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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大棚内使用植物抗病性诱导剂BTH 75 ΛgõmL - 1用药 2 次, 对甜瓜白粉病和细菌角斑病防治效果

可达 60% 左右。BTH 用药 50 ΛgõmL - 1, 或仅用药 1 次, 则效果较差。BTH 对采后病害也具有良好的防治作

用, 甜瓜采后处理可推迟发病 1～ 2 周。抗病性诱导剂BTH 用量少, 无环境污染, 防治效果好, 是一种具有广

泛应用前景的新型植物病害防治剂。本文首次报道了BTH 对甜瓜白粉病、细菌角斑病和甜瓜采后病害的防

治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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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ic Induced Resistance Effectiveness of BTH on M uckm el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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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udy on the con tro l of pow dery m ildew cau sed by E ry sip he cichoracea rum and

bacteria l angu lar leaf spo t cau sed by P seud om onas lach rym ans on m elon by the system ic

resistance inducer Benzo th iad iazo le BTH 75 Λg õmL - 1 and 50 Λg õmL - 1 has been done in

p ro tected fields. It show ed that BTH had a bet ter effect of con tro ling tw o diseases. T he

effect iveness of con tro l w as 60% o r so. It w as bet ter to u sed BTH tw o tim es than one t im e.

BTH w as also availab le to con tro l the po stharvest d iseases on fru it m elon. A fter t rea tm en t

by BTH the occu rrence of d iseases w ou ld be po stponed fo r 1～ 2 w eek s. BTH is no po llu t ion,

no po isonou s to pathogen s, hum an and an im al. It is a p rom ising agen t fo r con tro l of d iseases

in fu tu re.

Key words　induced resistance ; BTH; pow dery m ildew of m elon; bacteria l angu lar leaf spo t

of m elon; po stharvest d isease

近年来, 利用温室、大棚栽培甜瓜的面积逐渐扩大, 但采前、采后病害均比较严重。生长期

的白粉病 (E ry sip he cichoracea rum ) 和细菌角斑病 (P seud om onas lach rym ans) 对甜瓜影响较

大, 使植株提前枯死, 产量下降, 品质降低; 采后病害造成甜瓜储藏期腐烂、变质, 严重影响经济

效益[1 ]。在防治上曾经使用过化学农药, 但效果不够理想, 并有残留问题。Schu rter 1987 年首

次报道了苯并噻唑硫代乙酸甲酯BTH [Benzo (1, 2, 3) th iad iazo le272carbo th io ic acid S2m ethyl

ester ]对植物具有诱导抗性[2 ]。Goarlach 和 F riedrich 等于 1996 年分别报道了BTH 对小麦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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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病和烟草病害的防治作用[2～ 4 ]。后来人们在黄瓜、拟南芥等植物上的研究取得了很好的病害

防治效果[4, 5 ]。在烟草和拟南芥上外源应用BTH , 可诱导与植物抗病防御有关基因的表达及

PR 蛋白的产生, 有激活植物保卫系统的作用。这一途径与人们发现的病原物调节系统获得抗

性 (SA R )相类似[2, 3 ]。强有力的证据表明,BTH 不需要水杨酸、茉莉酸或乙烯的参与就能诱导

SA R。因此, BTH 做为第二信号分子活化 SA R , 其信号传导途径与其他分子信号积累无

关[2～ 4 ]。BTH 在欧洲已进行了登记, 用于防治大麦、小麦白粉病等, 国外尚无在厚皮甜瓜上的

应用报道, 在我国未见有关BTH 研究的报道。本试验通过在温室甜瓜上施用BTH , 研究其诱

抗作用及对甜瓜白粉病, 细菌角斑病和甜瓜采后病害的防治作用。

1　材料与方法

药剂为Benzo th iad iazo le (BTH ) , 诺华农化有限公司生产,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黄永博士提

