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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creen and use the biological agents for controlling rice blast scientifically in the field, 
the control effect of Amino oligosaccharides, kasugamycin and kasugamycin∙Tricyclazole was 
evaluated for panicle blast in field by spraying at three days before the rice break and full heading 
stag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ontrol effect of kasugamycin 2% water on rice blast reached 
86.51% and 83.53%, respectively 10 and 25 days after the second application; the control effect of 
Tricyclazole 75% wettable powder was 90.48% and 88.17% respectively, while the control effect 
of kasugamycin∙Tricyclazole 25% suspension on rice blast was more than 90%, which could in-
crease with the increase of its dosage. The two biological agents had better control effect on rice 
blast, and provided a reference for green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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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科学合理地选择和使用田间控制稻瘟病的生物农药，通过于水稻破口前3天和齐穗期二次大田施药，

研究了氨基寡糖素、春雷霉素和春雷霉素∙三环唑复配剂对稻瘟病的控病效果。结果表明2%春雷霉素水

剂二次用药的病指防治效果分别为86.51%和83.53%，比化学农药三环唑(防效均大于90%)防治效果低。

25%春雷霉素·三环唑悬浮剂50毫升/667 m2的剂量处理病指二次防效为90.48%和88.17%，25%春雷

霉素·三环唑悬浮剂55~60毫升/667 m2的剂量处理病指防治效果均大于90%，增产效果大于5%，与化

学农药三环唑的防效无显著差异。5%氨基寡糖素水剂对稻瘟病有一定的防治效果，随着剂量的增加，

防治效果上升，5%氨基寡糖素水剂75~100毫升/667 m2的剂量处理病指防治效果均大于70%，增产效

果大于5%，与化学农药三环唑的防效存在极显著差异(p < 0.01)，但增产效果无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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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稻瘟病是水稻三大病害之一，是具有潜在威胁最大的病害。选育和利用抗病品种是防治稻瘟病最经

济有效的方法，然而，稻瘟菌群体遗传结构复杂，小种变异快，抗病品种在推广 3~5 年后就丧失抗性，

导致品种感病而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1] [2]。目前，水稻稻瘟病仍主要采用化学农药防治，由于化学农药

的大量及不合理使用，使得稻瘟病菌对农药产生了抗药性，不仅降低农药防效，且造成农药残留和严重

的生态环境污染问题[3] [4]，不符合农药减量增效和绿色防控要求。生物农药与化学农药复配混用是经济

有效的新品种开发途径，既可延缓病原菌抗药性，又能降低使用成本，符合农药零增长的要求[4] [5] [6] [7]。
为了保护生态环境，不施用、少施用农药的前提下，又能控制好稻瘟病，生物农药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为了找出更有效的生物农药防治稻瘟病，开展了氨基寡糖素、春雷霉素、春雷霉素·三环唑复配剂的田

间药效试验，以期为绿色防控提供依据。 

2. 材料与方法 

2.1. 供试药剂 

5%氨基寡糖素水剂(辽宁海佳农化有限公司)、2%春雷霉素水剂(吉林省延边春雷生物药业有限公司市

售产品)、25%春雷霉素·三环唑悬浮剂(安徽科苑植保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提供)、75%三环唑可湿性粉剂(连
云港立本作物科技有限公司)。 

2.2. 供试水稻品种 

种植品种为水稻主栽的感病品种春优 78。 

2.3. 试验设计 

本试验田前茬为小麦，水稻 2018 年 5 月 21 日播种，6 月 14 日移栽，每亩栽 2.22 万穴。小区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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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m2；重复 4 次，设 75%三环唑可湿性粉剂和清水为对照。2018 年 9 月 2 日(水稻破口前 3 天)第一次施

药，9 月 12 日(水稻齐穗期)第二次施药。亩用水量 30 公斤。卫士-16 型背负式手动喷雾器。第 2 次施药

后 10 d 和 25 d (水稻腊熟期，穗瘟稳定期)，进行药效调查。具体施药设计方案如表 1 所示。 
 
Table 1. Test design of pesticide 
表 1. 供试药剂试验设计 

处理编号 药剂 施药剂量(毫升/667 m2) 有效成分量(克/公顷) 

