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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祀炭疽病发生规律及防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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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拘祀炭疽病
,

是由G l o m e r e l l a e in g u la t a ( S t o n e m
.

) S P a u ! d
.

e t S c h r e n k
.

寄生

性真菌 引起的一种病害
。

该病主要为害拘记的青果
,

亦可侵染花和花蕾
。

病菌自 4 月下旬一 9 月下旬
,
均可侵

染拘记的春
、

夏
、

秋果
。

病菌以菌丝体在病果内越冬
,
成为翌年 4 月下旬一 5 月上旬初

侵染的主要来源
。

病菌以 形成分生抱子为主
, 田间观察和室内培养

,
均未见 其 有 性 世

代
。

菌丝生长最适温度为 28 ℃ ; 分生抱子在偏酸 ( pH 4
.

1) 和在 O
。

2%糖液中萌 发 率最

高
。

经初步试验该病菌有潜伏侵染特性
。

温度和降雨对病害的发生发展起主导作用 , 高

温
、

多雨是病害流行的主要条件
。

综合防治研究结果表明
: 以剪除秋果 , 冬季清除病果和化学药剂保护为中心的大田

综合防治试验
, 收到了明显的效果

。

化学药剂以 1 : i , 10 0的波尔多液
,

50 %退 菌 特

可湿性粉剂 6 00 倍液和 50 %代森按 80 0倍液防治效果较好
。

·

拘祀炭疽病在我国各拘祀产区
, 均有不同程度的发生和为害

, 以 河北
、

山东
、

陕西

等地为害较重
。

在陕西省常年减产 30 一 50 % , 严重者减产达 70 一 80 %
,
仅蒲城县每年损

失约数十万元
。

因此 , 防止此病的发生蔓延是当务之急
。

此病在国内曾由中国医学科学院和山东省药材公司做了初步研究, 在国外尚未见到

研究报道
。

1 9 8。一 1 9 8 2年我们对拘记炭疽病进行 了较系统的研究
。

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

材 料 与 方 法

病原菌特性研究所用菌种
, 系从病果在 P

.

D
.

A培养基上分离纯化而来
。

袍子萌发和室内药效测定
, 均使用 P

.

D
.

A 斜面培养基培养 4 一 5 天所产生的 抱子

团 , 配成悬浮液
,

用悬滴法进行试验
。

病菌潜伏侵染研究
, 采用分期分批对花

、

幼果
、

青果进行套袋
,
套袋后经 15 一 20 天

朱本试验由陕西省蒲城县药材公司资助
。

本文承魏宁生付教授审阅, 本院植保系?7 级学生马创

奇 , 7 8级学生吴俊力参加部分工作
,
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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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超过 8一 4个潜育期 )后 ,
将袋内果实采回

, 进行表面消毒
,
然后进行保湿培养

,

观察是否发病
。

病菌潜育期
、

侵染途径和品种抗病性测定
,
均用斜面培养 5 天产生的抱子团

, 配成

抱子悬浮液 (在 10 x 0l 低倍镜下
,

每视野50 一 70 个抱子 )
,

用喷雾法将悬浮液喷布于消毒

的青果上
,
然后在室内常温下保湿培养

。

病原菌传播方式试验
, 于 1 9 8 1年 4 月下旬至 8 月下旬

,
在构祀园内

,
设立不同高度

(距地面 20 公分
,

80 公分
,

18 0公分 )
、

不同方向的泡子捕捉器
, 隔 日检查一次

,
统计

捕捉到分生抱子的数量
。

田间病情调查
,
采取定点

、

定枝
,
每 5 一 10 天调查记载一次

。

田 间药剂防治试验
,

选择树势生长基本一致
, 树令为 8 年生

,

行
、

株距为10 市尺 x

5 市尺 的 6 行树为试验区
。

以退菌特
、

波尔多液
、

代森按
、

甲基托布津
、

霉锈净
、

陕化

0 2和麦穗宁等 7 种农药
, 按照不同浓度

、

不同喷药方式 (定期和雨后喷洒 )
`

,
设置 16 个

处理
,
每个处理 10 株树

,
并设对照 (喷清水 )

。

病菌初侵染时间试验
,
采用大田普查和梯级喷药而确定

。

试 验 结 果

《一》 症状 .

