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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防治芡实叶瘤病的农药

组合物及其应用，属于农药技术领域。本发明提

供了一种防治芡实叶瘤病的增效杀菌组合物，包

括戊唑醇和吡唑醚菌酯。本发明将戊唑醇和吡唑

醚菌酯复配使用作为防治芡实叶瘤病的增效杀

菌组合物，所述戊唑醇和吡唑醚菌酯联合使用在

防治芡实叶瘤病方面能够起到协同增效的技术

效果。实施例结果表明：将本发明提供的防治芡

实叶瘤病的增效杀菌组合物应用于芡实叶瘤病

感染初期，叶瘤病的防治效果高达97％，且芡实

没有出现矮化、褪绿和畸形等药害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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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防治芡实叶瘤病的增效杀菌组合物，其特征在于，包括戊唑醇和吡唑醚菌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增效杀菌组合物，其特征在于，所述戊唑醇和吡唑醚菌酯的质

量比为(1～5)：(1～5)。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增效杀菌组合物，其特征在于，所述戊唑醇和吡唑醚菌酯

的质量比为5:1。

4.一种增效复配杀菌剂，其特征在于，包括权利要求1～3任一项所述增效组合物和农

药上可接受的辅助成分；

所述辅助成分包括助剂、溶剂或填料中的一种或两种以上。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增效复配杀菌剂，其特征在于，所述辅助成分包括润湿分散

剂、增稠剂、消泡剂、防冻剂、防腐剂和水。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增效复配杀菌剂，其特征在于，所述增效复配杀菌剂包括以下

质量份组分：戊唑醇0.01～20份，吡唑醚菌酯0.01～10份，润湿分散剂1～10份，增稠剂0.1

～3份，消泡剂0.1～1份，防冻剂1～8份，防腐剂0.1～1份和水50～60份。

7.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增效复配杀菌剂，其特征在于，所述增效杀菌剂的剂型包括液

体制剂；所述液体制剂包括悬浮剂或微囊悬浮剂。

8.权利要求1～3任一项所述增效杀菌组合物或权利要求4～7任一项所述增效复配杀

菌剂在抑制芡实叶瘤病病原菌和/或防治芡实叶瘤病中的应用。

9.权利要求1～3任一项所述增效杀菌组合物或权利要求4～7任一项所述增效复配杀

菌剂防治芡实叶瘤病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将所述增效杀菌组合物进行两次施药；

在芡实叶瘤病发病初期进行第一次施药；

在第一次施药后的7～10d进行第二次施药。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增效杀菌组合物的施用量为75～

105mL/hm2；所述增效杀菌组合物的施用方法为喷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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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防治芡实叶瘤病的农药组合物及其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农药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防治芡实叶瘤病的农药组合物及其应

用。

背景技术

[0002] 水生草本植物芡(Euryale  ferox  Salisb .)属于睡莲科(Nymphaeaceae)芡属

(Euryale  fero)，在我国南北地区均有分布。因其成熟的果实形如鸡喙，遂有“鸡头米”之

称。芡实为植物芡的种子，其味甘、涩，性平，具有益肾固精、补脾止泻、除湿止带的疗效，是

“药食两用”的天然补品。然而随着芡实栽培面积的增加，病害问题日益加重，影响芡实产量

和品质，制约芡实生产。

[0003] 叶瘤病是芡实上的一种常发性病害，病原为Fereydounia  khargensis。一般6月下

旬至采收前期发病，前期病斑呈淡黄绿色小斑点，后期病斑逐渐膨大形成肿瘤，最大病瘤直

径可达30cm，厚度5～8cm，形成肿瘤后会影响芡花出水，影响芡实品质和产量，发生轻年份

减产10％～20％，发生重时减产40％～60％。

[0004] 由于芡实属于水生作物，防控芡实叶瘤病难度较大，生产上常用的药剂如多菌灵

属于常用药剂，往往会使菌种产生抗药的风险，防治效果日益降低。因此，目前提供一种药

物组合高效防治芡实叶瘤病同时对植物芡没有毒副作用是提高芡实产量和品质亟待解决

的技术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中的缺陷，本发明的目的提供一种防治芡实叶瘤病的增效杀菌组合

物能够高效地防治芡实叶瘤病，且安全无副作用。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0007]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防治芡实叶瘤病的增效杀菌组合物，包括戊唑醇和吡唑醚菌

