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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田土壤中麦根腐离蠕抱菌里

消长规律研究

张天宇 徐芳玲

(植保系 )

摘 要 关中粮 田土壤中麦根腐离蠕抱繁殖体最 于 9月底前后 处 子 低峰
.

小麦秋苗 期

有所上升
,

冬春逐渐减少
,

4 月上旬前后达到 另 个最低点
。

以后随着病害的发生发展
,

菌

量 回升
,

收麦前后达到最 高峰
。

小麦后复种玉米或休闲的地块
,

菌量随病残体的分解而逐 渐

减少
,

下季小麦播种时达最低点
。

导致小 麦灌浆期离蠕抱叶斑病流行的大量接种体源子本 田

麦株发病过程中菌量的积累
,

而非染菌土壤
。

主 . 饲 小麦
,

根腐病 /麦根腐离蠕抱
,

菌最消长

麦根腐离蠕袍 ( B I P o l a r i s s o r o k i n i a n a ( S a e e .

) S }: o e m
.

)是导致麦类根腐病及叶 斑

病的主要病源物之一 。

一般认为
,

土壤带菌是病害的重
l

药侵染来源之一
。

不少研究者致

力于 土壤带菌量
「” z 〕

· ,

病菌在土壤中的存活能力
〔 3

一
5 1

及前作
「” { 、

其他生物因素
〔 7 一 ’ 。 J

与理化因子
〔`

’

对病菌存活力影 响的研究
。

但是
,

由于 自然条件和农业耕作制度极 为 复

杂
,

一般的研究不能揭示具体条件下的具体规律
。

特别 性制定病害的综合防治措施
,

更

需了解特定轮作与耕作制度条件下土壤中病菌存活与消长规律的动态
。

基于此
,

我们于

1 9 8 6 ~ 1 9 8 8年选择典型田块
,

研究该菌在关中粮田典型轮作制条件下的土壤菌量周年消

长规律
。

木文作以 简要报道
。

l 材料与方法

1
.

1 典型田块的选择

选关 中平原粮田的两种典型轮作制田块
:

小麦一 五米一小麦和小麦一休闲一小麦
,

共 3 块
,

分期采土测定
。

1
.

2 采样

在选定的地块 以五点取样法先刮去表面cZ m土层
,

再用直径 s c m
、

高 sc m 的 采样 器

采取 2 ~ 1 0 c m 层次的土样
。

将五点样品充分混合
,

以四 分 法分 样 l 一 2 次
,

留 适 量

混合土样备用
。

取样时间间隔一般为 1 5d
。

19 8 8年 5 月至 6 月
,

为测定当时菌量的变化
,

何 7 日 取 样

一次
。

1
.

3 目的菌的分离

采用改进式 R e is ￡ ` ”
选择性培养 蟋分离土壤中的麦根腐离蠕抱 ( 另文报道 )

,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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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
。

采回的土样摊在瓷盘 中风 干 3 ~ 4 d
,

以 孔 径 o
.

gm m左 右 的 筛 子 过 筛
,

倒

皿前取 0
.

19 放入直径为 g c m 的灭菌培养皿巾
,

然后倒 入选择性培养基
,

充 分 摇 匀
,

置

23 ~ 2 5
O

C下培养
。

每样品句次重复 1 5皿
。

1
.

4 菌落计数与土滚含菌盘的计算

麦根腐离蠕抱的橄褐色绒状菌落很容易识别和计数
。

但用改进式 R e is 选择性培养 基

作土壤分离时
,

仍会长出某些链格抱 ( A l et :
an

: ` 。 s
PP

.

