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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哇酮对胶锈菌单核阶段

发育影响的电镜观察
`

黄丽丽 康振生 魏国荣 杨翠霞
(西北农业大学植保系

,

块 西杨陵 71 21 0 0)

摘 要 电镜观察结果表明
,

三哇酮引起胶锈菌发生了一系列变化
。

病菌单核菌丝和吸

器内液泡明显增加
,

菌丝壁和吸器壁不规则地加厚
,

菌丝隔膜发育受阻而不能形成完整的隔

膜
,

吸器外间质变宽并充满染色较深的物质
,

部分吸器发育受阻而使吸器畸形
,

大量染色较深

的物质在性抱子梗顶端沉积
,

使得抱子梗失去产抱能力
.

病菌 以上细胞学变化可能导致 了病

菌的进一步发育受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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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吸杀菌剂三哇酮高效
、

低毒
,

对多种植物锈病具有很好的防治作用
。

关于三哇酮防

治锈病的作用机理
,

国内外学者采用组织学和细胞学方法 系统地研究了其对多种锈菌侵

染过程的影响
,

从不同水平上明确了锈菌发育受抑的特征〔`一 ’ 〕
。

然而
,

这些研究仅涉及到

锈菌的双核阶段
,

即夏抱子阶段
,

但就三哇酮对锈菌单核阶段 (性饱子阶段 ) 发育的影响
,

目前尚无报道
.

由锈菌性抱子引起的侵染过程
,

其菌丝和吸器的生物学特征截然不同于锈

菌夏抱子引起的侵染过程
。

那么
,

三哇酮对锈菌单核阶段的影响是否与双核阶段相同
,

值

得进一步探索
。

胶锈菌是典型的缺夏型锈菌
,

即生活史中无夏抱子阶段
,

由其性抱子引起的侵染
,

常

常造成苹果
、

梨
、

贴梗海棠
、

山植等寄主植物严重感病
。

近年来的药剂防治试验表明
,

三哇

酮对胶锈菌引起的锈病有较好的防治效果
。

为此
,

作者就三哇酮对胶锈菌在贴梗海棠上发

育的影响进行了电镜观察
。

1 材料与方法

1
.

1 菌种与接种方法

供试胶锈菌 (勿m
,: o sP o ar n g i u m h a r a e a n u m S y d )的冬饱子角

,

于 1 9 9 4 年早春采于西

北农业大学校园的桧柏上
。

当年 4 月中旬
,

待贴梗海棠嫩叶充分展开时
,

将充分吸水膨胀

的冬抱子角涂抹于叶片正面
,

喷水后用塑料袋密闭保湿 24 h
.

1
.

2 药剂与施药方法

三哇酮为 25 %的可湿性粉剂
。

用蒸馏水将药剂配成浓度为 50 拼g
·

m L
一 ’

的药液 (按

有效成份计算 )
,

分别于接种叶片出现退绿斑和性泡子器出现初期
,

以喷雾法施药于叶面
。

以喷清水作为对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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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哇酮对胶锈菌单核阶段发育影响的电镜观察

1
.

3 采样与电镜样品的制备

于施药后第 1
,

3
,

s d 分别采样 3 次
。

电镜样品的处理按常规法 [’] 进行
,

叶样经戊二醛
一

锹酸双重固定后
,

经系列丙酮脱水
,

用 E oP sn lZ 树脂包埋
.

包埋样品的超薄切片经醋酸

双氧铀和柠檬酸铅双重染色后于 JE M
一

2 0 0 0 E X 透射电镜上观察
。

2 结果与分析

接种的贴梗海棠叶片经三哇酮处理
,

其病斑扩展停止
,

病菌的进一步发育受阻
。

经电

镜观察发现
,

叶片组织中的菌丝
,

吸器和性抱子产抱结构均发生了一系列变化
。

2
.

1 三哇酮对菌丝的影响

在未施药的对照处理 中
,

寄主细胞间隙分布有大量具分枝的菌丝
。

菌丝细胞内通常分

布有细胞核
、

线粒体
、

内质网
、

脂肪粒
.

糖原
、

核糖体等细胞器
,

每一菌丝细胞内仅含有一个

细胞核
,

故这类菌丝亦称单核菌丝
。

在施药后第 l d
,

单核菌丝细胞 中的细胞器种类及分布特征与对照处理中的相似
,

但

是药剂处理的菌丝中
,

其原生质中的脂肪粒
、

液泡数有所增加
,

并且在菌丝细胞壁与质膜

间
,

局部沉积出电子致密度高的物质
.