酯。

[0008] 优选的，所述戊唑醇和吡唑醚菌酯的质量比为(1～5)：(1～5)。

[0009] 优选的，所述戊唑醇和吡唑醚菌酯的质量比为5:1。

[0010]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增效复配杀菌剂，包括上述技术方案所述增效组合物和农药上

可接受的辅助成分；

[0011] 所述辅助成分包括助剂、溶剂或填料中的一种或两种以上。

[0012] 优选地，所述辅助成分包括润湿分散剂、增稠剂、消泡剂、防冻剂、防腐剂和水。

[0013] 优选的，所述增效复配杀菌剂包括以下质量份组分：戊唑醇0.01～20份，吡唑醚菌

酯0.01～10份，润湿分散剂1～10份，增稠剂0.1～3份，消泡剂0.1～1份，防冻剂1～8份，防

腐剂0.1～1份和水50～60份。

[0014] 优选地，所述增效杀菌剂的剂型包括液体制剂；所述液体制剂包括悬浮剂或微囊

悬浮剂。

说　明　书 1/8 页

3

CN 116267977 A

3



[0015] 本发明提供了上述技术方案所述增效杀菌组合物或上述技术方案所述增效复配

杀菌剂在抑制芡实叶瘤病病原菌和/或防治芡实叶瘤病中的应用。

[0016] 本发明还提供了上述技术方案所述增效杀菌组合物或上述技术方案所述增效杀

菌剂防治芡实叶瘤病的方法，包括：将所述增效杀菌组合物进行两次施药；

[0017] 在芡实叶瘤病发病初期进行第一次施药；

[0018] 在第一次施药后的7～10d进行第二次施药。

[0019] 优选的，所述增效杀菌组合物的施用量为75～105mL/hm2；所述增效杀菌组合物的

施用方法为喷施。

[0020] 有益效果：

[0021]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防治芡实叶瘤病的增效杀菌组合物，包括戊唑醇和吡唑醚菌

酯。戊唑醇(Tebuconazole)是一种高效、广谱、内吸性三唑类杀菌农药，能够抑制真菌的麦

角甾醇的生物合成，对植物具有保护、治疗、铲除病原微生物的三大功能，杀菌谱广、持效期

长。吡唑醚菌酯(Pyraclostrobine)是甲氧基丙烯酸酯类杀菌剂，通过抑制线粒体呼吸作

用，最终导致细胞死亡，具有保护、治疗、叶片渗透传导作用，主要用于防冶作物上由真菌引

起的多种病害，吡唑醚菌酯还能诱变植物的生理现象，如提高对氮的吸收，从而促进作物快

速生长，提高作物产量，从而达到作物高产的目的。本发明将戊唑醇和吡唑醚菌酯复配使用

作为防治芡实叶瘤病的增效杀菌组合物，所述戊唑醇和吡唑醚菌酯联合使用在防治芡实叶

瘤病方面能够起到协同增效的技术效果。实施例结果表明：将本发明提供的防治芡实叶瘤

病的增效杀菌组合物应用于芡实叶瘤病感染初期，叶瘤病的防治效果高达97％，其防治效

果显著高于两种药剂单独使用的防治效果，且芡实没有出现矮化、褪绿和畸形等药害症状。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防治芡实叶瘤病的增效杀菌组合物，包括戊唑醇和吡唑醚菌

酯。

[0023] 本发明提供的所述杀菌组合物中戊唑醇和吡唑醚菌酯的质量比优选为(1～5)：(1

～5)，进一步优选为(1～5)：1，更优选为5:1。

[0024] 在本发明中，戊唑醇(Tebuconazole)是一种高效、广谱、内吸性三唑类杀菌农药，

能够抑制真菌的麦角甾醇的生物合成，对植物具有保护、治疗、铲除病原微生物的三大功

能，杀菌谱广、持效期长。吡唑醚菌酯(Pyraclostrobine)是甲氧基丙烯酸酯类杀菌剂，通过

抑制线粒体呼吸作用，最终导致细胞死亡，具有保护、治疗、叶片渗透传导作用，主要用于防

冶作物上由真菌引起的多种病害，吡唑醚菌酯还能诱变植物的生理现象，如提高对氮的吸

收，从而促进作物快速生长，提高作物产量，从而达到作物高产的目的。本发明将戊唑醇和

吡唑醚菌酯复配进行使用在防治芡实叶瘤病方面能够起到协同增效的技术效果。本发明将

戊唑醇与吡唑醚菌酯复配可以降低芡实叶瘤病的发病率，提高田间芡实叶瘤病的防治效

果。

[0025]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增效复配杀菌剂，包括上述技术方案所述增效组合物和农药上