) 的 菌 落和少量的浅 色菌落
。

对于前者可用适 当提高倒皿时培养基温度 ( 60 一 62
“

C ) 的办法来减少
,

后者易 于 从 菌

落的颜色与 目的菌相区别
。

用下列公式求出每克土壤中麦根腐离蠕抱接种体含量
:

每克土壤中的接种体数
10 “

菌落总数
测定皿数

结果与分析

小麦生长期间麦田土壤中菌且的消长

连续两个生长季节对两块麦田的系统测定 (图 l :

甲
、

乙 ) 表明
,

土壤中麦根腐离蠕

1
J

6

?
-J。l,,I,.1

抱繁殖体的数量
,

一般在秋季 ( 9 月下旬前后

菌和苗期根腐病的发生
,

于 10 月至初冬季节
,

高峰
。

冬季至早春菌量大

) 达到最低点
。

小麦播种后
,

由于种子带

耕层土壤中的菌量有所增加
,

出现一个小

夕|
盆

致趋于稳定或逐渐减少
,

3月至 4月上旬前后
,

达到

另一个最低点
。

4 月中下

旬起
,

随着麦株墓部根腐

病的发生和发展以及叶斑

病 自下而上的发展蔓延
,

产生大量的病菌 分 生 泡

子
,

散落田 间
,

使土壤含

菌量急剧上升
。

6 月上
,

中

旬收割小麦时
,

大量病菌

繁殖体和寄 主病残组织遗

落田间
,

土壤含菌量达到

全年最高峰
。

两个完整小

麦生长季的测定结果 ( 图

1 )
,

表现出同 样 的 趋

势
。

. . ~ ~ . ~ 臼 . 续 块 甲

份 .

一
。

~ 心 坎 块 乙

护
. - . - , 地块 内

,

入
心,介卜.1̀I

日

于劝 ,
叨̀

.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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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小麦生长期间麦田土中麦根腐 菌的变迁

1
.

地块 甲 , 1
.

地块 乙 ; 1
.

地块丙

图 1 中 地 块 丙 的曲线是根据 1 0 8丁年 夏季用康拜因收获的感病麦田的测定结果绘制

的
。

由于收割脱粒过程中大量的病残组织遗落田间
,

土壤含菌量较一般 田块成 倍 地 增

加
,

6 月下旬每克土壤含菌量达到 17 67 个 ( 同期另外两块人工收割
,

运出田外脱粒的田

块
,

土壤含菌量则分别为 5 1 7个 / g 毛! 5 8 3个 / g )
,

而月
_

这种土壤含菌量高的趋势可以维

持相当长的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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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2前作小麦的玉米地土壤中菌惫的消长情况

为提早玉米播种期
,

关中地 区农民于小麦收获前半个月左右在麦行间点种玉米
。

由

于未经翻耕
, 1 c0 m 以上

一

上层中麦根腐离蠕饱的菌量
,

在麦收后的相当一段 (约一个半月 )

时间内
,

仍保持在较高水平上 ( 图 2
,

1 9 8了,

l )
。

经过中耕
、

灌水等田间管理
,

病残组

织逐渐腐解
,

至 7 月中
、

下旬以后
,

菌量急剧减少
,

9 月玉米收获时达到最低点
。

OO5翔旧阴

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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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f忆

匆甘州资

/协咖晰
.、.牲口.

!协

.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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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一 ; ; 下而 了 孚 品 盯 、 , · , . , 0t (月 ’

,1
1肴

|脚.l0

图 2 前作小麦玉米地中麦根腐菌数量变化 图 3

1
.

地块乙 ; 1
.

地块 丙

性t打 7 巴,盯 l口 t . l 浑 、

前作小麦夏季休闲地中麦根腐菌数量变化

I
。

地块甲 , I
。

地块丙

在麦收后
,

先翻耕整地再播种玉米的田块
,

大部分病菌接种体和病残组织被翻埋土

中
,

10 c m 以上表层土壤巾的菌量大幅度减少 ( 图 2 : 1 9 8 8 ,

I
,

l )
。

但病菌会 借 土

壤中的病残组织和 自生苗进行繁衍
,

使耕作层含菌量在 7
,

8 月份出现一个小高峰 ( 图

2 , 1 9 8 8 ,

I
,

l )
。

以后
,

由于中耕锄草
,

灌溉管理等农事操作
,

自生麦苗被消灭
,

病残组织迅速分解
,

土壤菌量又逐渐减少
,

至玉米成熟收获时达到最低点
。

2
.