1 25%春雷霉素·三环唑悬浮剂 50 187.5 

2 25%春雷霉素·三环唑悬浮剂 55 206.25 

3 25%春雷霉素·三环唑悬浮剂 60 225 

4 2%春雷霉素水剂 100 30 

5 75%三环唑可湿性粉剂(CK1) 26.67 300 

6 空白对照 1 - - 

7 5%氨基寡糖素水剂 50 37.5 

8 5%氨基寡糖素水剂 75 56.25 

9 5%氨基寡糖素水剂 100 75 

10 75%三环唑可湿性粉剂(CK2) 26.67 300 

11 空白对照 2 - - 

 
2.4. 调查方法 

采取对角线取样法，每小区取样 5 点，每点调查相连 50 穗，每小区调查 250 穗，记录病穗数，并按

9 级分级标准进行调查分级，计算病穗率、病情指数和防治效果。分级标准为(以穗为单位)：0 级：无病；

1 级：每穗损失 5%以下(个别枝梗发病)；3 级：每穗损失 6%~20% (1/3 左右枝梗发病)；5 级：每穗损失

21%~50% (穗颈或主轴发病，谷粒半瘪)；7 级：每穗损失 51%~70% (穗颈发病，大部瘪谷)；9 级：每穗

损失 71%~100% (穗颈发病，造成白穗)。水稻成熟收获时，每小区单独收割脱粒后晒干、称重，记录每

个小区产量。相关指标计算公式如下[4]： 

病穗率(%) = 病穗数 ÷ 调查总穗数 × 100； 

( ) ( ){ } 100 × × × ∑病情指数 各级病穗数 相对级数 调查总穗数 ９= ； 

防治效果(%) = [(空白对照区施药后病情指数 − 药剂处理区施药后病情指数)/空白对照区施药后病

情指数] × 100。 

用 DPS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3.1. 春雷霉素及春雷霉素•三环唑复配剂对稻瘟病防治效果 

结果见表 2。二次施药后 10 天与 25 天，2%春雷霉素水剂的病指防治效果分别为 86.51%和 83.53%，

比化学农药三环唑(防效均大于 90%)防治效果低。25%春雷霉素·三环唑悬浮剂 50 毫升/667 m2的剂量处

理病指防治效果可达到 90.48%和 88.17%，25%春雷霉素·三环唑悬浮剂 55~60 毫升/667 m2的剂量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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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指防治效果均大于 90%，增产效果大于 5%，与化学农药三环唑的防效无显著差异，说明复配剂 25%
春雷霉素·三环唑悬浮剂对水稻的稻瘟病有较好的防治效果，达到化学农药减量增效的目的。 
 
Table 2. Control effect of kasugamycin and kasugamycin∙Tricyclazole on rice blast 
表 2. 春雷霉素及春雷霉素·三环唑复配剂防治稻瘟病田间效果 

处理 
第 2 次药后 10 天 第 2 次药后 25 天 测产结果 

病穗率(%) 防治效果
(%) 病情指数 防治效果

(%) 
病穗率

(%) 
防治效果 

(%) 病情指数 防治效果 
(%) 

产量 
kg/hm2 

增产率 
(%) 

25%春雷霉素·三环唑

50 毫升/667 m2 
1.00 88.64 B 0.13 90.48 BC 2.50 84.47 AB 0.57 88.17 B 7658.3 3.96 

25%春雷霉素·三环唑

55 毫升/667 m2 
0.50 94.32 A 0.06 96.03 A 1.70 89.44 A 0.28 94.20 A 7783.3 5.66 

25%春雷霉素·三环唑

60 毫升/667 m2 
0.40 95.45 A 0.04 96.83 A 1.60 90.06 A 0.22 95.36 A 7833.3 6.33 

2%春雷霉素 100 毫升
/667 m2 1.30 85.23 C 0.19 86.51 C 3.10 80.75 B 0.79 83.53 C 7625.0 3.51 

75%三环唑 26.67 毫升
/667 m2 0.60 93.18 A 0.07 95.24 AB 1.80 88.82 A 0.27 94.43 A 7758.3 5.32 