可接受的辅助成分；

[0026] 所述辅助成分包括助剂、溶剂或填料中的一种或两种以上。

[0027] 在本发明中，所述辅助成分优选包括润湿分散剂、增稠剂、消泡剂、防冻剂、防腐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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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水。在本发明中，所述增效复配杀菌剂的辅助成分包括上述组分时，所述增效复配杀菌剂

优选包括以下质量份组分：戊唑醇0.01～20份，吡唑醚菌酯0.01～10份，润湿分散剂1～10

份，增稠剂0.1～3份，消泡剂0.1～1份，防冻剂1～8份，防腐剂0.1～1份和水50～60份；所述

增效复配杀菌剂更优选包括以下质量份组分：戊唑醇20份；吡唑醚菌酯4份；润湿分散剂9

份，增稠剂3份，消泡剂1份，防冻剂8份，防腐剂1份，水54份。本发明实施例中施用的增效复

配杀菌剂由25％戊唑醇悬浮剂和25％吡唑醚菌酯微囊悬浮剂按不同质量比配制得到。

[0028] 在本发明中，所述增效杀菌剂的剂型优选包括液体制剂；所述液体制剂优选包括

悬浮剂或微囊悬浮剂。

[0029] 本发明提供了上述技术方案所述增效杀菌组合物或上述技术方案所述增效复配

杀菌剂在抑制芡实叶瘤病病原菌和/或防治芡实叶瘤病中的应用。在本发明中，所述芡实叶

瘤病病原菌包括Fereydouniakhargensis。

[0030] 本发明实施例结果表明，在戊唑醇和吡唑醚菌酯以不同的质量比进行配比防治芡

实叶瘤病病原菌时，其作用效果有较大的差异。当戊唑醇和吡唑醚菌酯在以质量比为(5～

1)：(1～5)配合使用时，两者在防治芡实叶瘤病病原菌方面有着良好的作用功效；当戊唑醇

和吡唑醚菌酯在以质量比为5:1进行配合使用时，两者在防治芡实叶瘤病病原菌方面有着

协同增效的作用效果。

[0031] 本发明将戊唑醇和吡唑醚菌酯配合使用作为芡实叶瘤病防治的农药制剂，能够显

著提高芡实叶瘤病的防治效果，其防效高达94％～98％。同时，将戊唑醇和吡唑醚菌酯配合

使用作为芡实叶瘤病防治的农药制剂不会使芡实产生矮化、褪绿或者畸形等药害症状。因

此，本发明将戊唑醇和吡唑醚菌酯作为芡实叶瘤病防治的活性成分能够高效防治芡实叶瘤

病，且对芡实植株安全，无副作用。

[0032] 本发明还提供了上述技术方案所述增效杀菌组合物或上述技术方案所述增效杀

菌剂防治芡实叶瘤病方法，包括：将所述增效杀菌组合物进行两次施药；在芡实叶瘤病发病

初期进行第一次施药；在第一次施药后的7～10d进行第二次施药。在本发明中，所述增效杀

菌组合物的施用量优选为75～105mL/hm2，进一步优选为85～105mL/hm2，更优选为105mL/

hm2。在本发明中，所述增效杀菌组合物的施用方法优选为喷施。

[0033] 为了进一步说明本发明，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提供的技术方案进行详细地描

述，但不能将它们理解为对本发明保护范围的限定。

[0034] 实施例1

[0035] 室内生物测定。

[0036] 供试药剂：97％戊唑醇原药和98％吡唑醚菌酯原药，其中97％戊唑醇原药购自于

江苏七州绿色化工股份有限公司，98％吡唑醚菌酯原药购自于江苏七州绿色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

[0037] 试验对象：Fereydouniakhargensis(芡实叶瘤病病原菌)，所述病原菌由江苏徐淮

地区淮阴农业科学研究所于淮安市芡实生产基地采集，并通过分离、致病力测定和分子生

物学鉴定所得并保存。

[0038] 使用戊唑醇原药和吡唑醚菌酯原药分别配制10000μg/mL戊唑醇母液和吡唑醚菌

酯母液，使用的溶剂为丙酮。将戊唑醇母液与吡唑醚菌酯母液分别按体积比为1:1、1:2、1:

