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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进行田间试验以明确 30%氟菌唑可湿性粉剂防治黄瓜白粉病的效果。结果表明，30%氟菌唑可湿性粉剂能

够很好的控制黄瓜白粉病，防治效果明显高于对照，且对作物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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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field experiment was conducted to determine the efficiency of 30% triflumizole WP to control 

cucumber powdery mildew.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30% triflumizole WP could control cucumber powdery 

mildew in a low incidence, had a better control efficiency than other pesticide, and were safe to the cr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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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瓜白粉病是由 Sphaerotheca fuliginea Poll.引

起的一种潜育期短、再侵染频繁、流行性强的叶部

病害，国内外普遍发生，危害严重，是黄瓜生产上

的三大病害之一，在黄瓜的整个生长期均可发生，

导致严重的经济损失[1-4]。目前，化学防治仍然是防

治白粉病的重要手段之一，常用药剂为三唑类和苯

并咪唑类杀菌剂，如三唑酮和甲基硫菌灵等[5-7]。由

于长期、大面积使用这些药剂防治白粉病，使病原

菌抗药性发展迅速，药剂防效大幅度降低[8]。加之

黄瓜产果期长，采果间隔期短，这使得药剂选择难

度提高。为此，我们选用 30%氟菌唑可湿性粉剂在

黄瓜上进行田间药效试验，以明确 30%氟菌唑可湿

性粉剂对黄瓜白粉病的防治效果及最佳田间使用

量，为农药登记的药效评价和安全、合理使用提供

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药剂  

30%氟菌唑可湿性粉剂，山东天威农药有限公

司；对照药剂 30%氟菌唑可湿性粉剂，浙江禾本科

技有限公司生产，登记证号 PD20091325。 

1.2  供试对象  

作物黄瓜，品种：津优 35，试验对象：黄瓜白

粉病菌（Sphaerotheca fuligin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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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试验处理  

试验共设 5 个处理，4 次重复。每小区面积 25 

m2，随机排列，每小区设保护行。5 个处理分别为：

A. 30%氟菌唑可湿性粉剂 60 g/hm2（有效成分含

量）；B. 30%氟菌唑可湿性粉剂 75 g/hm2；C. 30%氟

菌唑可湿性粉剂 90 g/hm2；D. 对照药剂 30%氟菌唑

可湿性粉剂 75 g/hm2；E. 清水对照（CK）。 

1.4  试验方法  

试验地点选在近几年黄瓜白粉病发病较重的山

东省肥城市仪阳乡石坞村。土壤类型为褐土，土壤

肥力中等。所有试验小区的栽培条件（土壤类型、

肥料、生育阶段、株行距等）均匀一致且和当地的

农业栽培措施一致。地块面积 600 m2，土壤类型为

褐土，有机质含量 1.55%。2011 年 11 月 3 日移植，

株距 25 cm，宽行距 80 cm，窄行距 40 cm，种植密

度 4 444 株/667m2。2012 年 3 月 12 日黄瓜白粉病开

始发生时第一次用药，间隔 7 天用一次药，共用 3

次。试验期间未使用任何防治其它病虫害的药剂。 

1.5  调查方法  

药剂处理前调查病指基数，第 1 次施药后 7 d

调查；第 2 次施药后 7 d 调查；第 3 次施药后 10 d

调查，共 4 次。每小区随机取四点，每点调查 2 株

的全部叶片，每片叶按病斑占叶面积的百分率分级

记录，计算发病率、病情指数及防治效果等。每次

药效调查的同时观察各用药区有无生长异常现象

(如矮化、褪绿、畸形等) 、对作物产量有无影响以

及对其他病虫害和非靶标生物的影响。试验数据采

用 DPS 软件进行方差分析处理，并采用采用邓肯氏

新复极差（DMRT）法进行显著性差异分析[9-10]。 

1.6  分级标准  

0 级：无病斑；1 级：病斑面积占整个叶面积的

5%以下；3 级：病斑面积占整个叶面积的 6%~10%；

5 级：病斑面积占整个叶面积的 11%~20%；7 级：

病斑面积占整个叶面积的 21%~40%；9 级：病斑面

积占整个叶面积的 40%以上。 

2  结果与分析 

试验药剂 30%氟菌唑可湿性粉剂对黄瓜白粉病

具有较好防效。第 1 次药后 7 d，试验药剂 30%氟

菌唑可湿性粉剂 60 g/hm2、75 g/hm2、90 g/hm2 三处

理对黄瓜白粉病的防效分别是 69.8%、72.14%、

78.35%。第 2 次药后 7 d，三处理对黄瓜白粉病的

防效分别是 72.53%、77.81%、82.53%。末次药后

10 d，三处理对黄瓜白粉病的防效分别是 70.88%、

77.15%、81.38%。药剂防效随药量增加而提高。经

方差分析，试验药剂 30%氟菌唑可湿性粉剂 90 

g/hm2 与对照药剂 30%氟菌唑可湿性粉剂 75 g/hm2

防效差异不显著（P＞0.05），末次药后 10 d 防效差

异达极显著（P＜0.01）；试验药剂 30%氟菌唑可湿

性粉剂 75 g/hm2与对照药剂 30%氟菌唑可湿性粉剂

75 g/hm2 防效差异不显著（P＞0.05）；试验药剂 30%

氟菌唑可湿性粉剂 60 g/hm2与对照药剂 30%氟菌唑

可湿性粉剂 75 g/hm2 防效差异显著（P＜0.05），第

1 次药后 7 d 防效差异不显著（P＞0.05）。 

从开始喷药到试验结束全过程，经肉眼观察，

30%氟菌唑可湿性粉剂防治黄瓜白粉病的 3 种不同

浓度，均没有出现明显药害症状，对黄瓜安全。 

 

表 1  30%氟菌唑可湿性粉剂防治黄瓜白粉病试验结果 

第 1 次药后 7 d 第 2 次药后 7 d 末次药后 10 d 药剂处理 

有效成分 

g/hm2 
病指 

防效 

（%）

差异 

显著性
病指

防效 

（%）

差异 

显著性
病指 

防效 

（%）

差异 

显著性

试验药剂：30%氟菌唑 WP  60 1.77 69.8 bBA 2.21 72.53 bB 2.9 70.88 cC 

试验药剂：30%氟菌唑 WP  75 2.04 72.14 abA 2.14 77.81 abAB 2.75 77.15 bAB 

试验药剂：30%氟菌唑 WP  90 1.37 78.35 aA 1.49 82.53 aA 2.03 81.38 aA 

对照药剂：30%氟菌唑 WP  75 1.68 71.59 abA 1.7 78.77 aAB 2.35 75.49 bBC 

空白对照(CK) 6.71 / / 8.88 / / 11.15 / / 

注：同行数字肩标小写字母相同者表示差异不显著(P＞0.05)，小写字母不同者表示差异显著(P＜0.05)。同行数字肩标大

写字母相同者表示差异不显著(P＞0.01)，大写字母不同者表示差异显著(P＜0.01)。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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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结 

通过试验验证了 30%氟菌唑可湿性粉剂对黄瓜

白粉病防效优良，对作物安全，建议用量（有效成

分）75~90 g/hm2，在黄瓜白粉病发生初期采用喷雾

法整株均匀喷雾，以叶片微滴水为度，第 1 次药后

隔 7 d 再用 1 次，连用使用 3~4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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