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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防治植物病害的组合物，

属于农业防治技术领域，所述组合物包括井冈霉

素和中生菌素，所述井冈霉素和中生菌素的质量

比为(1～15):(1～15)。本发明将井冈霉素和中

生菌素混配后协同增效明显，能大幅度提高药

效，降低农药使用量和用药成本。同时，本发明提

供的杀菌组合物能提高井冈霉素的持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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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防治白菜软腐病和西瓜枯萎病的组合物，其特征在于，所述组合物包括井冈霉

素和中生菌素，所述井冈霉素和中生菌素的质量比为(1～15):(1～15)。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组合物，其特征在于，所述井冈霉素和中生菌素的质量比为(3

～10):(2～8)。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组合物，其特征在于，所述井冈霉素和中生菌素的质量比为5:

4。

4.权利要求1～3任一项所述的组合物在防治植物病害中的应用。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所述植物病害包括白菜软腐病。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所述植物病害包括西瓜枯萎病。

7.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所述组合物的用量为5～15g/亩。

8.权利要求1～3任一项所述的组合物在制备农药制剂中的应用。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所述农药制剂包括水悬浮剂和/或可湿性

粉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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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防治植物病害的组合物及其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农业防治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防治植物病害的组合物及其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白菜软腐病又叫软腐病、烂疙瘩、水烂病，是白菜栽培中的主要病害之一，主要为

害叶片、柔嫩多汁组织及根茎部，病部黏滑软腐，病烂处有硫化氢恶臭味，是细菌侵染引起

的病害，在我国发生普遍，为害比较严重，轻者减产10％‑20％，重者减产达20％以上。

[0003] 西瓜枯萎病是西瓜的一种毁灭性病害，在世界各西瓜产区分布广泛。随着我国农

业产业结构的调整，西瓜种植面积越来越大，连作障碍已成为制约西瓜生产的重要因素。枯

萎病是西瓜连作障碍的主要病害之一。随着西瓜逐年连作，西瓜枯萎病发生日趋严重，目前

化学药剂防治是控制西瓜枯萎病病的重要而有效方法，但长期使用化学杀菌剂不仅造成西

瓜枯萎病菌的抗药性逐年增加，同时也会产生农药残留等问题，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人们

对环境保护和自身健康的关注，亟需开发一种高效低毒的生物农药。

[0004] 井冈霉素又称有效霉素，是一种放线菌产生的抗生素，具有较强的内吸性，易被菌

体细胞吸收并在其内迅速传导，干扰和抑制菌体细胞生长和发育。属低毒杀菌剂。虽然井冈

霉素对白菜软腐病和西瓜枯萎病具有防效，但防效不佳。

发明内容

[0005] 有鉴于此，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防治植物病害的组合物及其应用，将井冈

霉素和中生菌素复配后提高了对植物病害的防治效果。

[0006] 为了实现上述发明目的，本发明提供了以下技术方案：

[0007]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防治植物病害的组合物，所述组合物包括井冈霉素和中生菌

素，所述井冈霉素和中生菌素的质量比为(1～15):(1～15)。

[0008] 优选的，所述井冈霉素和中生菌素的质量比为(3～10):(2～8)。

[0009] 优选的，所述井冈霉素和中生菌素的质量比为5:4。

[0010] 本发明还提供了上述技术方案所述的组合物在防治植物病害中的应用。

[0011] 优选的，所述植物病害包括白菜软腐病。

[0012] 优选的，所述植物病害包括西瓜枯萎病。

[0013] 优选的，所述组合物的用量为5～15g/亩。

[0014] 本发明还提供了上述技术方案所述的组合物在制备农药制剂中的应用。

[0015] 优选的，所述农药制剂包括水悬浮剂和/或可湿性粉剂。

[0016]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防治植物病害的组合物及其应用，所述组合物包括井冈霉素和

中生菌素，所述井冈霉素和中生菌素的质量比为(1～15):(1～15)。本发明将井冈霉素和中

生菌素以量比为(1～15):(1～15)复配后提高了对植物病害的防治效果。

说　明　书 1/9 页

3

CN 110731337 B

3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防治植物病害的组合物，其特征在于，所述组合物包括井冈霉

