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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地麦田禾谷镰孢土壤带菌研究。 

王树权 商鸿生 井金学 

(植 保系) 

擅 量 用胨-PCNB一四环素选择性培养基撩布平板法检测了美中灌区麦田土壤中禾谷 

案抱接 种 体 数 量 。结果表 明，除多年休 闲 的麦田外，前作物为水稻，玉米、大豆、苜蓿、蔬菜的 

麦田都带有禾备案孢，接种体密度幅度为每克土壤58～2 800十I在表土中以5cm深处土壤 带 

茵密度最高，禾谷镰孢在麦田土壤中可形成厚垣抱子，麦田土壤中还含有大量带菌细小植 物 

残渣，带菌率1．5 ～1O％，其密度为每亩(O．3l～7．67)x10‘十。 

关■词 小麦赤霉病，禾谷镰孢，土壤带菌 

中圈分al号 $43S．121．15 

我国小麦赤霉病已扩展到北方麦区，1985年北方麦区赤霉病穗腐的流行面积首次超 

过了南方。北方发病地带均属小麦、玉米复种的旱地，与南方水旱轮作田的生态条件有 

明显差异 。小麦玉米复种区除发生小麦赤霉 病 穗 腐外，同一病原菌引起的玉 米茎 

腐病和小麦基腐病都较普遍而严重，其侵染菌源主孽来于土壤。因而，许多研究者都认 

为土壤带菌对于赤霉病菌 (禾谷镰孢)的菌源保存和侵染接续有重要作用。国内对土壤 

带菌的直接测定很少，急需开展最基本的调查研究，为有关病害的综合防治提供依据。 

本文总结了作者1986年 以来关 中灌区麦田土壤带菌的检测结果。 

1 材料和方法 

1．T 对厢曹种 

研究土壤带菌分离方法的预备试验及正 式试验，用以下 7种在土壤和植 物 残体中 

常见 的 镶孢 属 真菌作对照l禾答镰孢 (Fusarium 9raminearum)、黄色镰孢 (F． 

culmorume) 燕麦镶 孢 (F．0 月dc m)、木 贼 镰 孢 (F．equiseti)、串珠镰孢 

(F．m0 0，f，DrBmP)、尖孢镶孢 (F．oxysporium)和茄镶孢 (F．solani)，皆为 

西北农大植保系保存的舆塑菌株。 

T．2 培搴|基 

土壤分离选择性培养 基 选 用Nash和sn了der(1962)的胨一PCNB培养基，但 经 过 

改进，以500ppm 四环素取代原配方中的链霉素，增强了对细菌的抑制作用 。菌 种 

保存和分离菌特征观察使用PDA培养基 

1．3 ±样的采取和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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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藿振熏实习学生事亚伴、田芳银、柏艳件先后参加了试验工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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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陕西杨陵渭河冲积平原生态条件不同的麦田采样。每个田块设 5个采样点，每点 

