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榴（!"#$%& ’(&#&)"*）在我国分布广泛，尤以

四川会理的青皮软籽石榴，陕西临潼的白皮甜石

榴，云南蒙自的青壳石榴等最为有名。

在四川省凉山州各石榴产区石榴麻皮病普遍

发生，重病果园病果率达+,,-，一般果园病果率也

在+,./,-之间。以前，因对该病缺乏科学认识，使该

病长期处于不防治或防治不得法的状态，造成广大

果农收入大幅度减少。郑晓慧等（0,,1）的研究表明

其病原菌是234&%(56*& 3"#$%&( 7$)&#% ()8 9&#:，这

与谌多仁等（+;/<）的报道相一致。

因麻皮病的病原菌为真菌，因此，该病化学防

治药剂应选取抗真菌剂。0,,0.0,,=年，课题组在会

理进行了防治试验。

+ 材料与方法

+8+ 实验材料

!/,-大生>?1<可湿性粉剂/,,倍液；"/,-信

生可湿性粉剂/,,倍液；#甲基托布津;,,倍液；$春

雨一号1,,,倍液；%达柯宁@,,倍液；&阿米西达

0,,,倍液；’爱苗+<,,倍液；(世高+,-水分散粒剂

+<,,倍液。

+80 实验地点

!鹿厂区彰冠乡金屋村+组周国能果园。

供试品种为青皮软籽石榴，树龄/年，树势中庸，

株行距0*A=*，供试株数+<,株，面积+==1*0。

"通安区海潮优质石榴母本基地。

供试品种为青皮软籽石榴，树龄<年，树势中庸，

株行距0*A=*，供试株数+<,株，面积+==1*0。

+8= 实验设计

在管理水平一致的石榴园内，选树龄、树势一致

的成龄结果树为试验树，试验树四周设=行隔离带，

设相邻=株为一小区，每小区为一处理。

彰冠试验点共设处理+、处理0、处理=，=个处理，

!"#$%&’()*+,-./01
孙劲+， 易言郁0， 郑荣洪0， 郑晓慧+

（+8西昌学院，四川 西昌 @+<,,+=；08会理县农业局，四川 会理 @+<+,,）

23 45 0,,0.0,,=年，在会理县彰冠乡和海潮乡，对石榴“麻皮”病进行了化学防治试验，试

验结果表明：大生>?1<、信生交替使用；春雨一号、达柯宁、阿米西达交替使用防效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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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结果

" 结论与讨论

彰 冠 实 验 点 处 理 "防 治 最 好 ， 防 治 效 果 达

#$%&"’；海潮实验点处理&防治最好，防治效果达

#(%!!’。

$)’大生*+&,可湿性粉剂$))倍液、$)’信生可

湿性粉剂$))倍液、阿米西达!)))倍液、春雨一号

&)))倍液处理的果子，果面亮度明显，着色均匀，是

防治“麻皮”病的理想药剂。但在生产中单一长期使

用一种杀菌剂易产生抗药性，采用保护剂与治疗剂

交替使用的方法，可有效地控制“麻皮”病的发生。

!- "#$%&’()*+,-./0
各级发病果（个）

) - ! " &
处理- "# -! -, # ! - ##%#. !,%#( #-%)#
处理! "# -" -# , - - #"%$( !!%(! #,%!#
处理" "# -# -" , - - ,,%,# !)%$" #$%&"
空白清水对照 "# - -- & & -# (.%!! #,%(.

处理 调查结果（个） 病果率（’） 病情指数 防治效果（’）

1! 234%&’()5+,-./0
各级发病果（个）

) - ! " &
处理- "# -, -" # - - ,$%"" !!%!! #,%!!
处理! "# -& -, & - ! #-%-- !"%#- #"%),
处理" "# -! -& # ! ! ##%#. !.%.$ ,#%#!
空白清水对照 "# ! -) , & -, (&%&& #"%$(

处理 调查结果（个） 病果率（’） 病情指数 防治效果（’）

"次重复，-个空白清水对照，随机区组排列。

海潮试验点共设处理&、处理,、处理#，"个处理，

"次重复，-个空白清水对照，随机区组排列。

处理-：信生、甲基托布津、大生*+&,交替使用；

处理!：世高、甲基托布津、大生*+&,交替使用；

处理"：大生*+&,、信生交替使用；

处理&：春雨一号、达柯宁、阿米西达交替使用；

处理,：爱苗、达柯宁、阿米西达交替使用；

处理#：世高、达柯宁、阿米西达交替使用。

-%& 试验调查

彰冠试验点：信生、世高、大生*+&,于石榴花

前喷第二次药（&月#日、&月!!日），全部花谢后喷第

六次药（,月-)日、#月--日、.月-#日、$月中旬）。海潮

试验点爱苗、世高喷药时间和次数相同。春雨一号在

石榴谢花后（,月-)日）喷第一次药，#月初至$月中旬

每隔-,天喷药一次，再连续喷药,次，共计喷药#次。

(月-日按每个重复随机抽取!株，在每株供试树

的东、南、西、北、上、中#个方位随机采果-个，每个处

理共采样果"#个，依据病情分级标准调查各处理的

病情级数，计算病情指数和防治效果。

)级为无斑点；

-级为斑点占果面的-)’以下；

!级占-)+!)’；"级占!)+")’；

&级为斑点占果面的")’以上。

按分级标准确定并记载各种各自的发病程度

后，按下列公式计算病情指数和防治效果。

病情指数/ !（级数代表值0本级果数）

调查总果数0最高级数代表值
0-))

防治效果/ 对照病情指数+处理区病情指数

对照区病情指数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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