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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一 量 用从陕西秦巴山区西洋参病组织及参床周围生境中分离剐的0种链格孢(AIter- 

narla spp．)接种西洋参叶片，除人参链格孢 (A．panax)之外，其它均不能致病。从该地区采 

集的人参链格孢分离系，较Simmons(1982)根据模式标本插违者 ，成熟分生担子的足度明显 

值大。且 菌系 之间，在形态上有一定分化，大致可分为两组。 I组菌系分生孢子较粗。 I组 

荆较为窄细。喙部也较长。田间越冬 死茎桩及病残体，是当地西洋参黑斑病的主要初侵染 来 

谭。土壤中的病菌也船正常越冬 ．文中对人参链格抱分类 的历史 和现状进行丁讨论 。 

关■词 秦巴山区，西洋参，黑斑病，病原形态，韧侵染来源，人参链格孢 

中曩分羹号 $435．67．5 

据Whetze．1等推测，西洋参黑斑病至少从1 9 04年起就有发生 】。尔后一直是北美西 

洋参主产区的主要病害之_-。陕西秦岭、巴山山区 自1 978年开始引种西洋参时起就有发 

生，近年逐渐普遍，局部成炙。已知北美西洋参黑斑病的病原为人参链格孢 (Alterna— 

ria#anax Whetz．)，具有顽强的适应性和致病力 。除西洋参外，还为 害 五 加 科 

( railiaceae)的数种植 物，国内外已有关于该菌为害人参 (POnYX口fnseng)，三七 

(P．aotoginseng)、辽东卡忽木 (Ara iⅡelata)、八角金 盘 (FatsiⅡ Gpoaica) 

及鹅掌藤 (Sche]]fera 0 rboricolⅡ)等植物及病原菌某些生物学特性的报道 ． 

但由于病部常同时存在数种链格孢，容易混淆，较难准确鉴定。加之不同地区和寄主上 

的病原物形态变幅甚大 “ ，致病性也可能存在差异，更增加了问题的复杂 程 度。本 

文报道陕西秦岭、巴山山区西洋参新种植区，黑斑病菌形态学及其韧侵染来源方面的初 

步研究结果。 - ‘ 

1 材料与方法 

1．1 标样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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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时间、地点 1988年7～1 1月，从留坝、宁强、商县、陇县等地参床及其周围地 

