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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镰抱萎蔫专化型在土壤中的存在

状态与菌皿消长的关系

戴丽莉 顾希贤 林先贵 郝文英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坡研究所

尖镰抱萎蔫专化型
“,

耐
“ , 创笋户 “ ,

面时 
“。 是一种寄生兼腐生的土

传性植物病原真菌
,

这种真菌除引起棉花枯篓病
,

严重危害棉花生产外
,

还能侵染大豆
、

烟

草
、

花椰菜等 。多种作物
,

以及多种杂草 
。

因此
,

该种真菌既能在受侵染的棉花植株体

内繁殖蔓延
,

也能在其它宿主体内生存
,

并随同作物残体进人土壤中以腐生方式生活
,

或

以厚垣抱子等休眠结构维持其生命
。

停种寄主作物后
,

该种真菌可在土坡中存活十多

年切 ,

甚至可在某些土壤中无限期地存留下去 。

鉴于这类真菌在土壤中可以以多种途径

生存
,

在防治上造成困难
。

国内有些地区采用稻棉轮作的办法来防治棉花枯萎病
,

取得一

定效果
,

但却不能彻底根除
。

本文着重报道该菌在土壤中形成厚垣抱子的条件
,

厚垣抱子

豹萌发和存活及其与菌量消长的关系
,

进一步探讨了渍水对该菌在土壤中存活的影响
。

一
、

材 料 和 方 法

菌种是从江苏省盐城地区新洋试验站棉花枯萎病重病田中分离而得
,

并经过植株回

接试验验证
。

编号为 号
。

本试验所用土壤有 江苏盐城地区试验站滨海盐土 最大持水量为 ”务 江苏南通

三余棉场滨海盐土 最大持水量为 ” 多 江苏江浦棉场马肝土 最大持水量为 ” 多
。

一 厚垣抱子制备 玻璃纸培养法
—

将约 厘米大小的玻璃纸灭菌后贴放

在混有尖镶抱萎蔫专化型抱子的马铃薯蔗搪琼脂表面
,

于 ℃ 培养约 天
,

待菌丝布满

玻璃纸表面后
,

部分置冰箱待用
,

部分继续贴放在加水至饱和
、

表面光滑的土面上
,

保温培

养 一 天
,

待形成的厚垣抱子多数成熟脱落后
,

置冰箱待用
。

土壤接种法
—

参考
,

等囚 的方法
,

用三余棉场新鲜病土与尖镰抱萎蔫专化型的抱子
、

菌丝碎片混

匀
、

干湿二次
,

待繁殖体转为厚垣抱子后
,

用叮咤橙萤光染色
、

镜检
,

并在修改的 氏朴

琼脂平板上测原始菌量
。

二 温度和水份试验 将上述二种玻璃纸材料分别放在加水至饱和
、

表面光滑的

土面上
,

并埋人不同含水量的土壤中
,

于不同温度下保湿培养
,

定期取样镜检
,

分别计数各

功 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情报资料室
、

植保研究组
,

国外棉花黄
、

枯葵病研究动态 一
,

全

国棉花枯黄葵病综合防治研究资料选编 一
,

一 页
。

修改 氏培养基配方为
,

克
,

山梨塘 克
,

二
·

克
,

克
, 一

克
,

五抓酚钠 毫克
,

洋菜 克
,

蒸馏水 公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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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中厚垣抱子形成
、