面积400cm z，根据检测要求在一定深度平面上取土。 5点所取土样均匀 混 合，取 200g 

带回室内风干。风干后的土样用不同筛目的套筛除去植物残渣和较大土粒，取O．from筛 

下细土分离禾谷镰孢。在预备试验中比较了多种土壤带菌分离方法，最后选用涂布平板 

法。分离时，称取1g细土，用无菌水配制成1O 倍的土壤悬液，用无菌吸管按每 皿 0．1 

niLl~用量添加土壤悬液到胨一PCNB培养基平板上，然后用无菌三角玻璃刮铲均匀 涂布 

分离。 

1．● 禾谷镶孢的鉴定和定量 

每个土样涂布3O个胨一PCNB选择性培养基平板，然后按以下步骤鉴定禾谷镰 孢 和 

计算土壤中禾谷镰孢接种体数量； 

(1)涂布土壤悬液的胨一PCNB培养基平板，在25~G温箱中培养 3 d后取出，以同期 

培养的对照禾谷镰孢的菌落特征为标准，初步识剐各平板上的拟似禾谷镰孢菌落，计算 

单个平板上拟似禾谷镰孢菌落平均数 目 (S c)。 

(2)每处理取长有拟似禾谷镰孢菌落的胨一PCNB培养基的 代 表 性 平板 9佛，逐 一 

将拟 似 禾答镰孢菌藩移植：：J=PDA培养基上，培养4 d后按培养特征分成若干菌落类型。每 

个类型取1个菌落移植于装有麦粒培养基的试管中。培养 3 d后将麦粒倾倒于培养皿内在自 

然光照下继续培养，产生典型子囊壳者确定为禾谷镰孢，并将其培养物配 制子囊孢子悬 

液接种麦穗，根据致病性作进一步的确认。由9个胨-PCNB平板上确认为禾谷镰孢的菌 

落数 和拟似禾谷镰孢菌落总数求得禾各镰孢确认率 (C)。 

(3)按下式计算每克土壤中禾谷镰孢接种体数目，即禾谷镰孢接种体密度 (D)： 

D (个／ 土壤) =SF6·C·1o。 

1．5 禾谷镰孢厚坦孢子诱导 

2 水洋菜培养基加热至45℃融化后，加入一定量的禾谷镰孢大分生孢 子 悬液 (显 

微镜8 x 1 og视野内有61个孢子)，混匀。插入无菌载玻片，使其表面粘附约2mm厚水 

洋菜培养基，培养基凝固后将载玻片插入卧式玻璃染色缸中，仔细加入麦田自然土壤或灭 

菌土壤，埋没载玻片至3／4高度，在室温 (20"C左右)培养。每隔5 d检查1次，检 查时 

小心取出玻片，用蒸馏水冲洗掉培养基表面土壤微粒，浸入0．02 棉 蓝染色 液 中 染 色 

10 min，镜捡有无厚垣孢子。 

1．6 囊田±壤 中擞细檀物残渣带菌牢潮定 

土壤样品过筛后取直径l~2mm的残根，直径2~4mm的残茎和有机肥料颗粒 等 筛 

上物，计数后随机取样，经表面消毒再切成2～3mm 左右的小块，置床予胨-PCNB选择性 

培养基平板上，在25℃温度下培养，根据菌落特征，产生子囊壳的能力和致病性等鉴定 

禾谷镰孢，计算这类植物残渣的带菌率。 

2 结果与分析 

2．1 ±壤带曹鼍况 

试验地点在关中灌区具有代表性，为多年小麦玉米复种的墁土地带，地势由帽河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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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逐级升高，划分为三级阶地，1～2级阶地地下水埋深2～3m， 3级骱地地 下水埋深sOm 

左右。对 l8块 裹田48次滟}定中，17块麦田的47次测定发现土壤带有禾谷镰孢，每克风 

干土壤中禾谷镰孢接种体最少58个，最多2 800个，仅 一块多年休闲的麦田没有禾谷镶孢 

分布。这表明，在赤霉病常发区具有灌溉条件的玉米小麦连作土壤普遍带有禾谷镰孢。 

且1N2级阶地带菌量普遍高于 3级阶地，前者平均每克土壤有禾谷镰孢接 种体 1 1 90．8 

个，后者仅647．9个。I级阶地和3级阶地定点系统测定表 明，春季小麦生长阶 段 5～6月 ‘ 

份的土壤带菌量高于3～4月份。 

2．2 禾谷叠孢在土壤中的垂直分布 ． 

在渭河I级和3级阶地定点，分别于3月份和6月份在渭河1级和3级阶地麦田耕作层 

不同深度取样测定，结果均以土深5 cm处禾谷镰孢密度最高。1级阶地样点5cm处禾谷镰 

孢接种体密度3月份为2 230个／g，6月份为2 700个／g，分别为表土接种体密度 的 2．4倍 

和4．I倍，为2cm土深接种密度的1．6倍和1．9倍，为l 0cm土深的I．3倍和1．9倍，为 ]5cm 

土深的2．2倍和2．5倍，为20cm土深的I．8倍和1．5倍。3级阶地也以5cm土深接种体 密 度 

最高，由此向土表和土层深处递减 (附图一)。 

碧 
刊  

船  
垃 

螋 

土壤潭度(cI】 

附图 禾谷镣孢接种体在土壤中的垂直分布 

A．1987年3月措对定-B．1987年6月份测定 

1．一 教舯 地-2．三级目r地 

2．0 前作对土壤中禾谷蕾穗接种体密度的髟响 

麦田前作不同，土壤中禾谷镰孢接种体数量相差很大。多年休闳的第一年种小麦的 
～

块母，用本文方法检铡出它的土壤带菌量为O．其它调查的I6处不同前作的麦田土中皆 

有禾谷镰孢存在。其中以多年水稻大麦连作田和蔬菜 (玉米)小麦连作用为最高，禾谷镰 

孢接种体密度分别为每克土壤1 532个和2 550个。1～2级阶地前作为玉米的小麦罔每克土 

壤有接种体72~957个，平均276个，3级阶地的3块玉米一小麦田每克 土 壤 带 蔚 58~9i 

个，平均72个，远低于1～2级阶地同类前作麦田。一块连种三年苜蓿 (苜蓿前为多年玉 

米—小麦)的麦田，每克±壤中毋有255个接种体，尚高于 3级阶地带菌水平。处于3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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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 1 同苗作壹田土壤禾答蕾孢带■撞 螬暴 

