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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瓜白粉病（Cucumber powdery mildew）是威

胁黄瓜高产优质栽培中的重要真菌病害，具有分布

广、流行性强、传播快、发病重等特点，在世界各地

均有发生[1]。该病在苗期至成株期均可发生，主要

危害叶片，发病初期叶片正背面出现白色近圆形的

霉斑，后期病斑面积不断扩大，常常连成一片，边缘

界限不明显。发病严重时，整个叶面褪绿，布满白

粉，阻碍叶片光合作用，对黄瓜后期生长造成严重

影响，导致黄瓜产量下降和品质降低。一般发病年

份减产在 10%左右，流行年份减产 20%~40%。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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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明确嘧菌酯与戊唑醇组合对黄瓜白粉病的防治效果，开展了嘧菌酯、戊唑醇及其组合对黄瓜白粉病的

室内毒力测定。结果表明，嘧菌酯、戊唑醇对黄瓜白粉病菌的 EC50值分别为 3.383 2 μg·mL-1和 0.995 7 μg·mL-1；嘧

菌酯与戊唑醇（质量比 1∶2）对黄瓜白粉病菌的 EC50值为 1.069 8 μg·mL-1，表现为相加作用。田间药效试验结果显

示，嘧菌酯和戊唑醇单剂在 150 g a.i. ·hm-2剂量下对黄瓜白粉病的防效分别为 72.67%和 74.88%。嘧菌酯与戊唑醇

（1∶2）组合在 67.5、112.5、157.5 g a.i. ·hm-2剂量下对黄瓜白粉病的防效分别为 70.99%、80.85%、83.82%，防效与剂量

呈正相关。与单剂相比，嘧菌酯与戊唑醇组合对黄瓜白粉病的田间防效显著提高，且用药量显著降低。建议田间按

照嘧菌酯与戊唑醇（质量比 1∶2），推荐使用剂量为 157.5 g a.i.·hm-2，科学用药，降低抗药性发生及作物安全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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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ab and field tests were conducted to evaluate the efficacy of the mixtures of azoxystrobin and

tebuconazole on control cucumber powdery mildew.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EC50 values of azoxystrobin and

tebuconazole against Sphaerotheca fuligenea were 3.383 2 μg · mL- 1 and 0.995 7 μg · mL- 1, respectively. The EC50 of

azoxystrobin and tebuconazole（1∶2）against cucumber powdery mildew was 1.069 8 μg · mL-1, which showed additive

effect. Field test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ontrol efficacy of azoxystrobin and tebuconazole could reach 72.67% and

74.88% at 150 g a.i. · hm- 2, respectively. The control efficacy of pyrimethanil and tebutanol（1∶2）on powdery mildew

were 70.99%, 80.85% and 83.82% at the dosage of 67.5, 112.5 and 157.5 g a.i. · hm- 2, respectively. The control efficacy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dosage. Compared with single fungicide, the mixtures of azoxystrobin and

tebuconazol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field control efficiency on cucumber powdery mildew, and the dosage w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Although the mixtures of azoxystrobin and tebuconazole showed good control effect on

cucumber powdery mildew, the mixtures had safety risk under the condition of high dose. It was suggested to use the

mixtures at the recommended dose to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fungicide tolerance and crop safety r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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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随着设施农业温室越冬黄瓜高产优质栽培技

