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控制柑桔果实绿
、

青霉病的高效

杀菌剂多菌灵
中国农业科学院柑桔研究所贮藏小组

前 言

绿霉病和青霉病是柑枯果实贮运中主要致腐病害
。

1 9 7 2一 7 3年我所开展托布津(新农药小

组)
、

多菌灵防治柑桔贮藏病害研究
,

证明托布津
、

多菌灵 (苯骄咪哇氨基甲酸甲酷 ) 均为防治

绿
、

青霉病有效杀菌剂
。

为进一步探明多菌灵处理的有效浓度
、

时期
、

方法
, 19 7 3年冬继续开展

试验观测
。

本文介绍 1 9 7 3一74 年度试验结果
,

并综合 1 9 72 一 7/1 三年试验资料进行分析讨论
。

试 验 材 料 和 方 法

果实贮藏试验在重庆北磅我所通风贮藏库进行
。

供试品种
,

锦橙 1 9 7 3年 1 1月中旬
、

血橙 1 9 7 4年 1月中旬采收入库
,

至 1 9 7 4年5月中旬结束

试验
;
往柑 1 9 7 3年 1 1月下旬采收贮藏

,

至 1 9 7 4年 2 月中旬结束试验
。

试验果实均采自我所试

验农场
。

试验设多菌灵
、

苯来特
、

甲基托布津
、

托布津和 D F一1 25 五种 杀 菌 剂 不 同 浓 度
,

时

期
、

方法处理
。

除对照外
,

采前
、

采后药剂处理均分 别 与1 0 o p pm 和2 5 o p p o Z ,
4一D混用

。

锦橙
、

极柑各采后处理
,

分单株采果
,

经果园初选后
,

入库处理前
,

将各单株果实平均

分配于各处理
,

每 10 0果装一箱
,

为一次重覆
,

共重覆三次
。

浸果处理于采后当 日用盆装药液
,

将呆实放入
,

全果浸湿即取出
。

血橙井设采前处理
,

选树势相近三个单株
,

于采前九天用背负

式喷雾器进行植株喷洒
,

着重喷洒果实
,

每单株各采果 100 个装一箱
,

三个单株果为三次重覆
。

血橙采后各处理果实未经果园初选
,

采前
、

采后处理分别设对照
。

试验果实均单果包薄膜
,

各重覆分别排列果架不 同部位贮藏
,

每月调查贮藏效呆一次
。

根据试验所须探明的间题
,

一

用 25 果每果刻伤四处
,

进行果实接种试验 ; 用甜橙果皮浸出

液培养
,

进行抱子萌发试验 , 用纸碟法进行抑菌试验
。

供试药剂
:
多菌灵为无锡惠山农药厂产25 %可湿性粉剂

,

多菌灵 (农 )
、

苯来特 (农 )

为四川农科院农药所制10 %可湿性粉剂
,

苯来特 (美 ) 为美国杜邦公司产 50 %可湿性粉剂
,

甲基托布津为陕西化工设计院制 50 %可湿性粉剂
,

托布津 ( 日 ) 为 日本曹达公司产 50 %可湿

: 性粉剂
,

D F一 1 25 为 日本油墨化学公司产40 %水剂
。

试 验 结 果 和 分 析

一
、

果实贮藏试验

锦橙

1
.

多菌灵与2 , 4一 D 混合浸果
,

可基本控制贮藏中绿
、

青霉菌致腐
。

采用0
.

05 %多菌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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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Zo o p p m Z , 4一 D 采后当日混合洗果处理后
,

贮藏六个月无绿
、

青霉致腐
,

同期单用 2 5 0 ; ) p m

2 , 4一D 处 理
,

绿
、

青霉致腐 1 6
.

7 % ( 表一 )
。

试验各浓度处理 (0
.

1 % 一 0
.

00 6 2 5%)绿青霉致

腐率 1
.

3 一 3
.

0 %
,

对绿
、

青霉病平均 防治效果为9 0
.

7 %
,

蒂腐和干疤果率也低于对照
;
但随

绿
、

青霉病受抑制
,

其它病害致腐有所表现
,

其中酸腐
、

黑腐致腐略高于对照
,

但为数均不

多
。

以2 , 4一D 处理为对照
,

计算多菌灵各浓度防治腐 烂 的总计平均效果为75
.