区采样。1989年春、夏再次补充采集。 

1．1．2 标样类型 ①西洋参罹病茎、叶、花序及果实、种子，②冬前遗落 田 同的病残 

体I③参床及其周围环境中，各种可能 由链格孢 (AlIernarla spp．)引致的各种 植 物 

病害标本，计1 8科28种植物j④土壤样品：早春从参床上以五点取样法取l～5 cm表土， 

各点样品充分混匀，以四分法留取混合土样适量，盛于洁净塑料袋中，立即分离，或置 

0℃左右冰箱中保存备用I⑤栅槊、篱笆等器物样品。 

1．2 囊曩物的分青、培养 

(1)病组织分离：常规方法。 

(2)土壤分离：土样适当风干，20目筛孔过筛。在无菌操作 条 件下，取 0．4 mg， 

均匀擞于灭菌培养皿底，然后例入5O℃左右的1／4PPA培养基，摇匀。置25℃ 恒 温 箱 

中培养 3～6 d，镜检。链格孢分离物，经 吨化，转入斜面管，保藏备用。 

1．3 分青物的鉴定 

鉴于许多种链格孢的分生孢子和产孢器官形态，在人工培养基上常与生长于自然基 

质上者有很大不同。在营养丰富的合成培养基上，多个种的分生孢子有在形态上趋于一 

致的倾向，作者在进行链格孢鉴定时遵循以下两点。 (1)尽量采用生长于 自然 基 物， 

如西洋参病组织上的分生孢子和产孢结构J (2)在无法取 自自然基物上时，采用 吸 水 

纸培养 法t将生长有目的菌的菌落 (PDA培 养 基)切块，例放于皿中的湿润无菌滤纸 

上，23~25X3温度下培养，于第7～g d期间制片 镜检。此法可收到与自然 基质 上者相近 

之效果。 

1．4 致啸性蔫定 

配制分生孢子悬浮液，浓度掌握在每16 x l 0显微镜视 野30~40个孢子。以毛笔蘸孢 

子液，涂抹于供试西洋参叶片上。涂无菌水者为对照。重复3次，每重复至少3张叶 片。 

接种后，于l7～24℃环境中保湿48 h． 

经试验，采用插入水中的离体复叶接种，获得与植株上叶片接种同样之效果，且更 

为方便，易于控制管理。 

2 结果与分析 

2．1 9种链格孢对西洋参叶片的致啸性蔫定 

用从西洋参病组织、越冬病残体及参床周围生境中分离到的 9种链格孢，即人参链 

格孢 (AIternaria Panax Whetz)、桂竹香链格孢 ( ．Cheiranthi(Lib．)Wilts．) 、 

细链格孢 ( ．tenuis N∞s)、细极链 格 孢 ( ．tenui ssima (Fr．)Wilts．)、 土生链 

格孢 ( ．kumicola Oudexnans)簇生 链 格 孢 ( ．facciculata(Cko．et El1．)Tonos 

et Grout)及三个未定名的链格孢种 ( ．spp．)，接种西洋参叶片，证明只有 人 参 链 

格孢 ( ．panax)的五个分离系对西洋参有致病力，引起典型的黑斑病，并经 再 分 离 

证实。其它 8种链格孢均无致病性。用人参链格孢与常常在病部相伴而生 的 细 链格孢 

( ．tenuis)和细摄链格孢( ．tenuissima)分别混台接种，未表珊有加重或减轻 病 情 

的作用。本试验结果再次证明了wh l⋯ 关于西洋参黑斑病病原只有 ． 口 口 一种 之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4O 西北农业大学学报 19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 — — —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论断的正确性。 

2．2 秦巴山区西洋参■斑霸菌的彤瘩学 

分离得到的五个人参链格孢分离系在培养特征和致病性方面基本相同。在PDA培养 

基上，菌落初灰白色，后渐变为墨绿色，气生菌丝绒状，菌落表面显示不规则的同心轮 

纹。25℃下培养12d仍极少产孢，经刮去培养基表面的气生菌丝，数日后产生较 多的 分 

生孢子。分生孢子梗2～I 3枝簇生 ，顶端稍膨大而色淡，分 厢，不 分 枝，32~54×5～8 m， ． 

或更长1分生孢子单生或2～5个链生，倒棒状，黄褐至褐色，横隔2～9个，纵 隔 l～5 

个，分隔处显著隘缩，30～1 03 x 8～28 ；孢顶渐细延长为噱，噱 长为 孢 身长 度 的 

z／2至等长，色淡，不分枝，0～5分隔。 ’ 

在西洋参病斑上，分生孢子梗多单生，有耐 2～1 4根 簇 生，10～8O×4～6 5Hm， 

或更长}分生孢子单生，经保湿处理的病斑上，可2～3链生，长倒棒形，淡黄褐至黄褐 

色，50~220×1 0～27．5Hm，孢子体2～14横隔，0～l2纵隔，隔膜处明显隘缩 ，孢身至 喙 部 

渐细}喙与孢身等长或更长，色淡，不 分 枝，具1～9横，隔20~125×3～6．5 m (附 图) 

酣图 陕西嘉巴山区人参链格担 (
—

Alternari
—

a pattax)的形态分化 

组 1．丹生 旭子轻粗I 盟 I．升生袍子较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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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分离系，按分生孢子形态和大小，大致可区分为两组： I组孢子较粗J I组分 

生孢子相对地较为窄细，喙部较长。在西洋参叶斑上 (接种)的大小分 别 为51~193 x 

12～28 m和65~218×10～23“m，其中喙部尺度分别为20～102 x 4～5 m (1～9携隔) 

及22～125 x 3～6．5̈m (1～8横隔) 

与国内外已报道的人参链格孢 相比，秦巴山区西洋参上的分离系，分生 孢 子 

尺度明显偏大，喙部分隔数也较多。 ． 

2‘3 病菌初侵染来奢 

2．3．1 田阃越冬死茎及地面病残体带菌问题 春季从与西 洋参、人参越冬宿根芦头相 

连的死茎桩，及遗落地面的病残组织上，分离到6种链格孢 (Alternaria spp． 。 其中 

均以人参链格孢 ( 。panax)出现机率最高 (附表)。说明越冬死茎桩及地面病 残体上 

存活的病菌，是秦巴山区西洋参黑斑的重要初侵染来源。 ． 

附衰 越冬茎蛀爱囊残体上链格孢分离出瑰机率 

2．3．2 土壤带菌问题 关于病菌可在土壤中的上年病残体中越冬 ” ，及落八土壤的 

病菌分生孢子可作为当年再侵染源 ” ，前人已有肯定结论。但直接落八土壤中的病 

菌能否越冬，成为春季病害初侵染来源则未见报道。作者于1989年 3月下旬，从秦岭南 

坡的留坝县二年生参床采土，进行分离。3块参床土样中，有2块分离到人参链格孢。另 
一 未分离到病菌的参床深秋 (10月)挖苗时翻动过。说明在秦岭山区人参链格孢在参床 

土壤中越冬，作为春季病害初侵染来源是完全可能的。 

2．3．3 病菌在参园棚架，篱笆上越冬的可能性 秋季采集的上述材料样 品，在 0～l℃ 

冰箱中保存4个月后，5份样品均未能分离到人参链格孢。初步证明病菌在参园栅架、篱 

笆材料上越冬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 ． 

2．3．4 生境中其它植被带菌的可能性 对上述生境中采到的生有叶斑病的14科28种 植 

物标本，进行认真检查鉴定的结果表明，除五加科的西洋参 (Panax口4f月口 e，0 f m)、 

人参 (Panax yinseag)、三 七 (尸．pseudoginseng va．notoq~nsenq )、钮 子 七 

(尸．transitorius)等4种植物带有Alternaria panax之外，其它l3科24种植 物 均 未 

发现带有人参链格孢。它们是：菊科的向 日葵 (圩elianthus nnss)、艾蒿 (-,'lrtemi— 

si0 argyi)、田野千里光 (Senecio ory2e~orum)J茄科 的 茄 (Solanum melon— 

gena)、辣椒 (GapsiCt*m frutescens)，蔷薇科的苹果 (Ⅳalus pumita)、蔷薇 

(Rosa m“lti，lora)，胡桃科的胡桃 (]uglans reyia)，壳斗科的袍 l栎 (Qu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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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andalifera青岗栎)、板栗 (Castanea too!lissima)|漆树科的黄栌 (Cotinue 

