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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乙蒜素不能与碱性农药混
用，也不能与草木灰混用，否则
降低药效。

2.乙蒜素不能放在与铁容器
内存储，建议存储于塑料容器
中。不要随意加大用量。

3.乙蒜素对皮肤有一定的刺
激作用，不可直接接触皮肤。用
药完毕，应及时用肥皂清洗外露
皮肤。

4.乙蒜素的酸性比较大，生
产中将其他药剂和乙蒜素复配
时，要先把乙蒜素倒入水中稀释
中和一下，搅拌均匀后，再复配

其它药剂。
5.浸过乙蒜素药液的种子不

得与草木灰一起播种，以免影响
药效。

6.乙蒜素气味较大，容易产
生叶面刺激，导致叶面老化，所
以要注意使用浓度和喷药时间，
一般建议上午10点前或下午4
点后用药。

7.乙蒜素灌根防治土传病害
时，应配合使用含腐植酸、海藻
酸或甲壳素类功能型肥料，以起
到改善土壤环境、促发新根、提
高抗逆性的作用。

乙蒜素：为作物提供“双重”守护
核心提示：主要防治作物上的真菌、细菌性病害

□北方蔬菜报综合报道

乙蒜素 （Ethyl allicin） 在农业生产中普遍使用，是一种人为合成的广谱性杀菌
剂，属于有机硫类，主要应用于防治作物上的真菌、细菌性病害，实际生产中发现其对
病害防治具有治疗和保护的双重作用。

乙蒜素的发展
乙蒜素是我国六十年代自主开发的一种

植物源农药，又名抗菌剂402、净刹、亿为
克、一支灵等，当时主要用于种子处理。由
于其pH值偏低，对植物种子、枝叶及人体
皮肤刺激强，易出现烧种、烧苗和烧伤皮肤
等多种问题，一度面临绝迹。

随着技术革新，九十年代乙蒜素已能较
安全的用于叶面喷施，无论是单独用还是与
其他药剂复配用，不论是在室内生物测定还
是田间药效试验均表现出良好的抑菌效果，
至今在杀菌剂市场占有一席之地。

目前，乙蒜素的药剂类型有20%乳油、
30%乳油、41%乳油、80%乳油，15%可湿
性粉剂，90%原药。

乙蒜素的作用机理
乙蒜素的作用机理主要基于其化学结构

中的活性硫基团，具体如下：
破坏病原体酶系统。乙蒜素含有二硫

键，能与病原体（如真菌、细菌）细胞内的
含巯基的酶（如脱氢酶、丙酮酸脱氢酶等）
发生反应，形成稳定的硫代化合物，导致酶
活性丧失，干扰病原体的呼吸作用、能量代
谢（如三羧酸循环）及蛋白质合成，最终使
细胞生理功能紊乱而死亡。

破坏细胞膜结构。乙蒜素可渗透进入病
原体细胞膜，与膜蛋白或脂质中的巯基结
合，改变膜通透性，导致细胞内电解质及内
容物外泄，引发细胞质壁分离、膜破裂，从
而杀灭病原体。

抑制病原体核酸合成。部分研究表明，
乙蒜素可能干扰病原体DNA/RNA的复制与
转录，阻碍遗传物质合成，抑制病原体繁殖。

诱导植物抗病性。乙蒜素可激活植物的
防御系统，促进抗病相关酶（如苯丙氨酸解
氨酶、过氧化物酶） 的活性，刺激植保素
（如酚类、黄酮类）的合成，增强植物对病
原体的系统性抗性（SAR）。

乙蒜素的防治对象
乙蒜素对多种农作物上的真

菌、细菌具有很强的抑制作用，特
别对防治有土壤带菌和种子传播的
土传病害效果较好。日常可用于防
治棉花立枯病、枯萎病、黄萎病；
水稻稻瘟病、白叶枯病、恶苗病、
烂秧病、纹枯病；玉米大小斑病；
小麦赤霉病、条纹病、腥黑穗病；
西瓜蔓枯病、苗期病害；黄瓜绵疫
病、枯萎病、灰霉病、黑星病、霜
霉病；白菜软腐病；大姜姜瘟病；
番茄灰霉病、青枯病；辣椒疫病及
草莓、苹果、葡萄、梨树、茶叶、
花生、大豆以及中草药等作物上的
多种真菌、细菌性病害。此外，乙
蒜素对于果树上的青苔、烟煤病等
也有较好的防治效果。

乙蒜素的作用特点
适用范围广。乙蒜素可用于防

治粮棉、蔬菜、果树、花卉等作物
上的真菌、细菌性病害。

杀菌机理独特且迅速。乙蒜素
杀菌机理独特，与其它杀菌剂无交
互抗性。具有超强渗透力，快速抑
制病菌的繁殖并杀死病菌，起到治
疗 （杀灭已入侵病原体） 和保护
（阻止新感染）效果。