术水平的逐步提高，黄瓜白粉病发生也呈加重趋

势，是制约黄瓜高产稳产的重要因素，给我国菜篮

子工程的绿色、持续发展带来严峻挑战。

黄瓜白粉病主要由二孢白粉菌（Erysiphe cicho-

racearum）和单丝壳白粉菌（Sphaerotheca fuligenea）

引起[2-3]。在我国以单丝壳白粉菌（S. fuligenea）危害

最为普遍[1，3]。一直以来，化学防治是控制黄瓜白粉

病最为有效的应急措施，在保障黄瓜安全、优质生

产上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随着单一作用位点的

现代选择性杀菌剂的广泛使用，病原菌对这些药剂

逐渐产生抗药性，导致病害防效下降或丧失。人们

往往通过提高药剂剂量或增加用药次数来提高防

效，这进一步加剧了抗药性与农药残留污染风险。

因此，筛选具有较高活性的杀菌剂及研发其协同增

效组合技术，对于有效防控黄瓜白粉病、保障黄瓜

绿色安全生产具有重要实用价值。

嘧菌酯、戊唑醇分别属于甲氧基丙烯酸酯类、

麦角甾醇生物合成抑制剂类杀菌剂，是两类杀菌剂

中市场占用份额最大、性价比高、不存在知识产权

争议的两个品种，具有抗菌谱广、活性高、低毒等优

点，在植物病害化学防控上发挥着重要作用。目

前，在我国，嘧菌酯与戊唑醇已在黄瓜白粉病防控

上进行农药登记，但嘧菌酯存在高等抗性风险，戊

唑醇存在作物安全性风险[4-5]。笔者在室内毒力测

定、田间药效试验及作物安全性评价上开展了系统

研究，以期为黄瓜白粉病的合理选药、科学用药提

供用药指导。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供试菌株：黄瓜白粉病菌（Sphaerotheca fuliginea）

2020 年 5 月 18 日采集于江苏省淮安市丁集镇黄瓜

温室大棚，接种于黄瓜高感品种新泰密刺（新泰市

祥云种业有限公司）上扩繁培养。

供试药剂：嘧菌酯原药（98%），由江阴苏利化学

有限公司提供；戊唑醇原药（97%），由江苏省农药研

究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50%嘧菌酯水分散粒剂由

江阴苏利化学有限公司提供；430 g·L-1戊唑醇悬浮

剂由南京南农农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提供；75%嘧

菌酯·戊唑醇水分散粒剂由江阴苏利化学有限公司

提供。

1.2 室内毒力测定

1.2.1 供试植株 黄瓜品种选用高感品种新泰密

刺（新泰市祥云种业有限公司），种植于基质为

m 泥碳土∶m 蛭石=3∶1 的盆钵中，置于人工气候箱（加拿

大 Conviron E7·2）中培养（22 ℃，RH 80%，15 000 lx

光照/黑暗 12 h 交替），待植株生长至 2 片真叶备用。

1.2.2 孢子悬浮液制备 用蒸馏水冲洗下病叶上

的孢子，接种于无病黄瓜苗上，待再次产生分生孢

子后，用蒸馏水洗下分生孢子，调整孢子悬浮液浓

度为 2×105个·mL-1备用。

1.2.3 药剂配制 供试药剂嘧菌酯和戊唑醇用甲

醇配成 1000 μg·mL-1 母液；用 0.1%吐温 80 水溶液

稀释，现用现配。嘧菌酯和戊唑醇以质量比 1∶2 复

配（参考中国农药信息网）。嘧菌酯的测定质量浓度为

10、5、2.5、1.25、0.625 μg·mL-1；戊唑醇的测定质量浓

度为 5、1.25、0.312 5、0.078、0.02 μg · mL- 1。嘧菌

酯·戊唑醇组合的测定质量浓度为 5、1.25、0.312 5、

0.078、0.02 μg·mL-1。设吐温 80 为空白对照。

1.2.4 接种与施药 2020 年 8 月 5 日，将配制好的

药剂用 100 mL 的喷雾器加空气压缩机（空气压缩

机出气量为 160 L·min-1）均匀喷施于黄瓜叶片正反

两面，塑料盆直径 25 cm，每个处理 6 盆，每盆 4 株，

置于人工气候箱中继续培养 24 h 后，将配制好的新

鲜分生孢子悬浮液均匀喷施于黄瓜叶片正面，及时

晾干，置于人工气候箱中（22 ℃，RH 80%，15 000 lx

光照/黑暗 12 h 交替）继续培养，每天观察病情发生

情况。

1.2.5 药效调查方法 接种 9 d 后分级调查整株全

部叶片发病情况，分级标准（以叶为单位）为：

0 级：无病斑；

1 级：病斑面积占整个叶面积的 5%以下；

3 级：病斑面积占整个叶面积的 6%~15%；

5 级：病斑面积占整个叶面积的 16%~25%；

7 级：病斑面积占整个叶面积的 26%~50%；

9 级：病斑面积占整个叶面积的 50%~75%；

11 级：病斑面积占整个叶面积的 75%以上。

1.2.6 药效计算方法 根据下述公式计算各处理

的病情指数和防治效果。将每个浓度防治效果转

换为概率值，药剂浓度转换为对数值，计算毒力回

归方程、药剂的 EC50值及其 95%置信限。

病情指数=Σ（各级病叶数×相对级数值）/（调查

总叶数×11）×100；

防治效果/%=（对照病情指数-处理病情指数）/

对照病情指数×100。

1.2.7 增效作用 根据 Wadley 法计算混配剂的增

效作用，即 SR<0.5，为拮抗作用，0.5≤SR≤1.5，为相

海 飞，等：嘧菌酯与戊唑醇组合对黄瓜白粉病的防效及安全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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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作用，SR>1.5，为增效作用。

