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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种子处理剂，种子处理剂

有效成分为吡唑醚菌酯、噻菌灵和中生菌素，吡

唑醚菌酯占种子处理剂总重量的0.01%～20%，噻

菌灵占种子处理剂总重量的0.01%～20%，中生菌

素占种子处理剂总重量的0.01%～20%；本发明的

种子处理剂用于棉花、马铃薯、水稻种子处理，提

高种子发芽生长抗病能力，延缓病菌对有效成分

抗性的产生，增强植物根系，提高植物的耐逆性，

从而提高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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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种子处理剂，其特征在于：有效成分为吡唑醚菌酯、噻菌灵和中生菌素，吡唑醚

菌酯占种子处理剂总重量的0.01%～20%，噻菌灵占种子处理剂总重量的0.01%～20%，中生

菌素占种子处理剂总重量的0.01%～20%，其余为农药助剂。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种子处理剂，其特征在于，种子处理剂可以加工为65%吡

唑醚菌酯·噻菌灵·中生菌素种子处理可分散粉剂，各组分重量百分比为：吡唑醚菌酯

40%、噻菌灵20%、中生菌素5%、木质素磺酸盐4%、十二烷基苯磺酸钠3%、碱性玫瑰精3%，高岭

土补足至100%。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种子处理剂，其特征在于，种子处理剂可以加工为13%吡

唑醚菌酯·噻菌灵·中生菌素种子处理悬浮剂，各组分重量百分比为：吡唑醚菌酯4%、噻菌

灵8%、中生菌素1%、聚羧酸盐3%、丁基萘磺酸钠5%、甲醇0.5%、硅酸镁铝0.5%、甘油0.5%、阿拉

伯胶2%、碱性玫瑰精2%，去离子水载体补足至100%。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种子处理剂在用于棉花、马铃薯、水稻种子处理防治苗期

病害的用途。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种子处理剂，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苗期病害为包括马铃薯

黑痣病、水稻立枯病、棉花立枯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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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种子处理剂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农药组合及其应用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有效成分由吡唑醚菌酯、

噻菌灵和中生菌素组成的种子处理剂。

背景技术

[0002] 吡唑醚菌酯（pyraclostrobin），甲氧基丙烯酸酯类杀菌剂，为线粒体呼吸抑制剂，

即在细胞色素bcl合成中阻止电子转移。

[0003] 噻菌灵（thiabendazole），苯咪唑类杀菌剂，为抑制真菌有丝分裂过程中的微管蛋

白的形成。

[0004] 中生菌素（metalaxyl-M），农用抗生素杀菌剂，为抑制孢子萌发并能直接杀死孢

子，使丝状菌丝变形。

[0005] 影响种子和/或由该种子长成的植株的根、枝和叶正常生长的病害种类繁多，施用

种子处理农用化学品是保护种子和/或由该种子长成的植株的根、枝和叶免受病原物危害

的有效的化学手段之一。其他的方法，如作物布局调整、不同农药轮换等在实际操作过程

中，很难起到明显的效果。单一化合物作用靶标有相对专一性，防治谱不尽相同，单剂使用

容易产生抗药性，不能满足现实需要，二元混用也存在单独使用类似的问题，尽管有所改

善。

[0006] 发明人经过深入研究，意外的发现用吡唑醚菌酯、噻菌灵和中生菌素三元组合，在

一定的比例范围内复配对农作物上的致病菌表现增效作用，大田使用明显提升使用效果，

提高作物产量。经进一步研究，完成了本发明。

[0007] CN108770858A公开了一种含有吡唑醚菌酯与噻菌灵在制备用于防治由禾谷丝核

菌引起的植物病害的杀菌剂中的用途，本发明由吡唑醚菌酯、噻菌灵和中生菌素三元物合

物，A(中生菌素)与B(吡唑醚菌酯·噻菌灵)组合剂混配，具有预料不到的增效作用，

CN108770858A与本发明种子处理剂的技术方案无直接或间接启示。

[0008] CN102302026A公开了一种含有吡唑醚菌酯与中生菌素的杀菌组合物，本发明由吡

唑醚菌酯、噻菌灵和中生菌素三元物合物，A(噻菌灵)与B(吡唑醚菌酯·中生菌素)组合剂

混配，具有预料不到的增效作用，CN102302026A与本发明种子处理剂的技术方案无直接或

间接启示。

[0009] CN105409991A公开了一种含有中生菌素和吡唑醚菌酯以及氟吡菌酰胺的农药组

合物，本发明由吡唑醚菌酯、噻菌灵和中生菌素三元物合物，二者组合的成分不同，组合后

的效果无法预料，不存在直接或间接启示。

发明内容

[0010]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种子处理剂，提高作物种子发芽生长抗病能力，延缓