35 

(表 

’并最时 噩$cm土棒 一定 靖幂， 母样点 分离30皿· 

2．4 ±曩中秉答■穗摹墨孢子的产生 

用本试验的诱导方法， 1个月后不论麦田土壤是否经过灭菌处理，分生孢子中间有 

2～3个细胞形成厚垣孢子。灭菌麦田土壤中厚垣孢子形成百分率为27．5 ，不灭菌麦田 

土壤中为36．7 。发芽试验表明厚垣孢子有萌发能力。 

2．5 土壤中徽细擅期藏渣带■情况 

对谓河各级阶地麦田中各类植物残渣和有机肥颗粒都带有禾谷镰孢，其带菌率和残 

渣密度列于表 2。 

囊 2 土壤中各粪细小誓物残渣的禾答蕾孢带■fI况 

洼l插砬附噩7块 壹田■壹站覃．其它作栩包括水稻，苜蓿，太豆、蔬菜等- 

3 讨 论 

谷类作物赤霉病是世界性的重要病害，各主要发生国家对该病的流行和防治进行了 

大量研究，但对其土壤带菌，由于技术上的困难研究较少。就现有的研究报道来看，不 

同国家不同研究者关于禾谷镰孢土壤带菌的检测结果有明显差异。Gordon (1954)检查 

了加拿大各种禾谷类作物农田的数百个土壤样品，但没有捡出禾谷镰孢 】。Windels和 

Kommedahl(1974)由美国明尼苏迭州玉米田土壤中检 出 了 禾 谷 镰孢 ，检 出 率 达 

3O％⋯ 。Wearing和 Burgess(1977)由澳大利亚半干旱地区麦田中检出了多量禾谷镰 

孢 。国内吴治身 (193 0)研究了上海地区麦类赤霉病菌在稻田中的存活问 题，证 明 

禾谷镰孢在淹水条件下不能长期存燔 】。徐雍皋等 (1981)由南京市郊66个土壤样本中 

柱出了4个带有禾谷镶孢的土样，皆为来自麦茬休闲田或蔬菜地等旱地土壤 (未发表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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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作者等系统检测了关中灌区旱地麦田土壤带菌情况，除多年休闲麦田外，各类麦 

田土壤都带有较高密度的禾谷镶孢接种体。 

造成上述 土壤带菌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各地农田生态条件不同。前^与作者的研究都 

表明土壤、栽培与气象因素对禾谷镰孢土壤带菌有重要影响。关中灌区气候温暖，土壤 

水分适宜，多年实行冬小麦和夏玉米复种，有利于禾谷镰孢侵染接续和菌量积累，这可 

能是造成麦田土壤普遍带菌的主要原因。 

关于禾谷镰孢的土壤菌态除了菌丝片断以外，前人还证实禾谷镰孢的大分生孢子在 

土壤中某些未知因素的作用下可转变为厚垣孢 子，作 者 也 证 明 关 中麦 田 土壤 也 能 ． 

促进厚垣孢子形成，但关于厚垣孢子对病菌存活的实际意义尚需进～步研究。作者除由 

0．5ram筛下土壤粒子申检测出大量禾谷镰孢接种体外，还发现筛上各种作物微小残体的 

带菌率也相当高。Wearing和 Burge ss(1g77)粥稀释平板分离法检测澳洲麦田 土壤时 

也发现许多菌落是由微小有机残体长出的 。作者认为关中麦田土壤中带菌微 小 残体 

数量多，在进行病害流行学研究、估计土壤接种体潜势时，应将它们包括在内。 

土壤带菌在禾谷镰孢周年侵染循环中起重要作 用，除了直接提供，j、麦基腐和玉米茎 

腐的侵染菌源卦，玉米茎腐病的严重发生又为小麦穗腐提供大量菌源，因而减少土壤带 

菌对防治禾谷锛孢病害有重要意义。小麦与非禾本科作物轮作、永旱轮作，土壤淹水、 

减少回归 土壤的病残体数量以及种植抗病玉米、小麦品种等措施都能有效地减少土壤带 

菌量。关中灌区长期实行小麦玉米复种，改变栽培制度的难度很大，因而研究能有效减 

低土壤带翦的丰产防病实用技术，仍然是今后急待加强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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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oculum Population of Fusarium graminearum in 

Soil of the Arid W heat Fields 

W a ng Shuqua n Shan9 Hoi1gsheng Jing Jinxuo 

(PI佣 Prntectlnnt Department，Ⅳ。  ̂es “ AQricu~t”r Uaiverait ) 

Abstract Sol1 inoeulum population of Fusari“ yraminearum was inves— 

tigated in the irrigated area of Central Shaanxi Province using peptone—PCNB 

tetracyclin selective medium and soil-spreading plate technique
．
The pathogen 

was found ia al1 the sol1 samples from the add wheat fielda with the previous 

CrOpS including rice， corn，soybean， alfalfa and vegetable crops except the 

lOng-term wheat fallow fields．Population density of the oathogen ranged 58— 

2800 prOpagules ／g of dry weight soil．Propagules of the pathogen with the 

highest density existed in top soil at the depth of 5 em． MacrOconidia of F
． 

~raminearum added to nonsterile soil converted to thick-wall chlamydospore$． 

The pathogen was also recovered from the fine pieces of plant debris and 

organic Inanure，with the rate of 1．5 to 10oA，and the density ranged(0．31 

— 7：67)x10‘／mt1． 

Key words wheat disase， Fusearium graminearum， fungus in s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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