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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际环境对“多肽保”在烟草上的应用效果研究

端永明１，张廷金２，刘文辉３，杨卫红４，胡卫宗５，徐兴阳１

（１．云南省烟草公司 昆明市公司，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０５１；２．昆明保腾生化技术有限公司，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１０６；
３．云南省烟草公司昆明市公司 嵩明分公司，云南 嵩明６５１７００；
４．云南省烟草公司昆明市公司 宜良分公司，云南 宜良６５２１００；
５．云南省烟草公司昆明市公司 寻甸分公司，云南 寻甸 ６５５２００）

摘要：为在烟叶生产上更好的应用植物有机诱导抗病剂“多肽保”，降低其使用成本，实现效益最大化．２０１４
年，在温室条件下开展砂土、壤土两组盆栽试验，３次重复，完全随机区组设计．结果表明：１）土壤水分是“多
肽保”能够发挥效果的基础保障，无论壤土还是砂土，只要土壤水分适宜均能发挥出较好的效果．２）“多肽
保”对花叶病的防效优于黑胫病，同等气候条件下，要让“多肽保”发挥同等效果，则总用水量以砂土多于壤

土为宜．３）“多肽保”施用量不是越多越好，烤烟品种“红花大金元”施用量在０．５～１．５ｇ／株范围内，对病害
防控和改善农艺性状上均会产生较好效果，其中花叶病、茎围和叶长指标与用量呈正相关，株高、叶数与用

量无明显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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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霉菌灭活菌丝体制剂（ＤｒｙＭｙｃｅｌｉｕｍｏｆＰｅｎｉ
ｃｉｌｌｉｕｍｃｈｒｙｓｏｇｅｎｕｍ，ＤＭＰ）含有丰富的氨基酸、多糖
和糖蛋白成分，是一种能够诱导植物产生抗性、增加

产量的有机诱导抗病剂［１－３］．在烟草上的应用［４－７］

表明，青霉菌灭活菌丝体制剂对培育壮苗、抵抗烟草

花叶病、黑胫病和赤星病等有良好的效果．然而在实
际应用中却受到很多环境因素的制约．以往研
究［８－９］表明，土壤水分和土壤质地对青霉菌灭活菌

丝体制剂的大田应用效果会有明显影响，但其开展

的试验研究是在大田状况下进行，受自然降雨、土壤

水位等因素的影响较大．为克服这些不可控因素的
影响，本研究开展盆栽试验，以便对田间试验的效果

进行佐证，为进一步在烟草上精准应用有机诱导抗

病剂提供科学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供试材料
２０１４年，试验在云南省昆明市嵩明县的云南

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实习基地大棚内进行．壤土来
源于昆明市富民县永定镇束刻村，砂土来源于富

民县永定镇茨塘下村．供试烤烟品种为“红花大
金元”．青霉菌灭活菌丝体制剂（商品名“多肽
保”）由昆明保腾生化技术有限公司提供，所用肥

料为“红花大金元”专用复合肥．所用塑料盆规格
为盆高３５ｃｍ，下端直径 ２５ｃｍ，上口直径 ４０ｃｍ，
可容纳土壤约３０ｋｇ．试验期间，不进行病害的防
治，其余措施参照昆明市优质烟叶生产技术标准

执行．
１２　试验设计

试验设砂土、壤土各１组，每组试验设 ８个处
理，３次重复，每重复种１０株（盆）烟．各处理分别
如下．

Ａ处理：有机诱导抗病剂０５ｇ／株，移栽后每隔
７ｄ浇水１次．

Ｂ处理：有机诱导抗病剂０５ｇ／株，移栽后每隔
１４ｄ浇水１次．

Ｃ处理：有机诱导抗病剂１０ｇ／株，移栽后每隔
７ｄ浇水１次．

Ｄ处理：有机诱导抗病剂１０ｇ／株，移栽后每隔
１４ｄ浇水１次．

Ｅ处理：有机诱导抗病剂１５ｇ／株，移栽后每隔

７ｄ浇水１次．
Ｆ处理：有机诱导抗病剂１５ｇ／株，移栽后每隔

１４ｄ浇水１次．
Ｇ处理（ＣＫ１）：不施用有机诱导抗病剂，每隔７

ｄ浇水１次．
Ｈ处理（ＣＫ２）：不施用有机诱导抗病剂，每隔

１４ｄ浇水１次．
有机诱导抗病剂的施用方式均为移栽时根部

塘施，当天移栽完毕统一浇足定根水，以后每次浇水

量以盆底有水渗出为宜．
１３　调查记载

每个处理统一于中心花开放期调查其农艺性

状，每小区１０株烟，测量４项指标，其中包括自然株
高、自然叶数、茎围、最大腰叶（叶长），具体记载参

照《烟草农艺性状调查测量方法》（ＹＣ／Ｔ１４２—
２０１０）执行．于移栽１５ｄ开始调查烟草黑胫病、花叶
病，以后每１０ｄ调查１次直至采收结束，全区调查，
逐株记载，具体记载参照《烟草病虫害分级及调查