病菌对有效成分抗性产生，增强植物根系，提高植物的耐逆性。

[0011] 本发明技术方案：一种种子处理剂，有效成分为吡唑醚菌酯、噻菌灵和中生菌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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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成分为噻呋酰胺、精甲霜灵、噻虫嗪，吡唑醚菌酯占种子处理剂总重量的0.01%～20%，

噻菌灵占种子处理剂总重量的0.01%～20%，中生菌素占种子处理剂总重量的0.01%～20%，

其余为农药助剂。

[0012] 本发明通过农药制剂制备方法，选用适宜的农药助剂，可制得种子处理悬浮剂、种

子处理微囊悬浮剂、种子处理干拌种剂。

[0013] 所述的助剂含有分散剂、崩解剂、润湿剂、载体、增稠剂、防冻剂、包膜剂、着色剂、

植物营养；

所述的种子处理剂型包括种子处理悬浮剂、种子处理微囊悬浮剂、种子处理干拌种剂

或种子处理可分散粉剂。

[0014] 本发明种子处理剂加工为种子处理悬浮剂，各组分的重量百分数为：吡唑醚菌酯

0.01～20%，噻菌灵0.1～20%，中生菌素0.01～20%，有效成分总含量不大于50%，分散剂0.2

～19%，湿润剂0.2～12%，消泡剂0.1～3%，增稠剂0.1～3%，防冻剂0.1～5%，包膜剂0.1～

10%，着色剂0.1～5%，去离子水载体补足至100%。具体生产步骤为：将有效成分和其它助剂

混合，经砂磨机中砂磨，高速剪切分散，在水系介质中形成高分散、稳定的悬浮体系，制得相

应重量百分含量的种子处理悬浮剂。

[0015] 本发明种子处理剂加工为种子处理微囊悬浮剂，各组分的重量百分数为：吡唑醚

菌酯0.1～20%，噻菌灵0.01～30%，中生菌素0.1～20%，有效成分总含量不大于40%，分散剂

0.2～19%，湿润剂0.2～12%，增稠剂0.1～3%，消泡剂0.1～3%，防冻剂0.1～5%，包囊剂0.1～

10%，包膜剂0.1～10%，着色剂0.1～5%，植物营养0.1～5%，去离子水载体补足至100%。具体

生产步骤为：将有效成分和其它助剂混合，经砂磨机中砂磨后，高速剪切分散，在水系介质

中形成高分散、稳定的悬浮体系，制得相应重量百分含量的种子处理微囊悬浮剂。

[0016] 本发明种子处理剂加工为种子处理干拌种剂，各组分的重量百分数为：吡唑醚菌

酯0.1～40%，噻菌灵0.1～60%，中生菌素0.1～40%，有效成分总含量不大于90%，分散剂0.1

～20%，湿润剂0.1～20%，着色剂0.1～10%，植物营养0.1～5%，固体载体补足至100%。具体生

产步骤为：将有效成分和其它助剂混合，机械粉碎后再经气流粉碎，混合均匀，制得相应重

量百分含量的种子处理干拌种剂。

[0017] 本发明种子处理剂加工为种子处理可分散粉剂，各组分的重量百分数为：吡唑醚

菌酯0.1～40%，噻菌灵0.1～60%，中生菌素0.1～40%，有效成分总含量不大于90%，分散剂

0.1～20%，湿润剂0.1～20%，着色剂0.1～5%，固体载体补足至100%。具体生产步骤为：将有

效成分和其它助剂混合，机械粉碎后再经气流粉碎，混合均匀，制得相应重量百分含量的种

子处理可分散粉剂。

[0018] 所述着色剂又称警色剂，可以提高悬浮种衣剂的使用安全，其中所述着色剂优选

为碱性玫瑰精、水性玫红、酸性大红中的一种或两种以上。

[0019] 所述的防冻剂可以是甘油、丙二醇、二甘醇、尿素、甘油-乙醚双甘醇、无机盐等中

一种或几种。

[0020] 所述的湿润剂可以是十二烷基硫酸钠、十二烷基苯磺酸钠、丁基萘磺酸钠、烷基磺

酸钠、茶枯粉、皂角粉、无患子粉、缩合磷酸盐、硫酸盐、磷酸盐等中的一种或几种。

[0021] 所述的包囊剂可以是多亚甲基多苯基异氰酸酯、脲醛树脂等中的一种或几种。

[0022] 所述的分散剂可以是烷基酚聚氧乙烯醚甲醛缩合物、萘磺酸盐甲醛缩合物、对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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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基脂肪酰胺基苯磺酸、木质素磺酸盐、聚羧酸盐、烷基酚聚氧乙烯醚硫酸盐、烷基苯磺酸