3 麦收后夏季休闲地土坡中菌盆的消长

麦收后翻耕休闲地表层 l怀 m 以上上壤中菌量的变化过程大致与翻耕种玉米相 似
。

只

是由于休闲地不像玉米地那样 精细管理和补肥
、

灌水
,

小麦病残体腐烂分解较为缓 慢
,

土壤菌量的减少呈现较为明显的渐进过程 ( 图 3 )
,

到 g 月底小麦播种时达到一个最低

点
。

如地块 I
, 1 9 8 7 ~ 1 9 8 8年这一时期的土壤含菌量分别 为 1 5 0个 / g和 5 0个 / g

。

又 如

地块 l
, 1 9 8 7年的小麦是康拜因收获的

,

土壤带菌 J痊数很高
, 7 月中旬翻耕之后

, 1 c0 m

以上上层含菌量仍高达 5 83 个 / g
。

由于繁殖体和病残组织量太
,

在以后的两个多月时 间

内菌量还略有回升
,

至 10 月初小麦播种时菌量达 9 33 个 / g ( 图 3 , 1 9 3 7 ,

l )
。

这种高

菌量的势头一直延续到第二 年春季才逐渐降下
/

{泛 ( 图 I
,

l 洲了一 1 9 8 8 ;

皿 )
。

2
.

4 小套生长后期攀根腐离蟠袍

派殖体在套田耕层土城中的垂直分布
1 9 8 8年于小麦灌浆期

,

表层 仁壤

菌量处于高峰期时
,

分层采样
,

测定

病菌在耕层土壤中的垂直分布情况
。

结果 ( 表 l ) 表明
, 0、 4 e m 表土中

含菌量最高
,

至下层逐渐减少
,

10 ~

15 c m 上层中仍 有 相 当数量的接种体

存在
。

表 1 小麦后期耕层土中麦根腐菌的垂宜分布

各层土壤 的接 种体数 (个 / g )

田块类别
0~ 4 e m 4~ 7 e m 7 or 10 e m 1 0~ 1 5e m

口̀n甘.n
6
óU,人

,二口曰心自6767盯1
ōCJ,j厚̀叮口一了丹n内匕.匕

:曰.,勺自几J工了八é。U人b一O
一鸽ō七O叨休闲一小 麦

休闲一小麦

玉米一小 麦

19 8名年 5月 2 5日
,

杨陵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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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5麦田边际土坡中病菌繁殖体的水平分布

选典型 田块
,

自麦田边行起
,

向非麦田方向定距采集 。 ~ s c m 表层土 样
,

测 定 麦

根腐离蠕抱繁殖体在土壤中的水平分布情况
。

结果 ( 表 2 ) 表明
,

自小麦根际向外菌量

逐渐减少
,

45 ~ 50 c m处的含菌量只为小麦根际土壤菌量的 1 / 6 ~ 1 / 4
。

说 明这 时 土 壤

表层带菌主要来源于催病麦株
,

而病菌饱子的水平传播距离并不是很远的
。

表 2 麦田边际土中交根腐菌的水平分布

距麦行不同距离 c( m ) 表上 中菌量的变化
麦 田 边 际 生 境

—
-

一

—
-

—
_

小麦根际 5~ 1 0 1 0~ 15 1 5~ 2 0 2 5~ 30 3 5~ 4 0 4 ;~ 5 0

一
一ō了.nCJ

一…
一

0067邪n甘俘̀nJ一O,l心OIL,..

麦田— 路边空地

麦田— 场边空 地

麦田

—
菜地

2 6 7 1 6 3 1 1 7

2 8 3 1 8 5 2 1 7

2 0 0 1 7 6 1 67

19 8 8年 6月 2日
,

杨陵
。

3 结论与讨论

麦根腐离蠕袍 ( B f P o l a r i : : o r o 左i o i a n a ( S o e e .

) S h o e m
.