构记炭疽病
,
可为害构祀的青果

、

花和花蕾
,
而主要为害青果

。

在陕西关中地区
,

从 4 月下旬一 9 月下旬均可发病
。

青果感病开始时在果面上仅出现一个至数个针尖大小

的小黑点
,
或呈不规则状的褐斑

,
有时空气湿度大时或在阴雨天

,
在果面上亦可出现网

状病斑
。

在高温
、

高湿条件下
,

病斑扩展迅速
, 往往 3 一 5 天即可蔓延全果

,
使果实全

部变黑 (见图 1 ) ,
群众称为

“ 黑果病
” , 继而在病果表面长满粉红色的分生抱子堆

。

图 1 构祀炭疽病症状
。

上
:

健果 , 下
.

病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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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菌入侵后如遇天气干旱
,
在果实表面仅出现 1 毫米右左的园形侵染点

, 病 斑 不 再 扩

大
, 其余健康部分仍可继续生长变红

,

但果实变为畸形
,

果小而品质变劣
。

果实着色后

病菌即不能入侵
。

花受害后
,
在花瓣上出现黑褐色园形或不规则形病斑

, 继续扩展使花冠变黑
,
子房

干缩
, 不能结实

。

花蕾感染
, 在蕾上出现小黑斑

,
轻者成为畸形花

, 重者全蕾变黑
, 不能开放

。

(二 ) 病原菌

拘祀炭疽病病原菌为 G . o m e r e l l a c in g u l a t a ( S t o n em
.

) SP a u ld
.

e t S e h r e n k
. ,

其无性世代为 C o l l e t o t r ie h um g lo e o sP o r io id e , P e n z (G lo e o s P o r ium r o f u m a c u l
-

扭 n s )
o

本试验在田间观察和室内培养
,
均未发现子囊世代

。

分生抱子长椭园形
,
无色

,
单

胞
,
内有 1一 2 个油球 (见图 2 )

,

其抱子大小为 8
.

2一 16
.

4 x 3
.

9 一 5
.

0微米
。

图 2 分生抱子形态 图 8 分生抱子萌发形态

病菌在 P
。

D
。

A 培养基上
,
初为很薄而且与培养基贴的很紧的白色菌落

,
后 期 菌 落

外缘仍为白色
,
内层气生菌丝灰白色一暗灰色

,
在菌落中心部分产生桔红 色 分 生 抱子

堆
,

培养基内部菌丝转变为黑色
。

菌 丝生长温度范围为 8一 35 ℃
,

最适温度为 26 一 28 ℃ ,
试

验温度超过 40 ℃ ,
病菌即可死亡

。

分生抱子萌发的温度范围为 15 一 32 ℃ ,
最适萌发温度为 28 ℃

。

分生抱子在酸性溶液

中有利于萌发
,
在 PH 4

。

1 ,
28 ℃下 6 小时萌发率达 83

.

87 %
。

同时低糖溶 液亦能 促 进分

生抱子萌发
, 以 0

。

2%糖液对萌发最为有利
。

在合适的条件下
,
分生抱子萌发迅速

,
芽管形成快

,
芽管 由抱子一端 或 两 端 伸出

(见图 8 ) , 24 小时后芽管 已成为很稠 密的菌丝网
。

据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室内接种试验
,

该病菌除可侵染构记的花
、

蕾
、

青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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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叶外
, 还可侵染苹果

、

梨
、

沙果
、

葡萄
、

桃
、

黄瓜
、

柿子椒
、

西红柿
、

嫩西 葫芦等瓜

果蔬菜的果实
, 以及辣椒

、

茄子
、

架豆的嫩叶 ( 弓 )
。

(三 ) 病容的发生发屁

1
.

病原菌的越冬
.

