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嘧菌酯等药剂处理对草莓的保苗效果

曹婷婷1, 孔樟良2, 赵帅锋2, 郑永利1∗, 童英富2

(1. 浙江省植物保护检疫局, 浙江 杭州　 310020; 2. 建德市农业局, 浙江 建德　 311600)

　 　 摘　 要: 进行药剂蘸根和淋根处理对草莓定植初期的保苗效果试验。 结果表明, 在 2017 年浙江省草莓定植

初期炭疽病重发情况下, 250 g·L - 1嘧菌酯悬浮剂 500 倍液加 62. 5 g·L - 1精甲·咯菌腈悬浮种衣剂 500 倍液加

34 g·L - 1含氨基酸水溶肥 400 倍液药剂蘸根加栽后淋根处理, 草莓植株成活率达到 97% , 空白对照成活率仅为

53. 5% , 667 m2 节省成本 2 643 元。 表明草莓在定植时蘸根加栽后淋根处理对植株成活具有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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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是大棚设施草莓栽培主产区之一, 种植
面积约 5 340 hm2, 年产量 10 万 ~ 12 万 t, 年产值
16 亿 ~ 20 亿元, 是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的重要产
业之一。 但近年来, 病虫害的发生严重威胁草莓产
业的顺利发展。 其中, 草莓炭疽病作为我国南方草
莓主要病害, 其发生为害呈逐年加剧趋势[1], 造
成草莓减产 25% ~ 30% , 严重影响草莓的产量和
品质[2]。 草莓炭疽病主要发生在育苗期 (匍匐茎
抽生期) 和定植初期 (浙江省定植时间为 9 月上
中旬), 主要为害草莓的匍匐茎和叶片, 严重时病
菌侵入短缩茎, 致使整株凋萎枯死[1]。 草莓炭疽
病的发生与环境温湿度有关, 其病原菌生长最适温
度为 25 ~ 30 ℃, 相对湿度 80%以上, 是典型的高
温高湿型病菌[3]。 2017 年 9 月, 浙江省月平均气
温 25. 6 ℃, 下旬受台风影响, 大部分地区多雨寡
照, 空气湿度大, 导致草莓定植后炭疽病重发, 严
重田块死苗率达 50% 以上。 另外, 定植初期根腐
病发生也可严重威胁草莓植株成活。 因此, 为确保
草莓丰产丰收, 草莓定植初期保苗技术尤为重要。
目前草莓定植初期病害防治以喷雾防治为主, 且莓
农对病害初发症状不了解, 往往出现中心病株后才
开始防治, 易错过防治适期。 本试验旨在通过草莓
定植时蘸根加定植后淋根, 探索有效的保苗技术措
施, 为草莓安全生产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

试验在建德市更楼街道于合村进行, 土壤为黏

土, 肥力中等, 排灌便利, 连续种植草莓 10 年,
未进行过土壤处理。 草莓品种为红颊, 前作空闲

田。 草莓于 2017 年 9 月 10 日移栽定植。
参试的药剂有 250 g · L - 1 嘧菌酯悬浮剂、

62. 5 g·L - 1 精甲·咯菌腈悬浮种衣剂、 134 g·
L - 1含氨基酸水溶肥 (先正达 (中国) 投资有限公

司); 500 g·L - 1甲基硫菌灵悬浮剂 (浙江新安化

工集团有限公司); 30% 噁霉灵水剂 (中农立华

(天津) 农用化学品有限公司); 中量元素型含氨

基酸水溶肥 (四川国光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1. 2　 处理设计

先配制试验用的 2 种处理液。 处理液 A:
250 g·L - 1嘧菌酯悬浮剂 500 倍液、 62. 5 g·L - 1精

甲·咯菌腈悬浮种衣剂 500 倍液和 134 g·L - 1含氨

基酸水溶肥 400 倍液按 1 ∶ 1 ∶ 1 比例混合。 处理液

B: 500 g· L - 1 甲基硫菌灵悬浮剂 1 000 倍液、
30%噁霉灵水剂 1 000 倍液和中量元素型含氨基酸

水溶肥 500 倍液按 1∶ 1∶ 1比例混合。
试验设 3 个药剂处理: 处理 1, 草莓苗定植前

用处理液 A 蘸根, 14 d 后用处理液 A 淋根; 处理

2, 定植前用处理液 B 蘸根; 处理 3, 定植前用处

理液 B 蘸根, 14 d 后用处理液 A 淋根。 以不用药

剂的草莓作空白对照 (CK)。
草莓种植 2 个大棚, 每个面积 348 m2, 朝向南

北。 每个处理面积 174 m2, 无重复。 草莓 667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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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植 6 000 ~ 6 500 株。 大棚东西靠边每畦为单行定

