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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白兰瓜
、

西瓜疫霉种的鉴定研究

唐德志 孙毓彬 何苏琴

( 甘肃省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摘 粤 从甘肃白兰瓜
、

西瓜上分离出巧株疫霉
,

鉴定出两个种
:
掘氏疫霉尸 h y t oP h t h or

。

` r e c h ; l e r i T u e k e : ,

辣椒疫霉 p
. e a户 s i c ` L e o n i a n 。

分离物经过配对培养
,

均可产生性器官
,

10 株掘氏疫霉为A ,

交配型
, 5株辣椒疫霉为 A :

交配型
。

关 . 词 白兰瓜
,

西瓜
,

掘氏疫霉 p h 夕 t o 户h * h o r a d r e e h :
l
e r ` T u e k e r ,

辣椒疫霉 p
. e a夕: `e `

L
e o n i a n

疫霉 尸 hyt
o p h t h。 : 。 可侵染白兰瓜

、

西瓜的根
、

茎
、

叶
、

瓜
。

在甘肃主要引起烂

秧
、

烂瓜
,

损失严重
。

世界各地报道危害甜瓜
、

西瓜的疫霉有 6 种 (尸
. 。 “ 。 t 。 ; u m ,

尸
.

e a P s ` e i
,

P
.

P a r a s i t i e a ,
P

.

d r e e h s l e r i
,

P
.

m e l o n i s ,
P

. e r 夕 P t o g e a )
。

H o e t a l
.

报道新疆哈密瓜 (厚皮甜瓜 ) 疫霉为掘 氏 疫 霉 尸 h y Ot P ht h or
a d :

eC h : l er f 〔 ` 〕 。

李

淑蛾等报道新疆哈密瓜疫霉为甜瓜疫霉 尸
.

。 。 IOn :’s ` ”
。

我 们于 1 9 8 6至 1 9 8 8年研 究了

甘肃白兰瓜
、

西瓜的疫霉
。

l 材料和方法

1
.

1 菌种分离

分离疫霉主要用玉米粉琼脂培养基 (C M A )
,

其他试验用燕麦琼脂培 养基 ( O M A )
,

马铃薯蔗糖琼脂培养基 ( P SA )
,

V 一 8汁琼脂培养基 ( V 一 8)
,

胡萝 卜琼脂 培 养 基

( C A )
’

蔬菜汁琼脂培养基 ( V A )
。

用常规法从白兰瓜病瓜上分离到 p h y 一 3 (安宁区 )
,

p h y 一 5 ( 红 古区 )
, p h y 一 14 (兰 州 市 )

,
p h y 一 2 1 ,

p h y 一 2 2 , p h y 一 2 3 , p h y 一 2 4 ,

p h y 一 2 5 (青白石 )
’ p h y 一 1 6

、
p h y 一 1 5 (敦煌市 ) 疫霉菌株

。

从西瓜病瓜上分离到 p h y

` 13
、

p h y 一 1 7 (高台县 )
,

p h y 一 4
、

p h y 一 6
、

p h y 一 7 (靖远县 ) 疫霉菌株进行种的 鉴

定
。

菌株斜面在 8 ~ g
O

C冰箱中保存
,

用时在 CM A 上 2 5
O

C下扩大培养
。

1
.

2 菌种鉴定

1
.

2
。

1 菌落形态比较

取各个菌株在 CM A 培养基上生长的菌落边缘圆片 ( 直径 。
.

sc m )
,

分别放入 O M A
,

C M A
,

C A
,

PS A
,

V 一 8培养基平板中央
,

25
“

C下培养 d4 检查菌落形态
。

1
.

2
.

2 抱子囊形成
、

脱落试验

采用余永年等的方法
〔” ’
进行

。

文稿收到 H期
: 1 9 9 0年 一 0 1 一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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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2
。

3有性器官的形成试验

供试菌株在 V一 8或 A V培养基上单独和配对培养
,

检查藏卵器形成情况
。

所用标 准

菌株为 P h夕 t o P h t h o r a d r e e h s l e r i T u e k e r 、

P h夕 t o P h t h o r a c a 夕 s i e ` L e o n i a n 。

1
.

2
.

4 生长温度试验

取在 CM A培养基上生长 4 d的各个菌株的菌落边缘圆片移植于 M A培养基平板中心
。

分别在 1 0 , 15
,

2 0 , 2 5
,

3 0 , 3 5 , 4 0
“

C温箱中培养 4 d
,

测量各个温度下的菌 落 直 径
。

1
.