不同场所越冬材料的分离结果见表 1 ,

表 1 构扭炭疽病菌越冬部位检查结果 1 980一 198 1

分 离 部 位 } 分离组织个数 长出病菌个数 带菌率 (% )

厅碑户02八Un0
ù

86354253400000000391619别180000000
尸aLalóJLal卜qJ̀1二q̀0000八UC甘

`

连工J怪̀任力任月,尸01ùal毖
J几通ql匕.勺树上病果

地面病果

地下 10 公分病果

地下 20 公分病果

地下 30 公分病果

树上枯枝

地面枯枝

地下 10 公分枯枝

地下 20 公分枯枝

地下 3 0公分枯枝

树上枯叶

地面枯叶

注
: ( i ) 处理时间为 29 50

。
2 0 , ( 2 ) 分离时间为 29 5 2

.

4 中一 4下
。

从上表看出
, 构记炭疽病菌以菌丝体主要在树上或落于地面和土壤中的 病 果 内 越

冬
。

越冬病果上产生分生抱子的最低温度
, 经测定为 16 ℃

。

2
.

初侵染时间的测定
:

经连续两年的田间普查
, 田间病果最早出现时间

: 1 9 81 年为 5 月 4 口 , 19 8 2年为 6

月 6 日 (此时大气温度 已稳定在 20 ℃左右 )
。

为了更进一步确定初侵染的时间
, 以便为

田间第一次喷药提供可靠的依据
, 又进行了田间梯级喷药试验

。

药剂用 1
:

1
,

10 0 等

表 2
.

喷 药 日 期

田间梯级喷药试验结果 1982年

喷药次数 发病率 (% )

004 月 2 1日

4 月 2 6 日

5 月 i 日

5 月 5 日

5 月 1 0日

0
。

0 1

0
。

0 2

0
。

0 5

54321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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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式波尔多液
, 结果见表 2 :

从表 2 看出
,
在 5 月 1 日以后喷药的处理均发病

, 其发病时间为 5 月 8 日 , 结合大

田调查确定该病菌的初侵染时间在 4 月底一 5 月初
。

病菌的初侵染除了和温度有一定的关系外
,

与湿度和降雨情况有更为密切的关系
。

每年 4 月底至 5 月初 ,
如遇降雨 (约 1一 2 个雨 日 ) , 初侵染发生早且重

,
反之

, 初侵

染则晚且轻
。

3
.

病菌潜育期测定
:

1 9 8 1年 6 一 8 月在室内进行了接种试验
。

结果见表 3 :

表 3 拘祀炭疽病潜育期测定结果

接种 日期
症状出
现 日期

室温范围℃ 供试果数 } 发病果数

198 1年 6一 8月

发病 }平均发病
率% {率 %

潜育期
(小时 )