1 %
。

多菌灵

防治绿
、

青霉病致腐效果
、

多菌灵处理总防腐效果以及处理后干疤果率
,

均与处理浓度高低

未表现明显相关性
。

2
.

采后用多菌灵与2
,

4一D 混合刷果蒂部处理
,

贮藏效果显著低于洗 果 处理
,

但绿
、

青

霉腐果率仍较对照有所减少
。

其它杀菌剂处理也表现相同
。

3
.

比较供试各杀菌剂防治绿
、

青霉病致腐效果
,

惠山厂产多菌灵各浓度平均防效。0
.

7 %
,

农药所制苯来特为94
.

7 %
,

陕西产甲基托布津为 8 1
.

5 %
,

日本产托布津为81
.

0 %
。

多菌灵和

苯来恃各处理干疤率低于两种托布津处理
。

D F一 125 处理绿
、

青霉腐果和干疤果率均低
,

但

果皮表现褐色凹点药害
。

_

血橙
1

.

多菌灵采后各处理
,

防治绿
、

青霉病致腐效果为 90
.

4一%
.

8 %
,

采前各处理为7 6
.

2一
98

。

l %
,

随浓度增大
,

防治效果有所提高
,

以采前处理表现更较明显 (表二 )
。

甲基托布津

和苯来特 (农 ) 各浓度处理也有相似趋势
。

表二
多菌灵等杀菌剂不同浓度

、

时期处理血橙的贮藏效果

(单位
: % ) ( 1 9 7 4

.

2中一 1 9 7 4
.

5中 )

霉果治
绿青防效

它一黑腐

青青霉霉

其 腐 果 率 总防

治效

蒂腐 酸腐}
褐腐
{炭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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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率

888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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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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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供试各杀菌剂不同浓度处理
,

贮藏中蒂腐
、

炭疽腐果和千疤果率均有较对 照 增 高趋

甄 以蒂腐增多较显著
,

黑腐
、

酸腐也有个别发生
,

俘担禾发等赞困构姗
。

位协戮术用 们双

浓度范围内
,

以上各种病害致腐均未表现与处理浓度有明显相关性
。

3
.

多菌灵采后处理效果较为稳定 ; 采前处理效果
,

随浓度降低下降较明显
, 0

.

0 1 2 5 %处

理 防 治 绿
、

青霉致腐效果仅7 6
.

2 %
。

甲基托布津采前处理效果也不如采后处理稳定
。

4
.

甲基托布津
、

笨来特 (美 ) 防治绿
、

青霉病效果也佳
。

供试杀菌剂中
,

以多菌灵 (农 )防

治绿
、

青霉致腐效果最高
,

平均防效为9 5
.

2 %
,

其次为惠山产多菌灵9 3
.

9 %
,

甲基托布津92 %
,

苯来特 (美 ) 为 9 0
.

9 %
。

拯柑
1

.

机柑用多菌灵加2, 4一D 棍合处理效果 (表三 ) 与锦橙一致
,

可基本控 制绿
、

青 霉 玖

腐
,

总腐果率也显著降低
,

干疤率均低于对照
,

在0
.

0 0 6 2 5 %一 0
.

1 %浓度处理范围内防治效果

相近
。

在绿青霉病受抑制的同时
,

黑腐率有所上升
,

以采后各处理表现较明显
,

但黑腐率与浓

度高低未表现相关
。

2
.

陕西产甲基托布津防治绿
、

青霉致腐
,

以0
.

2 %和0
.

1 %高浓度效果较好
,

黑腐率与浓

度也未表现明显相关
。

二
、

多菌灵对主要贮藏病害抑菌效果观侧

为探明多菌灵对柑桔主要贮藏致腐病菌抑制效果
,

用 纸 碟 法 对 绿 霉 ( P e ni c il liu m

d“ it a t “m )
、

青霭(Pe “ ic illiu tn it a lic u , )
、

褐蒂腐 ( p h o ln o p s i S C i t月i)
、

炭 疽 (C 0 lle -

to上r ie h u m g lo e o s p o r ie i d e s )
、

黑 腐 ( A lte r n a r ia e it r i )
、

酸 腐 ( O o s p o r a e it r i
-

a 、 r a n t is)和镰刀菌 (F u s a r su m e it r i ) 进行抑菌试验
。

测定结 果 ( 表四 )
,

多 菌灵 对 绿

霉菌抑制作用强
,

随浓度提高
,

作用愈显著 (图一 ) ;
多菌灵 0

.