3、1:4、1:5、5:1、4:1、3:1和2:1比例进行复配(即为将戊唑醇与吡唑醚菌酯分别按质量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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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1:3、1:4、1:5、5:1、4:1、3:1和2:1比例进行复配)，先配制出各处理的最高浓度，然

后按照2倍比稀释配制成如表1所示的不同的浓度，其中表1所示浓度为戊唑醇与吡唑醚菌

酯的总浓度(戊唑醇与吡唑醚菌酯的浓度之和)。

[0039] 室内毒力测定方法：采用菌丝生长速率法测定。将表1所示不同浓度和不同比例的

药剂分别与葡萄糖马铃薯培养基(200g马铃薯，20g葡萄糖，16g琼脂粉，制备成1L培养基)充

分混匀倒入直径9cm一次性培养皿，制成含药板，每浓度设置3次重复，以加入等量丙酮作为

对照。用内径5mm的打孔器打取活化好的病菌菌饼，将菌饼转移至含药平板中央，置于25℃

恒温培养箱内黑暗培养。

[0040] 表1戊唑醇和吡唑醚菌酯及其复配药剂的浓度

[0041]

[0042] 待对照菌落长至培养皿三分之二大小时，用十字交叉法测量菌落直径，在Excel表

格计算抑制率，抑菌率计算公式如式(1)；用DPS处理数据得出EC50，EC50计算公式如式(2)；

用Wadley法评价戊唑醇与吡唑醚菌酯复配对芡实叶瘤病菌菌丝生长的联合毒力，联合毒力

计算公式如式(3)。

[0043]

[0044]

[0045]

[0046] 其中，EC50(Exp)为理论值，A、B为戊唑醇、吡唑醚菌酯单剂，EC50(A)为戊唑醇的EC50
实际值，EC50(B)为吡唑醚菌酯的EC50实际值，a、b为相应单剂在混剂中的比例，EC50(Obs)为

实际值。SR＞1.5为增效作用；SR＝0.5～1.5为相加作用；SR＜0.5为拮抗作用。

[0047] 室内毒力测定结果如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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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8] 表2戊唑醇与吡唑醚菌酯复配对芡实叶瘤病病原菌的联合毒力

[0049]

[0050] 从表2可以看出，戊唑醇和吡唑醚菌酯按1:1、1:2、1:3、1:4、1:5、5:1、4:1、3:1、2:1

的质量比例间复配，增效系数均大于0.5，具有相加作用，其中戊唑醇：吡唑醚菌酯质量比5:

1时增效系数大于1.5为1.5029，具有增效作用。因此，选择具有增效作用的最佳的质量比5:

1用于田间药效试验。

[0051] 实施例2

[0052] 田间药效试验1。

[0053] 试验地点：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车桥镇(北纬33°30′33"，东经119°20′16")。试验

田面积5亩，土壤pH值7.2，有机质含量1.8％。

[0054] 药剂：25％戊唑醇悬浮剂和25％吡唑醚菌酯微囊悬浮剂。其中，25％戊唑醇悬浮剂

购自江苏剑牌农化股份有限公司，25％吡唑醚菌酯悬浮剂购自联保作物科技有限公司。

[0055] 试验作物为芡实，品种为青子芡，于2022年5月10日播种。栽培管理按照当地科学

的栽培措施进行。试验靶标为叶瘤病。施药方法为常规喷雾法，采用新加坡利农电动喷雾器

(型号：Pjb‑16，喷雾器编号：P‑02)，喷嘴为空心锥。施药前必须将喷雾器按照SOP/EO‑01‑

V2.0《喷雾器的使用、校准和维护》进行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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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6] 筛选在室内具有增效作用的复配比例即戊唑醇与吡唑醚菌酯以5:1的质量比例进

行田间药效试验，分两次施药，第一次施药时间为发病初期，第二次施药时间为第一次施药

后10天，并以25％戊唑醇悬浮剂和25％吡唑醚菌酯微囊悬浮剂分别单独进行施用作为对照

药剂组，同时以清水处理组作为对照组，其中试验组和对照组用药量如表3所示。

[0057] 第1次施药时间：2022年8月1日；第2次施药时间：2022年8月11日，共2次施药。

[0058] 表3戊唑醇与吡唑醚菌酯复配以及戊唑醇和吡唑醚菌酯单独用药量

[0059]