1 2 / 6 2 4
。

一 3 0℃

666 000 3 666

11111 6 000 3 555 5 8
_

333

一一
- -

一一 -
-

~ 响
~~~~~~~~~

,,,,,, UUU UUU 乙 666

5 4
。

2 1 9 6

望-667
,工一n
ùOd一月任·

一
。·

一
I

一一一
一

2 4 / 6

1 8 / 8

2 6
。

一 3 1℃

IIIII

11111

IIIII

砚砚砚

IIIII
6 5

。

0 1 7 2卿一.633
。

一
。 ·

一
。·

一
!

一止一 }一竺一卜里兰
一

…哩
I } 6 0 } 3 5 {5 8

。

3

一

…
—

…一一1 一…一二旦一

卜
一

里兰
一

}掣— …一{ 1 1 } 6 0 } 3 4 }5 6
。

7 } }
2 1

“

一 2 6℃ 5 7
。

5 } 1 2 0

注
:
以发病率超过 50 % 以上为统计标准

。

从上表得知
: 构祀炭疽病菌潜育在 21 一 31 ℃范围内为 3 一 5 天

。

温度高潜育期短
,

温度低潜育期长
,

在 25 一 30 ℃下
,
潜育期最短

。

4
.

关于病菌潜伏侵染的研究
:

采用套袋方法对潜伏侵染进行了测定
, 结果见表 4

。

从表 4 看出
: 虽经套袋

,

防止空气中抱子侵染
,
但经保湿后仍能发病

,
初步肯定具

有潜伏侵染特性
, 这也是 田间病害在雨后突然暴发的一个重要原 因

。

5
.

病菌侵染途径试验
:

1 9 8 1年 6 一 8 月在田 间采集青果
,
表面消毒后

, 采用刺伤和不刺伤两种处理的接种

试验 ,
结果见表 5 。

表 5 试验结果表明
:

病菌既可从伤口 入侵
,

也可直接入侵
, 而从伤口 入 侵 发 病率

高
。

在 田间造成伤 口 的主要原因是 虫伤和风力摩擦造成创伤
,

这些伤 口都给病菌入侵造

成 了极有利的条件
。

6
.

病原菌传播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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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构犯炭道病菌潜伏侵染习性试验结果 19 8 1年 6一 8月

套袋
一…

· ·

……
保湿培养情 况

保湿时间 {检查时间
室内温度
范围 (℃ )

处理

套袋

保湿
果数

发病
果数

发病率 ( %、

7/6 夏果花蕾期 21 /6 27/6 26
。

一 3 1℃
K C

套袋
1 7/6 夏果幼果期 6 / 71 2/ 73 2

”

一 28℃

{夏果青果期
套袋

27/6 6 / 7 2/ 73 2
”

一 28℃
K e } 2 0

_
_

… -竺垫一
}一

竺
一

套袋
7/ 7夏果青果期 2 2/ 7 28 / 7

’

27
一 31℃ }一

一

口见…万…
一

而万一CK

1 7/ 7

27/ 7

夏果青果期 7/8 1 2/8 4 2
“

一 9 2℃
套袋

K C

秋果幼果期 1 2/8 1 7/8 23
。

一 28℃

7/8
套袋

秋果青果期 1 2/8 26 /8 21
“

一 3 2℃

444 000111

444333 000 7
。

555

00000000000000000222 00000 000

222 000111 5
。

OOO

222 0000000000000000 00000

222 000 000 000

11111 5
。

000

222OOO 2221 0
。

000

55555555555
。

11111 222 000 000

222 0003 7775
。

000

222 000 000 000

222 000111 5
。

000

222OOO 000 000

注
:

K C为采套袋果时
,
同时在田间采得同生育期的健康果实

。

根据 田间观察
,
枝条上残存的前一年的病果

, 在环境条件适宜发病的情况下
,
可产

生大量的分生袍子堆
。

当年病果上亦可大量产生分生抱子堆
。

这些分生抱子堆常粘结较

紧
,
不易脱落

,
不易分散

, 只有被雨水或露滴分散后
,
才能顺枝条流淌或被风雨击溅到

附近健果
、

健花上继续侵染
。

在发病初期往往围绕老病果周 围形成一个发病中心
, 以此

继续向外扩展
。

为了证实空气中是否经常有分生抱子存在
,
我们于 1 9 8 1年 4 月下旬—

8 月下旬
,

在田间进行了抱子捕捉
。

结果表明
:

从 4 月下旬一 8 月下旬 ,
无论睛天或雨天

, 均能捕

捉到抱子
, 尤以风

、

雨天为多
,

且距地面越近
,
捕捉到的分生抱子数量越多

,

因此风
、

雨天气是病原进行较远距离传播的主要条件
。

7
.

构祀品种间抗病性差异的初步测定
:

为查清拘祀品种之间抗病性的差异
,
以便为今后在发展构记生产中推广优良的抗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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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构祀炭疽病菌入俊途径试验结果 1 9 1 8年6一 8月

室温范
围 (℃ )

刺伤接种 不刺伤接种

供试
果数

发病
果数

发病率
( %)

平均发
病率 %

供试
果数

发病
果数

发病
率 %

平均发病
率 %

重复查期检日接种期日

8 /6 1 2 /6
生…

一

竺
一

…土…
一

兰
工 }

一

竺
一

…
一

全生…
7 1

1 1 50} 0 5} 1 0 0O 54 24 8

4 222
“

一 28℃℃ IIIOOO 777 7 3 54447 3
。

000 50001 111 2 222

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弓弓弓弓门门 又日日 7 22222纬 nnnRRR1 RRR

一 4 /6 }1 8 /6 2了 一 1 3℃ !一 1 0 0 4 4
。

0

一

né一,任4一3
八é一月了,é一, 1.

50
一
501 0 0

9 6

Vn
.

乃6叹J!
古
往占

50ǔ50

…— …引
,

2 4
“

一 30 ℃ }
一 _

{

…一 圈
{ 2 1

“

一 2 6℃ {一 {

…一一…令…
{ 2 2

0

一 2 6 ℃…一 i
! …亚1

5 0 1 4 2 一 }
9 0

·

o
}

—
】—

一

