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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枯萎病菌是尖镶抱的一个专化型
。

该菌可在土壤中以腐生方式长期存活
,

其数量消

长受土壤条件和耕作等农业措施的影响
,

与发病程度密切相关
。

因此
,

测定该菌在土坡中的

数量
,

可为棉花枯萎病的防治措施提供依据
。

土壤中真菌种类繁杂
,

在琼脂平板上出现的菌落

多半来源于真菌抱子 〔 1〕 。

因此
,

常因产抱多的真菌占优势而难以计数土中尖旅抱的数鱼
,

而

且镶抱属中的种也不少
。

为了从土城中有选择地分离尖镶抱
,
我们对分离和签别方法做了比

较和改进
,

试验结果如下
。

一
、

尖链饱分离培养若的选择和改进

初步试验表明
,

在蛋白陈五抓硝基苯培养基和镶抱培养滤液培养基上比
”〕 ,

镰抱的 气生

菌丝极为稀薄
,

菌落特征不显著
,

很难丛菌落特征区分种 ;马丁 氏培养基上〔`〕 出现的真菌种

类多
,

镰抱占的比例很小
,

不足以反映镣抱在土城中的真实数量 ;改良马铃薯蔗糖 (或萄葡搪 )

琼脂培养基上 〔5〕 ,

真菌菌落扩展
,

种类多
,
往往不易计数 , 唯 Pa r

k氏培养基上 〔 6〕 出现的 其

他真菌种类少
,

以镰抱占优势
,

而且生长良好
,

尖镶抱的菌落特征比较明显
,

但有时或因木橄

扩展的影响而得不到尖镶抱的计数结果
,

或因有的菌落形态难以与腐皮镶抱区别而需通过镜

检加以鉴别
,

花费时间较多
。

“ 为了抑制木禅等土坡真菌的生长
,

我们以P狱k氏原配方① 为基础
,

分别以阿拉伯糖
、

山

梨糖
、 ,

菊糖
、

1

乳糖
、

鼠李糖和甘油代替原配方中的半乳糖
,

在配制的平板上分别点接尖旅抱

姜蔫专化型 (棉枯病菌 )和木霉
。

_

结果表明
,

以原半乳糖为碳源的对照配方上
,

木霉比尖镶抱

生长好
,

而且扩展很快 , 而以山梨糖为磷饵的培养基上
,
木撼的生长受抑制

,

菌落缩小
,

而尖

镶抱生长良好 , 其他各种碳源都不如山梨糖理想
。

用上述 7种配方分离棉枯病 (盆栽试验 ) 病

土中尖镰抱的结果
,

也证明山梨糖优于半乳糖
。

以山梨糖为碳源的培养基上生长的真菌种类

减少
,

菌落缩小
,

尖镰抱则发育良好
,

气生菌丝丰茂
,

易于计数 , 以甘油为碳源者从计数结

果看虽接近于半乳糖
,

但木霉的生长比尖镶抱快
,

计数较为困难 , 用阿拉伯糖和菊糖为碳源

虽能计数
,

但因木霉的铺展
,

影响计数结果 , 鼠李糖上木霉比尖镶抱长得好
,

尖镶抱的数量

少 ; 乳糖上木霉的铺展
,

尹致对尖镶抱无法计数 (表 1 o)

在山梨糖代替 P a kr 原配方中半乳糖的培养基 ( 以下简称改进 P a kr 培养甚 )上
,

仍然有相当

数量其他真菌生长
,

有时还因串珠
、

腐皮镶抱等镰抱属中其他种的生长
,

而影响尖铱抱的分

离和计数 (表 2 )
。

因此
,

有必要进一步抑制尖镶抱以外的其他真菌
,

以提高改进 P a r k培养基

的选择性
。

二
、

以改进 P a kr 培养甚为若础添加抑 , 荆

为排除曲排
、

青霉及其他镶抱的干抚
。

试脸了抑菌剂的种类和浓度
,

结果如下
:

,
先后参加此项工作的还有应 淑琴

,

施亚琴
,

戴而翻和林先贵等同志
。

① p
a
kr 培养基配方

:

N训 o : 2 克
,

K H : p o ` l克
,

M g s o 一 7 H : 0 0
. 5克

,

K : S : 0 。 0
.