) 虽能以分生饱 子
、

厚 垣

袍子 〔 “ 一 7 ’ 或菌丝体状态在土壤 中存活
,

但并非土壤习居菌
,

它不能离开寄主残体 在 土

壤中长期生存
〔:` ’ “ 〕 ,

巨常常面临其他土壤真菌
〔 ` ” 〕 、

细菌 邝 〕 、

根际微生 物
〔 , 了 ,

甚 至

阿米巴
仁7 〕的竟争与领顽

。

土壤菌量随着 自然与耕作条件的变化而处于动态的消长 变 化

之中
。

在关中粮田的两种典型轮作制 ( 小麦一玉米一小麦和小麦一休 闲一小 麦 ) 条 件

下
,

土壤中的病菌接种体量
,

在小麦播种前达到最低点
。

播种后
,

由于种子带菌和苗期

发病
,

耕层土壤菌量有所增加
。

冬季至早春则逐渐有所减少
,

至 4 月上
、

中旬前后达 到

另一个最低点
。

4 月下旬至 6 月初
,

随着根腐病的发生及叶斑病自下而上的发展蔓延
,

产生大量的病菌抱子
,

土壤含菌量急剧上升
。

6 月上
、

中旬小麦收获时
,

大量病菌繁殖

体与病残组织遗落 田间
,

土壤含菌量达到全年最高峰
。

峰值的高低及持续时间的长短
,

决定于遗落病残组织量的多少及分解速度的快慢
。

在小麦收割前点种玉米的田块
,

病菌会借病残组织和 自生麦苗进行繁衍
,

上壤菌量

在出现一个小高峰之后
,

即逐渐减少
,

至玉米收获时达到最低点
。

麦收后经翻拼再种玉米
,

或者休闲的地块
,

开始时表层土壤菌量大幅度减少
,

之后

略有回升
。

尔后
,

又逐渐减少
,

至秋季麦播前后达到最低点
。

小麦生长后期
,

耕层土壤中菌量的垂直与水平分布研究表明
,

麦株根际附近接种体

数最多
。

说明
,

灌浆期麦根腐离懦抱叶斑病流行的菌源
,

主要来 自本田麦株发病过程中

菌量的逐渐积累
,

而非染菌土壤
。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
,

麦田中麦根腐离蠕泡菌量的消长
,

直接或间接地受其 主 要 寄

主一一小麦的存在与根腐病发生情况的影响
。

关 中平原小麦灌浆期间离蠕抱叶斑病发生

流菌量行的主要菌源
,

不是来自土壤
,

而是来自麦株基部的病组织和 自下而上发病过程中

的逐渐积累
。

阻止或减缓这一积累过程的措施
,

必将减轻病害的发生与为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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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6 ~ 5 6 7

6 C h s n n
S H F

.

c o e t l f o
b

o l之̀ s s a t`口 “ s e o n i d i a
P

o p u
l

a t i o n 、 : n o o i一“ f o
ll

o w i n g v a r i o u , e o r e a
l

e r o P,
.

2,

人y t o P a lh o lo g 夕 , 1 9 76 , 6 6 : 10 8 2~ 1 0 84

7 C o o
k R J

,
H o m m a Y

.

I n f l u e n e e o f 、 0 11 w a t e r P o t e n t ia l o
h

a e t iv i t y o
f

a m o e
b

a e r e : P n , ib l
e

f
o r P e r

f
o r a t io n “ o

f f u n g a l s p o r e , 。 尸h夕 t o P a r人0 10 9 夕
, 一。 7 9 ,

6 9
:
。 14

5 O l d K M
,

R o
b

e r t 5 o n
W M

.

E x a m i n a t i o n o f f u n g u s i n v a
d

e d b y 吕 o i l b
a c t e r i a

.

S
e v e ” t八 C o ” 夕 r .

I ft t
.

M ` e r o 、 c .

E l e e t r o 陀
.

G r e n o
b l`

, 19 7 0
, 3 7 7~ 5 7 5 ( a

b
o t r

.

)

9 R a n g a , w a m i G
,

V i d t y a , e女, r a n P
.