0 0 2 5 % 以上对褐蒂腐
,

。
.

0 2 5%

以 上 对 青霉和炭疽病菌有抑制作用 ; 0
.

25 % 以上对镰刀菌有一定抑制能力
,

但对黑腐和酸

腐病菌至 2
.

5 写仍无 抑制效果
。

绿绿霉菌 i 青霉菌 {褐色蒂腐菌 { 炭疽菌 { 镰刀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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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多菌灵对几种主要贮藏病害病菌抑菌侄里巡定

图一 多菌灵不同浓度对绿霉菌抑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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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袍子萌发试验

为探明多菌灵对绿霉病菌抱子萌发
、

生长的影响
,

进行抱子萌发 试验
,

观测 结 果 (表

五 )
,

多菌灵显著抑制绿霉菌抱子萌发
,

随浓度提高发芽率显著降低
,

芽管畸形 也 愈 趋严

重
, 0

。

02 5 %以上处理
,

除半数不能发芽外
,

芽管极度畸形
,

基本 为 圆 形
,

短粗 分 叉 (见

图二
、

表五 )
。

0
.

00 1 % 以下
,

芽管长度为对照 1/ 4一1/ 5 ,

但仍弯曲
,

个别分叉
,

处理八 天 后对

照 己菌丝丛生
,

而处理中最低浓度 ( 0
.

。。。1 % )仍未见形成菌丝
。

表五 多菌灵不同浓度对绿霉菌抱子萌发和致病力的影响

有效浓度
芽 管 形 态

受药抱子
致病力

.

防治
夔里

9 3

%一7( % )
1 8一 2 4

小时后
4 8小时后

0
_

2 5 2 2
。

5 4 2
。

7

0
。

1 3 7
。

2

圆形或短粗
、

分叉
、

严重畸形

短粗分叉

0 2 5 3 6
。

7 5 9
。

2

。

0 1

。

0 0 2 5

6 2
。

8

6 4
。

6

5 8
。

7

5 4
。

2

多数短粗分叉
,

少数芽管为抱径长

度 5 个以上
,

但弯曲仍畸形

2 5

{
7 5

8 5 } 1 5

、刁.!rl!
.

\l|2
.J

/

On�弓土0 0 1

0 0 0 1

7 7
。

8 4
。

6 2
。

5

8 6
。

8

9 5

10 0

9 8
。

4

芽管为对照 1 / 4一 1 / 5长
,

弯曲
,

少数

仍分叉未见形成菌丝

正常
,

至 4 8小时后菌丝丛生
,

无法统
计发芽率

1 0 0

供试品种
:
锦橙

.
受药抱子接种果实后伤 口发病率

图二

处理

多菌灵抑制绿霉菌抱子萌发情况

对照

绿霉菌抱子在含0
.

02 5纬

多菌灵的甜橙果皮浸 出液

中培养 12 小时后
,

芽 管严
-

重畸形
,

萌发受抑制
。

绿霉菌抱子在甜橙果

皮浸出液 中培养12 小时

后
,

抱子正常萌发
。



于处理后24 小时
,

取不同处理受药抱子
,

进行果实接种试验
,

侧定受药抱子的致病力
。

观测结果 (表五 )
,

高于0
.

0 25 %各处理
,

发病率均在 10 % 以下
,

防治效果达 90 一 9 3%
;
低于 0

.

01 %

各处 理
,

抱 子致病力直线上升
,

低于。
.

0 0 2 5 % ( 2 5 p p 。 )
,

抱子致病力保持90 % 以上
。

四
、

果实接种试验

为测定多菌灵残效
,

并配合贮藏试验
,

作有关多菌灵药效
、

性能鉴定
,

进行下列果实接种

试验
。

供试品种除残效测定外
,

均为锦橙
。

各处理接种果实 25 个
,

每果刻伤四处
,

共 1 00 个伤 口
,

接种后置 25 土 2 ℃高湿恒温箱培养
。

1
.