3克
,

半乳糖王。 克
,

娜

启 1 5克
。
燕谊水 1 0 0 0奄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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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喊雄源 aP “ 培养基分离尖位抱的炜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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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改进、 r k培养塞上出规的各种镇抱菌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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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绎高压燕汽灭菌并冷至 45 一和七的改进 P ar k培养基中
,

分别加五抓酚钠
、

水扬酸
、

苯酚

及摄美双作为抑菌剂
,

混匀后分别倒入培养皿中
,

在室温下正放 3 天
,

待培养基表面水分蒸

发后点接各种试验菌
,

于 2 7℃按常规培养7一 10 夭
,

量菌落直径 (毫米 )
,

结果列于表 o3

表 3
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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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3可见
,

加 s o o p pm水扬酸的培养基上
,

所有试验菌均受到抑制
,

加 3。。p p m 者仅一种

曲霉和木霉能生长
,

加 100 PP m者无抑制作用
;
加 s o 0P p川苯酚对所有试验菌都有抑制作用

,
4 00

PP m排除了曲肆
、

木霉及禾谷旅抱等
,
3 o o p pm仅排除了木睡 ; 10 。卯 . 福美双无明显的抑 制作

用 ,在含 1 0 , 3 o p pm五氯酚钠的培养基上
,

大部分试验菌受到抑制
,

只有在含 s p p m 时尖旅袍安

蔫专化型生长正常
,
除串珠镶抱

、

半裸锥抱和芳香镶抱外
,

、

其他试脸菌均被排除
。

由此看来
,

几

种抑菌剂中
,

、

以五舰酚纳的选择性较好
。 ,

` ,
·

、

用稀释平板法分离计数自然病土中尖镶抱时
,

对五抓阶钠的最适浓度
,

进行了试验
,

绪

果列于表 4
。

0-
J马

;
且
2

,省月̀On

由表 4 可以看出
,

从土壤中分离尖镶抱时

培养基中含 2
.

SPP 单 五抓酚钠的
,

真菌全部受

抑制
, 2 p p m 时所得尖镶抱数比对照少 2一 3

倍
,

1 p p m时与对照近似
, 。

.

s p p m时比对照高

半倍左右
。

从杂菌生长情况看
,
o

.

s p pm 时尚有

曲霉和木霉的极小菌落
,

但不致影响尖镶抱的

计数
,

尖镣抱生长得较为丰茂
。

看来
,

加入五

级酚钠的浓度以 0
,

5或 1
.

OP pm为好
。

我们用此

法先后分析了数百个采自江苏和山东的棉枯病

田土样
,

一般都得到较好的结果
。

但是
,

对有

机质 (特别是新鲜有机质 )含量高
、

真菌数量多

表 4

盖,漏滚菌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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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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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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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阳4一.娜落1一曲木菌小

* 土城含菌数最少的每克土约 6 0 0个
,

最多达 8 5 0 0 0个

故 以百分数比较
,

的土样
,

五氛酚钠的抑制效果仍不理想
,

此时可在每升改进 P a r k培养 基 中 加 五 抓 硝 基 苯

( P C N B ) 1克 ( 75 %可湿粉 )能显著减少杂菌生长
,

获得良好效果
。

三
、

尖恤抽的鉴别

为了从改进 P ar k培养基上鉴别镶抱的种
,

将土集中常见的7种镶抱接种于平板上
,

27 ℃培

养 5 一 7天
,

取出见光 2一 3天后
,

观察菌落形态
。

·

少扣氏

观察结果表明
,

尖镶抱菌落的特征是
:

