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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种传镰刀菌的吸水纸培养检验法
‘

商 鸿 生

(西北农学院植保系)

棉花种子传带棉花枯萎病菌和多种引致种子腐烂以及幼苗根病的镰刀菌[1 〕
。

检测棉

种傅带的镰刀菌种类和带菌率是棉花种子健康检验的主要内容
,

可 以为种子 质 量 标准

化
,

苗期病害防治和植物检疫提供重要依据
。

棉花种传镰刀菌的检验贯用琼胶基培养检

验法和幼苗症状检验法
,

近年籍秀琴等提出一种选择性琼胶培养基适于检测 棉 枯 萎 病

菌〔3〕
。

作者 使用更简便的吸水纸培养检验法
,

亦获得 良好的结果
,

本文介绍该检验方法和

主要镰刀菌的鉴另lJ特征
。

一
、

检 验 方 法

送检棉花种子样品经硫酸脱绒后用流水冲洗半小时
,

然后植床
。

培养床用三层吸水

纸铺于直径 9 厘米的透明玻璃培 养皿内作成
,

吸水纸需先用自来水浸透
,

每皿放置 10 粒

种子
。

植床后移入气温为2 0 c 士 2 ℃ 的定温室内培养
,

每天用近紫外光 (N U V ) 照射 12

小时
,

以促进真菌袍子形成
。

7 天后将培养皿取出用实体显微镜 (解剖镜) 逐粒检查
,

记载镰刀菌种类
,

计算各种镰刀菌带菌率
。

二
、

棉花种传镰刀 菌种类及其鉴别

本法主要用实体显微镜 (放大 6 一50 倍 ) 观察种子表面镰刀菌菌落生长习性

(h ab it ch ar aC ter s) 诸如菌落质地
、

色泽
、

着生部位
、

菌丝体特征
、

子实体种 类
、

着生

状态和其它形态特点等
,

以快速鉴别镰刀菌种类
,

只在疑难情况下
,

制片用高倍显微镜

检查
。

1
.

主要镰刀菌种 类及其形态特征

作者由陕西关中棉花种 子上检测到七种镰刀菌
,

其中以串珠镰刀菌
、

半裸镰刀菌和

木贼镰刀菌为优势种 [2 〕
。

( 1 ) 燕麦镰刀菌 〔F u s a r iu n : a v e n a e e u n i (Fr .

) Sac 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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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表面有粉红至砖红色粘泡团
,

其周围淡黄色
,

外缘有白色菌丝 体
。

粘 抱 团 较

大
,

表面较平展
。

A

图 1 棉花种子表面分生抱子梗和分生抱子着生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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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倍镜下大分生抱子细长镰刀形
、

弓形
,

多数近于直
,

少数椭圆形弯曲
, 3 一 6

隔
,

多数 5 隔
,

顶端细胞细长
,

足胞明显或呈楔形 (图 2 ,

h)
。

无小分生泡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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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七种棉花种传镰刀 菌的分生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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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木贼镰刀菌 〔F u s a r iu m e q u is e ti (C o r d a) Sa e c .

〕

种子表面菌丝体白色
、

污黄色
。

粘袍团桔红色
,

周围橙黄色
,

色泽鲜明
,

由多数不

规则球状突起组成
。

大分生抱子多呈弧弓形
,

抛物线弯曲
, 4 一 7 隔

,

中央细胞明显膨大
,

顶端细胞窄细
,

长刺状或线状
,

足胞明显
。

无小分生抱子
,

有厚垣抱子 (图 2 ,

f)
。

( 3 ) 禾谷镰刀菌 (F u sa r iu m g r a m in e a r u m Seh w a be )

菌丝体白色或稍呈红色
,

不甚繁茂
。

分生泡子梗与其上着生的分生泡子整体形象呈

树枝状
,

梗上着生几簇分生抱子
,

分生泡子排列紧密
,

成扇形展开
。

有时种子上可产生

兰紫色椭圆球形子囊壳
。

大分生泡子多为镰刀形
,

椭圆形弯曲或近于直
,

多数 3 一 5 隔
,

顶端细胞细长
,

足

胞明显
。

无小分生抱子 (图 2 , e )
。

( 4 ) 串珠镰刀菌 (Fu s a r iu m m o n ilifo r m She ld o n )

棉种表面菌 丝体 棉 絮 状
,

白色至粉红色
。

小形分生泡子成链状着生
,

为本种主要

鉴别特征 (图 1 ,

C)
。

大型分生泡子产生较少
。

小分生泡子形状大小基本一致
,

大多数为瓜籽形
,

单胞
,

稀或有一隔
。

大分生抱子

镰刀形
,

多数 3 一 5 隔
,

顶端细胞逐渐变细
,

足胞明显或呈楔形 (图 2 ,

c)
。

( 5 ) 尖抱镰刀菌 (Fu s a r iu m o X y s p o r iu m Se h le e h t
.

)

菌丝体白色棉絮状
,

常复盖整个种子
。

用实体显微镜较难观察到分生 抱子 产 生 情

况
。

尚有另一种菌落
,

菌丝体贫弱
,

平铺于种子表面
,

用实体显微镜可见小分生泡子产

生于短小的瓶状小梗上
,

小分生泡子较多时菌落略呈粉质
。

大分生抱子镰刀形
, 3 一 5 隔

,

多数 3 隔
,

顶端细胞窄 长
,

足胞明显
。

小分生抱子

形状和大小变化较大
,

卵形
、

圆筒形或腊肠形
。

厚垣抱子常见
。

(图 2 ,

b)

( 6 ) 半裸镰刀菌 (Fu s a r iu m se m ite c tu m B e r k
.

