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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探究食用玫瑰白粉病的综合防治技术，选用农药组配、平衡施肥、修剪等综合防治措施对玫瑰白粉病进

行防治研究．结果表明，通过喷施９９％磷酸二氢钾７００倍液对玫瑰白粉病的防效为２１８６％；修剪对玫瑰白粉病
的防效为３４２２％；施用５０％醚菌酯１０００倍液＋４０％嘧霉胺１０００倍液＋９９％磷酸二氢钾７００倍液对白粉病的
防效为７１７０％，防治效果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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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用玫瑰（Ｒｏｓａｒｕｇｏｓａ），属于蔷薇科蔷薇亚科
蔷薇属，落叶灌木［１－２］．近几年来，云南省的玫瑰花
栽培已形成规模，其销售在国内市场占有较大份额．
同时，我省的食用玫瑰发展也相当迅速，但食用玫瑰

在栽培中容易引起很多病害，其中白粉病是温室和

露地栽培玫瑰的一种重要病害，应引起经营者的高

度重视［３－５］．玫瑰花的商品价值近年来逐渐升高，备
受人们的青睐．同时也要注意到在其生产过程中白
粉病的发生相当严重，已经影响到玫瑰花的产量和

质量，且玫瑰白粉病病菌初次侵染后还会形成再次

侵染［６］．
食用玫瑰白粉病明显的特征是感病部位出现白

色粉状物．发病初期，显症部位为叶、嫩梢和花，感病
的叶片出现白色的小粉斑，逐渐扩大为圆形或不规

则状的白粉斑，严重时白粉斑相互连接成片．花蕾染
病时，表面布满白粉，花朵畸形．白粉病病菌主要以
菌丝体的形式在病芽上越冬，春季病芽萌发．由于月
季和玫瑰有露地和温室栽培，病菌的分生孢子可以

终年不断地产生，并具有较强的耐旱力，长期处于

０℃以下也不会丧失活力，所以分生孢子也有可能
成为病害的初侵染源．植株生长期，分生孢子可以重
复产生，经气流传播，进行多次再侵染［７］．目前在生

产中，为防治食用玫瑰白粉病，在田间管理中一般采

取降低湿度，避免施过多的氮肥，改善种植条件，适

当多施磷钾肥，温室保持通风透光，结合修剪，剪除

病枝、病芽和病叶的方法，以减少浸染源．
近年来，玫瑰花生产中针对玫瑰白粉病的防

治多以化学药剂防治为主，已有报道［１］表明，使用

速净、丁香·芹酚 ６００倍液、新植霉素、石硫合剂
喷雾可有效防治玫瑰白粉病．但目前综合防治技
术的应用却很少，而化学药剂防治抗药性产生较

快，使生产成本变高．本文选择剪除病枝、病芽和
病叶，药剂 ５０％醚菌酯、４０％嘧霉胺和 ９９％磷酸
二氢钾等几种药剂以单独或组合的方式开展防效

比较试验，为全方面有效地控制白粉病病害提供

参考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供试材料
具有典型白粉病症状的食用玫瑰，供试品种为

墨红；试验地点在昆明学院农学院阳光果蔬园；试验

时间为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０１４年４月．
１２　供试药剂

５０％醚菌酯水分散粒剂（商品名翠贝，德国
ＢＡＳＦ出品）［８］；４０％嘧霉胺悬浮剂（商品名施佳乐，
德国拜耳出品）［８］；磷酸二氢钾（绿都肥业出品，纯

度≥９９０％）．
１３　试验设计

试验采用随机区组排列，设６个处理，每个处理
设３个重复，各处理如下．

处理１：喷施５０％醚菌酯１０００倍液；
处理２：喷施５０％醚菌酯１０００倍液＋９９％磷酸

二氢钾７００倍液；
处理３：喷施５０％醚菌酯１０００倍液＋４０％嘧霉

胺１０００倍液＋９９％磷酸二氢钾７００倍液；

处理４：喷施９９％磷酸二氢钾７００倍液；
处理５：对玫瑰花植株进行修剪；
ＣＫ：喷施清水．
于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７日进行第１次喷药，１１月

２０日调查；１１月２３日进行第２次喷药，１１月２６日
进行第２次调查．喷药时用２Ｌ的喷壶均匀喷雾于
玫瑰叶片正面和反面．玫瑰白粉病病叶分级标准及
对应计算公式参见文后参考文献［９］．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第１次喷药后不同处理的防治效果
从下表１可知，处理 １、处理 ２、处理 ３、处理