残效测定
: 于 1 9 7 4年1月 29 日

、

3月 1 8 日和5月2 日进行锦橙
、

极柑多菌灵采前
、

采后处理

果实接种试验
,

侧定残效 (表六 )
,

结果显示
,

多菌灵防治绿霉菌侵害效果随贮藏期延长有

表六 锦橙
、

极柑
、

多菌灵处理残效测定

药药剂剂 伤 口发病病药剂剂 伤 口发病病药剂剂 伤口发病病
处处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 处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 处理理理
后后天天 %%% 防治治后天天 %%% 防治治后天天天天天天天天数数数数 效果果 数数数 效果果 数数 %%% 防治治

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果果
锦锦锦 0

.

05 %多菌灵 + 2 ,
4一D 采前 20 天喷喷 9 000 3 111 5 888 1 3 888 6 666 3444 1 8 222 6 222 3 888

橙橙橙 0
。

0 1 2 5 %%% 9 000 7 333 111 13 888 1 0 000 000 1 8 222 9 888 222

00000
.

05 %多菌灵 十 2 , 4一D 采后当天洗洗 7 000 222 9 777 1 1 888 1 111 8 999 1 6 222 3 444 6 666

00000
.

0 1 2 5%%% 7 OOO 1 444 8 111 1 1 888 6 222 3 888 1 6 222 7 OOO 3 000
辛辛辛
对 照照照 7 444 00000 1 0 000 00000 10 000 000

哑哑哑 0
.

05 %多菌灵 + 2 ,

4一D 采前 15 天喷喷 8 000 666 8 999999999

柑柑柑 O
。

05 %多菌灵 十 2 ,
4一D 采后当天洗洗 8 000 444 9 333333333

00000
。

0 1 2 5 % 扩扩 6 222 1 333 7 666666666
常常常
对 照照照 5 444 000000000

.
对照为 2 5 Op po 2, 4一D 采后当天洗果

所下降
,

高浓度处理残效期显著长于低浓度处理
,

0
.

05 %多菌灵加 2 ,
4一D 处理后 1 18 天

,

防

治效果保持 89 %
, 1 62 天后为66 %

,

同期 0
.

0 1 2 5 %处理防效为38 %和30 %
。

锦橙采前 处理残

效显著低于采后处理
。

但机柑多菌灵处理残效则反以采前处理较高
。

2
.

多菌灵与美国杜邦公司产苯来特防 表七 多菌灵
、

笨来特 (美 ) 防治绿

治绿霉病药效比较
,

以农药所制多菌灵和

苯来特为对照药剂
,

测定结果 (见表七 )
。

国产多菌灵 (惠山)三个 浓 度 (0
.

0 1 2 5 %
、

0
.

0 25 %和0
.

05 % ) 防治效 果 平 均 值 为

81
.

6%
,

美国杜邦公司产苯来特的防治 效

果平均值为7 3
.

8%
,

农药所制多菌灵 和 苯

来特防治效果分别为8 6
.

6 %和 8 3
.

7 %
。

3
.

为明确多菌灵药液配制后的药效变

化情况
,

于配药液后
,

连续 四天进行洗果

处理后
,

接种青霉抱子浮悬液
,

测定药效
,

结果见表八
。

多菌灵
、

托布津 ( 日 ) 药液

配制后第四天
,

用以 洗果
,

防 治 效果仍

为9 5%左右
,

但药液开始发生异臭
,

难于继

续使用
,

故停止测定
。

说明多菌灵和托布

霉致腐效果比较 (果实接种试验 )

杀杀菌剂剂 有效浓浓 果实发病 (% ))) 伤 日发病 (% )))

度度度 (% ))))))))))))))))))))))))))))))))))))))) 发发发发病率率 防治效果果发病率率防治效果果

多多菌灵灵 0
。

0 0 6 2 555 5 666 4 444 2 222 7 7
。

666

00000
.

0 1 2 555 6 444 3 666 2 999 7 0
。

444

00000
。

0 2 555 4 OOO 6 000 1 555 8 4
。

777

00000
。

0 555 2 444 7 666 1 000 8 9
。

777

多多菌灵灵 0
。

0 0 6 2 555 4 888 5 222 1 777 8 2
。

666

(((农 ))) 0
。

0 1 2 555 3 222 6 888 1 333 8 7
。

555

00000
。

0 2 555 4 888 5 222 2 222 7 7
。

666

OOOOO
。

0 555 2 000 8 000 555 9 4
。

888

苯苯来特特 0
。

0 1 2 555 2 444 7 666 工444 8 5
。

777

(((美 ))) 0
。

0 2 555 6 444 3 666 2 666 7 3
。

444

00000
。

0 555 8 444 1 666 3 777 6 2
。

222

苯苯来特特 0
。

0 1 2 555 5 666 4 444 1 888 8 1
。

666

(((农 ))) 0
。

0 2 555 3 666 6 444 1 222 8 7
。

888

00000
.