EC50（Exp）=
a + ba

EC50（A）+ b
EC50（B）；

SR=
EC50（Exp）
EC50（Obs）。

其中，A 嘧菌酯、B 为戊唑醇；a，b 为药剂在配

方中所占的比例；EC50（Exp）为理论抑制中浓度，

EC50（Obs）为实际测量抑制中浓度。

1.3 田间药效试验

1.3.1 试验地点 试验于 2020 年 11 月 14 日至 12

月 1 日在河南省中牟县官渡镇河南省农业高新科

技园内黄瓜设施栽培试验田进行，土壤为砂土，肥力中

等，有机肥施量 150 kg·667 m-2，复合肥 30 kg·667 m-2，

管理水平较高。所有试验小区作物栽培条件一致，

符合科学农业试验要求。

1.3.2 试验品种 试验品种为中农 8 号（中国农业

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试验时为黄瓜结果期，白

粉病发病初期。

1.3.3 试验设计 共设 6 个处理：75%嘧菌酯·戊唑

醇水分散粒剂用量 67.5、112.5、157.5 g a.i. · hm- 2；

50%嘧菌酯水分散粒剂用量 150 g a.i.·hm-2；430 g·L-1

戊唑醇悬浮剂有效成分用量 150 mL a.i. ·hm-2；设清

水为空白对照。每个处理 4 次重复，每小区 10 m2，

每小区种植 60 株黄瓜，各处理小区随机排列。

试验于 2020 年 11 月 14 日第 1 次施药，11 月

21 日第 2 次施药。施药器械采用新加坡利农背负

式电动喷雾器，进行喷雾，均匀喷施于叶片正反面，

用水量 750 L·hm-2。

1.3.4 调 查 时 间 和 方 式 试 验 按 照《GB/T

17980.30－2000 农药田间药效试验准则（一）杀菌

剂防治黄瓜白粉病》进行。调查方法为每小区随机

取 4 点，每点调查 2 株的全部叶片，分级记录。分

级方法为-0 级：无病斑；1 级：病斑面积占整个叶面

积 5%以下；3 级：病斑面积占整个叶面积 6%~10%；

5 级：病斑面积占整个叶面积 11%~20%；7 级：病斑

面积占整个叶面积 21%~40%；9 级：病斑面积占整

个叶面积 40%以上。第 1 次用药时调查发病基数，

12 月 1 日调查试验结果。

1.3.5 药效计算方法 病情指数=Σ（各级病叶数×

相对级数值）/（调查总叶数×9）×100；防治效果（%）=

（1-对照施药前病情指数×药剂处理施药后病情指

数/对照施药后病情指数×药剂处理施药前病情指

数）×100。

1.4 安全性试验

黄瓜品种选用新泰密刺（新泰市祥云种业有限

公司）、津研四号（天津市蔬菜研究所）、金申青长

（上海三友种苗有限公司），种植于河南农业职业学

院农业工程学院温室盆钵中，气温 16~30 ℃。塑料

盆直径 25 cm，每盆 2 株，每处理 4 盆，4 次重复。

于 2020 年 9 月 12 日，黄瓜处于 5 叶期施药 1 次，

试验方法同 1.2.4。75%嘧菌酯·戊唑醇水分散粒剂

按有效成分设计试验，即 157.5、315、630 g a.i.·hm-2，

设清水处理为空白对照。用药后采取直接对比观

察法定期检查，直至用药后 3 周。一旦发现药害，

根据《杀菌和杀虫剂对作物安全性室内试验方法

（GB/T 1965.1－2010）》进行药害程度认定分级。

1.5 数据分析

采用 Excel 2003 进行数据统计，使用 DPS 7.05

进行方差分析，应用 Duncan’s 新复极差法进行差

异显著性检验。

2 结果与分析

2.1 室内毒力测定

由表 1 可知，室内毒力测定嘧菌酯、戊唑醇对

黄瓜白粉病菌的 EC50 值分别为 3.383 2 μg · mL-1 和

0.995 7 μg · mL-1，戊唑醇对黄瓜白粉病菌的抑制效

果高于嘧菌酯。根据 EC50理论值计算方法，嘧菌酯

与戊唑醇质量比 1∶2 对黄瓜白粉病菌的 EC50 理论

值为 1.302 2 μg·mL-1，而嘧菌酯与戊唑醇质量比 1∶2

对黄瓜白粉病菌的 EC50实际值为 1.069 8 μg·mL-1，

增效系数（SR）为 1.217 2，表现为相加作用。

表 1 嘧菌酯、戊唑醇及其组合对黄瓜白粉病菌的毒力

药剂

嘧菌酯

戊唑醇

嘧菌·戊唑

醇质量比

1∶2

毒力方程

y=1.171 2 x+4.380 0

y=0.736 9 x+5.001 4

y=0.575 5 x+4.983 1

有效抑制

EC50

实际值/

（μg·mL-1）

3.383 2

0.995 7

1.069 8

95%置信区间

2.910 1~3.933 3

0.516 9~1.918 0

0.779 9~1.467 3

相关

系数

0.991 7

0.968 9

0.992 8

2.2 田间药效试验

由表 2 可知，田间药效试验 50%嘧菌酯水分散

粒剂与 430 g·L-1戊唑醇悬浮剂在用量 150 g a.i.·hm-2

对黄瓜白粉病的防效分别为 72.67%和 74.88%，其

中戊唑醇的防效显著高于嘧菌酯的防效，这与室内

毒力测定结果一致。75%嘧菌酯·戊唑醇水分散粒

剂用量 67.5、112.5、157.5 g a.i. · hm-2 对黄瓜白粉病

防效分别为 70.99%、80.85%和 83.82%，防治效果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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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剂有效成分用量呈正相关。与单剂相比，112.5、

