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简 报
、 日日为口曰肉目灿自岭

抗病棉连作对土壤中棉枯病菌的影响
`

如

顾希资 戴丽莉 林先贵 郝文英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坡研究所 )

植物通过根的分泌物和根的脱落细胞对土城徽生物产生根际效应
。

这种效应因植物种类
、

生长发育阶段和土壤环境条件而不同
。

据报导
,

许多作物的抗病品种根际土传植物病原菌的

数量比感病品种少得多〔 1〕 ,

这可能与其根分泌物不利于病原菌抱子发芽有关〔幻
。

目前
,

抗

枯萎病的棉花品种已在我国大面积推广种植
。

据反映
,

连种几年抗病棉后再种感病棉
,

棉枯

病的发病率显著减轻〔3〕
。

为探明抗病棉对土壤中棉枯病菌消长的影响
,

我们对具不同抗性的

棉花品种根部和根际土壤中棉枯病菌的发育和数量进行了分析研究
,

结果如下
。

材料和方法

本试验用的棉花品种感病的有岱字 1
海

、

通棉 5 号
、

江苏 2 03 和徐州 70 一 14 2 ;
耐病的有

通棉 2 号 ; 抗病的有陕 4 0 1
、

86 一 1等
。

分别从江苏农科院
、

盐城新洋试验站
、

南通三余棉场

和 昌潍地区农科所的大田或病圃 ( 以 5 点取样法 )取得棉根和根际土
。

将样根分段剪下
,

用灭菌水洗幼次
,

分成两粉
。

一份将每段根两端各剪去 5 毫米后再将

剩下的剪成 2 毫米小段分放在加。
.

05 %醉母青的马丁 氏培养基上
,

每个培养皿放 5 个根段
,

共 椒

10 个培养皿
。

另一份在 :1 5的次热
·

酸价溶液内浸 10 分钟后再府灭菌水洗 2 次
,

同样剪成 2 毫米

小段放在琼脂平板上
,

在 2 8 ℃下培养 5 天神数各种镶抱出现百分数
。

再分别取根际土 (附着

在根面上的 )的1 0一 ` 、
1 0 一 :

稀释液。
.

1毫升
,

均匀涂抹在改进的帕克①琼脂平板表面
,

25 一 28 ℃

培养后
,

计数尖幼舟
。

结 . 和讨论

1
.

抗病棉连作后土坡中尖镶抱数量的变化
:

从山东昌潍地区农科所抗 ( 76 一 1 8 )
、

椒徐州 1 8 1 8) 病的棉花品种轮作试验田 中采取的根

际土城
,

以稀释平板法渊褥的尖镶抱数列于表 1 。

结果表明
,

棉花根际土城中尖镶抱数量 表 1 抗
、

感括葵病棉花品种轮作对土

随着抗病品种连种年限增多而减少
,

连种 3

年抗病棉后数量最少
,

而连种感病品种的最

多
。

这种现象可能与抗病品种根的分泌物及

其根际微生物有关
。

有人在抗枯萎病的豌豆
、

亚麻和香燕等作物根际作试验
,

得到类似的

结果〔 4
, 。〕

。

壤中尖镰抱数的影响
(单位

:

个 /克干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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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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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不同棉花品种根部镰抱的组成和分布
:

从江苏农科院取得的 3 个棉花品种根系 (未经

表面灭菌 ) 和根内 ( 表面灭菌 ) 所得镰抱总数和尖镰抱与腐皮镰抱 占镰抱总数的百分数列于

表 2
。

表 2 不 同 棉 花 品 种 根

未 灭 菌

品 种 一

部 镰 抱 组 成

{ 灭 蔺

江苏 棉 2 03 8 6一 1 { 江 苏 棉 2 0 3 通棉 2 号
’

8 6一 1

八UCJ,“八nU八“, .主八U已
.
.门.J

一介八”月了
rJqA
孟,二乃目九hnjtl帐抱 总数

尖旅 抱占旅饱 %

腐皮雄祖 占住抱%

通祝 2 号

4 7

{:
于2

二
5 0

苗期

旅 抱总数

尖嫌抱占旅 抱%

腐皮帐抱 占镶抱%

镶 抱总数

尖旅抱占镶抱%

腐皮旅抱占旅抱%

6
卜

60
_ _ _ }

1 l

7 3

12 0
一

_ _

2 2 6

6 4 1 7

5 8 3

雄抱总数

尖镰抱 占帐袍%

腐皮镶袍占镶抱%

] 0 1

1 0 0 一 1 0 0

0
:

0

1 2

4 2

3 3

1 7

6

2 9

2 3

莆期

8 一 ;