供。甜瓜品种为郁金香和伊丽莎白。试验地点在北京顺义大孙各庄多种经营公司生产大棚。试

验于 1998 年 4 月进行, 在每个甜瓜大棚内, 每个品种划分 5 个小区, 每小区长 8 m , 宽 3 m , 共

60 株。在甜瓜开花初期分别用 50 ΛgõmL - 1和 75 ΛgõmL - 12 种浓度的BTH 喷雾, 各处理 2 个

小区, 座果期每个处理各选 1 个小区, 进行第 2 次喷药处理。另 1 个小区喷清水为对照。分别

在 3 个大棚内进行 3 次重复。在白粉病和细菌角斑病发病盛期调查发病率和病情指数。甜瓜

成熟收获后, 在 22～ 25℃条件下保藏 3 周, 每周调查 1 次病害发生情况。

甜瓜白粉病病情指数分级标准:

0　无病斑

1　叶面有少量菌丝, 污斑面积占总叶面积 5% 以下;

2　叶面有少量菌丝和孢子, 污斑面积占总叶面积 5%～ 20% ;

3　叶面有较多菌丝和孢子, 污斑面积占总叶面积 20%～ 50% ;

4　叶面有较多菌丝和孢子, 污斑面积占总叶面积 50%～ 80% ;

5　叶面有大量菌丝和孢子, 污斑面积占总叶面积 80% 以上。

甜瓜细菌角斑病病情指数分级标准:

0　无病斑

1　病斑面积占总叶面积 5% 以下;

2　病斑面积占总叶面积 5%～ 20% ;

3　病斑面积占总叶面积 20%～ 40% ;

4　病斑面积占总叶面积 40%～ 70% ;

5　病斑面积占总叶面积 70% 以上。

甜瓜成熟收获后, 每处理取 40 个瓜, 置于 22～ 25℃条件下保藏, 观察采后发病情况。

2　结果与分析

2. 1　BTH 喷施对郁金香甜瓜白粉病的防治结果 (图 1)

施用BTH 50 ΛgõmL - 1防效为 14. 84% , 75 ΛgõmL - 1为 33. 55%。高浓度比低浓度防治效

果好, 并且用药 2 次比 1 次防治效果好, 其防效分别为 38. 0% 和 64.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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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BTH 处理郁金香甜瓜后白粉病的发病程度

2. 2　BTH 对郁金香甜瓜细菌角斑病的防治效果 (图 2)

BTH 50 ΛgõmL - 1对郁金香甜瓜细菌角斑病的防治效果为 12. 2% , 75 ΛgõmL - 1 BTH 对

其有良好的防效, 为 48. 66%。2 次用药效果更好, 分别为 27. 21% 和 57. 1%。

图 2　BTH 处理郁金香甜瓜后细菌角斑病的发病程度

2. 3　BTH 对伊丽莎白甜瓜白粉病的防治结果 (表 1)

BTH 对伊丽莎白甜瓜白粉病的防治效果可达 29. 13%～ 47. 64% , 2 次用药比 1 次用药防

治效果好。田间调查还表明, 施用BTH 可推迟白粉病的发生 1～ 2 周, 并延缓叶片枯死。

2. 4　BTH 对伊丽莎白甜瓜细菌角斑病的防治效果 (表 2)

虽然甜瓜细菌角斑病发生较轻, 但BTH 仍能显出较好的防治效果, 75 ΛgõmL - 1 2 次用

药, 防治效果可达 52.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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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BTH 对伊丽莎白甜瓜白粉病的防治效果