素和中生菌素，所述井冈霉素和中生菌素的质量比为(1～15):(1～15)。

[0018] 在本发明中，所述井冈霉素和中生菌素的质量比优选为(3～10):(2～8)，更优选

为5:4。本发明对所述井冈霉素和中生菌素的来源没有特殊限定，采用本领域常规市售产品

即可。本发明对所述组合物的制备方法没有特殊限定，将所述井冈霉素和中生菌素采用常

规混合方法混合即可。

[0019] 本发明还提供了上述技术方案所述的组合物在防治植物病害中的应用。在本发明

中，所述植物病害优选包括白菜软腐病和/或西瓜枯萎病。在本发明中，所述组合物的用量

优选为5～15g/亩，更优选为10g/亩。在本发明中，所述组合物优选与水混合后对小麦进行

喷施，本发明对所述喷施的方法没有特殊限定，采用常规喷施方法即可。

[0020] 本发明还提供了上述技术方案所述的组合物在制备农药制剂中的应用。在本发明

中，所述农药制剂优选包括水悬浮剂和/或可湿性粉剂。本发明对所述组合物在农药制剂中

的用量没有特殊限定，采用常规制备相应农药制剂中活性物质的含量即可，本发明对所述

制备相应农药制剂中用到的辅料的种类和用量没有特殊限定，采用常规即可，本发明对相

应的农药制剂的制备方法没有特殊限定，采用常规制备方法即可。

[0021]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提供的技术方案进行详细的说明，但是不能把它们理解

为对本发明保护范围的限定。

[0022] 实施例1

[0023] 井冈霉素复配对白菜软腐病的室内毒力测定

[0024] 其中，白菜软腐病病菌由田间采集，经室内纯化培养，将白菜软腐病原菌在LB固体

培养基上面进行划线，在28℃下培养直到长出单菌落。挑取LB固体培养基上面的白菜软腐

病原菌的单菌落，放到液体的LB培养基中，在28℃、200rpm恒温摇床振荡培养到OD600值0.5

左右，备用。

[0025] 经预试确定各药剂有效抑制浓度范围后，将中生菌素、井冈霉素及其混配制剂按

有效成分含量用LB液态培养基稀释5个浓度，每样分成两份，一份不加任何菌体，另一份加

入含白菜软腐病病原菌的LB液体培养基，在28℃、200rpm恒温摇床振荡培养到CK的OD600值

0.5左右，将各个浓度的菌液在分光光度计上测定OD600值，计算校正OD600。

[0026] 药效计算：校正OD600值＝含菌培养基OD600值‑无菌培养基OD600值

[0027] 防效％＝(校正对照培养基OD600值‑校正含毒培养基OD600值)/校正对照培养基菌

液OD600值*100，求出毒力回归式，计算EC50。

[0028] 以孙云沛的共毒系数法(CTC)来评价药剂混用的增效作用，即CTC≦80为拮抗作

用，80<CTC<120为相加作用，CTC≧120为增效作用。

[0029] 表1井冈霉素与中生菌素复配对白菜软腐病的室内毒力测定表

[0030] 药剂 EC50(mg/L) 实测毒力指数 理论系数 共毒系数

井冈霉素(A) 35.64 100 ‑ ‑

中生菌素(B) 28.71 124.14 ‑ ‑

A：B＝15:1 27.65 128.90 101.51 126.98

A：B＝10:1 27.31 130.50 102.18 12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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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5:1 24.54 145.23 104.02 139.62

A：B＝3:1 22.88 155.77 106.04 146.90

A：B＝1:1 20.79 171.43 112.07 152.97

A：B＝1:2 23.66 150.63 116.09 129.76

A：B＝1:4 23.37 152.50 119.31 127.82

A：B＝1:8 23.10 115.75 154.29 127.03

A：B＝1:15 24.13 147.70 122.63 120.44

[0031] 由表1可以看出，井冈霉素，中生菌素对白菜软腐病的EC50分别为35 .64mg/L和

28.71mg/L，当井冈霉素与中生菌素质量比为15:1～1:15时，共毒系数大于120，表现出增效

作用，当井冈霉素与中生菌素质量比为1:1时，共毒系数最大，增效效果最好。

[0032] 实施例2

[0033] 将井冈霉素与中生菌素按重量比15:1复配，进行白菜软腐病防治的田间试验，按

下表的要求，将不同药剂配成相应浓度，于大白菜包心前第一次喷药，第一次施药，7天后第

二次施药，共施药两次，施药后7天，14天测量病情指数，计算药效。

[0034] 表2防治白菜软腐病药剂效果比较表

[0035]