钙盐、脂肪酸酯硫酸盐、烷基酚聚氧乙烯醚、脂肪醇聚氧乙烯醚、聚氧乙烯聚氧丙烯基醚嵌

段共聚物等中的一种或几种。

[0023] 所述的崩解剂可以是羧甲基淀粉钠、低取代羟丙基纤维素、交联羧甲基纤维素钠、

交联聚维酮、壳聚糖、海藻酸钠碳酸氢钠、氯化镁、氯化铝、氯化钠、尿素、硫酸铵、膨润土等

中的一种或几种。

[0024] 所述的增稠剂可以是聚乙酸乙烯酯、黄原胶、明胶、阿拉伯树胶、硅酸镁铝、酚醛树

脂、羟甲基纤维素、海藻酸钠等中的一种或几种。

[0025] 所述的固体载体可以是轻质碳酸钙、陶土、高岭土、硅藻土、膨润土、白炭黑、粘土、

凹凸棒土、滑石粉、石英沙等中的一种或几种。

[0026] 所述的包膜剂可以是成膜剂853、阿拉伯胶、动物胶、果胶、黄原胶、甲基纤维素、乙

基纤维素、羧甲基纤维素钠、羟丙基纤维素、海藻酸钠、聚乙烯醇、聚乙二醇、聚乙烯吡咯烷

酮、 聚丙烯酰胺、聚丙烯酸钠等中的一种或几种。

[0027] 所述的植物营养可以是N、P、K、Ca、Mg、B、Zn等植物生长所需要的元素。

[0028] 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1.具有增效作用，提高使用效果。

[0029] 2.有效成分不同组合，延缓病菌对有效成分抗性产生，提高使用寿命。

[0030] 3.使用效果优秀，提高作物产增。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简洁明了，本发明用以下具体实施例

进行说明，但本发明绝非仅限于这些例子。以下所述仅为本发明较好的实施例，仅仅用于描

述本发明，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的范围的限制。应当指出的是，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

内所做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0032] 实施例一：室内毒力测定试验

试验方法：参考《农药室内生物测定试验准则  NY/T1156.2-2006》，采用平皿法。

[0033] 用DPS统计分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算各药剂的EC50，并根据孙云沛法计算混剂

的共毒系数（CTC值），共毒系数（CTC）≥120表现为协同增效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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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34] （1）吡唑醚菌酯、噻菌灵和中生菌素三元混配对棉花立枯病致病菌立枯丝核菌室

内毒力测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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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试棉花立枯病致病菌立枯丝核菌从棉花病株分离保存。

[0035] 从结果可以看出，吡唑醚菌酯、噻菌灵和中生菌素三元混配（按重量）比例在1～

20:1～20:1～20的范围内组合，共毒系数（CTC）均大于120，说明对棉花立枯病致病菌立枯

丝核菌表现协同增效作用，尤其是4:8:1增效值最大。

[0036] （2）A（吡唑醚菌酯·噻菌灵）与B（中生菌素）混配对水稻立枯病致病菌立枯丝核菌

室内毒力测定结果

供试水稻立枯病致病菌立枯丝核菌从水稻病株分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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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从结果可以看出，  A（吡唑醚菌酯·噻菌灵=1+2）与B（中生菌素）混配比例在1～48

