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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桔果实贮藏
1

拼的腐烂种类和坟显
,

因果实种 类
、

品种
,

贮运包装条件
、

季节而有显著

差异
。

主要致腐病害有 J“泛为害各种柑洁果实 l为绿霉病 ( p e n ie i1 liu 拍 d ig it a tu 功 )
、

青霉

病( 尸e n i。 11 1 1u m it a li o u rn )
,

主 要勺菩牙甘澄 勺
.

齐宿 );芍( 尸h o m o p s is e it r i于口、Ip lo d ia

n at a le n 3 i , 、
、

舌甘准祖泞像力炎宜
L

丙( c o lle t o 七r i e h u m g lo e o s vo r io d e s ) 以及桔类的黑腐

病 (
户

月七e r n a r ia ci t r i )
。

采叼2
,

4一 J 处理使果实较 长期保持鲜蒂
,

可以有效地控制 甜 橙

蒂腐宙和洁追黑 !简有
。

咸少贮藏宵烂损失
;
但对由布口 浸入

,

在贮运中普遍致腐的绿
、

青霉

病
,

待别是 为害比 例火
、

传染比极强灼绿霉病
,

除细致采运减少机械伤外
,

尚未使用有效杀

菌KJJ 或其它控制办法
。

1 9 6 3一 1 , 7 1 平间
.

曾光 后试 围三十余种杀菌fflJ 进行贮藏前果实处理
,

但都未获理想效果
,

不能有效地控制绿
、

青霉病 腐烂
。

1 9了2 牛卜存与四川 省农 阶院农药研究所 协作
,

使 门他们试制的苯来待
、

多菌灵和 F 一 8 4 9作

药欢比较
。

经 1 9了2一 1 9了3 }订动三试验
,

发现多菌灵防治绿
、

青霉病效果
,

与 目前 世界各柑桔国

家普遍推崇的苯来待效果相近
。

一
、

试验材料和方法

试验 旧杀 菌利型
:

( 1 ) 苯来特 ( 亡e n la t e ,

义 名亡e
no m yl )

1 一 丁胺甲吼毕一 2 一苯并咪哇氢华甲酸甲醋

1 0 %可湿
‘

性粉刊
。

( 艺 ) 多菌灵 ( M o c ,

又 名苯并 l床{坐# 扭 )

三一苯并 咪哇氮基甲酸甲酝

10 %可湿性粉齐」
。

( 3 ) F一 8 4 9

己一氮 琪一 4 一 甲早一 5 ( 苯胺基甲酸 毕 ) }邃l座

10 % 可湿性 }分齐lJ
。

( 一 ) 果实接种试验

1 9了3年 L一 4月月绿霉菌进行果实接种试验
,

供试品种 :
锦橙

。

各处理接种果实各 25 个
,

海果刻伤四处
,

共 1 0() 个伤「J ,

刻伤油胞层并微伤及白皮层
,

面积约 0
.

7平方厘米
,

将绿霉菌

甩于悬浮液徐刻伤处
。

接种方法主要 为刻伤, 杀菌fflJ 洗果、接种
,

设刻伤~ 接种处 理 作 对

照
,

在2 5 士 3℃高湿条件下观察发病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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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腐效果均勺 100 叮
,

降低浓度至0
.

00 5 %
,

防治效果开始下降
,

多菌灵为97 %
,

苯来特 96 %
。

说明多菌灵控制绿霉病菌有效浓度与苯来特相近
,

幅度均宽
。

F一 8 4 9 0
.

1%防治绿霉病 效

果差
,

但末作高浓度处理
。

2
,

刻场接币}
,

后
,

在 2 5 士 3 ℃高湿条件下培养20 小时
,

用0
.

0 5 门石药液洗果
,

四天后调 卉 伤

口发病情况 (表二 )
,

多菌灵可完全控制腐烂
,

苯来特防效为 9 5
.

9%
。

为验证上述资料
,

再次布置试验
,

于接种后 1 2
、

2 4
、

3 6和 4 8小时分别行进洗果处理
,

于

接种十天斤调查各处理发病情况 ( 见表二 )
,

结果与前试验趋势一 致
。

接 种 后 1 2 小 时 甲

0
.