[0036] 从表2可以看出，田间药效试验结果表明，在实施例2的试验条件下，井冈霉素与中

生菌素组合物对白菜软腐病具有优良的防效，防治效果与单剂相比具有增效作用，能够降

低农药的使用量，降低成本。

[0037] 实施例3

[0038] 将井冈霉素与中生菌素按重量比5:1复配，进行白菜软腐病防治的田间试验，按下

表的要求，将不同药剂配成相应浓度，于大白菜包心前第一次喷药，7天后第二次施药，共施

药两次，施药后7天，14天测量病情指数，计算药效。

[0039] 表3防治白菜软腐病药剂效果比较表

[0040]

[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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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2] 从表3可以看出，田间药效试验结果表明，在实施例3的试验条件下，井冈霉素与中

生菌素组合物对白菜软腐病具有优良的防效，防治效果与单剂相比具有增效作用，能够降

低农药的使用量，降低成本。

[0043] 实施例4

[0044] 将井冈霉素与中生菌素按重量比3:1复配，进行白菜软腐病防治的田间试验，按下

表的要求，将不同药剂配成相应浓度，于大白菜包心前第一次喷药药，7天后第二次施药，共

施药两次，施药后7天，14天测量病情指数，计算药效。

[0045] 表4防治白菜软腐病药剂效果比较表

[0046]

[0047] 从表4可以看出，田间药效试验结果表明，在实施例4的试验条件下，井冈霉素与中

生菌素组合物对白菜软腐病具有优良的防效，防治效果与单剂相比具有增效作用，能够降

低农药的使用量，降低成本。

[0048] 实施例5

[0049] 将井冈霉素与中生菌素按重量比1:1复配，进行白菜软腐病防治的田间试验，按下

表的要求，将不同药剂配成相应浓度，于大白菜包心前第一次喷药，7天后第二次施药，共施

药两次，施药后7天，14天测量病情指数，计算药效。

[0050] 表5防治白菜软腐病药剂效果比较表

[0051]

[0052]

[0053] 从表5可以看出，田间药效试验结果表明，在实施例5的试验条件下，井冈霉素与中

生菌素组合物对白菜软腐病具有优良的防效，防治效果与单剂相比具有增效作用，能够降

低农药的使用量，降低成本。

[0054] 实施例6

[0055] 将井冈霉素与中生菌素按重量比1:4复配，进行白菜软腐病防治的田间试验，按下

表的要求，将不同药剂配成相应浓度，于大白菜包心前第一次喷药，7天后第二次施药，共施

药两次，施药后7天，14天测量病情指数，计算药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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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6] 表6防治白菜软腐病药剂效果比较表

[0057]

[0058] 从表6可以看出，田间药效试验结果表明，在实施例6的试验条件下，井冈霉素与中

生菌素组合物对白菜软腐病具有优良的防效，防治效果与单剂相比具有增效作用，能够降

低农药的使用量，降低成本。

[0059] 实施例7

[0060] 将井冈霉素与中生菌素按重量比1:8复配，进行白菜软腐病防治的田间试验，按下

表的要求，将不同药剂配成相应浓度，于大白菜包心前第一次喷药，7天后第二次施药，共施

药两次，施药后7天，14天测量病情指数，计算药效。

[0061] 表7防治白菜软腐病药剂效果比较表

[0062]