{一一 { 3 9
·

0

8 4 ! 1 5 0 ! 2 2 1 4 4 :

5 0 } 4 9 } 9 8 } } 5 0 } 2 0 ! 4 0
」

-

—
一

…
- -

一
}

一
一 } 97

·

o {
-

一一 i
-

一卜一
3 3

·

0

竺
…
兰…兰)— …型一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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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

拘祀品种抗病性翻定结果 1 98 1年 6一 7月

品 种
供试
果数

发病果数
)
平均发病

1

{
!

…
率 %

` 9

…
` 8

{
9 7

·

”

` 7

…
4 8 { ” 5

·

o

5 0
{

5 0 …
` 0 0

4 8 { 4 4 J 9 2
。

0

;: …:: …:;;
”

供试
果数

发病果数 l平均发病

}
,

!率 %

总平均发
病率%

麻叶拘记

大麻叶构记

黄果构祀 }

园果构记

白条拘记 1

尖头园果拘记…

8 5
.

0

7 8
。

O

9 5
。

0

8 1
。

0

8 4
。

0

9 5
。

0

9 1
。

0

8 6
.

5

9 7
。

5

8 6
。

5

8 7
。

5

9 7
。

5

八八ó日QUqU八八ù从月任月任Jnno刀性月O q山ù匕八匕9白
, .ù月了J任odJ任月竹J往主J任nUù日ùnLICU八lj甘八反曰é一匕阳匀只d尸勺户匀n甘八én

ùù日ù八UCUù匀一aLaLO一勺尸a

品种
。

本试验采用离体接种的方法
,

对 目前生产上栽培的几个品种进行 了抗病性测定
,

结果见表 6
。

测定结果表明 : 不同品种间抗病性差异很不明显
,

经测定的六个品种
,

均属高感品

种
。

(四 ) 气侯条件与拘祀炭疽病的发生关系
:

拘记炭疽病在不同年份
, 不同地区 ,

发病早晚及发病轻重各不相同
, 这主要受气候

因子的制约
。

1 9 8。年和 1 9 81 年在蒲城县甜水井公社东兴大队构祀场对气候条件与拘祀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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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氢月夺氛帆发生参乏系
,

进行了 系线的观察和讯查 (详 见凰 生和凰 易 )
。

从这两年的系统调查

中证实
:
拘祀炭疽病的发生蔓延和病情的消长变化

, 主要与降雨量和相对湿度的变化而

成正相关
。

例如 1 9 8 0年 6 月中旬至 7 月降水次数多
, 而且雨量大

,

该病即持续发展
, 且

发病严重
。

而 1 9 8 1年由于 7 月份以前长期干旱
,
降雨极少

, 田间病害处于被抑制状态
,

发病非常轻微
。

一直到 8 月份才大量降雨
、

且雨期长
,

相对湿度经常处于饱和状态
,

使

病害发生率由原来的 10 %急剧上升到 10 0%
。

从这两年情况来看
,

每次降雨后
,

病 情都

表 7 室内药效测定结果 1 98 2年

萌发 \
一

\ \

_

_ 率%
重 复 相对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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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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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对照萌发率为 10 个重复的平均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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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发展
,

且全年发病高峰期和降雨高峰是吻合的
。

因此 ,
高湿

、

多雨是造成此病流行

的主要因素
。

(五 ) 药效试验
,

1
.

室 内药效测定
:

在室内用 5 0%退菌特等五种药剂对分生抱子萌发的抑制作用进行 了测定
,
结果见表

7 o

从室内药效测定结果看
:

50 %退菌特 8 00 倍液
; 50 % 代森按水剂 60 0一 8 00 倍 液 和

l ,
1 , 1 0。波尔多液效果较好

。

2
.

田 间药剂防治试验
:

试验以退菌特等七种农药 , 按不 同浓度
、

不同喷药方式 (定期喷和雨后喷 )
, 设置

6个处 理
,

每 个处理 t〕株附
,
并设对照

,

结果见表 8
。

( 1 ) 喷药方式

定期喷
:

每 7 天一次
, 雨后不补喷

。

雨后喷 : 雨后天晴
, 立即喷药

, 时间不定
。

( 2 ) 药效检查 :

喷药前每个处理的每株树
, 随机调查三个果枝

,

计算病果率
, 于喷药后第六天 (即

下次喷药前 ) 用同样方法调查病果率
。

表 8 田 间药剂防治试验结果 1 98 1年

一
一

一 _ _ 防治效果 \
\ 喷药 时间

浓度 ( % )
一

、 .

和方式
定 期 喷

药剂名称

0山OJ勺臼八匕
.

…
,白通任O八ùO口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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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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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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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 8

}
1 4之8一

