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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施磷、钾肥对大花蕙兰炭疽病防治效果的影响 

易绮斐 邢福武 叶秀麟 ’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广东 广州 510650) 

摘要 ：通过施用 3种不 同氮 、磷、钾 比例 的肥料并结合常规药剂防治，对大花蕙兰黄金小神童炭疽病 防治效果进行比 

较试验 。结果表明，增施钾肥的[N：P(P205)：K(K20)--15：15：3O】和增施磷肥的[N：P(P2Os)：K(K20) 15：30：15】的 

防治效果显著，防治效果分别达到 76．54％、73．71％，显著高于未增施磷、钾肥 的 (N：P(P205)：K(K20) 15：15：15】防 

治效果 (47．79％)，说明增施磷、钾肥有助于提高对兰花炭疽病的防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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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Increasing Phosphate and Potassium Fertilizers 

on the Control of Cymbidium Anthracnose 

YI Qi—fei XIN Fu—WU YE Xiu—lin‘ 

(South China Institute of Boumy,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Cmaagzhou 510650，China) 

Abstract： Nitrogen, phosphate and potassium fertilizers with various proportion and in combination m 

conventionalagriculturalchemicalswereapplied toCymbidiumGolden EIf‘Sundust’for controlling anthracnose 

disease caused by Colletotrichum orchidearum ￡ cymbidii．Fertilizers Used  were a compound fertilizer of 

N：P2Os：K20=15：15：15(C)，andonthebasisofwhich additionalKandPwere supplied asN：P：K l5：15：30(A)and 

15：30：15(B)，respectively．No agricultural chemical was applied in D for contro1． results indicated that 

increasing K and P contents in fertilizer significan tly enhanced  the resistance to the an thracnose， the controlling 

effectsbeing76．54％ an d73．71％ ．respectively,whereas in treatment C being 47．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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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花种类极其繁多，在众多的园艺花卉中独冠 

群芳，是深受人们喜爱的传统花卉。大花蕙兰隶属 

于兰科(Orchidaceae)蕙兰属(Cymbidium)，又称东亚 

兰 、虎头兰、喜姆 比兰，经多年的人工杂交和选择， 

培育出数以千计的优 良栽培品种【”，具有花色繁多、 

花形多姿多彩、花期长的特点。 

近年来随着兰花商业化的发展，国内外引种栽 

培的品种也愈来愈多，病虫害的范围和危害性也随 

之增加闭，其 中兰花炭疽病是发生普遍而又严重的 
一

种，在我 国栽培兰花 的地方都有分布，广州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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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发 病 率 可 达 70％ 以 上 。 兰 花 炭 疽 病 菌 

(Colletotrichum orchidearum Allesch．￡ c)，玎 

Allesch．)的危害，严重影响了兰花的观赏价值和经 

济价值。发病轻时，叶片上出现大小不等的黑斑；严 

重时，叶片枯死，植株不开花，失去观赏价值嘲。 

国内有关兰花炭疽病的防效试验的报道较少 。 

在大花蕙兰试管苗大面积推广种植 的栽培过程 中 

发生了炭疽病 ，其中以株型好、花色金黄、素雅且幽 

香 的大花蕙兰黄金小神童 (Cymbidium Golden Elf 

‘Sundust’，以下简称小金童)的发病最严重。我们 

采用常规的药剂防治试验，防治效果不显著。根据 

前人 的研究，适当增加磷肥和钾肥的用量 ，能提高 

植物 的抗病能力，是防治多数植物炭疽病的一项重 

要栽培措施 旧，但对增施磷钾肥能否提高兰花抗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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疽病的能力，则未见报道。我们于 2000年 4一l0月 

间采用增施磷、钾肥并结合常规的药剂进行防治试 

验，探讨提高防治兰花炭疽病的效果。 

1材料和方法 

1．1试 验材料 

试验地设在中国科学 院华南植物研究所兰花 

引种栽培试验基地的兰园中，以发病较重的 4 a生 

小金童成熟株为试验材料，所有试验小区的栽培条 

件均匀一致。 

1．2供试肥料和农药 

芭 田蓝复合肥：N：P0'2o,)：K(K20) 15．15：15 

(深圳芭 田蓝复合肥有 限公司生产 )；14％一18％广 

州磷肥(广州增城市化肥厂生产)：60％氯化钾 (广 

州增城市化肥厂生产 )：50％多菌灵 WP(上海联合 

化工厂生产)500倍；40％灭病威多硫悬浮剂(广州 

市珠江 电化厂生产)800倍 ；70％普菌克 (深圳 

市瑞丰农药有限公司)800倍。 

1．3 试验方 法 

按施肥比例设4个处理，3次重复，采用随机区 

组排列，小区面积为 6me。 

肥料比例： 

处理 A：N：P：K=15：15：30 

处理 B：N：P： l5：30：l5 

处理 C：N：P：K=l'5：15：15 

D(对照)：N：P：K=15：15：15(未施农药) 

病情调查 处理前于 2000年 4月 24日对 

供试植株进行病情调查，主要从病斑的形状、大小、 

颜色、发展状况等方面进行炭疽病症状差异比较。 

防治前后各调查一次。病前调查后剪除病叶，处理 

A、B、C用农药 (多菌灵、灭病威、普菌 克)交替使 

用，每次处理以叶片湿润为度，D(对照)用同剂量清 

水；此时进行第 1次喷药，每周喷 1次，连续喷 3次， 

以后每月喷 1次；同时淋浇上述 比例肥料 l 000倍 

液，每周 1次。最后于 2000年 l0月 24日再进行病 

情调查。调查方法为采用 5点取样法进行取样，每 

个样点随机取 l0片叶进行病情调查，根据病情分 

级 标 准 调 查 、记 录 和 计 算 病 情 指 数 圈，分 级 

标准为： 

0级：未发病 

l级 (微)：叶片上有个别病斑 (1-5个) 