[0063] 从表7可以看出，田间药效试验结果表明，在实施例7的试验条件下，井冈霉素与中

生菌素组合物对白菜软腐病具有优良的防效，防治效果与单剂相比具有增效作用，能够降

低农药的使用量，降低成本。

[0064] 实施例8

[0065] 将井冈霉素与中生菌素按重量比1:15复配，进行白菜软腐病防治的田间试验，按

下表的要求，将不同药剂配成相应浓度，于大白菜包心前第一次施药，7天后第二次施药，共

施药两次，施药后7天，14天测量病情指数，计算药效。

[0066] 表8防治白菜软腐病药剂效果比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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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7]

[0068] 从表8可以看出，田间药效试验结果表明，在实施例8的试验条件下，井冈霉素与中

生菌素组合物对白菜软腐病具有优良的防效，防治效果与单剂相比具有增效作用，能够降

低农药的使用量，降低成本。

[0069] 实施例9

[0070] 井冈霉素复配对西瓜枯萎病的室内毒力测定

[0071] 其中，西瓜枯萎病病菌由田间采集，经室内纯化培养。

[0072] 试验方法：经预试确定各药剂有效抑制浓度范围后，将中生菌素、井冈霉素及其混

配制剂按有效成分含量梯度系列稀释5个浓度，用无菌水作对照，采用菌丝生长速率法测

定，将不同浓度药剂加入灭菌培养皿中，每皿1mL,再加入灭菌融化的PDA培养基9mL，充分混

匀制成平板，再将扩培的菌落达成0.5cm的菌饼，每皿一片，每处理3次重复，置于28℃恒温

箱中培养，培养4天测量菌落直径，计算菌丝生长抑制率，求出毒力回归式，计算EC50，菌丝生

长抑制率公式如下：

[0073] 菌丝生长抑制率(％)＝(空白对照菌落直径‑药剂处理菌落直径)/空白对照菌落

直径*100

[0074] 以孙云沛的共毒系数法(CTC)来评价药剂混用的增效作用，即CTC≦80为拮抗作

用，80<CTC<120为相加作用，CTC≧120为增效作用。

[0075] 表9井冈霉素与中生菌素复配对西瓜枯萎病的室内毒力测定表

[0076] 药剂 EC50(mg/L) 实测毒力指数 理论系数 共毒系数

井冈霉素(A) 25.58 100 ‑ ‑

中生菌素(B) 28.69 89.16 ‑ ‑

A：B＝15:1 20.63 123.99 99.32 124.84

A：B＝10:1 20.89 122.45 99.02 123.66

A：B＝5:1 21.45 119.25 98.19 121.45

A：B＝3:1 21.88 116.91 97.29 120.17

A：B＝1:1 20.02 127.77 94.58 135.09

A：B＝1:2 20.63 123.99 92.77 133.65

A：B＝1:4 21.54 118.76 91.33 130.03

A：B＝1:8 22.10 115.75 90.36 128.10

A：B＝1:15 22.31 114.66 89.84 127.63

[0077] 由表9可以看出，井冈霉素，中生菌素对西瓜枯萎病的EC50分别为25 .58mg/L和

28.69mg/L，当井冈霉素与中生菌素质量比为15:1～1:15时，共毒系数大于120,表现出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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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当井冈霉素与中生菌素质量比为1:1时，共毒系数最大,增效效果最好。

[0078] 实施例10

[0079] 将井冈霉素与中生菌素按重量比15:1复配，进行西瓜枯萎病防治的田间试验，按

下表的要求，将不同药剂配成相应浓度，于西瓜挂果期第一次施药，7天后第二次施药，共施

药两次，施药后7天，14天，21天测量病情指数，计算药效。

[0080] 表10防治西瓜枯萎病药剂效果比较表

[0081]

[0082] 从表10可以看出，田间药效试验结果表明，在实施例10的试验条件下，井冈霉素与

中生菌素组合物对西瓜枯萎病具有优良的防效，防治效果与单剂相比具有增效作用，能够

降低农药的使用量，降低成本。

[0083] 实施例11

[0084] 将井冈霉素与中生菌素按重量比5:1复配，进行西瓜枯萎病防治的田间试验，按下

表的要求，将不同药剂配成相应浓度，于西瓜挂果期第一次施药，7天后第二次施药，共施药

两次，施药后7天，14天，21天测量病情指数，计算药效。

[0085] 表11防治西瓜枯萎病药剂效果比较表

[0086]