coggygnia)J忍冬科的吊子银花 (LonieeFa simi』is，大金银花)}马桑科的 马桑 

(Coriaria sinica，千年红)J伞形科的黄蒿 (Carum carvi)j唇形 科 植 物 香 蔫 

(Elsholtzia ci』iota，野苏麻)，紫 背 盒 盘 (Aiuga nipponensis，石 灰 菜)，毛 

茛科的大火草 (Anemone tomertota，野棉花)、野棉花 (Anemone hupehusis，山棉 

花)|豆科植物刺槐 (Robinia pseudoacacia)等3种及禾本科植物2种。 

3 小结与讨论 

1)从陕西秦巴山区西洋参生境中分离到的9种链格孢 (AIternoria spp．)中，只 - 

有人参链格孢 ( ．panax)能够侵染西洋参，引起黑斑病。用当地最常见的细 链 格 孢 

( ．tennis)与细极链格孢 ( ．tenuissima)，分别与其混台接种西洋参 叶 片，亦 未 

发现对病情有任何影响。 

2)链格孢引致西洋参叶疫 (blight)病最先由 ．Whetzel(1906)报 道。他 于1909 

年正式提出为害西洋参的为人参链格孢 ( ．panax)新种，但未 予 描 述 或 图 示。直 

到19xzff-~描述了这一真菌，并附有分生 孢 子 图。E．G．Simmons 认为1912年才 是 

该新种正式确定的年代，种名 正 确 表 述 为：A』ternaria panax Whetzel(1912)． 

Simmons还对生于五加科植物 (Araliaceae)上的链格孢属真菌，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类 

研究 。在认真研究比较有关模式标本之后认为，所谓五加链格孢 ( ．ara iae Gree-- 

nO 和鹅掌藤链格孢 ( ．actinophy』la ．W．Miller)，实际上与Whetzel的模式 标本 

(CUP，No4852)无异，均应作为 ．panax Whetzel的异名。而A．panacis Whetzel是 

Saccardo(1931)在引用Whetzel 1912年文献时，作了不必要的种加词 拼 写 变 更造 成 

的  ̈，应予废弃。 

simmons(19 82)在重新描述这种真菌耐，充分注意到自然基质上和人工培养 时分 

生孢子形态的不同，并从动态的角度描述不同生长阶段孢子形态的变化 。这对 正 确 

理解不同作者，在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和基质背景下，描述的人参链格孢形态和分 

生孢子大小的差异是很有帮助的。 

陕西秦巴山区西洋参上的人参链格孢，较Simmons根据Whetzel(1909)的 模 式 标 

本萤新描述的充分成熟孢子 (1 50~160 x I2～2O m)尺寸还饔 偏 大。按照分 生 孢 子 

的形态与犬小，可区分为 I、 I两组 经多次转接培养和接种，性 状 仍 各 自 保 持 稳 

定。 

3)当地西洋参黑斑病菌的主要初侵染来源为田间越冬死茎桩及其它病残 体。参床 

土壤中的病菌，也可作为初侵染的来源之一。除几种五加科植物外，未发现人参链格孢 ． 

的新寄主。这方面的结果与前人在其他地区的研究” 基本一致。 
昔昔同誊帮曲撼圈·特此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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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ogen Morphology and Primary Infection Source s of 

Alternaria Blight of Panax quinquefolinm in Qinling 

． Bashan Mountain Area in Sonthern Shaanxi 

Zhang Tiamy U BaI Bi rl Chert W eiqun 

(1n,titute o，Plant Pathology．Northwestern Agireu!rural University) 

Chlift Jiafu Qian Xuecong 

(Rice Institute ol Shaaaxi province) (Hanzhordg Aorieul rural Schoo1) 

^bstract Inoculations indieatod that among 9 Alternaria spp．isolated 

~rom panax quinquefoli m and ginseng fields in Qinling．Bashan mountain area 

in southern Shann xi， onlY A．panax Whetzo1 caused early blight of American 

gioseag．The mature conidia(on natural substarte)of the isolates from this area 

were much bigger than that．of Simmons s r~deseription (1982)according to 

the Whetaol aType”collection (#4852。CUP) ．Variations in eonidial morpho— 

lng y and size among isolates oCcurred．Some of them (Gropu I) Were thicker 

spored with long beak，whereas others(Group I)were with relatively thinner 

conidia and the beaks were even longer．primary infectlon sources of the disease 

in this area Were overw~interred old stem stakes，debris and ioocula in the soil． 

The scientlfle name and taxonomic history of the pathogen were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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