气生菌丝白色一淡 (红 )色
、

致密
,

背面淡橙色
,

串

珠镶抱的气生菌丝较稀薄
,

半裸旅抱气生菌丝上有粉状物 (分生抱子 )
,
木贼镰抱气生菌丝差

松
,

中央常隆起
,

均易与尖镶抱相区别
。

唯有腐皮镶抱中有些菌落与尖镶抱中某些过渡类型

难以区别
。 ,

为此
,

我们试验并选用了柠檬酸铁

按琼脂
*
作为鉴别培养基

,

在此培养基上
,

尖镶

抱的营养菌丝呈紫色
,

而腐皮雄抱呈深红色由

此即可将尖镶抱与腐皮镰抱区别开来
。

用改进P a犷从堆养基加五氛肠钠成五抓硝基

苯作抑菌剂
,

采用稀释平板法可以直接鉴别尖

旅抱
,

计数土壤中尖镰抱数量
。

由于稀释平板上

势皿平均蔺落数少于 10 或大于 50 个
,

其变异系

数较大
,

而在 10 一 40 个之间
,

其变异系数较小

(表 5 )
,

因此
,

分离时必须掌握适当的稀释倍

数
,

以尽量减少误差
。

表 5 分离平板上出那的菌落数与变异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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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典
1

.

从分离土城中尖镶抱的数种培养基的比较试验看来
,

在 P ar k培养基上出现的其他真

菌种类较少
,

旅袍的菌落特征较为明显
,

便于计数
。

用山梨糖代替原配方中半乳糖的改进 P ar k

’

培养基对木霉等的铺展有所抑制
,

若再加。
.

5一 1
.

OP pm五级酚钠或每升中加入 1克五抓硝基
,

苯
。

则对其他产琅多的真茵
,

如青霉
、

曲橄等的抑制效果更好
,

对含产抱多的真菌的土样分

离时可以获得较好的结果
。

但是
,

由于受稀释平板法灵敏度的限制
,

该法的应用仍有一定的

局限性
。

2
.

在改进 P ar k培养基上尖镶抱的气生菌丝呈白一淡紫色
,

致密
,

营养菌丝淡橙色
,

其菌

落特征可以和其他镶抱相区别
。

但是
,

有些菌落特征不典型
,

尤其易与腐皮镰抱相混淆
,

在

这种情况下
,

可移接于柠檬酸铁按琼脂平板上
,

根据菌落颜色与腐皮镶抱加以区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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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春玉米确肥残效产一差异

1 9 8 3年

三
、

小 结

} 增 产 }
前往处理

亩 产
(斤 )

增 产
亩 利润

斤 /亩

1 0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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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1 5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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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1
.

在耕层 速 效 磷 ( P ) 含 量 为 8 一 1 4
.

5

p Pm
、

水解氮含量中等的中度盐渍化 壤 质 潮

土上
,

过磷酸钙对红小豆的增产效果达到极显

著水平
。

2
.

1 9 8 3年磷肥最佳处理为亩施 P : O
。 1 3

.

2

斤
,

增产幅度在 4 0%以上
,

亩利润 20 一 50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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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

2
曲0几̀勺山内」月0

.

吸n甘O甘.jō匀6
n心翻h比匕内臼.几.山.口吞PPPPP

注 : 玉米价格按每斤O
。

12 元计算
。

靠近低限
,

否则应靠近高限
。—

3
。

合理的施肥 ( P
2
0

。 )区间为 4
.

4一 1 3
.

2

斤 /亩
。

随着土城有效磷含量的增加
,

施肥量应

具体用里可视磷肥供应的多少而定
。

4
.

红小豆施用磷肥的后茬残效也十分显著
,

并仍以P :
为最高

,
1 9 8 3年春玉米亩增产 20 %

以上
,

亩利润 15 元以上
。

忿1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