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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防治玉米丝黑穗病的农药组合物

(57)摘要

本发明属于农药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防

治玉米丝黑穗病的农药组合物。一种防治玉米丝

黑穗病的农药组合物，有效成分由氟唑环菌胺和

中生菌素复配而成，氟唑环菌胺和中生菌素的质

量比是1-20:1-5。本发明的防治玉米丝黑穗病的

农药组合物中2种有效成分作用机理不同，具有

显著的协同增效作用，可以减少农药的使用量，

降低农产品中农药残留量，同时减缓病菌抗药性

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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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防治玉米丝黑穗病的农药组合物，其特征在于，有效成分由氟唑环菌胺和中生

菌素复配而成，氟唑环菌胺和中生菌素的质量比是1-20:1-5。

2.一种包含权利要求1所述的防治玉米丝黑穗病的农药组合物的农药制剂，其特征在

于：所述农药制剂中有效成分氟唑环菌胺和中生菌素的质量占农药制剂总质量的1-80％，

其余为农药学上可接受的助剂。

3.一种包含权利要求1所述的防治玉米丝黑穗病的农药组合物的农药制剂，其特征在

于：所述农药制剂中有效成分氟唑环菌胺和中生菌素的质量占农药制剂总质量的26-75％，

其余为农药学上可接受的助剂。

4.根据权利要求2或3所述的农药制剂，其特征在于：所述农药学上可接受的助剂为乳

化剂、分散剂、湿润剂、崩解剂、粘合剂、防冻剂、增稠剂、消泡剂、填充剂。

5.根据权利要求2或3所述的农药制剂，其特征在于：所述农药剂型为可湿性粉剂或乳

油。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的农药剂型，其特征在于：所述可湿性粉剂中湿润剂的质量占

总质量的8-10％；所述乳油中乳化剂的质量占总质量的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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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防治玉米丝黑穗病的农药组合物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农药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防治玉米丝黑穗病的农药组合物。

背景技术

[0002] 玉米丝黑穗病的病原菌为玉米丝轴黑粉菌，属担子菌亚门，冬孢菌纲，黑粉菌目，

轴黑粉菌属，病菌主要危害果穗和雄穗，形成菌瘿。菌瘿内充满病原菌的冬孢子，并残留丝

状维管束残余物，故名“丝黑穗病”。典型病症是雄性花器变形，雄花基部膨大，内为一包黑

粉，不能形成雄穗。雌穗受害果穗变短，基部粗大，除苞叶外，整个果穗为一包黑粉和散乱的

丝状物，严重影响玉米产量。

[0003] 氟唑环菌胺是一种新型杀菌剂，其作用机理主要为抑制真菌的三羧酸循环，阻断

能量代谢，从而起到杀菌作用，可用于防治丝核菌和黑粉菌素等引起的多种病害。

[0004] 中生菌素是由淡紫灰链霉菌海南变种产生的次级代谢产物，对农作物真菌性病害

具有很高的活性，其作用机理是引起真菌菌丝细胞内原生质的凝聚、抑制真菌孢子的萌发

和菌丝体的生长、直接杀死孢子从而起到杀菌作用。

[0005] 在农业生产过程中，长期连续单一的使用一种药剂，病原菌会产生抗药性，导致防

效降低，为了达到消灭病原菌的目的通常增加农药使用量，但农药使用量增加，会增加农药

的残留量和增加环境的压力。

[0006] 公开于该背景技术部分的信息仅仅旨在增加对本发明的总体背景的理解，而不应

当被视为承认或以任何形式暗示该信息构成已为本领域一般技术人员所公知的现有技术。

发明内容

[0007] 为解决上述现有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防治玉米丝黑穗病的农药组合物。

[0008]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9] 一种防治玉米丝黑穗病的农药组合物，有效成分由氟唑环菌胺和中生菌素复配而

成，氟唑环菌胺和中生菌素的质量比是1-20:1-5。

[0010]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包含防治玉米丝黑穗病的农药组合物的农药制剂，所述农药

制剂中有效成分氟唑环菌胺和中生菌素的质量占农药制剂总质量的1-80％，其余为农药学

上可接受的助剂。

[0011] 作为优选，所述农药制剂中有效成分氟唑环菌胺和中生菌素的质量占农药制剂总

质量的26-75％，其余为农药学上可接受的助剂。

[0012] 作为优选，所述农药学上可接受的助剂为乳化剂、分散剂、湿润剂、崩解剂、粘合

剂、防冻剂、增稠剂、消泡剂、填充剂。

[0013] 作为优选，所述农药剂型为可湿性粉剂或乳油。

[0014] 作为优选，所述可湿性粉剂中湿润剂的质量占总质量的8-10％；所述乳油中乳化

剂的质量占总质量的9-13％

[001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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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1)本发明的农药组合物中的氟唑环菌胺和中生菌素复配后均有显著协同作用，

可以提高防治效果。

[0017] (2)与单剂相比，减少了农药的使用量，降低了农产品中农药残留量。

[0018] (3)氟唑环菌胺和中生菌素在防治真菌性病害时作用机理不一样，可以延缓病原

菌抗药性的产生。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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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0] 实施例1：称取0.7g氟唑环菌胺、0.3g中生菌素、十二烷基苯磺酸钙4g、聚氧乙基脂