植, 中间每畦双行 “△” 型定植。 667 m2 淋根药

液量 120 kg, 采用背负式智能电动喷雾机 (MH-
D16-3 型) 淋根, 重点淋施草莓根茎及周围土表。
试验期间未施用其他病虫害防治药剂。
1. 3　 药效调查

试验期间目测观察各处理草莓植株生长情况,
关注用药安全性。 蘸根后 7、 14 d 调查植株成活

率, 淋根后 14、 21 d 调查植株成活率。

2　 结果与分析

2. 1　 安全性

蘸根和淋根后目测观察草莓生长情况, 各处理

草莓植株均无药害现象, 试验药剂对草莓安全。
2. 2　 保苗效果

由表 1 可知, 草莓蘸根定植后 7 d, 各处理植

株成活率均在 96% 以上; 蘸根定植后 14 d, 空白

对照植株成活率下降, 为 91. 6% , 3 个药剂处理植

株成活率均在 95% 以上。 淋根后 14、 21 d 草莓苗

的成活率, 处理 1 最高, 都达 97. 0% ; 处理 3 次

之, 都为 91. 9% ; 处理 2 和空白对照组苗的成活

率均在 60% 以下。 图 1 显示, 处理 1 和空白对照

草莓苗淋根后 22 d 的生长情况, 空白对照草莓植

株死亡较多。

表 1　 草莓栽植不同药剂处理的保苗效果

处理
编号

不同时期的成活率 / %
蘸根定植后 7 d
(9 月 17 日)

蘸根定植后 14 d
(9 月 24 日)

淋根后 14 d
(10 月 6 日)

淋根后 21 d
(10 月 13 日)

1 98. 2 97. 7 97. 0 97. 0
2 97. 1 95. 0 58. 9 55. 2
3 96. 9 95. 4 91. 9 91. 9
CK 96. 2 91. 6 57. 8 53. 5

插红旗处为死亡株

图 1　 处理 1 和空白对照草莓苗淋根后

22 d 的生长情况

2. 3　 经济效益

由表 2 可知, 与空白对照相比, 草莓定植时药

剂蘸根加定植后淋根处理保苗效果明显, 大幅减少

补苗成本。 按照每 667 m2平均定植 6 500 株 (浙江

定植密度为 6 000 ~ 7 000 株) 计算, 用处理液 A
蘸根加淋根处理折合每 667 m2节省成本 2 643 元,
用处理液 B 蘸根, 再用处理液 A 淋根处理节省成

本 2 312. 5 元, 只用处理液 B 蘸根处理节省成本

107. 5 元。

表 2　 草莓不同药剂处理 667 m2的成本
处理
编号

定植
株数

补种
株数

补种
成本 / 元

蘸根
投入 / 元

淋根
投入 / 元

节省
成本 / 元

1 6 500 195 195 5. 0 180 2 643. 0
2 6 500 2 912 2912 3. 5 0 107. 5
3 6 500 527 527 3. 5 180 2 312. 5
CK 6 500 3 023 3 023 0 0 0