BTH 处理 ΘöΛgõmL - 1 用药次数 重复数 发病率 Υö% 病情指数 Υö% 平均防效 Υö%

50 1 1 59. 55 22. 18 b3 29. 13

1 2 63. 14 27. 62 b

1 3 63. 22 26. 25 b

2 1 57. 0 23. 23 b 34. 13

2 2 60. 24 25. 45 b

2 3 56. 1 22. 0 b

75 1 1 49. 21 18. 15 c 46. 60

1 2 52. 55 20. 60 bc

1 3 48. 24 18. 55 c

2 1 52. 76 17. 07 c 47. 64

2 2 53. 65 18. 88 c

2 3 55. 80 20. 24 bc

CK 1 66. 68 33. 28 a

2 71. 45 35. 65 a

3 68. 9 38. 38 a

　　3 差异显著性为 0. 05 水平。

表 2　BTH 对伊丽莎白甜瓜细菌角斑病的防治效果

BTH 处理 ΘöΛgõmL - 1 用药次数 重复数 发病率 Υö% 病情指数 Υö% 平均防效 Υö%

50 1 1 5. 38 1. 12 b3 14. 19

1 2 5. 45 1. 24 b

1 3 6. 06 1. 03 b

2 1 5. 44 1. 02 b 36. 13

2 2 4. 12 0. 86 bc

2 3 5. 23 1. 09 b

75 1 1 5. 35 0. 89 bc 33. 55

1 2 5. 66 1. 12 b

1 3 5. 34 1. 08 b

2 1 3. 57 0. 79 c 52. 26

2 2 3. 55 0. 68 c

2 3 3. 98 0. 75 c

1 6. 62 1. 63 a

2 6. 21 1. 58 a

CK 3 6. 19 1. 44 a

　　3 同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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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　甜瓜采后病害发生情况 (表 3)

　　BTH 对甜瓜采后病害具有较好的防治作用, 在收获后 1 周内, 75 ΛgõmL - 1BTH 的防治效

果可达 75% , 3 周后仍具有一定防效。2 次用药比 1 次效果好, 并可推迟发病 1～ 2 周。

表 3　BTH 对甜瓜采后病害的防治效果

甜瓜品种
BTH 处理 ΘöΛgõmL - 1 调查日期及发病率 Υö%

花期处理 座果期处理 05215 05222 05229

郁金香 CK 75 100 100

50 50 75 100

50 50 50 50 75

75 0 75 100

75 75 0 50 75

伊丽莎白 CK 50 100 100

50 25 75 75

50 50 25 50 50

75 25 50 75

75 75 0 25 50

3　讨论

近年人们对植物的系统诱导抗病性 (SA R )进行了大量研究[2, 5～ 7 ]。机制研究表明: 诱导部

位产生系统性信号, 经韧皮部传导, 一方面诱发 SA R 基因表达, 基因表达产物本身直接或通过

其他机制杀死病原物, 抑制病原物的生长; 另一方面, 组织内水杨酸遇到诱抗因子后, 迅速活化

一种依赖于病原物的精细调控机制, 放大和强化非特异性病原信号, 活化非特异性防卫反应机

制, 从而表现 SA R [5, 8 ]。除亲和及非亲和病原物外, 有些生化制剂, 如水杨酸 (SA ) , 2, 62二氯异

烟酸 ( INA ) , 苯并噻唑硫代乙酸甲酯 (BTH )等也能诱发 SA R [2, 4, 5, 7 ]。

本试验结果表明, 在大棚甜瓜生产中, 植物抗病性诱导剂BTH 对甜瓜白粉病和细菌角斑

病均具有良好的防治作用, 可以显著减轻和推迟甜瓜生长期病害的发生, 降低损失。BTH 对甜

瓜产后病害也具有很好的防治作用, 可推迟病害发生 1～ 2 周, 延长货架期, 提高经济效益。因

此,BTH 有望在生产上推广应用。

植物抗病性诱导剂BTH 对病菌无抑制作用, 而是通过活化植物体内的防御机制, 达到防

病作用[2, 3, 7 ]。其对造成局部坏死斑的病原菌侵染, 产生系统信号, 传至植物其他部位, 激发抗

病蛋白产生, 抗性增强[9～ 11 ]。本研究表明,BTH 可诱导甜瓜对多种病原物产生抗性, 既可诱导

甜瓜抗真菌病害, 又可抗细菌病害。其对甜瓜采后病害的良好防治效果, 也表明在甜瓜上具有

较强的系统诱抗作用并持续时间长。因此BTH 作为新一代植物病害防治剂, 用量少, 药效长,

易被植物吸收、运输和代谢, 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本试验也表明, 在甜瓜的不同品种上诱导抗

性表现略有差异。由于 2 次施药的时间相差十几天, 对其诱导抗性的影响尚不清楚, 系统抗性

机理尚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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