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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农药技术领域，涉及一种有效防

治土传病害及植物病害的颗粒剂，包括有效成分

A以及有效成分B；有效成分A与有效成分B的重量

比是1：10～10：1；有效成分A是苯并烯氟菌唑；有

效成分B是精甲霜灵或噁霉灵。本发明提供了一

种对土传病害有出色防治效果、具有调节土壤、

增强作物抗逆性以及最大限度的消除化肥和农

药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的有效防治土传病害及植

物病害的颗粒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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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有效防治土传病害及植物病害的颗粒剂，其特征在于：所述有效防治土传病害

及植物病害的颗粒剂包括有效成分A以及有效成分B；所述有效成分A与有效成分B的重量比

是1：10～10：1；所述有效成分A是苯并烯氟菌唑；所述有效成分B是精甲霜灵或噁霉灵。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有效防治土传病害及植物病害的颗粒剂，其特征在于：所述有

效成分A与有效成分B的重量比是1：5～5：1。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有效防治土传病害及植物病害的颗粒剂，其特征在于：所述有

效成分A与有效成分B的总重量之和是有效防治土传病害及植物病害的颗粒剂总重量的

0.1％～10％。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有效防治土传病害及植物病害的颗粒剂，其特征在于：所述有

效成分A与有效成分B的总重量之和是有效防治土传病害及植物病害的颗粒剂总重量的

0.5％～6.6％。

5.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3或4所述的有效防治土传病害及植物病害的颗粒剂，其特征在

于：所述有效防治土传病害及植物病害的颗粒剂还包括农药中允许使用及可接受的助剂。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有效防治土传病害及植物病害的颗粒剂，其特征在于：所述助

剂是助剂是粘结剂、缓释剂和载体。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有效防治土传病害及植物病害的颗粒剂在防治土传病害和植

物病害时的应用，尤其是防治西瓜枯萎病或辣椒枯萎病时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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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防治土传病害及植物病害的颗粒剂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农药技术领域，涉及一种颗粒剂，尤其涉及一种有效防治土传病害及

植物病害的颗粒剂。

背景技术

[0002] 苯并烯氟菌唑是先正达开发的吡唑酰胺类杀菌剂，是琥珀酸脱氢酶抑制剂。通用

名benzovindiflupyr，商品名Solatenol，CAS登录号为1072957-71-1，化学名称：N-[9-(二

氯甲基)-1，2，3，4-四氢-1，4-亚甲基萘-5-基]-3-(二氟甲基)-1-甲基-1H-吡唑-4-羧酰胺。

该杀菌剂主要用于谷类作物，对小麦、玉米和特种作物等多种作物的主要病害有杰出防效，

可很好地防治小麦叶枯病、花生黑斑病、小麦全蚀病及小麦基腐病，特别对小麦白粉病、玉

米小斑病及灰霉病有特效，对亚洲大豆锈病防效优异。其与甲氧基丙烯酸酯类及三唑类杀

菌剂无交互抗性，可以和多种杀菌剂复配使用。

[0003] 精甲霜灵和噁霉灵是常用的农用杀菌剂，多年使用导致抗性严重。对于防治农业

上产生抗性的病虫害，一种办法是推出新的与现有品种无交互抗性的新成分。但新有效成

分开发成本高，周期长，通常耗资巨大，且一旦出现抗性，常常造成药剂防治失效，被迫停用

或淘汰。其他的方法如作物布局调整、不同农药轮换等，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很难真正起

到明显的效果。不同品种成分进行复配，是防治抗性病虫害很常见的办法。为了延缓抗性的

产生，本发明人对苯并烯氟菌唑的复配筛选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苯并烯氟菌唑与苯并烯

氟菌唑、噁霉灵进行复配，在一定的复配比例范围内具有明显的增效作用，同时在实际使用

过程中，对农业上的多种土壤病害都有较好的防效。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解决背景技术中存在的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对土传病害有出色

防治效果、具有调节土壤、增强作物抗逆性以及最大限度的消除化肥和农药所带来的负面

效应的有效防治土传病害及植物病害的颗粒剂。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有效防治土传病害及植物病害的颗粒剂，其特征在于：所述有效防治土传病

害及植物病害的颗粒剂包括有效成分A以及有效成分B；所述有效成分A与有效成分B的重量

比是1：10～10：1；所述有效成分A是苯并烯氟菌唑；所述有效成分B是精甲霜灵或噁霉灵。

[0007] 上述有效成分A与有效成分B的重量比是1：5～5：1。

[0008] 上述有效成分A与有效成分B的总重量之和是有效防治土传病害及植物病害的颗

粒剂总重量的0.1％～10％。

[0009] 上述有效成A与有效成分B的总重量之和是有效防治土传病害及植物病害的颗粒

剂总重量的0.5％～6.6％。

[0010] 上述有效防治土传病害及植物病害的颗粒剂还包括农药中允许使用及可接受的

助剂；所述助剂是粘结剂、缓释剂和载体等有益于有效成分在制剂中稳定和发挥药效的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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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物质。