方法》（ＧＢ／Ｔ２３２２２—２００８）执行．
１４　数据分析

体现平均值和标准差的柱形图采用 Ｅｘｃｅｌ软件
完成，差异显著性分析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完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各处理病害发生情况
由下页表１可以看出，壤土和砂土两种土壤质

地的各处理抗病性表现有一定差异．具体表现为：
１）在砂土中施用有机诱导抗病剂，每隔７ｄ浇水１
次的处理花叶病和黑胫病发病均很轻，防效分别达

到８０６％和７８５％以上；每隔１４ｄ浇水１次的处理
对花叶病的防效达到４６２％以上，均无黑胫病的发
生．２）在壤土中施用有机诱导抗病剂，每隔７ｄ浇水
１次的处理均未发生花叶病，对花叶病的防效达到
１００％，但有黑胫病的发生，对黑胫病的防效达到
１７８％以上；每隔１４ｄ浇水１次的处理对花叶病的
防效达到６１５％以上，对黑胫病的防效达到２３１％
以上．３）有机诱导抗病剂对花叶病的防效以浇水
１次／７ｄ（频率高）的效果较好，而对黑胫病的相对
防效以浇水１次／１４ｄ（频率低）的效果较好；有机诱
导抗病剂在砂土中对黑胫病的防效均较好，在壤土

中表现为对花叶病的防效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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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各处理烟株在不同质地土壤的病情及相对防效

浇水间隔／ｄ
用量

／（ｇ·株 －１）

　　　　　　砂土　　　　　　 　　　　　　　壤土　　　　　　

　　　花叶病　　　 　　　黑胫病　　　 　　　花叶病　　　 　　　黑胫病　　　

病指 相对防效／％ 病指 相对防效／％ 病指 相对防效／％ 病指 相对防效／％

７

０５ 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０ － １３７ １７８

１０ ２６ ８０６ ６７ ７８５ ００ － ５２ ６８９

１５ 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０ － １３３ ２００

００ １３３ － ３１０ － ００ － １６７ －

１４

０５ ２６ ４６２ ００ － １９ ６１５ １１９ ５０８

１０ ２２ ５３９ ００ － ００ １０００ ３３ ８６２

１５ 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０ － 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８５ ２３１

００ ４８ － ００ － ４８ － ２４１ －

　　注：ＣＫ１和ＣＫ２不施用有机诱导抗病剂，用量为０．０ｇ／株，下表同．

２２　各处理烟株农艺性状调查结果
砂土和壤土各处理烟株农艺性状调查结果见表

２和表３．
表２　砂土各处理农艺性状差异显著性分析

浇水间隔

时间／ｄ

用量

／（ｇ·株 －１）
叶数 株高 茎围

最大腰

叶长

７ ０５ ａＡ ａｂＡＢ ｂｃＢＣ ａｂＡＢ

１４ ０５ ａｂＡＢ ａｂｃＡＢ ｃＢＣ ｃｄＢＣ

７ １０ ａＡＢ ａｂｃＡＢ ｂＡＢ ｂｃＡＢ

１４ １０ ａｂＡＢ ｂｃＡＢ ｃＢＣ ｃｄＢＣ

７ １５ ａＡ ａＡ ａＡ ａＡ

１４ １５ ａｂＡＢ ｃＢＣ ｂｃＢＣ ｃｄＢＣ

７ ００ ａｂＡＢ ｃＢＣ ｃＣＤ ｄＣ

１４ ００ ｂＢ ｄＣ ｄＤ ｅＤ

表３　壤土各处理农艺性状差异显著性分析

浇水间隔

时间／ｄ

用量

／（ｇ·株－１）
叶数 株高 茎围

最大腰

叶长

７ ０５ ａＡＢ ａｂＡ ａｂＡ ａｂｃＡＢ

１４ ０５ ａＡ ａｂＡ ｂＡ ａｂｃＡＢ

７ １０ ａＡ ａＡ ａＡ ａｂＡＢ

１４ １０ ａＡ ａＡ ａｂＡ ａｂｃＡＢ

７ １５ ａＡ ａＡ ａｂＡ ａＡ

１４ １５ ａＡＢ ａｂＡ ａｂＡ ａｂｃＡＢ

７ ００ ａｂＡＢ ａｂＡ ｂＡ ｂｃＡＢ

１４ ００ ｂＢ ｂＡ ｃＢ ｃＢ

２２１　株高调查结果
由图１、图２、表２和表３可知，壤土和砂土两

种土壤质地的各处理株高表现基本一致．具体表

现为：１）７ｄ浇水１次的处理，其株高均高于１４ｄ
浇水１次的相应处理．２）７ｄ浇水１次的处理，施
用有机诱导抗病剂的 ３个处理中有 ２个处理株
高显著高于 ＣＫ１处理；１４ｄ浇水 １次的处理，施
用有机诱导抗病剂的 ３个处理株高均显著高于
ＣＫ２处理．３）有机诱导抗病剂的用量对株高的影
响没有明显规律性．