2级 (轻)：叶片上有零星病斑 (6-10个) 

3级 (中)：叶片上有少数病斑 (11"15个) 

4级 (重 )：叶片上有较多病斑 (16—20个 ) 

5级 (甚)：叶片上有很多病斑 ，叶尖干枯 ，大部 

分或全干枯以及脱落。 

按下式计算病情指数和相对防治效果： 

病情指数：三 垄 塑 ×l00 
调查总叶片数 ×5 

一 治效果 

2结果和分析 

2．1 症状 

小金童炭疽病菌主要侵害叶片，先在叶缘和叶 

尖部分产生病斑。发病初期在叶片背面形成淡黄色 

小 圆点 ；发展到叶正面，病斑半圆、圆形或不规则 

形，中部色浅，边缘色深，病斑多时数个相连引起组 

织枯死，严重时整片叶枯死，使植株早衰。高温高湿 

的天气发病较快 ，且此病传播快，严重时 田间发病 

率达到 80％，影响兰花的观赏价值和经济价值。 

2．2增施磷 、钾肥对大花墓兰抗炭疽病的作用 

防治前进行调查，发病程度较重，处理区和对 

照区病情指数都较高。处理 A加强钾肥施用后，病 

情指数平均值最低，只有 l3．47：而处理 B加强磷肥 

施用后，病情指数平均值较低，为 15．07；处理 C施 

用一般的复合肥 (N：P：K=15：15：15)，其病情指数 

平均值较高，为 28．80，但这 3种处理的病情指数平 

均值都比处理前低，而对照 D的则比处理前高，达 

到 57．47(表 1)。增施钾、磷肥的处理 A、B的平均 

相对防治效果较高，分别达到 76．54％、73．71％，防治 

效果较好，而处理 C的为 47．79％，明显低于增施 

钾、磷肥的处理A、B，防治效果一般 (表 1)。从图 l 

中也可看出，增施钾、磷肥的处理 A、B叶色好，病斑 

少，而只采用常规药剂防治的处理 C的叶片病斑较 

多，对照 D的叶片上病斑更多，叶色欠佳。 

对表 l所得结果数据进行显著性检验 。F测验 

结果表明，F区组问 F处理问>I l，即处理间差异显 

著，重复间差异不显著 (表 2)。为了明确各处理对 

小金童炭疽病 的防治效果 ，进行新复极差 (LSR 

法)测验。 

从表 2可见处理与对照存在极显著差异。处理 

A、B与 C之间表现差异极显著；处理 A和处理 B 

的防治效果无显著差异。可见，增加磷 、钾肥的施 

用，并结合常规药剂防治的防治效果较好。从田间 

观测也可看到：增施磷钾肥的植株长得较健壮，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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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不同处理后炭疽病侵染的小金童病叶比较 

Fig．1 I．~aVCSofCymb~ Golden Elf ‘Sundust’ infectedby锄ltbI叠cno∞ 

(C绷 10I |IIHm orchide~ ￡c 6 的are*differenttreatments： 

各组左边：叶片正面，右边：叶片背面。Fertilizersof N'Pand Kwefeinproportiollof 15：15：30 

forA。15：30：15 forB。and 15：15：15 forC．Agricultural chfmi~ werc eppliedinall缸c硼men协 

fXC~'ptforD．Theleafontheleftineachpair showsadaxial自Ⅱ蠡 c．Ollthetightabaxia1． 

裹 1 处理前后 田闻病情及防治效果差异比较 

Table l Infectiveindcxcsande~ntrollinge融 befom or  tr~tment 

‘同一栏 中，有相同字母的表示差异不显著。ValuesincobmmAfoilow~lbythe蛐 eletterdonot 
differ significantly．For B，C andD sceFigure1． 

裹 2方差分析裒 

Table2 Varian ce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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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好 ，假球茎也较粗壮。而未增加磷钾肥的处理 C 

仍发病较重。未经药剂防治和增施磷钾肥的对照 D 

发病更重。 

3讨论 

从试验结果可以看 出，常规农药交替使用对小 

金童炭疽病有一定的防治效果，但防效不够理想 ， 

平均防治效果只有 47．79％。我们在多年的试验和观 

察中发现 ，用科学的栽培管理方法 ，增强植株本身 

的抗病能力，并结合常规药剂防治，其中以增施磷 

钾肥的方法达到的效果较好，综合防治效果可达到 

70％以上 。 

前人认为增施肥料和合理施肥，如适 当增加磷 

肥和钾肥 的用量，可以改善作物的营养条件，使植 

株健壮；磷、钾肥能使叶和茎的机械组织增强，提高 

植株抗病能力旧。增施钾能提高作物的抗病性，钾基 

本上参与所有能影响病害轻重的细胞功能；通过改 

善钾素营养能使厚壁组织层的厚度增加，也加强了 

细胞壁或组织结构的机械强度，是植物 比较健壮的 

主要原因，因此，钾素营养通过改善植物本身或组 

织结构加强了植物的抗病性网。从我们的试验中可以 

看出，增施磷、钾肥的的植株生长健壮，尤其是植株 

的假球茎粗壮，提高了小金童的抗病能力，也提高了 

对兰花炭疽病的防治效果。 

进 一步找 出更合适的 N、P、K 比例的肥料 ，选 

择除多菌灵之外的其它有效杀菌剂与之轮换 ，以达 

到更高效的组合防治效果，既能增强植株的生长发 

育，又能提高防治效果，减少农药的使用，避免单施 

某一种农药所造成 的抗药性，并可减少农药对环境 

的污染，利于环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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