0 555 4 888 5 222 1 888 8 1
。

666

对对照照 清 水水 1 0 000 000 9 888 000

方法
:
刻伤 , 洗果”接种



津药液配制后
,

表八

药效均较稳定
。

多菌灵
、

托布津旧 )配药后有效期测定 (单位
: % )

、。舀 不
一

“
卜右* , ⋯一 二一 、 、 病 ⋯ 袄

口 , 病

第三天

⋯森摹
(

吞
)

⋯:::
2 5

⋯
1

: ⋯
‘

:: ⋯: ⋯
‘

::
.

8
’

物
天

⋯森霆
(

吞
)

⋯:州
2

洲 :: ⋯: ⋯::霆
”

菌种
:
青霉 接种方法

:
刻伤”洗果”接种

4
.

多菌灵内吸性能试测
,

将锦橙果实用多菌灵 0
.

0 25 %和托布津0
.

1% 药液沽湿果蒂部半

果
,

于处理后 24
、

48
、

87 小时
,

分别刻伤脐部
,

接种青霉菌抱子浮悬液
,

观测结果
,

均 无 防

治效果
。

进一步证明多菌灵和托布津处理
,

必须全果沽湿药液
,

方有良好防效
。

五
、

处理果实品质风味测定

1 9 7 4年4月初进行多菌灵处理的锦橙果实营养成分分析 (表九 )
,

结合 口尝品味
,

处理果

实未发现异味
,

风味与对照果实差异不明显
。

表九 多 菌 灵 处 理 果 实 营 养 成 份 分 析

\一\~

项 目分析
处 理

、、
民

~
_

多 菌 灵

十 2 , 4一D 洗果
下万

一
二

- - - 一不
一

果汁率
( % ) {

含 搪 量
·

}
5 7

。

: { 5 6
.

9

毫
. ,

。 。 一

(克 / 1 0 0毫升果汁 )

含 酸 量
(克 / 10 。毫升果汁 )

丫
。

2 8

O
,

6 6

.
飞

炸夏克乙退丝鼻升望科沈之 }
“7

·

“ } 5 5
·

‘维 生 素 丙 {

处理期
: 1 9 7 3乍1 2月 2 0 日 分析期 1 9 7 4年4月 1 日



讨 论

1
.

多菌灵对柑桔果实绿
、

青霉致腐
,

有良好防治效果
,

经采后洗果处理或采前植株喷洒

可基本控制贮藏中绿
、

青 霉 腐 烂
,

且锦橙
、

极柑干疤果率有所减少
。

果实接种试验结果
,

国产惠山农药厂25 %多菌灵可湿性粉剂三个浓度处理
,

防治绿
、

青 霉 腐烂 平 均 效 果为8 1
.

6

%
,

美国杜邦公司产苯来特为7 3
.

8 %
。

果实贮藏试验结果
,

锦橙采后多菌灵处理
,

对绿
、

青

霉腐烂防治效果
,

平均为90
.

7 %
,

日本曹达产托布津
,

采后各处理平均防治效果为8 1
.

0 % ,

血橙采后多菌灵处理
,

对绿
、

青霉腐烂平均防效是 9 3
.

9 %
,

同期美国杜邦产苯来特
,

平均防

效为9 0
.

9 %
。

苯来特和托布津是目前国际上推荐于柑桔果实防治绿
、

青霉腐烂 的最新高效杀菌

剂
。

我 所 1 9 7 2一 74 年试验发现
,

多菌灵防治柑桔绿
、

青霉腐烂效果较美国杜邦产苯来特和日

本曹达产托布津在防治其他贮藏病害致腐效果方面
,

也未发现后二种杀菌剂有优于多菌灵之

处
。

且多菌灵结构较苯来特 ( 1一 (正丁胺基酞基 )一 2 一苯骄咪哇氨基甲酸 甲 酷 )
、

托布

津( 4 , 4一邻苯撑双 ( 3一硫代 )尿基甲酸甲醋 ) 简单
,

工艺较简便
,

成本较低
,

可推广应用

于柑桔果实防腐处理
。

2
.