[0011] 上述有效防治土传病害及植物病害的颗粒剂在防治土传病害和植物病害时的应

用，尤其是防治西瓜枯萎病或辣椒枯萎病时的应用。

[0012] 本发明的优点是：

[0013]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有效防治土传病害及植物病害的颗粒剂，包括有效成分A与有

效成分B；有效成分A与有效成分B的总含量占颗粒剂总含量的0.1％-10％；有效成分A与有

效成分B的重量比是1：10～10：1。本发明固体颗粒剂采用吸附造粒技术有效地保证农药的

科学释放，采用缓释技术，将农药有效吸附在填料空隙中，解决了传统制剂不均匀容易出药

害的问题，并且延长产品的持效期，提高农药利用率，有效、科学、合理利用资源，对保护环

境有着重要的意义，对减少使用者的农业投入及农业的增产增收也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同时，本发明所提供的制剂中，农药的含量相对较低，不易产生药害，不会造成药剂残留超

标的问题；使用方便，减少了劳动强度，达到省时省工的目的；精准施药，漂移性小，对环境

污染小；不附着于植物的茎叶上，避免直接接触产生药害等。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有效防治土传病害及植物病害的颗粒剂，有效防治土传病害及

植物病害的颗粒剂包括有效成分A以及有效成分B；有效成分A与有效成分B的重量比是1：10

～10：1，优选1：5～5：1；有效成分A是苯并烯氟菌唑；有效成分B是精甲霜灵或噁霉灵。

[0015] 有效成分A与有效成分B的总重量之和是有效防治土传病害及植物病害的颗粒剂

总重量的0.1％～10％，最优是0.5％～6.6％。

[0016] 同时，本发明所提供的有效防治土传病害及植物病害的颗粒剂还包括农药中允许

使用及可接受的助剂，助剂是粘结剂、缓释剂和载体等有益于有效成分在制剂中稳定和发

挥药效的已知物质。

[0017] 有效防治土传病害及植物病害的颗粒剂在防治土传病害和植物病害时的应用，尤

其是防治西瓜枯萎病或辣椒枯萎病时的应用。

[0018] 本发明将不同农药的有效成分组合制成农药，是目前开发和研制新农药以及防治

农业上抗性病菌的一种有效和快捷的方式。不同品种的农药混合后，通常表现出三种作用

类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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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明显提高了实际防治效果，降低了农药的使用量，从而

大大地延缓了病菌抗药性的产生速度，是综合防治病害的重要手段。

[0019] 本发明通过大量的筛选试验，运用孙沛云法对有效成分A与有效成分B所形成的杀

菌剂组合物进行不同配比的增效作用分析，发现在一定的配比范围内，有效成分A与有效成

分B所形成的杀菌剂组合对多种抗性病害具有明显的协同增效作用，而不仅仅是两种药剂

的简单相加，依孙云沛法计算出各药剂的毒力指数及混剂的共毒系数(CTC值)，即CTC≤80

为拮抗作用，80＜CTC＜120为相加作用，CTC≥120为增效作用。具体用以下生物测定实例加

以说明。

[0020] 生物测定实例1：测定不同比例的苯并烯氟菌唑和精甲霜灵复配对辣椒枯萎病的

室内毒力，其结果如表1所示。

[0021] 表1苯并烯氟菌唑和精甲霜灵复配对辣椒枯萎病的室内共毒系数测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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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0023] 结果表明，苯并烯氟菌唑和精甲霜灵在配比10：1～1：10之间，共毒系数均在130以

上，特别是在5：1～1：5之间，有明显的增效作用，远远高于现有其他复配，增效作用非常明

显。

[0024] 生物测定实例2：测定不同比例的苯并烯氟菌唑和噁霉灵复配对西瓜枯萎病的室

内毒力，其结果如表2所示。

[0025] 表2苯并烯氟菌唑和噁霉灵复配对西瓜枯萎病的室内共毒系数测定结果

[0026]

[0027]

[0028] 表2的结果表明，苯并烯氟菌唑和噁霉灵在配比10：1～1：10之间，共毒系数均在

130以上，特别是在5：1～1：5之间，有明显的增效作用，共毒系数均在130以上，远远高于现

有其他复配，增效作用非常明显。

[0029] 下面，结合几个田间实验和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说明，但本发明绝非限于这

些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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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实施例1：0.1％苯并烯氟菌唑·精甲霜灵药肥颗粒剂

