

具有投资少
,

防治效果显著的双重意义
。

4
.

关于托布津残效间题
:

据我们应用不同类型
、

不 同浓度的托布津处理锦橙
、

夏橙
,

经

分期刻伤
、

接种 ( 青霉菌 ) 试验看出
,

托布津残效期长达 10 0一 1 92 天以 上
,

其中50 % 甲基托

布津比50 %托布津残效期长
。

就不 同施药方法来看
,

药液浸果处理 比树冠喷药处理的残效期

长
。

由此认为
,

托布津对青霉病具有 良好的内吸预防作用
。

5
.

关于托布津残毒问题
:
我们曾用50 %甲基托布津和50 %托布津时)别稀释 5 0 。倍

,

处

理弗澄
,

其中贮藏 明最短约3 8天
,

最 长均2 0 8天
,

经陕西化工设计院分析结果
,

锦澄果皮及

果汁中
,

均毛托市津含量
。

据澳大利亚报道
,

以甲基托布津浸泡柑桔后七天
,

在果皮及果汁

中为浅 留量可忽咯不计
。

另据资料报道
,

国外规定托布津在果实上的残留容许量有所不 同
,

荷兰
、

澳大利亚规定为 3卯 m
,

意大利规定为 2
.

SP p m
。

6
.

关 于托布津 与 2 , 4一〕 混 用间题
:
据浅们抑菌测定结果

,

托布津单 用 或 托 布 津 与
2 , 4一 〕 混 甩对青霉菌灼抑菌坎力基本一致

,

而 2 , 4一 , 单用
,

对青霉菌无抑菌 作 用
,

由 此

认为托布津与2 , 4一 , 混用
,

不影响其对青霉病为防治效果
。

据重庆市增云山园艺 场
、

重 庆

市汪北农场
、

南充县水果公司等单位应用托市津与2 , 4一 , 混用结果
,

防治效果较为 显 著
。

据资料报直
, 2 , 4一 〕 能抑制果蒂形成离层

,

保待果蒂新鲜
,

可以避免蒂腐病
、

黑腐病 的 为

害
,

但托布津不能保待果蒂新鲜
。

因此
,

在应用托布津防治柑桔果实青
、

绿霉病时
,

必需与

2 , 4一 ) 混 用
,

或在2 , 4一 , 涂 果蒂灼基咄上
,

再用托布津洗果才能取得更好的防治效果
。

7
.

据资料报道
,

两种类型灼托布津
,

性质均较稳定
,

可和其它杀虫
、

杀满
、

杀菌 剂 混

用
,

但不能和含铜齐J共用
。

另据澳大利亚资料报道
,

甲基托布津悬浮性良好
,

保存很稳定
,

配制药液放置n 天还有效
。

就其毒性来看
,

70 % 甲基托布津对雄老鼠致死 中 量 ( L , 。 。

) 为

3 5 0 0毫克 / 公斤
,

50 %托布津对老鼠致死中量为 1 5 0 0 0毫克 / 公斤
,

一般常用杀菌剂代 森 锌
、

灭菌丹
、

退菌特
、

代森按等对 鼠类的口 服致死中量依次为 5 2 0 0毫克/ 公斤
、

1 0 0 0毫克 / 公斤
、

4 80 毫克 / 公斤
、

4 50 毫克 / 公斤
。

由此认为托布津毒性较低
,

很适用于防治柑桔贮撇病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