２２２　叶片数调查结果
由图３、图４、表２和表３可知，壤土和砂土两种

土壤质地的各处理叶数表现基本一致．具体表现为：
１）７ｄ浇水１次的３个处理叶片数均略多于１４ｄ浇
水１次的相应处理，极显著高于 ＣＫ２处理．２）施用
有机诱导抗病剂７ｄ浇水１次的３个处理叶片数均
略高于ＣＫ１处理，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施用有机
诱导抗病剂１４ｄ浇水１次的３个处理叶片数略高
于ＣＫ２处理，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３）有机诱导抗
病剂的用量对叶片数的影响没有明显规律性．

９１第３期　　　　　　　端永明，张廷金，刘文辉，等：根际环境对“多肽保”在烟草上的应用效果研究



２２３　茎围调查结果
由图５、图６、表２和表３可知，壤土和砂土两种

土壤质地的各处理茎围表现基本一致．具体表现为：
１）７ｄ浇水１次的３个处理茎围均高于１４ｄ浇水１
次的相应处理，显著高于ＣＫ２处理．２）７ｄ浇水１次

的处理，施用有机诱导抗病剂的３个处理中有２个
处理茎围显著大于 ＣＫ１处理；１４ｄ浇水 １次的处
理，施用有机诱导抗病剂的３个处理茎围均显著高
于ＣＫ２处理．３）有机诱导抗病剂的用量与茎围大小
呈正相关，即烟株的茎围随着用量的增加而增加．

２２４　最大腰叶长调查结果
由图７、图８、表２和表３可知，壤土和砂土两种

土壤质地的各处理最大腰叶长表现有一定差异．具
体表现为：１）７ｄ浇水１次的３个处理叶长均高于
１４ｄ浇水１次的相应处理，且均高于相应对照 ＣＫ１
和ＣＫ２，其中砂土中差异达到００５显著水平．２）７ｄ
浇水１次的处理，施用有机诱导抗病剂的３个处理

叶长大于ＣＫ１处理，砂土中３个处理均达到显著水
平，壤土中仅１５ｇ／株的高用量处理达到显著水平；
１４ｄ浇水１次的处理，施用有机诱导抗病剂的３个
处理叶长均大于 ＣＫ２处理，但均未达到０．０５显著
水平．３）有机诱导抗病剂用量与叶长的关系，在砂
土中没有明显规律性，但在壤土中７ｄ浇水１次的
处理表现为叶长随着用量的增加而增加．

３　讨论与结论

１）在土壤水分适宜条件下，有机诱导抗病剂对
烤烟花叶病和黑胫病均有良好的防效．在水分充足
的砂土和壤土中对花叶病的防效均较好，而在水分

过多条件下（浇透水：１次／７ｄ）会严重影响对黑胫
病的防效．并且在同等浇水条件下，以壤土黑胫病发

生较重．这与以往的研究［８－９］基本一致．其原因可能
与土壤质地的保水性能有关，因为保水性以壤土优

于砂土［１０］，所以在浇水量相同的条件下，含水量以

壤土高于砂土，从而创造了高温高湿土壤环境，为黑

胫病的发生创造了有利条件．为此，摸索出既能确保
黑胫病防效，又不会影响花叶病防效的土壤水分条

件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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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有机诱导抗病剂能够显著改善烤烟的农艺
性状．对所考查的株高、叶数、茎围、最大腰叶长等４
项农艺性状指标均有所改善，其中以土壤水分充足

的条件下（浇透水：１次／７ｄ）效果更显著．这与烤烟
的生长发育需要充足的土壤水分关系密切，烟苗移

栽后一旦缺水，特别是旺长期缺水会对植株生长发

育造成严重不利影响［１１］．由此说明，有机诱导抗病
剂完全适宜在大田优质烤烟生产上应用．
３）有机诱导抗病剂施用量水平与性状指标改

善效果不存在明显的相关性．在所发生的２种病害
中，花叶病的防效与用量呈正相关，而对黑胫病则以

１０ｇ／株的防效最好．在考查的４项农艺性状指标
中，有机诱导抗病剂施用量与株高、叶数无明显相关

性，但与茎围、叶长（壤土）呈正相关．由此说明，有
机诱导抗病剂施用量不是越多越好，应该抓住需要

解决的主要性状指标探索出最适宜的用量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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