[0087] 从表11可以看出，田间药效试验结果表明，在实施例11的试验条件下，井冈霉素与

中生菌素组合物对西瓜枯萎病具有优良的防效，防治效果与单剂相比具有增效作用，能够

降低农药的使用量，降低成本。

[0088] 实施例12

[0089] 将井冈霉素与中生菌素按重量比3:1复配，进行西瓜枯萎病防治的田间试验，按下

表的要求，将不同药剂配成相应浓度，于西瓜挂果期第一次施药，7天后第二次施药，共施药

两次，施药后7天，14天，21天测量病情指数，计算药效。

[0090] 表12防治西瓜枯萎病药剂效果比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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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1]

[0092] 从表12可以看出，田间药效试验结果表明，在实施例12的试验条件下，井冈霉素与

中生菌素组合物对西瓜枯萎病具有优良的防效，防治效果与单剂相比具有增效作用，能够

降低农药的使用量，降低成本。

[0093] 实施例13

[0094] 将井冈霉素与中生菌素按重量比1:1复配，进行西瓜枯萎病防治的田间试验，按下

表的要求，将不同药剂配成相应浓度，于西瓜挂果期第一次施药，7天后第二次施药，共施药

两次，施药后7天，14天，21天测量病情指数，计算药效。

[0095] 表13防治西瓜枯萎病药剂效果比较表

[0096]

[0097] 从表13可以看出，田间药效试验结果表明，在实施例13的试验条件下，井冈霉素与

中生菌素组合物对西瓜枯萎病具有优良的防效，防治效果与单剂相比具有增效作用，能够

降低农药的使用量，降低成本。

[0098] 实施例14

[0099] 将井冈霉素与中生菌素按重量比1:4复配，进行西瓜枯萎病防治的田间试验，按下

表的要求，将不同药剂配成相应浓度，于西瓜挂果期第一次施药，7天后第二次施药，共施药

两次，施药后7天，14天，21天测量病情指数，计算药效。

[0100] 表14防治西瓜枯萎病药剂效果比较表

[0101]

[0102] 从表14可以看出，田间药效试验结果表明，在实施例14的试验条件下，井冈霉素与

中生菌素组合物对西瓜枯萎病具有优良的防效，防治效果与单剂相比具有增效作用，能够

说　明　书 8/9 页

10

CN 110731337 B

10



降低农药的使用量，降低成本。

[0103] 实施例15

[0104] 将井冈霉素与中生菌素按重量比1:8复配，进行西瓜枯萎病防治的田间试验，按下

表的要求，将不同药剂配成相应浓度，于西瓜挂果期第一次施药，7天后第二次施药，共施药

两次，施药后7天，14天，21天测量病情指数，计算药效。

[0105] 表15防治西瓜枯萎病药剂效果比较表

[0106]

[0107] 从表15可以看出，田间药效试验结果表明，在实施例15的试验条件下，井冈霉素与

中生菌素组合物对西瓜枯萎病具有优良的防效，防治效果与单剂相比具有增效作用，能够

降低农药的使用量，降低成本。

[0108] 实施例16

[0109] 将井冈霉素与中生菌素按重量比1:15复配，进行西瓜枯萎病防治的田间试验，按

下表的要求，将不同药剂配成相应浓度，于西瓜挂果期第一次施药，7天后第二次施药，共施

药两次，施药后7天，14天，21天测量病情指数，计算药效。

[0110] 表16防治西瓜枯萎病药剂效果比较表

[0111]

[0112] 从表16可以看出，田间药效试验结果表明，在实施例16的试验条件下，井冈霉素与

中生菌素组合物对西瓜枯萎病具有优良的防效，防治效果与单剂相比具有增效作用，能够

降低农药的使用量，降低成本。

[0113] 由以上实施例可以得出，本发明将井冈霉素和中生菌素混配后协同增效明显，能

大幅度提高药效，降低农药使用量和用药成本。同时，本发明提供的杀菌组合物能提高井冈

霉素的持效期。

[0114]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应

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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