1 0 0
’ 1 0 0

铃期

1

;;成株期

注 : . 斑总数为 1心0 段根的出现数
。

由表 2 可见
,

抗病棉 ( 86 一1) 根系出现的镶抱以腐皮镶抱为主 , 感病品种 (江苏 2 0 3) 除苗

期腐皮镶抱较多
,

约 占镰抱总数的67 % 外
,

曹期以后腐皮镶抱数量很少
,

主要为尖镶抱
。

灭

菌后
。

只有感病和耐病棉根内有镰抱
,

并以尖镶抱为主
,

抗病棉根内没有出现镶抱
。

从盐城新洋试验站和南通三余棉场采集的铃期棉花根样也得到与上述相似结果
,

根内尖

镰抱数随着棉花抗病性增强而减少 (表 3 )
。

表 3 不同棉花品种根内镰抱的组成 (1 00 段根出现数 )

品 种 徐州 7 0一 1 4 2

(感 )

江 苏 2 0 3

(感 )

通棉 2 号
(耐 )

邀棉 5 号
(耐 )

7 4一 5 0 9

(抗 )

7 6一 3分9
’

(抗 》
2 8 4

(抗 )

86一 1

(抗 )

肤 棉 4 0 1

(抗 )

惊 抱 总 数

尖 旅 抱 数

腐皮旅抱 数

1 9

1 9

0

3 0

3 0

0

1 9 0 3

1 9
`

0 2

2 0

2 0

3
.

不 同棉花品种茎杆上棉枯病菌 的 腐

生定殖
:

将成株期棉花枝条埋入病土
,

培育

i 周后取出
,

进行组织分离
。

结果表明
,

棉枯

病菌在抗病棉上定殖率很低
,

为 4 一 13 %
,

在

感病棉上为 52 一 58 % (表 4 )
。

表 4

品

棉枯病菌在不同品种棉枝上定殖率

试脸枝数 棉枯病蔺定殖%

,曰ó吕日叼nJ
口舀ùb

, .1

岱字 15号

江 苏棉 2 03

86一 l

6 1级8

一

土一
(那 )

(感 )
.

一

(抗 ) {

(抗 ) {

5 0 X 3

5O

50

5 0 X 3

古勃朗诺夫斯卡娅认为抗枯萎病棉诊内含有抑制棉枯病菌的物质
,

尤以根
、

茎内分布最

多
,

而且其抑制作用随品种抗病性提高而增强〔“ 〕 。

看来
,

该菌对抗病棉杆定殖率低很 可 能

与抗病植株内含物有关
。

根据以上结果
,

我们认为抗枯姜病的棉花根际土壤中棉枯病菌的数量比感病品种的少
,

棉



棉花施硼的最适时期及其增产效果
扭

顾元 昌 徐志才 顾志权

《江苏省沙洲县农科所 )

棉花是对硼敏感的作物之一
。

我县 的棉花大都种植在沿江石灰性土壤上
,

一般土壤 p H

在 7
.

5以上
,

最高可达 8
.

5
。

在 p H大于 7 的土壤上
,

硼易被铝
、

硅和粘土矿物所固定
,

因此
,

翻的有效性随土壤 p H升高而降低
。

据棉区六个乡的分析
,

土壤水洛态硼 仅 为。
.

1 20 一 0
.

38 0

p p m
,

平均为。
.

1 85 p p m
,

均属缺翻范围
。

在此基础上
,

我所于 1 9 8 1年至 1 9 8 3年
,

先后在本县

鹿苑乡二大队的砂夹黄土和本所的黄泥土上进行了试验
,

研究棉花施用硼肥的最适时期和翻

对棉花的增产效应
,

取得了较为一致的结果
。

现将试验资料整理如下
。

一
、

试验处理与方法

为了摸索棉花整个生育期中
,

对翻要求最敏感的时期及其施翻的增产效果
。

试验分别于

棉花苗期
、

移栽期
、

曹期
、

花铃期
,

喷施。
.

2 % 的翻砂溶液
,

以喷清水为对照
。

小区面积 0
.

05

亩
。

除 1 9 8 1年外
,

其它二年试验都设三次重复
。

分期测定各处理的农艺性状与产量结构
,

最

后实收小区产 t
。

二
、

结果与分析 在

(一 )林花施 . 的. 适时期

三年试验结果说明
,

各处理的小区产量与对照相比
,

增产最大的时期为苗期与曹期 (表 1 )
。

这说明棉花对翻最敏感的时期是苗
、

曹期
,

只要在棉花的这一生育期
,

及时供应正常的翻素

营养
,

便可满足棉花生长的要求
。

如果这一时期棉花体内的 . 素营养不足
,

便会明显影响产

盆
,

即使在花铃期再补充翻素营养
,

则增产效果不显著
。

从棉花各生育期施用砚肥的产 t 差数比较 (表 2 )
,

可以看到苗
、

蕾期施翻与对照区的产

量差异均达显著水准
。

由此可以说明
,

在棉花的整个生育阶段中
,

苗
、

曹期对翻素营养的要

本文 经中国科学院南京土 . 所油尽摘 同志 审阅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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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枯病菌对抗病棉根系 的入侵率低
,

也难以在抗病棉杆内定殖 , 因此土集中棉枯病菌的积累量

少
,

这些都可能是连种抗病棉后再种感病棉时枯姜病发病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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