} 2 1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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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0 0

1 0 0 0

5 7
。

6

3 6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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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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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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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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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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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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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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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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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1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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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_

_
_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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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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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0 0

4 3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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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防治效果计算
:

防治效果 ` %, 二 “ 一

黯瞧翼纂
, · `。O

表 8 证明
:
防治效果以等量式 1 00 倍波尔多液和 50 %退菌特可湿性粉剂 60 0倍较好 ,

5 0%代森按 8 00 倍次之
。

喷药方式以定期喷防治效果为佳
, 雨后喷药效果较差

,
这 一点

也说明此病菌具有潜伏侵染特性
,
单纯依靠雨后喷药

,
防治效果并不理想

。

结 论 和 讨 论

病菌以菌丝体在残留于树上
、

落在地面和土壤内的病果内越冬
, 成为次年初侵染的

主要来源
。

据 1 9 8 1年和 1 9 8 2年田间调查和梯级喷药试验证明
: 构祀炭疽病在陕西关中地区

,
每

年 4 月下旬—
5 月上旬

,

如遇 1 一 2 天阴雨 ,
此病即可完成初次侵染

。

因此 , 根据天

气情况
,
抓紧在 4 月下旬或 5 月上旬于雨前进行第一次喷药

,

这对推迟和减轻此病的发

生和为害以及减少田间病原是非常重要的
。

拘记炭疽病病原菌
, 可以从伤 口入侵

,

也可直接从 自然孔口入侵
, 但以 伤口入侵发

病率高
。

分生抱子 由雨水或露滴传至附近的花或青果上引起病害扩展蔓延
。

风
、

雨交加

的天气是病害进行较远距离传播的主要条件
。

由于病菌在病果中越冬
, 因此清园工作在病害防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 位

。

冬前应

彻底清除树上病果
, 携出园外集中烧毁或深埋

, 这样可以大大减少越冬菌原数量
, 对推

迟和减轻次年发病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

对拘记炭疽病防治的战略措施应当是
: “

保证春果
,
争取夏果

,
放弃秋果

” 。

这是

根据陕西关中地区的气候特点而提出的
。

因为关中地 区每年秋季几乎都是淋雨季节
, 经

常性 沟连阴雨使病害极易发生
, 且给喷药防治带来 了困难 ,

这样秋果根本无 把 握 收 回

(秋果约占总产 10 %左右 )
。

因此 , 在夏果收完后
,
应及时进行修剪

, 彻底剪除秋果
,

及时施肥
,
使树体及时抽生秋稍

, 积累足够的营养
,
为来年春果丰收打好基础

。

如不及

时修剪
,
大量秋果全部发病

, 大大增加了冬前清除病果的工作量
,

且不易清除干净
, 增

加了越冬病原的数量
, 导致来年病害早而严重

。

在化学农药防治中
,

以 l : 1 : 1 00 的波尔多液和 50 %退菌特可湿性粉齐J 60 O倍液
,

防治效果较好
。

在喷药方式上以定期喷药为好
。

因为该病菌具有潜伏侵染特性
,
所以单

纯在雨后喷药
,
防治效果欠佳

。

在陕西关 中地区
, 宜采用以下喷药历

:

①在 4 月下旬一 5 月初根据天气情况
,

在雨前进行第一次喷药
。

② 5 月一 6 月每半月喷药一次
。

③ 6 月中旬一 7 月何 1 0天喷药一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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