肪酸酯4g、甲醇6g、油酸甲酯8g，加去离子水补足100g后采用常规方法制备成1％氟唑环菌

胺﹒中生菌素乳油。

[0021] 实施例2：称取8g氟唑环菌胺、6g中生菌素、12g木质素磺酸钠、7g仲烷基硫酸钠、3g

萘磺酸钙、高岭土18g，加轻质碳酸钙补足100g后采用常规方法制备成14％氟唑环菌胺﹒中

生菌素可湿性粉剂。

[0022] 实施例3：称取21g氟唑环菌胺、5g中生菌素、5g烷基酚甲醛树脂聚氧乙烯醚、5g失

水山梨醇硬脂酸酯、6g聚氧乙烯失水山梨醇硬脂酸酯、6g月桂醇聚氧乙烯基醚硫酸钠、5g十

二烷基苯磺酸钠、3g丙酮、4g乙二醇，加去离子水补足100g后采用常规方法制备成26％氟唑

环菌胺﹒中生菌素乳油。

[0023] 实施例4：称取35g氟唑环菌胺、16g中生菌素、9g十二烷基聚氧乙烯醚磺酸钠、11g

十二烷基苯磺酸钠、13g萘磺酸钙，加白炭黑补足100g后采用常规方法制备成51％氟唑环菌

胺﹒中生菌素可湿性粉剂。

[0024] 实施例5：称取32g氟唑环菌胺、43g中生菌素、3g十二烷基苯磺酸钙、烷基硫酸钠、

3g烷基酚磺酸钙、4g木质素磺酸钠、2g  NNO、3g油酸甲酯、2g丙三醇，加去离子水补足100g后

采用常规方法制备成75％氟唑环菌胺﹒中生菌素乳油。

[0025] 实施例6：称取67g氟唑环菌胺、13g中生菌素、2g十二烷基硫酸钠、3g油酸钾、2g脂

肪醇硫酸盐、5g仲烷基硫酸钠，加膨润土补足100g后采用常规方法制备成80％氟唑环菌胺﹒

中生菌素可湿性粉剂。

[0026] 实施例7：氟唑环菌胺和中生菌素复配对玉米丝黑穗病室内生物活性测定试验(参

考《NY/T  1156.17-2009农药室内生物测定实验准则杀菌剂第17部分：抑制玉米丝黑穗病菌

活性试验浑浊度-酶联板法》)

[0027] 实验材料：试验药剂95.5％氟唑环菌胺原药和96％中生菌素原药；试验病菌为采

自田间玉米丝黑穗病发病部的冬孢子粉。

[0028] 试验操作：

[0029] 1 .分别配制单剂母液和设计11组配比混剂，各单剂和每组配比混剂均设7个系列

质量浓度。

[0030] 2.制备改良理查培养液：分别称取硝酸钾10g、磷酸二氢钾5g、硫酸镁2.5g、三氯化

铁0.02g和葡萄糖30g至烧杯中，加水溶解并定容至1L。

[0031] 3.称取10mg冬孢子粉，用10mL的0.03％的吐温-20水溶液浸泡4h，于4000r/min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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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心15min，弃上层清液。于孢子沉淀物中加入0.05％高锰酸钾水溶液10mL，震荡摇匀，静置

6h后离心15min，弃上层清液。将孢子沉淀物转移到200mL改良理查培养液中，制备成带菌培

养液备用

[0032] 4.取75μL的带菌培养液分别加入酶联板各小孔中，然后取75μL无菌蒸馏水和不同

浓度梯度的药液，使无菌蒸馏水和药液分别与带菌培养液等量混合均匀，每个处理重复4

次，带无菌蒸馏水为空白对照。将处理好的酶标板置于摇床上，在28℃、150r/min条件下摇

培84h。

[0033] 5.用酶标仪测定650nm波长下不同处理的吸光度，，计算病菌生长抑制百分率和药

剂的EC50。

[0034] 并根据孙运沛法计算混剂的共毒系数(CTC值)。按照联合作用划分标准：共毒系数

(CTC)≥120表现为增效作用；共毒系数(CTC)≤80表现为拮抗作用；80<共毒系数(CTC)<120

表现为相加作用。实验结果见表1。

[0035] 表1氟唑环菌胺和中生菌素复配对玉米丝黑穗病室内生物活性测定

[0036]

[0037]

[0038] 由表1可以看出，本发明农药组合物的活性成分氟唑环菌胺和中生菌素在1-20:1-

5的范围内时，共毒系数(CTC)均大于120，说明该发明的农药组合物的有效成分氟唑环菌胺

和中生菌素具有显著的协同增效作用。

[0039] 前述对本发明的具体示例性实施方案的描述是为了说明和例证的目的。这些描述

并非想将本发明限定为所公开的精确形式，并且很显然，根据上述教导，可以进行很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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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变化。对示例性实施例进行选择和描述的目的在于解释本发明的特定原理及其实际应

用，从而使得本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实现并利用本发明的各种不同的示例性实施方案以及

各种不同的选择和改变。本发明的范围意在由权利要求书及其等同形式所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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