2
.

5 淀粉利用能力及孔雀绿耐性测定

采用 H o et al
。

的方法
〔弓 ’
进行

。

1
.

2
.

6 产生色素试验

采用 T i m m e r s
的培养基

〔” J测定
。

1
.

2
.

7 寄主范围测定

寄主范围测定在温室内进行
,

用菌片 (直径 O
。

sc m ) 在无菌水中浸泡 2 4h
,

产生抱子

囊后
,

再把菌片贴于被测植物茎干基部
,

用脱脂棉包上保湿
。

用打孔器在苹果和马铃 薯

块茎上打孔
,

把菌片接入孔内
,

透明胶带封口
,

25
.

C温箱培养
。

1
。

2
.

8 菌丝可溶性蛋 白质凝胶电泳

采用徐大雅的方法
〔 6 ’
进行电泳测定

,

用岛津 C S 一 93 0扫描仪进行光谱扫描
。

2 结果和讨论

2
.

】 沮度反应及菌落形态

W at e r
ho su e e t a l

’

根据疫霉丝生长温度
,

把疫霉归为高温菌
、

中温菌
、

低温菌
。

供

试的 15 个菌株属于高温菌
。

在 I O
O

C和 4 0
“

C下不生长
,

适宜温度为 3 0
“

C ` 7 ’ 。

H O 的疫霉属分类种检索表中报道
,

不同种的疫霉
,

菌落可形成 非 绒 毛 型
、

绒 毛

型
、

花瓣型
、

放射型
〔吕 ’ 。

供试的巧个菌株 (2 S O

C )
,

在 P SA 上形成两种菌 落
。 p h y 一 3

、

p h y 一
5

、
p h y 一

1 3
、

p h y
一 14

、
p h y

一

1 7 、 p h y
一 2 1

、
p h y 一 2 2

、
p h y 一 2 3

、
p h y 一 2 4

、
p h y 一 2 5为 绒

毛型
; p h y 一 4

、
p h y 一

6
、 p h y 一 7

、
p h y 一 1 6

、
p h y 一 1 8为花瓣型

。

2
.

2 抱子班的形态

根据 1 5个菌株泡子囊有无乳突
,

把它们归成两 类
。 p h y 一

3
、

p h y 一 5
、

p l , y
一 13

、
p h y 一 1 4

、

p h y
一 17

、
p h y

一 2 1
、

p h y 一 2 2
、

p h y
一 2 5

、
p h y 一 2 4

、
p h y

一 2 5无 乳突
,

有内层出现象 为 一 类
。

抱子囊 1 9
.

8~ 7 5
。

0召m 汉 2 5
.

4~ 4 5
.

0召m
,

长宽比为 1
。

4 ~ 1
.

6
。

抱子囊不易脱 落 , p h y
一
4

、

p h y 一 6
、

p h y
一了

、
p h y

一 1 6
、

p场
一

18 有明显的乳突
,

少数有双乳突为第二类
。

抱子 囊 乳 突

高 1
.

3 ~ 5拜m ,

抱子囊 2 7
.

0 ~ 6 2
。

5拜m 又 2 0
.

0 ~ 4 3
.

8召m
。

易 脱落
,

柄 长 1 7
。

3 ~ 7 4
。

4娜m

(图 1 ,
A

,
B

,
D

,
E )

。

2
。

3 有性器官的形成

供试的 2 5个菌株
,

单独培养不产生藏卵器
。 p h y 一 3

、
p h y

一 5
、

p h y 一 1 3
、

p h y 一 1 4
、

p h y

一
1 7

、
p h y 一 2 1

、
p h y 一艺2

、 p h y 一 2 3
、

p h y 一
2 4

、
p h y 一 2 5菌株与 P h y t o P h才h o r a d r e c h :

I
e r i

A
:

型配对产生大量藏卵器
。

藏卵器球形
,

直径 2 7
.

2~ 39
.

6召m ;
雄器围生

,

近球形
、

画

筒形
,

1 6
.

1~ 2 9
.

7召m x 13
.

6~ 2 2
.

3召m ; 卵抱子球形
,

直 径 2 4
.

5 ~ 3 3
.

4那m (图 1
.

C )
。

p h y
一

4
、

p h y 一 6
、

p h y 一 7
、

p h y 1 6
、

p h y 一 2 8菌株与 P h夕 t o P h t h o r a c a P s i e ` A : 型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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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大量藏卵器
。

藏卵器球形
, 2 4

.

8~ 39
.