４、处理 ５的防效依次为：１４６３％，２１０１％，
２３９５％，１２４８％，１３２９％．说明第 １次喷药处
理对玫瑰花白粉病的防治效果均不明显，其中以

施用５０％醚菌酯１０００倍液 ＋４０％嘧霉胺 １０００
倍液 ＋９９％磷酸二氢钾 ７００倍液对玫瑰花白粉
病的防治效果最好．

表１　第１次喷药后不同处理对玫瑰白粉病的防治效果

处理
各级叶片数

０级 １级 ２级 ３级 ４级 ５级
病情指数 防效／％

处理１ １８ ２９ ３４ ３３ ４１ ２５ ５３８６ １４６３

处理２ ２７ ６３ ３３ １９ １１ １４ ３５９０ ２１０１

处理３ １７ ２８ １２ １７ ３０ ６ ４５８９ ２３９５

处理４ ９ ３６ １５ ８ １７ ６ ４１３２ １２４８

处理５ １５ ２９ ２７ ２６ １０ ０ ４６９６ １３２９

ＣＫ １８ ４１ ２０ ７ １９ ６ ３７４８ —

２２　第２次喷药后不同处理的防治效果
从下表２可看出，处理１、处理２、处理３、处理

４、处 理 ５的 防 效 依 次 为：３６２２％，４０９６％，
７１７０％，２１８６，３４２２％．此外，第２次处理对玫瑰
花白粉病的防治效果比第１次处理有明显的提高，
其中处理３的防效比处理２的防效高３０７４％；比
处理 １的防效高 ３５４８％；比处理 ５的防效高

３７４８％；比处理 ４的防效高 ４９８４％．因此，喷施
５０％醚菌酯１０００倍液 ＋４０％嘧霉胺１０００倍液 ＋
９９％磷酸二氢钾７００倍液相对其他处理对玫瑰花白
粉病的防治效果最好，其次为喷施 ５０％醚菌酯
１０００倍液＋９９％磷酸二氢钾７００倍液，而修剪比喷
施９９％磷酸二氢钾７００倍液对玫瑰花白粉病的防
治效果好．

表２　第２次喷药后不同处理对玫瑰白粉病的防治效果

处理
各级叶片数

０级 １级 ２级 ３级 ４级 ５级
病情指数 防效／％

处理１ ２８ ５１ ２６ ３１ ２６ １８ ４３３３ ３６２２

处理２ ４７ ６４ ３２ ９ ７ ８ ２６６７ ４０９６

处理３ ５４ ４２ １０ ２ ３ ２ １６４０ ７１７０

处理４ ８ ３９ １３ ７ １８ ６ ４１３２ ２１８６

处理５ １５ ３０ ２６ ２６ １０ ０ ３９６３ ３４２２

ＣＫ ９ ３４ ２１ １３ ２３ １１ ４７２１ —

８２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



３　小结与讨论

研究表明，有效补充食用玫瑰白粉病综合防治效

果的最佳方法为：喷施５０％醚菌酯１０００倍液＋４０％
嘧霉胺１０００倍液＋９９％磷酸二氢钾７００倍液的组合
施用，防治效果可达７１７０％，比施用５０％醚菌酯 ＋
磷酸二氢钾７００倍液对玫瑰花白粉病的防治效果提
高了３０７４％．由此说明，该农药组配提高了玫瑰花白
粉病的防治效果，建议在实际应用中推广使用．

同时，试验还发现修剪对玫瑰花白粉病的防治

具有一定的效果．因此，在不施用农药的条件下，修
剪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补充防治方法，这可能是因

为修剪可减少白粉病菌、降低发病基数所致．在第２
次喷药中，喷施５０％醚菌酯１０００倍液 ＋９９％磷酸
二氢钾 ７００倍液对玫瑰花白粉病的防治效果为
４０９６％，比单一施用５０％醚菌酯１０００倍液对玫瑰
花白粉病的防治效果提高了４７４％，这可能与该处
理可增强植物的抗病性、提高防效有关［１０］．因此，建
议平衡施肥，在施用氮肥的同时要适当增加磷钾肥

的施用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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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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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小结与讨论

综上所述，云南省德宏州梁河县的烤烟种植在当

地气候特征和自然条件下，通过对大田烟株长势的观

测和烟叶经济性状研究，增施叶面肥有利于烤烟营养

均衡，并在此基础上促进烤烟生长，提高烤烟产量，改

善烟叶等级质量．因此，只要合理、有效地喷施叶面肥
“喷施宝”，则能够改善烟株的营养状况及其生理代

谢，增强烟株抗性，有效提高烟株的抗病能力．
但要注意，不能将叶面喷施“喷施宝”与常规土

壤施肥相互对立，而是应该将这两种施肥方法科学

合理地组合起来，使它们相互补充．至于有关该叶面
肥能否改善烟叶化学成分和评吸质量，还有待于进

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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