萌发的数量
。

将含厚垣抱子的土分别加水至最大持水量的 外
、

。务
、

外 及水层高为 厘米的渍水土壤
,

用塑料纸封 口并定期补水保湿
,

℃ 下培养
,

定时随机取样
,

用修改的  培养基以稀释平板法计数
。

三 级分压试验 将上述二种玻璃纸培养的材料分别埋人含水量为 外 的土壤中

并贴在土表 将含厚垣抱子的土加水至最大持水量的 务
,

分别置于密封的干燥器内
,

抽

真空
,

分别充氮气 用焦性没食子酸吸去少量的氧
、

二氧化碳气 内含 一 多 二氧化

碳
、

一 沁氧气
,

同时设未去氧处理为对照
,

并设一淹水 保持水层高 厘米 处理
,

一 ℃ 培养
,

不同时间取样观察厚垣抱子的形成
、

萌发和存活
。

二
、

结 果 和 讨 论

一 厚垣抱子的形成

用玻璃纸培养法在江苏盐城地区新洋试验站砂壤土 棉花枯萎病重病田土壤 及其它

肥沃菜园土上试验的结果表明 土壤中尖镰抱萎蔫专化型的菌丝体内或菌丝顶端在适宜

的温度条件下
,

很容易产生厚垣抱子 表
。

衰 不同通度下尖镇抱英蔫专化型厚垣抱子的形成 厚垣抱子数 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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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可以看出
,

在 ℃ 下未见厚垣抱子形成
,

℃ 下形成缓慢
,

第 天才形成个

别厚垣抱子
,

而在 一 ℃ 下培养 天左右
,

菌丝体内即开始形成厚垣抱子
。

看来适合

该菌厚垣抱子形成的条件与棉枯病发病条件一致
。

说明随着当年感病脱落的棉花残体进

人土坡的菌体可以很快产生大量厚垣抱子
,

并因此得以在土壤中休眠存活
。

土城含水盘不同对厚垣抱子形成也有明显的影响
,

尖镰抱萎蔫专化型的菌丝体在一

般旱作土壤 土壤含水量约 务左右 中
,

一 天即已开始形成厚垣抱子
,

而且新菌丝生

长茂盛
,

并同时产生大量分生抱子
,

分生抱子和厚垣抱子成熟后萌发产生的菌丝体
,

又都

能产生新的厚垣抱子
,

由此
,

繁殖体数量也随之增加
。

但是
,

在渍水条件下的土壤中
,

尖镰

抱萎蔫专化型只产生极个别的厚垣抱子
,

而渍水 一 天后
,

菌丝体周围细菌密集
,

多处被

细菌溶解而断损
,

大约 天后只能见到菌丝碎片和极个别的厚垣抱子
,

芽管菌丝未能继

续生长
,

也未见能再形成分生抱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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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厚垣抱子的萌发

关于镰刀菌属厚垣抱子萌发的条件说法不一
,

和 囚 认为
,

厚垣抱子在

纯水中容易萌发
,

但是在土壤中即使是在渍水条件下也难以萌发
,

他们用茄病镰刀菌菜豆

专化型
,

砂。 试脸的结果指出
,

厚垣抱子只有处于类似于该病菌侵染寄

主的条件下时才萌发
,

或者在贴近发芽的寄主植物种子和根尖时才萌发
。

我们用玻璃纸

培养法在不同的温度和水份条件下进行了尖镰抱萎蔫专化型厚垣抱子萌发试验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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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不同温度下尖镰抱萎蔫专化型厚垣抱子的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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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
,

在早作土壤条件下
,

除 35 ℃培养时厚垣抱子发芽率较低外
,

2 0一30 ℃ 皆适合

厚垣抱子发芽
,

说明适合厚垣抱子形成的温度也同样适宜厚垣抱子发芽
,

当土壤内有适当

的基质存在时
,

该菌厚垣抱子可以反复地形成和萌发
,

从而使土内菌量不断增加
。

土壤水份状况对厚垣抱子发芽也有影响
,

试验表明在有足够水份的情况下厚垣抱子

虽都能萌发
,

但其萌发率以在旱作土壤中者略高
,

尤其是 24 小时后较为明显 (表 2)
,

而且

萌发产生的芽管菌丝可以继续发育再产生分生抱子和形成新的厚垣抱子
。

这些厚垣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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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可再萌发
、