抑菌试验和抱子萌发试验均显示
,

多菌灵抑制绿青霉和炭疽病菌效果
,

均以高浓度处理

更为显著 , 果实接种试验测定残效
,

高浓度处理果实保持药效期显著长于低浓度处理
;
两年

贮藏试验结果
,

血橙采前
、

采后多菌灵处理效果
,

也与浓度高低呈正相关
。

但锦橙
、

检柑果

实贮藏试验结果
,

由0
.

1%至 0
.

0 0 6 2 5 %五个浓度处理
,

均可显著控制绿
、

青霉腐烂
,

干疤率

也都较对照有所减少
,

不同浓度处理间差异不明显
。

参照多菌灵不 同浓度处理后的绿霉抱子

致病力测定资料
,

初步分析
,

可能由于多菌灵抑制绿霉菌抱子萌发效果较突出
,

即使经低浓

度处理
,

绿霉菌抱子芽管也显著畸形变异
,

在0
.

0 0 6 2 5 %以上浓度处理后
,

抱子致病力均低于

7。%
。

我所试验果实采用薄膜单果包装方法贮藏
,

贮藏期果实调查时
,

也不打开薄膜
,

且全库

果实基本采用2 , 4一D 和多菌灵或托布津混合处理
,

整个贮藏环境中
,

绿
、

青霉带菌率低
,

果实

重覆感染未受药剂抑制的绿
、

青霉菌的机会较少
,

故各低浓度处理
,

未显示防效低于高浓度处

理
。

给我们的启示是
,

在 0
.

05 %一 0
.

0 1 2 5 %范围内
,

处理浓度宜因条件和品种选定
:
在全库

果实均处理
,

隔绝病原条件下
,

浓度可偏低
,

仅部分果实处理
,

不包果贮运
,

且拟较长期贮

藏的果实
,

使用浓度宜较高
,

并结合当地 品种处理表现
,

一般以选用 0
.

02 5 %或0
.

05 % 为 适

宜
。

3
.

1 9 7 2一 73 年贮藏试验资料似说明
,

多菌灵对青霉病防效高于对绿霉的防治效果
,

但 19

7 3一 74 年
,

分别对绿霉和青霉病菌进行抑菌试验
,

以及贮藏试验结果
,

均证明多菌灵抑制绿

霉菌能力高于对青霉的抑制作用
。

我所历年 通 风 库贮藏柑桔
,

绿
、

青霉致腐中
,

均以绿霉

腐果占绝大多数
,

青霉致腐量极少
;
但在冷库贮藏中

,

常以青霉致腐为主
。

根据目前试验资

料
,

当青霉致腐较高时
,

以适当提高浓度 (0
.

05 一0
.

1 % )处理为好
。

4
.

两年果实接种试验侧定残效资料均显示
,

锦橙多菌灵采前处理残效较采后处理短
。

从血

橙采前
、

采后处理贮藏效果
,

也看出采前处理浓度宜较高
,

浓度稍低
,

防治效果显著下降
。

19 7 3一74 年贮藏和接种试验并证明
,

采后处理方法采用洗
、

喷均可
,

但必须全 果 沾 湿药

液
。

看来
,

多菌灵和托布津虽为内吸性杀菌剂
,

但如药液仅处理部分果面
,

不能使未处理部

分具有抑制绿
、

青霉菌致病效果
。

目前
,

为省药及处理周到
,

着重推荐采后处理
。

如为及时防止腐烂或诚少采 后 处 理环



节
,

可以考虑采前处理
,

但采前处理不易喷洒周到
,

残效较短
,

需较高浓度处理
,

故多菌灵

浓度宜较高 ( 0
.

05 % )
,

可与so p户毗
, 4一D 棍合

,

并最好采用机动喷雾
,

注意喷洒 周 yJ,

药液接触全果
,

特别是果蒂
,

以保证发挥2 ,

4一D 保蒂效果
。

5
.