Ck1 8.80 － 1.40 － 16.10 － 4.79 － 7366.7 － 

注：表中同一列中大写字母不同，表示存在极显著差异(p < 0.01)，下同。 
 
3.2. 氨基寡糖素对稻瘟病的防治效果 

结果见表 3。5%氨基寡糖素水剂对水稻稻瘟病有一定的防治效果，随着剂量的增加而防治效果上升，

5%氨基寡糖素水剂 75~100 毫升/667 m2的剂量处理病指防治效果均大于 70%，增产效果大于 5%，与化

学农药三环唑的防效(大于 90%)存在极显著差异，但增产效果无显著差异。  
 
Table 3. Control effect of Amino-oligosaccharides on rice blast 
表 3. 5%氨基寡糖素水剂防治稻瘟病田间效果 

处理 

第 2 次药后 10 天 第 2 次药后 25 天 测产结果 

病穗率 
(%) 

防治效果 
(%) 病情指数 防治效果 

(%) 
病穗率 

(%) 
防治效果 

(%) 病情指数 防治效果 
(%) 

产量 
kg/hm2 

增产率 
(%) 

5%氨基寡糖素水剂

50 毫升/667 m2 
2.90 60.81 B 0.46 64.66 B 6.40 57.89 C 1.82 62.39 C 7600.0 3.99 

5%氨基寡糖素水剂

75 毫升/667 m2 
2.30 68.92 B 0.34 73.28 B 4.90 67.76B 1.39 71.33 B 7700.0 5.36 

5%氨基寡糖素水剂

100 毫升/667 m2 
2.20 70.27 B 0.33 74.14 B 4.80 68.42 B 1.33 72.48 B 7758.3 6.16 

75%三环唑 26.67 毫

升/667 m2 
0.60 91.89 AB 0.07 94.57 A 1.80 88.16 A 0.27 94.42 A 7758.3 6.12 

空白对照 2 7.40 － 1.29 － 15.20 － 4.84 － 7308.3 － 

 
4. 小结与讨论 

1) 二次施药后 10 天与 25 天，2%春雷霉素水剂的病指防治效果分别为 86.51%和 83.53%，5%氨基寡

糖素水剂 75~100 毫升/667 m2的剂量处理病指防治效果均大于 70%，比化学农药三环唑(防效均大于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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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效果低，存在极显著差异，但增产效果无显著差异。化学防治仍然是防治稻瘟病最快捷、最高效、

易操作的主要方式[8]。三环唑在我国生产上大面积使用已有 30 多年的历史，一直是田间防治稻瘟病的主

要药剂之一[3]。如使用不当，大量抗性菌株的出现将极大地降低其防治效果[9]，因此，生物防治是未来

发展方向，在稻瘟病正常发生年份，春雷霉素和氨基寡糖素可以在生产中作为防治稻瘟病的有效药剂使

用。氨基寡糖素水剂本身含有丰富的 C、N，可被微生物分解利用并作为植物生长养份，还可改变土微生

物生长而抑制植物病原菌。5%氨基寡糖素水剂在防治稻瘟病时建议使用量为 75 毫升/667 m2。用该药与

有关保护杀菌剂混用，可增加药效。 
2) 25%春雷霉素·三环唑悬浮剂 50 毫升/667 m2的剂量处理病指防治效果可达到 90.48%和 88.17%，

25%春雷霉素·三环唑悬浮剂 55~60 毫升/667 m2的剂量处理病指防治效果均大于 90%，增产效果大于 5%，

与化学农药三环唑的防效无显著差异，生物农药与化学农药复配混用是经济有效的新品种开发途径，既

可延缓病原菌抗药性，又能降低使用成本，符合农药零增长的要求[4] [5] [6] [7]。 
3) 由于水稻稻瘟病发生情况较复杂，因此，在生产中不仅要交替使用稻瘟病防治药剂，更需要从栽

培管理方面上着手。首先要抓好种子的浸种消毒处理工作，培育健壮秧苗；其次要进行合理密植，保持

良好的通风结构；再次要加强田间肥水管理，促进稻株健壮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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