繁殖
。

而在溃水条件下的土壤中
,

部分萌发的厚垣抱子由于产生的芽管及菌

丝不久即被细菌分解
。

8 一9天后发芽的厚垣抱子也被分解
,

因而菌量不断下降
。

看来
,

债水条件下的土壤不仅不利于厚垣抱子的形成
,

而且原有的厚垣抱子萌发后也难以存活
,

由此导致的菌量减少
,

对暂时控制病害的发展有一定作用
。

( 三 ) 厚垣抱子的存活

在上述试验 中观察到
,

无论在演水条件下的土壤或通气良好的早作条件下
,

土壤中都

有相当数量的厚垣抱子可以萌发
。

为了解这些厚垣抱子在土壤中的命运及其存活状况
,

我们将接种厚垣抱子的土壤培育于不同水分条件下
,

然后定期检测其存活的数量 (图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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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脸结果表明
,

在不同含水量的土壤中
,

培养 20 天后菌量均逐渐下降
,

从培养 160 天

时分析的结果来看
,

土坡含水量为最大持水量 20 外
、

40 务
、

60 拓 及溃水的土壤中
,

菌数分

别相当于起始菌数的 10 8拓
、

37 拓
、

30 务 及 2外
。

这说明土壤水份状况对该菌的繁殖和存

活有直接的影响
,

演水条件下的土壤对该菌的繁殖和存活是很不利的
。

N
e

~

比〔‘, 和 sto ver 。一,
等人以尖镰抱香蕉专化型 (F

. oxy单or um f
.
cu b
on:。

) 为试

验材料
,

研究土壤渍水对该菌存活的影响时
,

都曾指出渍水大大减弱了该菌在土壤中的存

活
。

但是
,

他们对结果的解释却不一致
。

前者把这种现象归因于在渍水条件下土壤中

c o :抑制了厚垣抱子的形成
,

从而妨碍了它们在土壤中的生存 ;而后者则认为是由于溃水

土壤中缺氧所致
。

为进一步探讨溃水条件下的土壤不利于该菌存活的原因
,

我们将从江苏
、

山东
、

湖北
、

云南
、

新疆等地收集的不同菌株的菌丝体埋在含水量为 25 外 的土壤中 (盐城地区试验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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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盐土)
,

分别置于有氧和无氧条件下培养
,

以观察厚垣抱子的形成
,

并与演水条件下土

壤中者比较
,

结果如表 3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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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3 可以看出
,

在含水量为 25 多
、

通气良好的土壤中
,

不同地区的尖镰抱萎蔫专化

型菌株都能形成数i 不等的厚垣抱子
,

而在土壤含水量为 25沁
,

置于无氧条件下培育者

与在渍水土壤培育的结果相同
,

始终未见有厚垣抱子形成
。

在充以大量 c o : (占气体组成 80 务 以上 )
,

或充以氮气的无氧条件下
,

尖镰抱萎蔫专

化型厚垣抱子的形成都受到抑制
,

却不妨碍其萌发
,

但也不能再继续发育并形成新的厚垣

抱子(表 4 ,
5

)

,

与在上述渍水的土壤中所得结果相同
。

虽然在前两个处理中观察到对小

抱子的形成和萌发有刺激作用
,

但它们的存活时间不长
。

由不同气体及演水对土壤中厚

垣抱子存活的影响 (图 3)的结果来看
,

在 40 天时
,

无氧处理的土中菌量下降至试验开始

时菌量的 1务
,

而高浓度 c o : 处理的土中菌量为初始菌量的 24 %
,

接近有氧对照土中的

菌量 (23
.
8外)

。

在 80 天时
,

无氧处理的土中只分离到极个别的菌
,

而高浓度 C0 2处理的

土中菌量尚为初始菌量的 l多
,

因而我们认为
,

就该菌在土壤中的存活而言
,

无氧的影响

大于高浓度 co Z 的影响
,

何况在田间情况下
,

水稻土中 co ,

含量往往 < 9外山
,

远较试

验处理中者为低
,

这样低的 C O :含量不至于对该菌的存活产生明显的毒害作用
,

渍水条

件下土壤中不利于该菌存活的主要原因是缺氧
。

从上述试验结果看来
,

由于溃水造成的土壤环境是不利于该菌的生存的
,

即使是抗逆

性较强的厚垣抱子在渍水条件下的土壤中存活时间也不长
,

从而导致了土壤中菌量不断

下降
,

因此采用稻棉轮作的办法对防治棉花枯萎病有一定的防效
,

但由于土壤中总有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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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4 不同气体对耳垣抱子形成的形响 (江苏江浦棉场马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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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垣抱子未能萌发
.
,