抑菌试验结果
,

多菌灵对绿霉
、

炭疽
、

褐蒂腐
、

青霉和镰刀菌在培养基上
,

有不同程

度抑菌效果 ; 但贮藏试验结果
,

品种间反映不一致
,

锦橙经多菌灵处理
,

蒂腐和干疤果率较

对照略低
,

但血橙多菌灵处理果
,

贮藏中蒂腐和干疤反有增多趋势
。

此外
,

宽皮柑桔经多菌

灵处理
,

黑腐增多较明显
;
各品种经处理贮藏中酸腐有增高趋势

,

但一般数量不大
,

仅 1 %左

右
,

我所各品种处理后
,

疫菌褐腐无增高趋势
。

综合分析各品种处理贮藏效果
,

总的趋势
,

现

采用的多菌灵采前
、

后处理措施
,

仅对绿霉和青霉这两种在贮藏期中以抱子传播
,

经果皮伤口

侵染的病害有明显防治效果
。

对于蒂腐 ( 包括Ph o m o
Ps i s和F us ar iu m )

、

炭疽等 果 园 代

菌
,

在贮藏过程中遇适宜环境条件发展致腐的病害
,

则均无显著防效
。

是否须根据上述病害消

长规律
,

在生长期中植株喷洒防治
,

今后可进行试验
。

至于黑腐
、

酸腐等
,

多菌灵对其病原无

抑菌效用的病害
,

处理后发病表现上升趋势
。

目前认识
,

主要由于绿
、

青霉病菌抑制后
,

黑

腐
、

酸腐发病机会增多
,

也就是病菌相互拮抗作用的影响
。

6
.

据国外研究资料介绍
,

苯来特和托布津在植物体内
,

均转换为多菌灵
,

以多菌灵结构

( M B C ) 发挥杀菌效用
。

综合我所三年来果实贮藏试验结果
,

表现与上述资料相符
,

多菌

灵和苯来特
、

托布津都是防治柑桔绿
、

青霉病的高效杀菌剂
,

但现采用的处理方法
,

对其它

柑桔贮藏病害均无明显防治效果
,

三种杀菌剂防治范围基本相同
。

其防治绿
、

青霉病效果
,

总的看来
,

以多菌灵和苯来特为好
,

且用同一单位 (农药所 ) 制药剂比较
,

两药防效几不相

上下
,

甲基托布津和托布津防效略次之
,

两种托布津比较以甲基托布津防效较高
‘

7
.

以单独使用2 ,
4一D处理和未作任何药物处理的两个对照

,

比较锦橙
、

极柑 2 , 4一D 加多

菌灵混合处理效果
。

多菌灵对锦橙贮藏中绿
、

青霉腐烂防治效果为9 0
,

7 %
,

对贮藏中腐烂总

防治效果为75
.

1 % ( 以2
,
4一D 处理为基数计算 )

,

而 2
, 4一D 加多菌灵的混合防腐效果是8了

.

。

% ( 以未处理对照为基数计算 ) ,
极柑处理相应数 据 是 9 6

.

6 %
、

6 0
.

0 %和 7 9
.

。%
。

2 , 4一D

加多菌灵混合处理防效较多菌灵防效可提高12 一19 %
,

并使果实保持鲜蒂
,

显著减少干疤果

率
。

上述试验资料证明2
,
4一D 与多菌灵棍用

,

可分别发挥 2 , 4一D 保持鲜蒂
、

控制蒂腐
、

黑腐
,

减少蒂缘绿
、

青霉腐烂和干疤
,

和多菌灵有效控制绿
、

青霉腐烂效果
,

较单独使用多菌灵
,

防腐效果显著提高
。

8
.

关于多菌灵残毒问题
。

据沈阳劳卫所测定
,

多 菌 灵 急 性毒性L D
。 。

为8 0 0 0一 1 0 0如毫

克 / 公斤
,

属微毒药剂
。

多菌灵慢性毒性试验现正进行中
。

前文 已述及苯来特和托布 津在植

物体内
,

均以多菌灵结构发挥杀菌效用
。

现知托布津 1 9 7 2年初 已在日本登录
,

允 许 使用诩

一 1 0 0。倍液于柑桔果实防腐
,

苯来特已见暂定以lo p p m 残留量
,

建议用于柑桔果实防腐的报

道
,

可资参考
。

为保证多菌灵处理卫生要求
,

拟配合有关部门进一步开展残留量测定工作
。

(参考文献 6 篇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