157.5 g a.i. · hm-2 的的防效显著提高，且用药量也比

单剂减少，这表明两者组合使用不仅能提高病害防

效，而且能降低化学农药使用量，降低农药残留污染。

2.3 安全性评价

从表 3 可以看出，黄瓜营养生长期用药后叶色

正常，叶尖、叶缘没有变色现象，叶片也无枯斑、畸形

等现象（见图 1：以金申青长为例）。用药 21 d 后，

3 个黄瓜品种 75%嘧菌酯·戊唑醇水分散粒剂

157.5~315 g a.i. ·hm-2处理与空白对照生长速度无差

异，75%嘧菌酯·戊唑醇水分散粒剂 630 g a.i. · hm-2

表 2 试验药剂对黄瓜白粉病的田间药效

药剂

75%嘧菌酯·

戊唑醇 WG

50%嘧菌酯 WG

430 g·L-1戊唑醇 SC

空白对照

制剂用量

90 g·hm-2

150 g·hm-2

210 g·hm-2

300 g·hm-2

349 mL·hm-2

有效成

分用量/

（g a.i.·

hm-2）

67.5

112.5

157.5

150.0

150.0

用药

前

病情

指数

5.43

5.21

6.01

5.68

6.42

6.57

第 2 次

用药后

10 d

病情

指数

6.82

4.32

4.21

6.72

6.98

28.44

防效/

%

70.99 d

80.85 b

83.82 a

72.67 d

74.88 c

注：同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在 0.05 水平差异显著。

表 3 75%嘧菌酯·戊唑醇水分散粒剂对黄瓜的安全性及喷雾处理 21 d 后黄瓜的生长量

品种

新泰密刺

津研四号

金申青长

有效成分/（g·hm-2）

157.5

315.0

630.0

CK

157.5

315.0

630.0

CK

157.5

315.0

630.0

CK

生长速率/（cm·d-1）

3.07

3.04

2.93

3.11

2.94

2.88

2.78

2.99

2.74

2.71

2.48

2.80

生长速率抑制率/%

1.29

2.25

5.79

1.67

3.68

7.02

2.14

3.21

11.43

药害类型

变色、坏死、生长停滞、萎蔫、畸形

变色、坏死、生长停滞、萎蔫、畸形

变色、坏死、生长停滞、萎蔫、畸形

变色、坏死、生长停滞、萎蔫、畸形

变色、坏死、生长停滞、萎蔫、畸形

变色、坏死、生长停滞、萎蔫、畸形

变色、坏死、生长停滞、萎蔫、畸形

变色、坏死、生长停滞、萎蔫、畸形

变色、坏死、生长停滞、萎蔫、畸形

变色、坏死、生长停滞、萎蔫、畸形

变色、坏死、生长停滞、萎蔫、畸形

变色、坏死、生长停滞、萎蔫、畸形

每品种调查盆数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药害盆数

0

0

0

0

0

0

0

0

0

0

4（生长停滞表现

为节间变短）

0

空白对照 157.5 g a.i. ·hm-2 315 g a.i. ·hm-2 630 g a.i. ·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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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75%嘧菌酯·戊唑醇水分散粒剂对金申青长黄瓜生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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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对新泰密刺、津研四号、金申青长的生长速率抑