彻m ;雄器围生
,

近球形
,

圆筒形 12
.

4~ 19
.

8

产m x 1 2
.

4 ~ 1 7
.

3脚
, 卵抱子球形

, 2 1
.

0 ~ 3 4
.

2声m
,

平滑
、

不满器 (图 1
.

F )
。

图 1 掘氏疫霉和辣椒疫霉

A
一

B
.

掘氏疫霉抱子囊 ,
C

.

掘 氏疫霉藏卵器
、

雄 器
、

卵 抱子 ,

D 一 E
。

辣椒疫霉抱子囊
,

F
.

辣椒疫霉藏 卵器
、

雄器
、

卵 泡子

2
.

4 淀粉利用能力及对孔雀绿耐性测定

菌株 p h y
一

3
、

p h y
一 5

、
p h y

一

1 3
、

p h y
一 1 4

、
p h y

一

1 7
、

p h y
一 2 1

、
p h y

一 2 2
、
p h y

一 2 3
、

p h y 一 2 4
、

p h y 一

25 淀粉水解指数在 0
.

37 ~ 0
.

58 之间
,

均未超过。
.

8 ,

属于淀粉水解能力弱 者
。

菌株 p h y 一 1 8淀粉水解指数为 0
.

8 3 ,

属于淀粉水解能力强者
。

p h y
一 4

、
p h y ~

6
、

p h y ·
7

、

p h y 一
1 6淀粉水解指数在 0

.

52 “ 0
.

79 之间
,

属于淀粉水解能力弱者
。

供试的 15 个疫霉菌株
,

在孔雀绿 1 : 8 0 0 0 0 0 0浓度下均能生长
。

2
.

5 产生色案试验

1 5个疫霉菌株在 T im m e r s
培养基上产生少量棕色色素

。

其中 p h y
一 3

、
p h y 一 5

、
p h y

一
1 3

、

p h y
一
1 4

、
p h y

一
17

、
p h y

一 2 1
、

p h y
一 2 2

、
p h y

一 2 3
、

p h y
一 2魂

、
p h y 一 2 5色 淡

, p h y
一 4

、
p h y 一

6
、

p h y 一 7
、

p h y 一
1 6

、
p h y 一 1 5比前者 色深些

。

2
.

6 寄主范围浏定

15 个疫霉菌株对白兰瓜
、

西瓜
、

黄瓜
、

西葫芦
、

番茄
、

茄子
、

辣椒
、

虹豆
、

苹果
、

马铃薯等植物 的茎或果实的致病性是
:

抱子囊无乳 突 的p h y 、 3
、

p h y
一 5

、
p h y 一 13

、 p h y -

14
、

p h y 一 17
、

p h y
一 2 1

、
p h y

一 22
、

p h y
一 2 3

、
p h y 一 2 4

、

p h y
一 2 5菌株

,

除茄子外
,

对其他 9 种

植物均能致病
;
抱 子囊有乳突的p h y 一 4

、
p h y 一

6
、

p h y
一 7

、
p h y

一 1 6
、

p h y
一 1 5菌株

,

对 1 0种

植物均能致病
。

15 个疫霉菌株侵染瓜后
,

成水浸状病斑
,

后呈现烂茎而倒秧
,

辣椒
、

番

茄
、

茄子发病后 出现黑胫而倒苗
。

虹豆发病后呈红褐 色锈斑
。

苹果和马铃薯接菌后
,

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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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瓜疫霉种的鉴定研究

2
.

7 菌丝可溶性蛋白质电泳和紫外光吸收测试

测试结果表明
,

供试的白兰瓜
、

西瓜疫霉菌株
,

显示出两种不 同类型的电泳图谱和

紫外光吸收图 (图 2 )
。

端 ”
’ `漏

“
’ 一”

封毗川皿上

l
凡J.斑11甘门éV肠ù门àóO叭月卜从ū扮几,汤̀刹,活ù廿ù

、洲卜从刀
刀拄

}}}}}{{{ }}}{{{{{{ }}}{!!! ! IIIIIII

n甘舀Un灿浇以

O衣扣

皿
,

1
二

汁}}1{ }
一

撇且日

一

簇洲二一
一一一 , 丽犷 , 一 ,

以!!{{!!{1}! 1}1}11
.

1}
.

!
图 2 可溶性蛋白质电泳图谱和紫外光吸收图

a ,
b

.

P
.

d r e e h , I e ; i ( P h y 一 13
,

P h y 一 1 4 ) , e ,
d

.

