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烟 草 赤 星 病 [Alternaria longipes (Ell et Ev.)
Tisdale et Wadk]是我国烟草生产的主要真菌性病害

之一[1-3]。1916年该病首次在北京近郊被发现，1963

年在河南及山东烟区开始流行，1990年后，该病迅

速发展。据报道，该病年发病面积约10万hm2，引起

我国烟叶生产损失居第2位，仅次于病毒病为害[4，5]。

该病是烟叶成熟后期重要的叶部病害，具有潜

育期短、流行性快的特点，病斑可产生明显的同心

轮纹，质脆、易破[6]，条件适宜时，短时间内可造成大

流行，给烟叶生产造成较大损失[7]，1989~1991年，河

南省因赤星病造成烟叶损失达2300万元/年，成为

毁灭性的病害[8-10]。

链 格 孢 属 真 菌 [Alternaria alternata (Fries)
Keissler]为烟草赤星病的主要病原菌[11]，属真菌中半

知菌亚门，具有浅褐色单生或者丛生的分生孢子

梗，横膈膜为1~3个。萌发初期分生孢子颜色较浅，

成熟后则变成浅褐色呈卵圆形、椭圆形、倒棍棒状

等[5]。菌丝无色透明，有分隔[6]。赤星病菌生长的温度

范围为4℃～38℃，适宜温度为25℃～30℃，菌丝致

死温度50℃10 min，孢子致死温度为50℃10 min[12]。

目前，烟草赤星病菌的防治都以化学防治为

主，面对市场上种类繁多的农药，如何做出正确的

选择是有效防治烟草赤星病菌的前提。因此本文

通过对不同药剂进行毒力测定，以期为大田生产选

取抑制效果较为明显的药剂和为烟农提供药剂浓

度配制的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2013年9月从攀枝花米易县普威镇大田感染烟

草赤星病的烟叶上分离纯化的赤星病菌。

1.2 试验药剂

本试验供试药剂的具体名称、剂型及生产厂家

见表1。
表1 供试药剂

1.3 试验设计

1.3.1培养基的配制

2013年9月～11月在西昌学院植物病理实验

室，经过预备试验最终设定的药剂试验浓度分别为

2、5、10、20、50、100 mg/L 6个浓度梯度（与培养基混

合后的最终浓度）。向三角瓶中装入配制好的PDA

培养基，定容至81 mL，高温灭菌后，待培养基冷却，

尚未凝固时快速将稀释好的各不同浓度的药剂取9

mL分别倒入三角瓶中混合均匀，依次倒入直径为6

cm的培养皿中，每个处理设三次重复，加9 mL无菌

水与三角瓶中的培养基均匀混合倒成三个培养皿

作为空白对照，待培养基冷却后，在无菌操作台上

用灭菌后的打孔器在赤星病菌落边缘打出菌饼，并

将菌饼接种到培养皿的中央（一个培养皿一个菌

饼），最后将接种好的培养皿放入28℃的恒温箱中

培养。

1.3.2抑制效果的测定

将上述的含药培养基在28℃的恒温箱中培养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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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后，用十字交叉法测定其菌落直径[16]，3次重复的