不易产生抗药性。乙蒜素作为
植物源仿生杀菌剂，与作物亲和力
强、易吸收，不易产生抗药性。

无残留危害。乙蒜素使用后对
环境友好，易降解、残留低，对非
靶标生物相对安全。在作物上残留
期很短，在草莓上的残留半衰期仅
为1.9天，黄瓜中1.4天-3.5天，水
稻中1.4天-2.1天。

调节植物生长。低浓度的乙蒜
素可激活植物细胞，提升免疫力及
部分机能，对植物生长有一定促进
作用。如促进萌芽、提高发芽率、
增加产量等，但过量使用会对植株
生长产生抑制作用。

由于乙蒜素具有大蒜臭味，挥
发性较强，与异硫氰酸烯丙酯 （又
名辣根素） 具有一些相似的性质，
二者都是从植物中提取、具有强烈
刺激性气味和较强挥发性的物质，
且异硫氰酸烯丙酯在杀线虫、杀菌
及除草等活性上与威百亩钠盐相
当，如果乙蒜素与烟梗废弃物活性
炭混合使用，可用于防治植物土传
性病害，因此未来乙蒜素很有可能
作为熏蒸剂使用。

乙蒜素虽然有很多优点，但也
有明显缺点，如药效时间短，浓度
掌握不好容易出现烧苗等。

生产中应根据不同病害，选
择不同的使用方式。

——喷施。叶面喷施是最常
用的用药方式，喷施乙蒜素一般
是在病发初期，主要用于防治叶
片和果实病害，如细菌性角斑
病、青枯病、枯萎病、黑斑病、腐
烂病等。不同产品剂型，用药浓
度不同。如果选用 30%的乙蒜
素，需要稀释400倍-500倍；选
用41%的乙蒜素，需要稀释500
倍-600倍；选用80%的乙蒜素，
稀释浓度 1200 倍。在病害发生
初期，可采用以上不同剂型和浓
度进行喷施，一般连续喷施 2
次-3次，间隔7天-10天，基本
可以将病害控制住。

——浸种。常见的小麦和水
稻种子，在播种前使用乙蒜素溶
液浸种，可以解决烂苗的问题。
但一定要控制好浸种的浓度，一
般最常用的浸种剂型为30%的
乙蒜素乳油，浓度稀释到 2000
倍-3000 倍；41%的乙蒜素乳
油，浓度稀释到 3000 倍-4000
倍。防治水稻烂秧病、水稻恶苗
病、稻瘟病、棉花苗期病害，通常
用 80% 的 乙 蒜 素 乳 油 ，稀 释
7000倍-8000倍液；防治大麦条
纹病和甘薯黑斑病，用80%的乙
蒜素乳油，稀释 4000 倍液浸种

薯。浸种时，种子浸泡时间通常
不低于4小时，然后晾干即可。

——灌根。乙蒜素溶液灌根
主要是用于防治根部病害，如黄
萎病、青枯病、枯萎病、疫病等，
用药时间最好是在病害发生初期
进行。对于灌根的药剂浓度，30%
的乙蒜素乳油，稀释400倍-500
倍；41%的乙蒜素乳油，稀释500
倍-600倍。发病后，建议灌根1
次-2次，间隔7天-10天。

——涂抹。乙蒜素溶液涂抹
的用药方式主要用于防治果树
病害，一般涂抹在果树枝干的发
病处。需要注意的是，药剂涂抹
之前需要先把发病部位用小刀
剔除，再进行药剂涂抹，这样防
治效果会更好。如防治灰霉病、
霜霉病等病害，涂抹用药的浓度
一般为：30%的乙蒜素乳油，稀
释40倍；41%的乙蒜素乳油稀释
50倍。防治葡萄及核果类果树根
癌病，在刮除病瘤后，伤口用
80％的乙蒜素乳油，稀释 200
倍；防治桃树流胶病，选在桃树
休眠期，在病部划开后，用80％
的乙蒜素乳油，稀释 100倍液。
与喷施或灌根等用药方式相比，
药剂涂抹在用药频次上时间会
长一些，通常两次用药间隔在30
天左右。

乙蒜素与其它杀菌剂无交
互抗性，复配使用可增效40%-
70%。

防治土传性病害时，将 3%
甲霜恶霉灵水剂与80%乙蒜素
混匀后灌根，成本低，效果好。

防治霜霉病、疫病时，将50%
烯酰吗啉水分散颗粒与80%乙蒜
素混配，发病初期能够快速控制
霜霉病，最明显效果是使病部的
霉层快速变干。

防治枯萎病时，将霜霉威盐
酸盐与80%乙蒜素混配后进行

灌根，病害防治效果比单用乙蒜
素效果好。

防治叶斑类病害时，将三唑
类药剂与80%乙蒜素混配，混用
后防治效果能提升40%以上。

防治果树腐烂病时，将病斑
腐烂部位刮干净，用乙蒜素和苯
醚甲环唑混合涂刷，不仅杀菌迅
速，而且持效期长。

防治果树青苔时，将80%乙
蒜素1000倍与甲基托布津1000
倍混配后喷雾，防治病害见效
快，对果实安全。

乙蒜素的使用方法

乙蒜素的复配使用

乙蒜素的使用注意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