E f f
e e t o

f
a n t a g o n io t i e nt i e r o o r g a n i , m , o n t h

e , u r v i v a
l

o f

“ e l附 i ” t凡o s P o r ` u 附 s a t f v u 爪 P a m m
. ,

K i n g a n d B a
k k e i n t h

e r
h i z o , p h e r e o f m a i z e

.

I ”
d `

a n J
。

M `c r o b i o l
。 , 1 9 6 6 , 6 : 1 9~ 2 2

1 9 R e i n e e k e
P

,
D u b e n J

,
F e h r m a n n H

.

A n t a g o n i 6 m b e t w e e n f u n g i o f t h
o r o o t r o t e o m P l e x o f

e e r e a l s
.

i n S e
h i p p e r 5 B

,
G a m s

W
.

e d o
.

S o f l
一

b o r路 e p l a ” t p a t h o 夕e ” 。 .

A e a d e m i c P r
. ,

1 0 7。
, 3 2 7 ~ 3 5 6

1 1 R e i ,
E M

.

S
e l e e t i v e m e d i u m f o r i , o l a t i n g c o c h l i o b o l ,` 5 s a t i v “ 5 f r o m , 0 11

。 p la n t D `: e a s e ,
1 9 8 5 ,

6 7
*

6 8~ 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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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 pu la ti o nG row t ha n d De e li ne o f B fPo la ris s o rok f ni a na

Po r pag u le i n5 011 5 o fW he a t Fie lds

Z ha ng i Ta nyuS u Fa ng li ng

( De Po r t拼 e n to
了 p l

a o t po r te e t` o” )

A bs t rae t P ro rag u le po pu la ti o o n f BI Po la ;is s e o ro九 f” ` a na (S ae e .

)

S hoe m
。

i n5 011 5 o fe ro p la n ds was ge ne ra l lya ta low ti de a u o r n d t he la te

Se r te m be ri nG ua n z ho ng P lai n .

I tm ig h ts lig h t lyi ne e rs e a a t t lle a u tum n

s e e d li ngs tage ow f he a t, a n d l a t e r , g r a d u a l l y d e r e a s e i n w i n t e r a n d e a r l y s p r i n g

t i m e a n d r e a e h a n o t h e r Io w t i d e a l i t t l e b e f o r e o r a f t e r t h e f i r s t t e n d a y s o f

A P r i l
.

A f t e r w a r d s , t h e p r o p a g u l e p o p u l a t i o n o f t h e f u n g u s r a p id l y i n e r e a s e s

a n d r e a e h e s t h e h i g h e s t p e a k o f a y e a r a s a r e s u l t o f : a P id d e v e lOP m e n t o f r o o t

r o t a n d B ip o l a r i s l e a f s p o t o f w h e a t b e f o r e o r a f t e r h a r v e s t
.

I n t h e f i e l d s w i t h

m a i z e g r o w i n g a n d / o r f a l l o w l a n d s w i t h w i n t e r w h e a t , Po p u l a t i o n o f B f P o l
-

a r f s s o r o k i n i a n a i n 50 11 t e n d s t o d e e l i n e a l o n g w i t h t h e d e e o m p o s a t i o n o f

w h e a t r e s i d u e s a n d r e a e h e s t h e l o w e s t p o i n t i n l a t e S e p t e m b e r a s m e n t i o n e d

a b o v e .

T h e a b o u n d i n g i n o e u l a w h i e h e a u s e d e p i d e m i e B f P o l a r i : l e a f s p o t s o f

w h e a t a t m i l k s t a g e w e r e P r o d u e e d f r o m d i s e a s e d b a s e s a n d s p o t e d l e a v e s d e v e -

l o p e d f r o m b e l o w t o a b o v e t h e p l a n t s r a t h e r t h a n i n f e e t e d 5 0 11
.

S u b j e e t w o r d s T r i t i e u m a e s t i v u 。 , r o o t r o t / B I P o l a r i : s o r o k i n i a n a -

P o P u l a t i o n g r o w t h a n d d e e l i n 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