& R a v .

)

菌落绒状
,

菌丝体白色至污黄色
。

分生袍子便发达
,

密生于种子表面
。

每个分生泡

子梗可着生几层大分生抱 子
,

整体形象树枝状 (图 1 ,
A )

。

分生泡子产生多时
,

菌落

略呈粉质
。

大分生抱子纺锤形
、

镰刀形
、

较直
,

多 5 一 7 隔
,

顶端细胞较尖
,

无足胞
,

基端细胞

锥形
、

楔形
。

亦有 2 一 3 隔泡子
,

倒卵形或纺锤形 (图 2 ,

d)
。

( 7 ) 茄病镰刀菌 〔F u s a r iu m so lm i (M a r t
.

) Sa e。
.

〕

菌丝体不发达
,

菌落粉状
、

茸毛状
,

白色和青色
。

分生袍子梗明显
,

顶端有闪光 的

水滴状圆球 (图 1 ,

B)
。

有时种子表面平铺青灰色粘饱团
。

大分生泡子镰 刀形
,

稍弯
,

较宽
, 3 ~ 5 隔

,

多数 3 隔
。

顶端细胞短
,

嚎状
,

基端

细胞圆钝
,

足胞不明显
。

小分生泡子 o 一 1 隔
,

形状和大小变化较大
,

多数一端钝圆
,

一端较尖
。

有厚垣抱子 (图 2 ,

a)
。

2
、

鉴别要点

肉眼观察种子表面
,

串珠镰刀菌菌落棉絮状
,

尖袍镰刀菌亦呈棉絮状
,

但前者菌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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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呈粉红色
,

实体显微镜下可见 链状着生的小分生抱子
,

据此可与尖抱镰刀菌及其它种

类区分开来
。

茄病镰刀菌在种子上菌落粉状
,

白色或青色
,

半裸镰刀菌有时亦呈粉状菌落
,

但色泽

偏黄
,

实体显微镜下茄病镰刀菌分生抱子梗顶端有水滴状球形物
,

可资区别
。

尖抱镰刀

菌有的菌丝体贫弱
,

产生较多小分生抱子
,

菌落亦呈粉状
,

与茄病镰刀菌混生时
,

难以

区分
,

此时需要检查产生小分生泡子的瓶状小梗的形态
,

尖抱镰刀菌小抱子产生于很短

的侧生瓶状小梗上
,

而茄病镰刀菌瓶状小梗较长 (图 3 )
。

图 3 两种镰刀菌瓶状小梗形态
^ :
茄病镰刀菌 (F

。sa : iu m S o la n i)

B :
尖抱镰刀菌 (F

u , a riu o o x ysPo riy m )

木贼镰刀菌和燕麦镰刀菌均在种子表面形成红色粘泡团
,

但前者色泽较浓
,

有多数

球形突起
。

两者大分生抱子形态迥异
,

易于区分
。

半裸镰刀菌和禾谷镰刀菌分生泡子梗均 为树 枝 状
,

但后者抱子着生较密
,

抱子 较

长
,

每一簇抱子极似
“
菊花

” 。

高倍镜下半裸镰刀菌基端细胞锥形
,

而禾谷镰刀菌足胞

明显
。

三
、

讨 论

吸水纸培养检验法简便易行
,

成本低
,

结果可靠
,

适于快速检验大量种子样品
,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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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取代琼胶基培养法和幼苗症状检验法
,

成为检验多种种传半知菌的标准方法 [4 〕
。

R a m

N at h 等 (1 9 7 0 ) 利用多种植物种子进行 了种传镰刀菌吸水纸培养检验法的基础研究
。

作者的工作表明该法也适用于棉花种子上镰刀菌的检测
,

已知的镰刀菌种 类均表现出明

确的鉴别特点
,

从而可以得到棉种样品带菌种类和带菌率的准确资料
。

.

吸水纸培养检验法主要依据低倍实体显微镜下种子上菌落的一些稳定 的生长习性和

其它形态特征
,

这类性状虽适合于实用目的
,

但在真菌分类学上不一定具有意义
,

这是种

子健康检验与常规真菌鉴定不同之处
。

为了准确掌握低倍镜下真菌的形态特点
,

检验者

必须接受短期基本训练
。

例如在种子健康检验中一般不允许用测微尺测量泡子尺度
,

检

验者必须通过实际检验训练以获得对各种泡子相对大小的明晰概念和准确判断的能力
。

本文描述了关中棉花种子上七种镰刀菌
,

这与籍秀琴等 (1 9 8 0 ) 由棉花种子上分离

到的镰刀菌种类基本相同
。

籍秀琴等发现棉花种子上尖抱镰刀菌有两个类型
,

作者亦发

现尖抱镰刀菌在种子上的菌落形态有明显差异
,

这就需要查明我 国棉花种子传带的尖抱

镰刀菌除萎蔫专化型 (棉枯萎病菌 ) 外是否还有其它专化型或变种
。

在澄清这个问题之

前
,

无论用哪种方法检得的尖泡镰刀菌似不能一律断定为棉枯萎病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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