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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含氟噻唑吡乙酮和丙氧

喹啉的杀菌组合物，氟噻唑吡乙酮和丙氧喹啉的

重量比是1:10-10:1。该杀菌组合物可用于防治

多种作物的病害，尤其是小麦白粉病。本发明杀

菌剂组合物具有高效、环境污染性小，延缓病菌

抗药性产生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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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含氟噻唑吡乙酮和丙氧喹啉的杀菌组合物，其特征在于：其由有效成分氟噻唑

吡乙酮和丙氧喹啉复配而成，所述的氟噻唑吡乙酮和丙氧喹啉的重量比是1:10-10:1。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杀菌组合物，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氟噻唑吡乙酮和丙氧喹啉的

重量比是1:2-1:1。

3.一种包含权利要求1至2任一所述的的杀菌组合物的农药制剂，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氟噻唑吡乙酮和丙氧喹啉的重量占农药制剂总重量的5-95％，余量为农药上可接受的助

剂、溶剂或填料。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农药制剂，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氟噻唑吡乙酮和丙氧喹啉的重

量占农药制剂总重量的15-55％，余量为农药上可接受的助剂、溶剂或填料。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农药制剂，其特征在于：所述农药制剂的剂型为可湿性粉剂、

水分散粒剂、悬浮剂、微囊悬浮剂、粉剂、颗粒剂或水乳剂。

6.根据权利要求1-5所述的杀菌组合物或农药制剂用于小麦白粉病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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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含氟噻唑吡乙酮和丙氧喹啉的杀菌组合物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农药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含氟噻唑吡乙酮和丙氧喹啉的杀菌组合

物。

背景技术

[0002] 白粉病是农作物上的常见病害，从幼苗到成株均可发生，主要为害叶片，有时也为

害茎蔓与叶柄。初发病时，叶面出现白色小斑点，后逐渐扩大，最后可连成片，叶面上布满白

色粉状霉层。严重时，叶片逐渐变黄，干枯，有时病斑上出现许多黑色点状物。

[0003] 氟噻唑吡乙酮是杜邦公司研发的首个哌啶基噻唑异恶唑啉类杀菌剂，对卵菌纲病

原菌具有独特的作用位点，通过对氧化固醇结合蛋白(OSBP)的抑制达到杀菌效果。其对病

原菌具有预防、治疗和抑制产孢作用；它与现有杀菌剂无交互抗性。但氟噻唑吡乙酮作用位

点单一，具有中高水平抗性风险，需要进行抗性管理。

[0004] 丙氧喹啉，英文通用名proquinazid，化学名称6-碘-2-丙氧基-3-丙基喹唑啉-4

(3H)-酮。分子式C14H17IN2O2。主要用于防治白粉病等病害。丙氧喹啉可抑制真菌孢子萌

发，并且防止附着胞的形成，而附着胞的形成和发育是真菌感染寄主植物的前提。

[0005] 实践证明化学农药单剂的长期使用极易出现抗性问题，导致用量不断加大，风险

增加，不利于环境生态安全。寻求科学、合理的农药复配，是解决这一问题较好的办法。将不

同结构类型的农药有效成分进行复配，是目前解决农药单剂应用过程中成本和抗性等问题

的一种有效方式。不同结构类型的农药有效成分混合后，通常表现出三种作用类型，即相加

作用、增效作用和拮抗作用，但具体为何种作用，无法预测，只有通过大量试验才能知道。复

配增效很好的配方，能提高实际防治效果，降低农药的使用量，有助于延缓抗性的产生，是

科学防治病虫害的重要手段。

发明内容

[0006] 为了克服上述单一杀菌剂存在的药剂用量大，对环境污染严重、病菌抗性产生速

度快等缺点，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组分合理，增效作用显著，杀菌效果好，用药成本

低，不易产生抗药性、对作物安全的农用杀菌组合物。

[0007] 本发明提供的技术方案为：

[0008] 一种含氟噻唑吡乙酮和丙氧喹啉的杀菌组合物，其由有效成分为氟噻唑吡乙酮和

丙氧喹啉复配而成。

[0009] 作为优选，所述的氟噻唑吡乙酮和丙氧喹啉的重量比是1:10-10:1。

[0010] 作为优选，所述的氟噻唑吡乙酮和丙氧喹啉的重量比是1:2-1:1。

[0011]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包含所述的的杀菌组合物的农药制剂，所述的氟噻唑吡乙酮

和丙氧喹啉的重量占农药制剂总重量的5-95％，余量为农药上可接受的助剂、溶剂或填料。

[0012] 作为优选，所述的氟噻唑吡乙酮和丙氧喹啉的重量占农药制剂总重量的15-55％，

余量为农药上可接受的助剂、溶剂或填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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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作为优选，所述的农药制剂的剂型为可湿性粉剂、水分散粒剂、悬浮剂、微囊悬浮