肠
『

多菌灵和苯来特洗果
,

防治效果均保持 1 0 0 % ; 接种后 2选小时苯来特洗果 防效下 降 为

肠% 多菌灵处理 仍保持 10 。。介 接种3 6小时后当个别果实 己在刻伤处显现白色霉 点 )‘于
,

苯

来特处理 珑本丧失防治效 闹
.

但多菌灵仍有一 定防效 ( 为3 通% )
,

待 4 8, 」
“ }!才后部 分果实己

,

{
-

始发峨创
、

腐症状
,

此 I时!均种杀菌剂处理均书本无效
。

, 上二 一二不之 - 多菌灵和苯来特治疗效果试测 ‘ 1 9 7 3 )

一杀菌剂有效浓度 0
.

05 % 发病条件 2 5 士 3 七高湿

根据以 丘资料我们初步分析
,

在果实感染绿霉病菌2 4小时
,

尚未表现肉眼可见的果表病

症对
,

多菌灵、;七果 育超过苯来特的较好治疗效 甲
; 接种 3 6小时后

,

当部分果实初步表现肉眼

可见病状时
,

多菌灵仍有一定防治效 明
。

此种治疗效 用在贮藏实践中具有现实意义
。



3
.

在 上述接种试验调查中注意到
,

接种后 已受绿霉菌感染的果实
,

经多菌灵和苯来特浸

果后
,

较长时间不呈现绿霉
; 对照果实感染后则很快呈现绿霉 ( 见下图 )

。

似表 明多菌灵和

苯来特具有一定控制绿霉菌丝产生抱子的作用
。

。。
一。目1月门.门.IRJ,J节门刃旧

:

J..口J创飞汕..,!
。

感染绿霉 菌果实经 多菌灵处理 未产生绿霉状

接种 3 6小 时后

上排果
: 对照

接种 4 8 小 时后

下排果
: 0

.

0 5兮‘多菌灵洗果

4
.

用0
.

0 5 %药液洗果
,

待果面干后 即行刻伤
,

破坏保护膜接种
.

四天后调查
,

多菌灵和

苯来特同样能完全控制腐烂 ( 表三 )
,

似可粗略说明这两种杀菌剂均具有内吸防治效能
。

表三 多菌灵和苯来特内吸性能试测 ( 1 9 7 3

盯扇叫胜耳亡
一

夕扭,咋夕‘�L�

处处 理理 接 种 方 法法 接种 日期期 调查 日期期 果 实 发 病病 伤 口 发 病病

发发发发发发病率率 防治效果果 发病率率 防治效果果

苯苯 来 特特 洗 , 刻, 接接 2 5/ 111 2 9 / 111 0

一
‘。。。 000 1 0 000

多多 菌 灵灵
I’’ l///// 0 1 1 0 000 000 1 0 000

对对 照照 刻”接接
lIIIII 1 0 0

⋯
ooo 1 0 000 000

杀菌剂有效浓度
: 0

.

05 %
,

发病条件 2 5 士 3 ℃高湿
。

5
.

0
.

玲百多菌灵和苯来特采后洗果
,

贮藏 1 42 天后接种绿霉菌
,

防效仍达10 0 % (表四)
。

采前 0
。

1 %植株喷洒后 83 天接种绿霉菌
、

苯来特和多菌灵处理分别保持防效 58 % 和 9 8 % ; 但



采前喷多菌灵o
.

0 5 q百处理
,

贮藏 89 天后接种
,

防效也显著下降为50 %
。

是 由于采前植株喷药

不易周到
、

}及药量较少
,

或果实生长后期植株体 内分解
,

尚不明确
,

但果实接种试验 中采前

处理药效期较采后处理短
,

则表现较为一致
。

表四 多菌灵
、

苯来特药效期测定

{采前喷药期 : 1 9 7 2
.

1 1
.

1 采后洗果期
: 1 9 7 2

.

1 1
.

2 3

(二 ) 果实贮 藏试验

1
.