菌落直径平均值作为最终的结果，并计算其抑制

率，公式为：抑制率（%）=[（空白对照菌落直径-处理

菌落直径）/空白对照菌落直径]×100 %。

根据抑制率—机率值转换表将所求出的抑制

率换算成抑制率机率值，同时将浓度转换成对数，

以抑制机率值为纵坐标，以药剂浓度的对数为横坐

标做回归直线，计算出4种杀菌剂对烟草赤星病病

原菌的毒力回归方程[17]，EC50（有效中浓度）和相关

系数R。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药剂对赤星病病原菌抑制效果比较

不同浓度的4种杀菌剂对烟草赤星病菌丝的生

长有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表2），随着药剂浓度的

增加，菌落直径而减小，抑制率增大。依据菌落生

长直径的大小和抑制率分析可知，40 %的菌核净

WP的效果最好，10 %的多抗霉素（宝丽安）WP的度

的抑制作用（表2），菌落直径随着药剂浓度的增加

而减小，抑制率增大。从菌落生长直径的大小和抑

制率来看，40 %的菌核净WP的效果最好，10 %的多

抗霉素（宝丽安）WP的效果最差。当浓度达到100

mg/L时，40 %的菌核净WP对烟草赤星病病原菌的

抑制率达到了67.44 %，菌落直径为2.25 cm；抑制率

与之较为接近的是10 %多抗霉素BWP为66.52 %，

菌落直径为2.30 cm；而10 %的多抗霉素（宝丽安）

WP 的 菌 落 直 径 达 到 了 3.37 cm，抑 制 率 只 有

45.39 %。
表2 不同供试药剂各浓度对赤星病病原菌的抑制效果

2.2 不同药剂对赤星病病原菌的室内毒力比较

不同药剂对赤星病病原菌的抑制效果各有不

同，EC50的值越小，抑制效果越好。40%的菌核净

的抑制效果最好，其EC50为29.84 mg/L；50%的腈菌

三唑酮EC、10%多抗霉素BWP两者的EC50分别为

33.01 mg/L、30.02 mg/L；10%的多抗霉素（宝丽安）的

抑制效果最差，其EC50为139.42 mg/L，毒力回归方

程的显著性都为极显著，详见表3。
表3 不同药剂对赤星病病原菌的毒力回归方程

3 结论与讨论
根据试验可知，4种杀菌剂对赤星病病原菌的

抑制效果不同，并且杀菌剂对赤星病病原菌的抑制

率随着杀菌剂浓度的增大而增加，根据试验菌落生

长情况和抑制率比较可知，40%的菌核净WP的效

果最好，在药剂浓度为100 mg/L时菌落直径为2.25

cm，抑制率达到67.44 %；10%多抗霉素B WP次之，

在药剂浓度为100 mg/L时菌落直径为2.3 cm，抑制

率为66.52 %；10 %的多抗霉素（宝丽安）WP的效果

最差，在药剂浓度为100 mg/L菌落直径为3.37 cm，

抑制率才45.39 %。依据李永平试验，40 %的菌核

净500倍液的防效很好[10]，这与本次的试验结果相

符，此外50%的扑海因可湿性粉剂1500倍液、代森

锰锌等也有较好的防效。

以EC50为依据，则10 %的多抗霉素（宝丽安）

WP的EC50最大为139.42 mg/L,其抑制效果最差，抑

制效果最好的是40%的菌核净，其EC50是29.84 mg/

L，这与分析抑制率的结论一致。

室内试验的最终目的是要应用于大田，而这些

药剂的大田防效又是如何？需要结合各个烟区的

阳光、气候、温度等环境条件施用再观察，室内毒力

菌落平均直径(cm)

2.25

2.40

3.42

4.01

4.82

5.25

2.77

3.02

3.40

3.43

3.58

4.50

2.30

2.62

2.95

4.42

抑制率(%)

67.44

64.48

44.40

32.70

16.78

8.23

57.23

52.30

44.74

44.09

41.13

23.03

66.52

60.20

53.62

24.67

抑制机率值

5.4510

5.3719

4.8592

4.5518

4.0379

3.6083

5.1815

5.0577

4.8668

4.8516

4.7750

4.4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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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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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P

对照组

4.70

4.83

3.37

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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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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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8

5.67

19.42

16.46

45.39

37.50

2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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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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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力回归方程

y=1.1469x+3.3086

y=0.3818x+4.4202

y=0.9368x+3.6160

y=0.7538x+3.3836

EC50（mg/L)

29.84

33.01

30.02

139.42

相关系数（R）

0.9894

0.9699

0.9566

0.9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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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结论只为大田烟草赤星病的化学防治提供一

定的依据。因本次试验药剂选用范围有限，试验结

果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同时，生产上单一施用菌

核净防治烟草赤星病容易产生抗药[18]，依据本次试

验进一步的研究设想为几种杀菌剂互配剂对烟草

赤星病病原菌在大田的抑制效果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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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ast Inhibition Efficacy of Some Fungicides on Tobacco Alternaria Alternate
Pathogenic Bacte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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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xicities of four fungicides to Alternaria alternate pathogenic bacteria was studied in order to select

its control chemical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four fungicides at different levels could inhibit pathogenic

mycelium growth of Alternaria alternate. The inhibit effect of 40% Dimethachlon WP was best with the EC50 of

29.84 mg/L. The 50 % Nitrile bacteria triadimefon EC and 10% Polyoxins B WP were better, and the EC50 were

33.01 mg/L and 30.02 mg/L.While the inhibition effect of 10% Polyoxins(Polaroid Ann)WP was worst, the EC50 was

only 139.42 mg/L. The bacteriostasis rates of 50 % Nitrile bacteria triadimefon EC, 10 %Polyoxins B WP and 40 %

Dimethachlon WP were respectively 57.23 %, 66.52% and 67.44%, when ethephon concentration was 100 mg/L.

While the inhibition rate of 10 % Polyoxins(Polaroid Ann)WP was only 45.39 %. Various fungicides inhibition rate

also increase with the increase of concentration.

Key words: tobacco Alternaria alternate；indoor toxicity test；inhibition r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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