[0031] 苯并烯氟菌唑0.05％，精甲霜灵0.05％；助剂(粘结剂、缓释剂和载体)补足100％。

[0032] 实施例2：0.5％苯并烯氟菌唑·精甲霜灵药肥颗粒剂

[0033] 苯并烯氟菌唑0.1％，精甲霜灵0.4％；助剂(粘结剂、缓释剂和载体)补足100％。

[0034] 实施例3：1.2％苯并烯氟菌唑·精甲霜灵药肥颗粒剂

[0035] 苯并烯氟菌唑0.2％，精甲霜灵1.0％；助剂(粘结剂、缓释剂和载体)补足100％。

[0036] 实施例4：3.6％苯并烯氟菌唑·精甲霜灵药肥颗粒剂

[0037] 苯并烯氟菌唑3.0％，精甲霜灵0.6％；助剂(粘结剂、缓释剂和载体)补足100％。

[0038] 实施例5：6.6％苯并烯氟菌唑·精甲霜灵药肥颗粒剂

[0039] 苯并烯氟菌唑0.6％，精甲霜灵6.0％；助剂(粘结剂、缓释剂和载体)补足100％。

[0040] 实施例6：10％苯并烯氟菌唑·精甲霜灵颗粒剂

[0041] 苯并烯氟菌唑9.1％，精甲霜灵0.9％；助剂(粘结剂、缓释剂和载体)补足100％。

[0042] 实施例7：0.1％苯并烯氟菌唑·噁霉灵颗粒剂

[0043] 苯并烯氟菌唑0.05％，噁霉灵0.05％；助剂(粘结剂、缓释剂和载体)补足100％。

[0044] 实施例8：0.5％苯并烯氟菌唑·噁霉灵颗粒剂

[0045] 苯并烯氟菌唑0.1％，噁霉灵0.4％；助剂(粘结剂、缓释剂和载体)补足100％。

[0046] 实施例9：2.4％苯并烯氟菌唑·噁霉灵颗粒剂

[0047] 苯并烯氟菌唑2.0％，噁霉灵0.4％；助剂(粘结剂、缓释剂和载体)补足100％。

[0048] 实施例10：4.2％苯并烯氟菌唑·精甲霜灵颗粒剂

[0049] 苯并烯氟菌唑0.7％，噁霉灵3.5％；助剂(粘结剂、缓释剂和载体)补足100％。

[0050] 实施例11：8.8％苯并烯氟菌唑·噁霉灵颗粒剂

[0051] 苯并烯氟菌唑8.0％，噁霉灵0.8％；助剂(粘结剂、缓释剂和载体)补足100％。

[0052] 实施例12：10％苯并烯氟菌唑·噁霉灵颗粒剂

[0053] 苯并烯氟菌唑0.9％，噁霉灵9.1％；助剂(粘结剂、缓释剂和载体)补足100％。

[0054] 生物实施例：苯并烯氟菌唑和精甲霜灵(噁霉灵)田间药效试验情况：采用田间试

验准则，进行田间小区试验，进行防治效果调查。

[0055] 0级：健株；

[0056] 1级：病株叶片有10％以下表现典型症状；

[0057] 3级：病株叶片有11％～25％表现典型症状；

[0058] 5级：病株叶片有26％～50％显病状，株型矮化；

[0059] 7级：病株叶片有51％～90％显病状，株型明显矮化；

[0060] 9级：病株叶片几乎全部显病状，甚至枯焦脱落，枝叶枯死，有时整株出现凋萎死

亡。

[0061] 病情指数＝[∑(各级病叶数×相对级数值)/(调查总叶片数×9)]×100

[0062] 用下式计算防治效果：

[0063]

[0064] 式中：CK0——空白对照区施药前病情指数；

[0065] CK1——空白对照区施药后病情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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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6] PT0——药剂处理区施药前病情指数；

[0067] PT1——药剂处理区施药后病情指数。

[0068] 表3苯并烯氟菌唑和精甲霜灵复配对辣椒枯萎病的

[0069]

[0070]

[0071] 表4苯并烯氟菌唑和噁霉灵复配对西瓜枯萎病的

[0072]

产品 制剂用量 防效％

实施例7 18千克/亩 86.5

实施例8 9.5千克/亩 89.3

实施例9 7.4千克/亩 91.4

实施例10 1.8千克/亩 95.2

实施例11 4.2千克/亩 93.1

实施例12 1千克/亩 86.5

75％噁霉灵可湿性粉剂 5千克/亩 68.6

10％苯并烯唑醇悬浮 4千克/亩 70.2

[0073] 田间试验结果标明，以上制剂实施例处理区对辣椒枯萎病和棉花枯萎病防效均达

到85％以上，防效明显优于对照药剂处理区，防效差异达极显著水平。

[0074] 综上，本发明的复配组合物活性和杀菌效果不是各有效成分活性的简单叠加，与

现有的单一制剂相比，不仅提高了防效，减缓了病害抗药性，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益，且对

靶标作物安全。所以，本复配制剂的发明与推广对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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