两年果实贮藏试验资料
,

多菌灵和苯来特在小型药效对比试验和扩大的生产试验中
,

都几乎能完全控制绿
、

青霉病腐烂
。

19 7 2年 4一 8月果实贮藏试验中
,

多菌灵初次显示与苯来特相近的防治绿
、

青霉病腐烂效

果(见表五 )
,

在大多数处理中防效达 1 00 %
,

超过 1 9 6 6年以来我们曾试用的所有杀菌剂
,

初

步引起重视
。

为验证此二杀菌剂主要贮藏季节防腐效果
, 1 9 7 2年冬在我所试验农场生产贮藏条件下布

置进一步试验
,

用多菌灵和苯来特处理锦橙
、

血橙
、

夏橙三品种果实计各 5 5 0 0个 (约1 6 0 0斤 )
,

贮藏4一 6个月
。

综合各处理贮藏效果 (表六
、

表七 )
,

多菌灵对绿
、

青霉病腐烂防治 效 果 为

的
.

3%
,

在十个试验处理中
,

有六个处理防治效果达 10 0 %
,

其中最低防效是 95
.

6 % ;
苯 来

特对绿
、

青霉病防治效果为 9 8
.

4 %
,

有四个处理防效达 10 。%
,

出现的最低防效是 7 3
.

9 %
。

2
.

同品种不同浓度处理 中
,

多菌灵和苯来特在 0
.

1一 0
.

0 25 % 范围内
,

对绿
、

青霉病都表



表五 多菌灵
、

苯来特处理果实贮藏效果初测 ( 1 9 7 2 ) ( 单位
:

% )

口口口
杀菌剂剂 有效效 腐 烂 率率 总腐烂烂 绿

、

青霉一干疤疤 采收期期 处理期
’’

口口口口口 浓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 防治效果果 防治效果一果率率率率
种种种种 (% )))

臀廊廊
炭疽
⋯
其它一合。。。。。。

锦锦锦 苯来特特 0
。

0 555 。
⋯

1
.

000 2
。

000 4
。

000 7
。

0 8 1
。

111 1 0 000 5 666 7 1
.

1 1弓
111 7 2

.

4中中

橙橙橙
l/// 0

。

111 o 一1 2
·

ooo 2
。

000 2
。

000 1 6
.

01 5 6
.

888 1 0 000 6 55555 7 2
。

里)
尸尸

多多多菌灵灵 0
.

0 555 0 6
‘

000 2
。

000 1
。

000 9
.

“

⋯
7 5

.

777 1 0 000 5 8888888

朋朋朋朋 0
。

111 1
.

0 { 3
.

000 3
。

000 1
。

000 8
.

0 { 7 8
.

444 8 7
。

555 6 3333333

对对对 照照 /// 8
.

0 { 5
.

000 2 1
。

OOO 000 3 7
。

0 { 少 000 000 4 7777777

)))))))))))))))))))))))))

血血血 苯来特特 1
。

.

。555 000 000 000 000 000 1 0 00000 7 2
。

1下下下

橙橙橙 多菌灵灵 } 0
.

111 000 000 000 000 000 1 0 000000000

lllll/// O
。

0 555 000 1
。

000 000 000 1
。

000 8 8
。

999999999

对对对 照照 0
。

111 1
。

000 OOO 000 000 1
。

000 8 8
。

999999999

///////// 7
。

000 000 l
。

000 1
。

000 9
。

000 OOOOOOOOO

夏夏夏 苯来特特 0
。

0 555 1
。

000 000 2
。

000 000 3
。

000 2 5
。

000 5 000 2 ]
___

7 2
.

1
一

下下 7 2
.

4中中

橙橙橙
,’’ 0

。

111 DDD 000 000 000 000 1 0 0
。

000 1 0 000 3 8888888

多多多菌灵灵 0
。

0 555 000 000 1
。

000 OOO 1
。

000 7 5
。

000 ] 0 000 3 2222222

lllll/// 0
。

111 000 000 000 000 000 1 0 0
。

000 1 0 000 ] 5555555

对对对 照照 /// 2
。

000 000 2
。

000 000 4
。

000 000 000 3 7777777

注 :
各处理果数 10 0个

现优异防治效果
,

夏橙两种杀菌剂 0
.

02 5 %处理
,

贮藏 4 个月防治效果均为 10 0 %
。

参照果实

接种试验结果
,

初步认为 0
.