这些少量存活的厚垣抱子很可能就是以后病害再发展的感染源
,

这也

正是稻棉轮作防病不彻底的重要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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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气体及演水对厚垣抱子在土壤中存活的影响

Fig. 3 Effeet of air, n
i

t r o g e n , e a r
b

o n
d i

o x
i d

e a n
d w

a r e r
l

og

g i
n g o n

s u

rv i
v a

l
o

f
e

b l
a

m y d os P o r e s o
f F

.
o x y ,

PO
r u , 1

. sP
.

, a , 云可口

r 扭娜 in 吕0
1 1

参 考 文 献

度11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城研究所主编
,

l , 7卜 中国土坡
。

第 226 页
,

科学 出版社
。

[ 2 ]
A

r
m

o
tr

o n g

,

G

.

M

.

an
d

A

rm

。份on g
,

1

.

K

. ,

1
9

4
8

:

N

o
n s

u s 。
印tible hos切 aa ea o i

e r。 o f 初一ts

r u皿
rium

.
P h yto P a th o]o盯

,

38

:

8 0 8 一826
.

:
[ 8 ] N 助b

,

8

.

M

. , e
t

a
l
二

1 9 6 1
:

E
x
i
s
t e二
e of F oaa人。。 , 0

1。玄f P h“
ea“ a s 。

h la m y d
o s p o r e s i

n 5 0 1 ]
.

P h y t o P
a
th

o l
o

gy

,

5 1
:

3
0 冬一312

.

[ 4 1 N ew 叻
功be

,

M

二
1 9 6 0

:
s o m e e f f ec t

s o f 呱t
er
助d an

aerobi。 。o n d i t i on
o o n F 讹

artwn

o
卿aP or “说

f
.
邵办胡

君 in
5 0 11

.
T r皿

.
助ti
o
朋 of 比e B ri ti 曲 M y cologi ea l s

oeiety
,

4 3

:

5
1 一59

.

[ 5 ] T
ouss on

.
T . A . an d S

nyder,
W

.

C
二

1 9 6 1
:

G er m i
n a ti

o n o
f 山la m y d

osp ores o f F . 口人似饥 ao勿解 f
.

BP
.
pha 月ea 忍‘认 50 11

.
P hy to P a伍o l

o
gy

,

5 1

:

6 2
0 一630

.

[6 ] S二爪比
,

5

.

N

.
a n

d
Sn

y d er

,

W

.

C

.
,

1 9 7 5

:
P

e r o
i

s
t e n

ee
o f 尸彻ari 娜

。二夕:p o ro . f
.
。
p
.
o
aa
‘,

f
e o ‘附

纽 fields in 伍e ab
s
en ee of eo彻

n.
Ph ytop

athology,

6 5
:

1 9 0 一196
.

:[ 7 ] sto
ver,

R

.

H

. ,

1
9 5 3

:
T h

e
ef

f
ec

t
o

f
5

0
1 1 m

o
i

s
t

u r
e

o
n

P
u

sa

r
i

u
m 印e

ei朗
.
C助
ad认n jou rna 一o f b o.

t
an
y 3 1

:
6 9 3 一697

.

[ 8 I St 。份
,

R

.

H

二
1 9 5 5

:
r l

oo
d

,

f
a

l 一。初
ng for eradioation of F 二s a r ￡二。 。, a p o r

姗 f
.
o b,

e 111
Ef加。

t
o
f

o
盯卯

n on F ungi sur
vival

.
5011 Seienee

.
80 : 397一412

.

[9 ] stover,

R

.