P
. e a P ; i e f ( P h y 一 1 8 ,

P h y 一 2 0 )

如图所示
,

两种疫霉的电泳图谱和紫外光吸收图有明显的区别
,

其中两株掘氏疫霉

尸
.

d : 。 。 h: l e : 1 p h y
一

: 3 (高台
、

西瓜菌株 )
、

p h y 一 1 4 (兰州白兰瓜菌株 ) 的图谱和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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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基本一致
,

两株辣椒疫霉尸
. c a P : i 。 ` p h y

一 1 8 (敦煌白兰瓜菌株 )
、

p h y 一 2 0 (余 永年

提供 的标准菌株原编号 1 1 6 ) 图谱和吸收图基本相同
。

相比之下
,

不同种之间的差 异 明

显
,

而来自不同寄主
、

不同地区的同一种疫霉图谱和吸收图则基本一致
。

2
.

8 鉴定结果

根据形态特征和生理特性
,

把来自白兰瓜
、

西瓜上的 15 个疫霉菌株归为两类
: p h y

一

1 3
、

p h y 一 5
、

p h y 一 1 3
、

P h y 一 1 4 、 p h y 一 1 7
、

p h y
一
2 1

、
p h y

一

2 2
、

p h y
一
2 3 、 p h y

一

2 4
、

p h y
一

2 5为第一

类 , p h y 一 4
、

p h y一 6
、

p五y 一 7
、 p h y 一

2 6
、 p h y

一

2 5为 第二类
。

第一类的抱子囊
、

藏 卵 器 与

W
a t e r h o u s e e t a l

。

所描述的 P h夕 t o P h t h o r a d r e e h s l e r i T u e k e r基本一致
〔 7 ’ “ ’ 。

另 外

电泳图谱和吸收图也基本相同
。

关于掘氏疫霉 P h夕 t o 夕h t h
o r a d r e c h s l e , 1 T u e k e r

与隐地疫霉 P
. e r 夕 P t o 夕e a p e t

-

h y b
.

& L af f
.

是 否存在差异
,

一直有争议
。

一般认为在 35
O

C下掘氏疫霉生长
,

而隐地 疫

霉则不生长
。

N e w h 。 。 k et al
.

的检索表表明隐地疫霉的卵抱子壁较厚
,

是重要鉴别特征

之一 〔 ` “ ’ 。
H o et al

.

认为掘氏疫霉与隐地疫霉不易区别
,

建议将两者合并
,

以 隐 地 疫

霉 尸
. o r y tP

o g ea 作为种名
〔 ’ ` ’ 。

郑小波
、

陆家云在南京雪松上分 离 到 C D
一

5
、

cD
一
6

菌株
,

与南京分离到的掘氏疫霉及标准菌株 A T CC
15 4 2 8 ( H

.

H H提供 ) 作 比 较
,

有 差

异
,

他们把 C D
一 5 ,

C D
一
6鉴定为隐地疫霉

〔 ” ’ 。

我们分离的这 10 个菌株
,

与陆家云提供

的掘氏疫霉菌株 p h y 一
6 4在形态

、

生理
、

菌丝蛋 白质电泳诸方面均相同
。

据 此 将 10 个疫

霉菌株鉴定为掘氏疫霉 P h夕 t o P h t h o r a d r e c h s l e r i T u c k e r 。

第二类疫霉的抱子囊
、

藏卵器与W at er h 。 us e和余永年等 所 描 述 的 尸 h夕Ot P h t h。 ; a

e a P s ` e ` L e o n i a n 相一致
〔 3 ’ ? ’ 。 ’ ,

电泳图谱
、

紫外光吸收图与余永年提供的 P
. e a P s i e i

菌 株基本相同
。

据此将这一类鉴定为 P h 夕` o P h t h o r a c a P s ` e ` l e o n i a n (见下表 )
。

白兰瓜和西瓜痊. 鉴定结果

菌 名 菌 号 交 配 型 来 源 产 地

AAA

IAIA一IAIA
抽氏痊 .

P h y 一 3

P五y 一 5

P h y 一 13

P h y 一 14

P h y 一 17

P五y 一 2 1

P卜y 一 2 2

P五y 一 2 3

P h y 一 24

P h y 一 2 5

白兰瓜

西 瓜

白兰瓜

西 瓜

安宁

红古

高 台

兰州

高合

白兰瓜 育白石`二.二
`

lAA人

P b y 一 4

P h y 一 侣

P h y 一 7

P h y 一 16

P h y 一 18

靖远

辣椒痊称

西 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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