02 5 %
_

L下 ( 0
.

0 15 一 0
.

05 % )可作为多菌灵和苯来特防治绿
、

青

霉病腐烂的有效使用浓度范围
。

3
.

分析表六资料
,

多菌灵和苯来特高浓度处理
,

贮藏 中蒂腐率都较对照增大
,

特别在血

橙采前 0
.

1 %
、

锦橙采 后0
.

1 %和 0
.

0 5 % 处理 中表现较 明显
。

但蒂腐果实似随处理浓度降低而

减少
,

血橙 0
.

0 5%
、

夏橙。
。

。5 % 和 0
.

02 5 % 处理
,

蒂腐率均为 1 %左右
,

甚至无蒂腐发生
,

总

防腐效果较高浓度处理为好
,

此趋势说明选用适当的低浓度有利于控制此二杀菌fflJ 处理 中蒂

腐率
。

高浓度处理增大蒂腐率
,

是否属杀菌剂药害表现
,

有待进一步观察验证
。

供试杀菌剂对干疤率的影响
,

品种间反映不一致
,

锦橙 0
.

1 %和 0
.

05 写处理 干疤率 均 较

对照降低
;
血橙则0

.

0 5 %和 0
.

1 %处理干疤率均较对照增大
,

夏橙 0
.

0 5 9百处理干疤率较对照增

高
, 0

.

0 25 % 处理与对照相近
。

综合以 L因素
,

似均 以采用适当低浓度处理较为有利
。

4
.

本试验贮藏的锦橙
、

血橙
、

夏橙在绿
、

青霉病未受控制的情况下
,

其 它 腐 烂
-

一黑

腐
、

褐腐 ( p hyt o p h t h o r a e it r o .

)
、

酸腐 ( o o s p o r a e it r i
一 a nr a n t i i ) 等发生率 极 低

,

大部对照处理未发现上述病害致腐
;
但当杀菌剂能有效控制绿

、

青霉病腐烂时
,

这些病害则



有听发生
。

分析其系因可能与病菌相互拮抗作用有关
,

同时也说明多菌灵和苯来特对这些病

害无明显防治效果
。

表六 不同浓度处理防腐效果比较 ( 单 位
:

夕石

赔
务 菌 剂

一
待灵用抓

,待灵均照一待灵
,
特灵照一特灵照绮�杯弧肯一片拓只
日,1一拼打一拼襄。二洲豹月

⋯丧
l/

菌
1, 8?啼一来菌-8
.

击下菌一来菌一来菌苯多F照一苯多F刘一苯多一苯对多一苯多对�
:
‘

蹄!
.

!!|
11
.

1

池l一|恤卜|
l

⋯
愉厂卜卜详|

l
!|L博j...

主: 锦橙采收 期
: 1 9 7 2年 11 月23 日

血枪采前处理期
: 1 9 7 3年1 月18 日

,

采收期
: 1 9 7 3年 1月扎 日

夏橙采
l次期

: 1 9 招年 1月27 日

其它腐烂包括褐腐
、

黑腐
、

酸腐等
。

此外
,

试验资料 说明
,

杀菌刊各处理与炭疽腐烂无明显相关性
。

5
.

从试验腐果记载中可看出
,

通风库贮藏 中
,

绿霉致腐率显然较青霉致腐率大的多
,

在

试验果实均经 2
,

4一协处理可控制蒂腐病 为害的前提下
,

绿霉病是甜橙通风库贮藏中的主要致

腐病害
。

从表六可看出
,

多菌灵和苯来特在0
.

1% 一 0
.

0 25 %范围内都能 1 0 0 %控制青霉腐 烂
,

2 ,



但仍有少数果实因绿霉病致腐
,

似说明对青霉病防效高于绿霉病
。

6
.

血橙
、

夏橙在生产贮藏条件下进行下述处理
:

¹ 杀菌剂 0
. 0 5 % + 2

,

4一 D 250 即功 昆合

浸果
; º杀菌剂 0 .