　 　 注: 补种草莓植株市场价为 1 元·株 - 1; 补种成本不包括人
工栽种成本。

3　 小结与讨论

2017 年浙江草莓生产因定植初期炭疽病重发,
死苗率高, 红颜等主栽品种第一批果采收时间推

迟, 产量减少, 经济效益受到明显影响。 经田间试

验, 草莓定植时采用药剂蘸根加栽后淋根, 植株成

活率高, 且成本节省明显。
草莓定植时, 可选用防治炭疽病药剂如嘧菌酯

等, 和防治红中柱根腐病药剂如精甲·咯菌腈等加

含氨基酸等叶面肥蘸根, 即蘸即栽, 蘸根时须将药

液蘸透草莓苗的整个根茎部, 但不要蘸到心叶; 移

栽后 7 ~ 14 d, 草莓植株缓苗后, 再用上述药剂组

合淋根, 重点淋施草莓根茎及周围土表, 可预防炭

疽病和红中柱根腐病等病害, 并促进草莓苗根系生

长, 提高植株成活率。 补种时, 选择晴朗天气, 及

时拔除草莓病株并补种健康植株, 仍要进行蘸根处

理。 补种后, 田间草莓植株生长参差不齐, 应加强

肥水管理。 可根据草莓植株生长情况, 叶面喷施植

物生长调节剂加叶面肥等。 补种后, 草莓花芽分化

不整齐, 大部分花芽分化推迟, 促进花芽分化施肥

时间宜适当推迟, 可选用含氨基酸水溶肥等浇灌,
使用浓度不超过 1. 5% , 利于植株快速吸收, 满足

花芽分化需要, 使采收时间整齐, 达到增产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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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最多, 为 459 头·瓶 - 1, 饼干、 面包次之, 分别

为 396. 8、 228. 9 头·瓶 - 1, 红糖诱集的数量最少。
经统计分析火腿肠诱集到的红火蚁工蚁数量与面

包、 红糖相比差异显著; 而火腿肠与饼干、 饼干与

面包对红火蚁的诱集效果未达到显著差异。

表 1　 红火蚁对不同饵料的选择性表现
饵料 诱集工蚁量 / (头·瓶 - 1)

火腿肠 459. 0 ± 78. 26 a
饼干 396. 8 ± 55. 52 ab
面包 228. 9 ± 35. 27 b
红糖 98. 6 ± 31. 53 c

　 　 注: 同列中数据后无相同英文字母者表示其在 0. 05 水平上差
异显著。 表 2 ~ 3 同。

2. 2　 不同香肠对红火蚁的诱集效果

由表 2 可以看出, 不同成分的香肠对红火蚁工

蚁的诱集效果以甜玉米香肠最好, 红火蚁工蚁数量

达 554. 5 头·瓶 - 1, 其次为王中王火腿肠, 为

468. 4 头·瓶 - 1, 台式烤香肠与鸡肉火腿肠诱集分

别为 382. 2 和 350. 2 头·瓶 - 1。 经统计分析, 甜玉

米香肠诱集到的红火蚁工蚁数量与其他三种成分香

肠相比差异显著。

表 2　 不同香肠对红火蚁的诱集效果
饵料 诱集工蚁量 / (头·瓶 - 1)

甜玉米香肠 554. 5 ± 21. 41 a
双汇王中王火腿肠 468. 4 ± 16. 64 b
台式烤香肠 382. 2 ± 13. 53 c
鸡肉火腿肠 350. 2 ± 18. 06 c

2. 3　 不同时长对红火蚁的诱集效果

由表 3 可以看出, 诱集时长为 30 min 时工蚁

诱集数达到最大, 为 508 头·瓶 - 1; 诱集时长为

15 min 时工蚁诱集数为 386 头·瓶 - 1, 与诱集时长

30 min 差异显著; 在 30 ~ 75 min 时长段内, 工蚁

诱集数无显著差异。

表 3　 不同诱集时长对红火蚁的诱集效果
诱集时长 / min 诱集工蚁量 / (头·瓶 - 1)

15 386. 0 ± 49. 34 b
30 508. 0 ± 20. 67 a
45 439. 2 ± 16. 70 ab
60 419. 6 ± 10. 83 ab
75 441. 7 ± 22. 80 ab

3　 小结与讨论

饵料及其使用技术的研究对于红火蚁的监测

与防控具有重要作用, 它可用于判断红火蚁是否

发生、 发生程度以及防控效果评价等。 近些年国

内学者针对红火蚁饵料的筛选做了一些研究[3-5] ,
指出红火蚁较偏向于取食含脂类及蛋白质的饵

料, 本试验结果也表明, 在供试的饵料中, 红火

蚁偏向于寻找含脂类物质的火腿肠, 不同香肠中

以甜玉米香肠诱集效果最好, 诱集时长以 30 ~
60 min为宜。

在红火蚁日常监测中, 火腿肠因价格便宜且操

作简便可以作为优选诱饵。 另外, 红火蚁是一种多

食性的昆虫, 食性复杂, 其觅食行为受到多种外界

因素如温度、 湿度、 生境等影响[6], 而且饵料的

投放方式、 放置时间等会影响诱集效果[5,7], 因

此, 在监测中应当充分考虑这些因素, 以使监测结

果更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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