+1的范围内组合，共毒系数（CTC）均大于120，说明对水稻立枯病致病菌立枯丝核菌表现出

协同增效作用，尤其是12+1增效值最大；但是，A（吡唑醚菌酯·噻菌灵）与B（中生菌素）混配

比例在96+1共毒系数（CTC）为110.41，表现为相加作用。

[0038] （3）A（吡唑醚菌酯·中生菌素）与B（噻菌灵）混配对马铃薯黑痣病致病菌立枯丝核

菌室内毒力测定结果

供试马铃薯立枯病致病菌立枯丝核菌从马铃薯病株分离保存。

[0039] 从结果可以看出，  A（吡唑醚菌酯·中生菌素=4+1）与B（噻菌灵）混配比例在5:1～

128的范围内组合，共毒系数（CTC）均大于120，说明对马铃薯立枯病致病菌立枯丝核菌表现

出协同增效作用。

[0040] 实施例二：耐旱指数测定试验

耐旱指数计算参照东北农业大学学报2007年8月第38卷第4期刊发的不同类型春小麦

抗旱生理指标耐旱指数的主要成分分析，文章编号1005-9369（2007）04-0478-05，计算指标

采用干物质重量计算，水分胁迫的标准采用土壤最大持水量的20%作为水分胁迫标准。

[0041] 耐旱指数=  ×100

耐旱指数增加率（%）= ×100

（1）吡唑醚菌酯、噻菌灵和中生菌素混配对棉花种子处理拌种处理，棉花耐旱性测试，

E0为耐旱指数增加率的期望值，E为耐旱指数增加率的观测值。

药剂处理 有效成分用量（g /100千克种子） E（%） E0（%） E-E0（%）

A:吡唑醚菌酯 4 12.07 / /

B:噻菌灵 8 8.52 / /

C:中生菌素 1 5.39 / /

A+B+C 13 26.18 20.44 5.74 

[0042] （2）A（吡唑醚菌酯·噻菌灵）与B（中生菌素）混配对水稻种子处理，水稻根系耐旱

性测试，E0为耐旱指数增加率的期望值，E为耐旱指数增加率的观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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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剂处理 有效成分用量（g /100千克种子） E（%） E0（%） E-E0（%）

A（吡唑醚菌酯·噻菌灵）=1+2 12 13.51 / /

B:中生菌素 1 3.08 / /

A+B=1+12 13 23.29 16.17 7.12 

[0043] （3）A（吡唑醚菌酯·中生菌素）与B（噻菌灵）混配对马铃薯种子处理，棉花根系耐

旱性测试，E0为耐旱指数增加率的期望值，E为耐旱指数增加率的观测值。

药剂处理 有效成分用量（g /100千克种子） E（%） E0（%） E-E0

（%）

A（吡唑醚菌酯·中生菌素）=4+1 5 12.62 / /

B:噻菌灵 8 6.87 / /

A+B=5+8 13 25.06 18.62 6.44 

[0044] 实施例三：65%吡唑醚菌酯·噻菌灵·中生菌素种子处理可分散粉剂

吡唑醚菌酯40%，噻菌灵20%、中生菌素5%、木质素磺酸盐4%、十二烷基苯磺酸钠3%、碱性

玫瑰精3%，高岭土补足至100%；将有效成分和其它助剂混合，机械粉碎后再经气流粉碎，混

合均匀，制得65%吡唑醚菌酯·噻菌灵·中生菌素种子处理可分散粉剂；

该实施用量50  g  a.i/100千克种子进行马铃薯种子拌种处理，马铃薯播种后50天对马

铃薯综合病害防效96.18%，马铃薯亩增产26.2公斤。

[0045] 实施例四：13%吡唑醚菌酯·噻菌灵·中生菌素种子处理悬浮剂

吡唑醚菌酯4%，噻菌灵8%、中生菌素1%、聚羧酸盐3%、丁基萘磺酸钠5%、甲醇0.5%、硅酸

镁铝0.5%、甘油0.5%、阿拉伯胶2%、碱性玫瑰精2%，去离子水载体补足至100%。将有效成分和

其它助剂混合，经高速剪切分散、砂磨机中砂磨后，在水系介质中形成高分散、稳定的悬浮

体系，制得13%吡唑醚菌酯·噻菌灵·中生菌素种子处理悬浮剂；

该实施用量13  g  a.i/100千克种子进行水稻种子拌种处理，水稻播种后20天对水稻综

合病害防治98.11%，水稻亩增产量37.3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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