05 %浸果后
,

用排刷沾25 0P p功 2 , 4一 D 刷果蒂
。

结果证明 ( 表 七 ) ,

多菌

灵和苯来特与2 , 4一 D混合浸果对防治绿
、

青霉病效果无不 良影响
。

表七 杀菌剂与2 , 4 一 D 混合处理效果

上二⋯
注 : 1 .

贮藏期
: 19 7 3年1月下旬一 5月上旬

2 .

每处理1 0 0 0果
3 .

除多菌灵混 2 , 4 一 D 浸果处理包薄膜外
,

其它处理均直接装箱贮藏
。

三
、

结 语

1
.

绿霉和青霉病致腐是柑桔贮运销售过程 中重大生产问题之一
,

在世界 各柑桔产区
} 二

褪

造成 巨大经济损失
。

国内外对此二病的防治和研究均相当重视
。

美国1 9 6 9年允 许 使 用
’

f z

(2 一 ( 4一鹰哇 ) 一苯并咪哩 )于柑桔果实防腐
,

并 自19 6 8年开展苯来特 防治柑桔贮藏病
‘

一

试

验
,

证明苯来特较T B z 药效更为优越
,

现正积极开展残 留量等研究
,

以期尽速获 准使用旅未

特于柑桔果实处理
。

多菌灵使用于柑桔果实防腐过去未 见国内外文献报道
,

经 19 7 2一 19 7 3年两年试验
,

岌现

多菌灵防治柑桔绿
、

青霉病腐烂效果与苯来特相近
。

从果实接种试验结果初步分析
,

多
」 ’

封灵

内吸性能并不次于苯来特
,

其对果实初步感染绿霉病的治疗效果高于苯来特
,

特别是多菌灵

结构较苯来特简单
,

因而工艺过程较短
,

生产成本较低
,

目前国内已经投产
。

从以上情汉看

来
,

多菌灵极有希望作为另一个新的柑桔果实高效杀菌剂
,

在我国柑桔果实贮
、

运防腐 试

验应用
。

2
.

为有效防治绿
、

青霉病腐烂
,

并控制蒂腐等其它贮藏腐烂和干疤
,

{畏据现有初步试验

资料
,

多菌灵处理浓度以 0 . 0 25 %上下 ( 0 . 0 15 一 0 .

05 % ) 较为适宜
。

适 应各地不同品种知贮



藏条件下的浓度
,

尚有待当地开展生产试验确定
。

在不影响绿
、

青霉病防治效果的前提下
,

以适当降低浓度处理为好
。

3
.

关于 处理时期
:

果实接种试验结果
,

采前处理药效期较短
,

效果较差
。

但在果实贮藏

试验中
,

未发现采前处理防治绿
、

有霉病效果低于采后处理
。

为控制采收至贮藏处理过程中腐烂
,

美国试用苯来特作采前植株喷洒
,

但 目前应用杀菌

剂仍以采后洗果 和蜡液中混 旧为主
。

植株喷洒显然较采 后果实处理 甲药量
一

戈
,

成本高
。

在各地 区条件下
,

究 以何种方式
,

何

时处理为好
,

尚须通过当地生产规模试验才能 明确
。

4
.

两年贮藏试验资料证明
,

多菌灵防治绿青霉病致腐确有相当优异而 稳定的效果
,

但对

蒂腐
、

黑腐及其它贮藏病害无明显防治效果
。

为此
,

在甜橙蒂腐和桔类黑腐病致腐较重的地

区和品种
,

宜结合 2
,

4一 D 处理使用
,

并可与 2
,

4一 D 混用
。

5
.

多菌灵毒性 问题
:
据文献报道

,

多菌灵致死中量 ( L 。 。 。
) 为 5 0 0 0毫克/公斤

,

属实际无

毒药剂
。

目前尚未掌握多菌灵慢性毒性资料
,

但据沈阳化工研究院报道
,

苯来特和托布津在

植物体内都转变为多菌灵结构
,

并以此结构起杀菌作用
,

则多菌灵结构无致癌和催 F奇作用
,

应已由托布津慢哇毒性资料证实
。

此外
, 1 9 7 2年布朗报道

,

测定苯来特在柑桔果实 匕和果内允

许残留量暂定为10 p p m
,

可资参考
。

( 参考资料 7 篇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