H

. ,

1
9 7 9

:
r l

OO
d

in
g

o
f

so U
f

o
r

di

s e

aa

e o o n
t

r o
l i

n
:

80

1 1
di

o
i

o
f

e s
ta

ti
o 。

( D
.
M 以der

. ed
.
)

,

1 9
ee

2 8

.

A . s
te

r
d

am

·

o
x

f
o

r
d

·

N
e

w Y
o r 斌
.



期 戴丽莉等: 尖镰抱萎蔫专化型在土壤中的存在状态与菌量消长的关索 37弓

T H E E X I S T E N C E A N D F L U C T U A T I O N O F F
.
O X Y S P O R 以M F.

S P
.
V A S IN F E C T U M IN S O IL

D ai Li
一

1 1

,

G
u

( I
九习艺落才创才e

X i
一
x

i
a n

,

L i
n

X i
o n

一

g u i
a n

d

o

f 5
0 乙2 5 。落雌

。e ,

过 ca d哪感a s 葱”落c a
.

H
a o

W
e n

一

y i
n g

N
a ,
心葱称g )

S u m m
a
ry

T h
e e x

i
s t e n e e o

f 尸
. 0二, s p o r “、 f

. sP
.
”a s该可

ee才铆 , i n r el a t i on t o th
。
f l
u e tu a t i。n o

f

p r o P a g u l e s i
n 、0 1 1

un
d
e r

d if f
e r e n t e

d a P h i
e e o n d it i

o n s w a s s t u d i
e
d in

v
it
r o

.
I t w

a s s
h
o w n

th
a t th e e

h l
a
m y d o s P o

res

o
f t h is f

un 笋
5 w ere eas反ly fo rm ed in u P la n d field

.
B u t

un
d e r

初毗eri ogg ed 5011 eon dition
,

f
o r

m
a

t i
o n o

f
e

h ]
a

m y d
o s

P
o r e s

w as i
n h i b i t

e
d b

e e a u s e o
f t h

e

h ck

o
f

o x
y g

e n a n
d t h

e
t

o x
i

e
i t y

o
f C o

o
.

T h
e

g
e r

m i
n a

t
e

d
e

h l

am

y d
o s

p
o r e s

w
e r e e a

p
a

b l
e o

f

m
a

k in
g f

ur
t h

e r
P

r o
P

a
g

a
t i

o n

un
d

e r
w

e
l l

a e r a
t

e
d

5 0
1 1

o o n
d i t i

o n

.

H
o

w
e v e r

,

i
n s u

b m
e r

g
e

d

名0 11
5 ,

t h
e

g e

rm

l i
n

gs
w

e r e e a s
i l y

s u
f f

e r e
d f

r o
m b

a o
t

e r
i

o
l y o

i
s

in

5 0
1 1 i

n a
f

e
w d

a
y

s
.

A
s a

r e s u
l t

,
P r o

P
a

g
ul es d

e e r e a s e
d g

r a
d

u a
l l y

·

P

a r
t

o

f
t

h

e
u

n
g

e

rm

i
n a

te d

e

h
l
a

m
y

d

o s
p

o r e s
p

e
r-

包is t e d

.

in 50 1 1 f o
r

,

a

l

o
n

g
t

ha

e

un

d

e
r s

u

b m

e r

g

e

d

5 0

1 1

o
o

n

d i
t i

o
n

.

S

o

m

e o

f
t

h

e

m

e a
n

e v e
n

吕u r v iv
e
m o r e

th an
1 6 0 d ay

s
.

I t 1
5 in f

e r r e d t h
a t t h

o s e e
h l
am

y d
o s P o r e s s t ill

r e
m
a
in
e
d in

名0 11 m i
gh

t b
e o n e o f t h

e
m o s t 加P

orta nt eausative age nts of reinfeetion
,

a n
d i t m 即 be

th e reas on th at this fun gus
ean not be elim inated and the w ilt disease of eotton ean not

be eom Pletely eontr oiled un d
er riee

一

e o
t t

o n r o
t a t i

o n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