剂、粉剂、颗粒剂或水乳剂等。

[0014] 本发明的农药制剂中使用的助剂包括溶剂、分散剂、乳化剂、稳定剂、防冻剂、成膜

剂、润湿剂等及其它有益于有效成分在制剂中稳定和药效发挥的已知物质，都是农药制剂

中常用或允许使用的各种成分，并无特别限定，具体成分和用量根据配方要求通过简单试

验确定。

[0015] 本发明的杀菌组合物在防治小麦等作物上的多种病害中应用，尤其适用于防治白

粉病。本发明的组合物亦可按普通的方法施用，如浇注、喷雾、散布，其施用量随天气条件或

作物状态变化。

[001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17] 本发明的组合物混配具有明显的增效作用；由于本组合物的两个单剂化学结构差

异很大，作用机理完全不同，不存在交互抗性，可延缓两单剂单独使用所产生的抗性问题；

本发明的组合物对作物安全、防效好。经试验证明，本发明杀菌剂组合物化学性质稳定，增

效显著，对防治对象表现出明显的增效以及互补作用。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进行详细描述，但应当理解本发明的保

护范围并不受具体实施方式的限制。

[0019] 实施例1氟噻唑吡乙酮和丙氧喹啉复配对小麦白粉病的室内毒力测定试验对象：

小麦白粉病菌

[0020] 本试验采用盆栽法进行，小麦种子催芽后，种于灭菌土培养钵中，室温培养。当幼

苗长至1叶l心期时，放入20℃光照培养箱，光、暗12h交替培养。将新鲜的小麦白粉菌孢子悬

浮液喷洒到备用小麦苗上，每处理2盆，每盆15株。接种72h后药剂处理，药前调查各处理病

情指数，药后每5d调查一次病情指数，至对照全部发病，计算防效。，用DPS数据处理软件进

行统计分析，计算各药剂的EC50，然后按孙云沛法计算共毒系数(CTC)。具体测定结果见表

1。

[0021] 当CTC≤80，则组合物表现为拮抗作用，当80＜CTC＜120，则组合物表现为相加作

用，当CTC≥120，则组合物表现为增效作用。

[0022] 实测毒力指数(ATI)＝(标准药剂EC50/供试药剂EC50)×100

[0023] 理论毒力指数(TTI)＝A药剂毒力指数×混剂中A的百分含量+B药剂毒力指数×混

剂中B的百分含量

[0024] 共毒系数(CTC)＝[混剂实测毒力指数(ATI)/混剂理论毒力指数(TTI)]×100。

[0025] 表1氟噻唑吡乙酮和丙氧喹啉对小麦白粉病的毒力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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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0027]

[0028] 由上表可知，氟噻唑吡乙酮和丙氧喹啉重量配比在1:10-10:1范围内对小麦白粉

病具有增效作用，提高了对小麦白粉病的防治效果，优选氟噻唑吡乙酮和丙氧喹啉重量配

比1:2-1:1。

[0029] 实施例2氟噻唑吡乙酮和丙氧喹啉对小麦白粉病的田间防效

[0030] 试验对象：小麦白粉病；试验地安排在小麦白粉病易发区，采用随机区组排列，小

区面积25m2，4次重复。每小区5点取样，每点调查10株，每株调查旗叶及旗叶下第一片叶。药

前定株调查白粉病的病情指数，药后7、10d各调查一次，分级调查，分级标准参照田间药效

试验准则执行，计算防效。实验结果如表2所示。

[0031] 试验药剂：

[0032] 药剂1：39％氟噻唑吡乙酮·丙氧喹啉颗粒剂(氟噻唑吡乙酮：丙氧喹啉＝10:3)

[0033] 药剂2：44％氟噻唑吡乙酮·丙氧喹啉水乳剂(氟噻唑吡乙酮：丙氧喹啉＝1:1)

[0034] 药剂3：32％氟噻唑吡乙酮·丙氧喹啉微乳剂(氟噻唑吡乙酮：丙氧喹啉＝1:3)

[0035] 对照1：10％氟噻唑吡乙酮可分散油悬浮剂

[0036] 对照2  24％丙氧喹啉可湿性粉剂

[0037] 表2氟噻唑吡乙酮和丙氧喹啉对小麦白粉病的田间防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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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0039] 由上表可知，与单剂相比，氟噻唑吡乙酮和丙氧喹啉组合使用可以显著提高其对

小麦白粉病的防治效果，表现为协同作用；并且田间观察发现，对小麦作物安全。

[0040]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凡依本发明申请专利范围所做的均等变化与

修饰，皆应属本发明的涵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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