制率分别为 5.79%、7.02%和 11.43%，植株变矮，表

现为节间变短，新泰密刺、津研四号生长速率抑制

率仍在 10%以内，属于安全范围，金申青长生长速

率抑制率在 11%~20%之间，表现轻微药害，但各处

理均能正常开花。以上结果表明，75%嘧菌酯·戊唑

醇水分散粒剂 75%嘧菌酯·戊唑醇水分散粒剂 4 倍

剂量使用时会对植株生长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

3 讨论与结论

黄瓜白粉病是设施黄瓜栽培中常见的具有威

胁性的气传病害之一，因侵染频繁、流行性强等特

点，导致防治相对困难[6]。目前，该病仍是以化学防

治为主，生产上常用杀菌剂有麦角甾醇生物合成抑

制剂类杀菌剂（己唑醇、戊唑醇、腈菌唑等）和甲氧

基丙烯酸酯类杀菌剂（醚菌酯、吡唑醚菌酯、嘧菌酯

等）[7]，但长期单一使用，病菌易产生抗药性[4]。据报

道，瓜类白粉病已经对苯并咪唑类、EBIs 类、有机磷

类、羟基嘧啶类、甲氧基丙烯酸酯类和苯氧喹啉类

等多种药剂产生不同程度的抗药性，且发展速度极

快，抗药性问题日益突出[8]。因此，开展新型杀菌剂

筛选及其科学应用技术研究，对提高该病防治效

果、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至关重要。

嘧菌酯是高效、广谱、内吸性强的甲氧基丙烯

酸酯类杀菌剂，对几乎所有真菌病害均有良好的防

治效果，且与目前已有杀菌剂无交互抗性，对黄瓜

等作物安全 [9]。戊唑醇是麦角甾醇生物合成抑制

剂类杀菌剂，具有高效、广谱、内吸性强等优点 [10]，

主要通过抑制病原菌细胞膜上麦角甾醇的去甲基

化，使得病菌无法形成细胞膜，从而杀死病菌 [11]。

笔者测定了嘧菌酯、戊唑醇及其质量比 1∶2 组合对

黄瓜白粉病菌的室内毒力。结果显示，嘧菌酯、戊唑

醇对黄瓜白粉病菌的 EC50值分别为 3.383 2 μg·mL-1和

0.995 7 μg·mL- 1，戊唑醇的抑菌活性显著高于嘧菌

酯。嘧菌酯与戊唑醇（1∶2）对黄瓜白粉病菌的 EC50为

1.069 8 μg·mL-1，增效系数（SR）为 1.217 2，两者表现

为相加作用。田间药效试验结果显示，在相同剂量

条件下，戊唑醇对黄瓜白粉病的田间防效显著高于

嘧菌酯，与室内毒力测定结果一致。75%嘧菌酯·戊

唑醇水分散粒剂用量 112.5 g a.i. · hm-2 对黄瓜白粉

病防效为 80.85% ，显著高于单剂嘧菌酯和戊唑

醇用量 150 g a.i. · hm- 2，二者对黄瓜白粉病防效

72.67%和 74.88%，表明嘧菌酯与戊唑醇组合的田间

增效作用与化学农药减量显著。本研究结果获得

的 75%嘧菌酯·戊唑醇水分散粒剂在黄瓜白粉病防

控上的应用可以降低单剂嘧菌酯或戊唑醇的使用

剂量，从而降低黄瓜白粉病菌对药剂的选择压力，

延缓药剂的使用年限，降低抗药性产生的速度。

单一作用位点杀菌剂的长期或大量使用，均能

加速抗药性产生与发展风险。对中国农药信息网

上登记的药剂进行统计，国内登记用于黄瓜白粉病

防治的药剂主要有麦角甾醇生物合成抑制剂类及

甲氧基丙烯酸酯类杀菌剂。有研究表明，黄瓜白粉

病菌对甲氧基丙烯酸酯类杀菌剂存在高等抗性风

险[11-12]。近年来，嘧菌酯防治黄瓜白粉病的田间实

际效果较差，可能与该类杀菌剂长期单一的使用，