[0060] 其中，25％戊唑醇悬浮剂与25％吡唑醚菌酯微囊悬浮剂以5:1体积比复配即得戊

唑醇与吡唑醚菌酯以质量比为5:1进行复配的比例。将25％戊唑醇悬浮剂与25％吡唑醚菌

酯微囊悬浮剂以5:1体积比复配，得到增效复配杀菌剂。

[0061] 将所述增效复配杀菌剂分别按照表3中所述的量进行施用。进行施用时，将增效复

配杀菌剂进行稀释。其中施用时，将所述增效复配杀菌剂与水混合进行施用，按照每亩约需

要施用30kg水，进行增效复配杀菌剂的稀释。

[0062] 其中，试验1组将75mL的增效复配杀菌剂与450kg的水进行混合后，进行1公顷的施

用；

[0063] 试验2组将85mL的增效复配杀菌剂与450kg的水进行混合后，进行1公顷的施用；

[0064] 试验3组将105mL的增效复配杀菌剂与450kg的水进行混合后，进行1公顷的施用；

[0065] 对照药剂组1将112.5mL25％戊唑醇悬浮剂与450kg的水进行混合后，进行1公顷的

施用；

[0066] 对照药剂组2将360mL25％吡唑醚菌酯微囊悬浮剂与450kg的水进行混合后，进行1

公顷的施用。

[0067] 其中每个试验进行3组平行试验，第二次施药14天后，对芡实叶瘤病的发病情况进

行观察和统计，计算芡实叶瘤病的发病率，病情指数和防治效果。

[0068] 田间药效试验：芡实叶瘤病病害病情分级标准：

[0069] 0级：无病斑；

[0070] 1级：病斑面积＜5％；

[0071] 3级：6％≤病斑面积＜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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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2] 5级：16％≤病斑面积＜25％；

[0073] 7级：26％≤病斑面积＜50％；

[0074] 9级：病斑面积≥51％。

[0075] 病情指数＝[Σ(病级数×病级叶数)]/(调查总叶数×9)×100

[0076] 防治效果＝(对照清水组病情指数‑处理组病情指数)/对照组病情指数×100％。

[0077]

[0078] 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车桥镇田间药效试验统计结果如表4所示。

[0079] 表4不同试验组田间药效统计结果

[0080] 组 发病率(％) 病情指数 防治效果(％)

试验1组 18.36 0.2058 94.31±1.09c

试验2组 17.89 0.1956 96.49±0.86b

试验3组 10.23 0.1558 97.20±2.14a

对照药剂组1 18.65 0.5143 90.77±0.63d

对照药剂组2 20.58 0.8000 85.64±0.34e

对照清水组 95.21 5.5714 ——

[0081] 由表4可以看出，戊唑醇与吡唑醚菌酯复配可以降低芡实叶瘤病的发病率，提高田

间的防效。防效调查结果表明，采用本发明的复配药剂，制剂用药量为105mL/hm2时的防治

效果最好，防效率在97.20％，显著优于两个单剂的防效。经田间观察，上述供试药剂和对照

单剂药剂处理，都对试验作物芡实安全，没有发现药害症状(如矮化、褪绿和畸形等)。

[0082] 实施例3

[0083] 田间药效试验2。

[0084] 试验地点：江苏省淮安市南闸镇(北纬33°29′49"，东经118°87′36")。

[0085] 具体试验作物、试验药剂和各试验组的设置及试验药剂施用情况以及对芡实叶瘤

病的发病情况进行观察和统计情况同实施例2。

[0086] 江苏省淮安市南闸镇田间药效试验统计结果如表5所示。

[0087] 表5不同试验组田间药效统计结果

[0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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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9]

[0090] 由表5可以看出，戊唑醇与吡唑醚菌酯复配可以降低芡实叶瘤病的发病率，提高田

间的防效。防效调查结果表明，采用本发明的复配药剂，制剂用药量为105mL/hm2时的防治

效果最好，防效率在96.52％，显著优于两个单剂的防效。经田间观察，上述供试药剂和对照

单剂药剂处理，都对试验作物芡实安全，没有发现药害症状(如矮化、褪绿和畸形等)。

[0091] 综上，本发明将戊唑醇和吡唑醚菌酯复配使用作为防治芡实叶瘤病的增效杀菌组

合物，戊唑醇和吡唑醚菌酯联合使用在防治芡实叶瘤病方面能够起到协同增效的技术效

果，可以降低芡实叶瘤病的发病率，提高田间芡实叶瘤病的防治效果。

[0092] 尽管上述实施例对本发明做出了详尽的描述，但它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

而不是全部实施例，人们还可以根据本实施例在不经创造性前提下获得其他实施例，这些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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