使病原菌产生抗药性有关[13]。在日本，该类药剂引

进不久，黄瓜种植区域就不断出现白粉病菌对嘧菌

酯产生抗性的相关报道[14]。孟润杰[15]也研究得出黄

瓜白粉病菌对唑胺菌酯具有较高的抗性风险。杨

连来等[16]研究表明，室内药剂驯化对己唑醇具有抗

性的黄瓜白粉病菌菌株对醚菌酯表现出交互抗性，

表明了田间用己唑醇和醚菌酯防治黄瓜白粉病可

能存在抗性风险。多数麦角甾醇生物合成抑制剂

类杀菌剂具有杀菌和调控植物生长的双重活性，因

此，具有高活性且对作物安全的新型麦角甾醇生物

合成抑制剂类杀菌剂创制仍是新农药开发的重要

方向[5]。据统计报道，在多个国家和地区，登记应用

于黄瓜白粉病防治上的麦角甾醇生物合成抑制剂

类杀菌剂主要有氟菌唑、环丙唑醇、腈菌唑、己唑

醇、戊唑醇、丙环唑等[17]。有报道称麦角甾醇生物合

成抑制剂类杀菌剂在黄瓜苗期应用后，对黄瓜植株

地上及地下部分的伸长均产生不同程度的抑制，成

株期使用时抑制作用相对小一些，但用量高时仍会

导致新生叶片畸形和节间缩短等[5]。本研究的安全

性评价试验也表明，75%嘧菌酯·戊唑醇水分散粒剂

在 4 倍推荐剂量条件下对黄瓜存在安全性风险，导

致黄瓜节间缩短，这充分证实该现象是由戊唑醇过

量使用导致的。

为缓解单一作用位点杀菌剂的长期或大量使

用，霍建飞等[18]研究表明，500 g·L-1氟吡菌酰胺·戊

唑醇悬浮剂施用 2 次后对黄瓜白粉病防治效果显

著且具有较长的持效期，对黄瓜植株无药害等不良

影响。赵志伟等[19]通过试验证实了氟吡菌酰胺与肟

菌酯复配药剂对黄瓜白粉病防效显著。李凌云等[20]

研究表明，11%戊唑醇·环氟菌胺悬浮剂对黄瓜白粉

病防效显著，药后 9 d 防效为 88.15%~92.84%，末次

药后 11 d 防效为 89.75%~94.86%，优于或相当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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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药剂 430 g·L-1戊唑醇悬浮剂、10%环氟菌胺悬浮

剂[20]。本研究获得的 75%嘧菌酯·戊唑醇水分散粒

剂在 112.5、157.5 g a.i. · hm-2 用量下，对黄瓜白粉病

的田间防治效果均在 80%以上，防治效果显著，在

实际生产上具有实用价值和指导意义。

FRAC（Fungicide Resistance Action Committee）

资料显示，嘧菌酯与戊唑醇的固有抗性风险分别为

高等或中等。基于两者的室内活性、抗性风险及对

黄瓜白粉病的防效，从室内毒力活性的角度来说，

可以优先选用麦角甾醇生物合成抑制剂类杀菌剂

戊唑醇；从农药抗性治理的角度来说，为延缓抗药

性的产生，可以两者组合的方式使用。建议田间按

照嘧菌酯与戊唑醇（质量比 1∶2），推荐使用剂量为

157.5 g a.i. ·hm-2，科学用药，降低抗药性发生及作物

安全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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