到施药后第 3 d
,

菌丝中的上述变化更为明显
,

菌丝

细胞原生质中的液泡不仅数 目增加
,

而且液泡经相互融合构成了大型的液泡
,

液泡内或多

或少地沉积出一些物质
。

在菌丝细胞壁上
,

由于 电子致密度较高的物质在壁与质膜间不断

沉积
,

使得菌丝壁不规则地加厚
,

并且在菌丝的外围常常可观察到一些染色较深的物质
。

这些物质在菌丝外分布并不均一
,

在菌丝与寄主细胞之间分布较多 (附图
一

1 )
。

这一现象表

明菌丝外围的这些物质是由菌丝细胞渗出的
。

到施药后第 s d
,

菌丝细胞中的细胞器已趋

于解体
,

原生质的电子致密度加深
,

并且菌丝细胞已塌陷变形
,

菌丝细胞坏死
。

电镜观察发现
,

药剂处理的病菌菌落稀疏
,

并且菌丝分枝减少
,

在菌丝分枝处通常无

隔膜存在
。

在菌丝细胞中有的部位隔膜发育受阻
,

隔膜壁不能完全地延伸到菌丝细胞的中

心部位
,

而形成不完整的隔膜 (附图
一

2 )
。

这一结果表明三哇酮对菌丝隔膜的发育具抑制作

用
。

2
.

2 三哇酮对吸器的影响

在未施药的对照处理 中
,

当单核的胞间菌丝与寄主细胞壁接触时
,

菌丝可伸出入侵

栓
,

穿透寄主细胞壁
,

并继而在寄主细胞内延伸
,

形成吸器
。

胶锈菌吸器有两种类型
,

第一

种为典型的菌丝状
,

但无分枝
;
第二种由细长的颈部和顶端膨大的吸器体构成

,

吸器中的

原生质的特征与菌丝中的相似
,

其中包括大量的线粒体
、

内质网
、

核糖体
、

脂肪粒以及单个

细胞核
。

施药后第 l d
,

吸器原生质中的细胞器种类与分布特征与未施药的对照 中的相似
,

但

其中的液泡数目有所增加
。

到施药后第 3 d( 附图
一

3 )
,

吸器中出现形状各异的大型液泡
,

液

泡内已沉积出大量电子致密度高的物质
,

并且吸器体壁的内层 已不规则地加厚
,

壁内层加

厚的程度不完全一致
,

有的部位增加的厚度可为原壁的几倍
。

此时
,

吸器外围的寄主细胞

质膜已松弛而远离吸器
,

这样使吸器外间质变宽
,

其中分布有大量染 色较深的物质
,

这些

物质是 由吸器向外分泌的
,

还是寄主细胞产生的
,

仍无法判断
。

到施药后第 s d
,

吸器内原

生质的电子致密度加深
,

细胞器趋于分解
,

吸器体已坏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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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施药处理中
,

还可观察到另一类畸形吸器 (附图
一

4 )
,

其吸器体不能正常地扩张膨

大
,

呈分枝状
,

吸器 中原生质甚少
,

并且 电子致密度较高
,

吸器外间质变宽
,

其 中含有一些

物质
,

这表明三哇酮对吸器具严重的致畸作用
。

2
.

3 三哇酮对性抱子器和性抱子的影响

在未施药的对照处理中
,

接种后 g d 起
,

大量的菌丝聚集于叶表皮细胞下
,

并经进一

步发育形成了性子器
。

胶锈菌性子器呈瓶状
,

其外围为密集排列的长形侧丝细胞
,

而 内部

充满呈平行排列的长形性泡子梗细胞
。

性袍子梗细胞的细胞器种类与菌丝一致
,

也仅含一

个细胞核
,

其细胞壁可分辨出由染色较深的外层和较浅的内层组成
。

性抱子形成于性抱子

梗顶端
,

每一性抱子梗可连续产生多个性 泡子
,

每一性泡子形成后均在梗上 留下一环痕
,

但在梗壁的内层则无任何沉积物质出现
。

施药后第 l d
,

性子器中的性袍子梗细胞和侧丝细胞中的变化与菌丝细胞中的相似
,

其原生质中的液泡数 目明显增多
,

到施药后第 3 d
,

梗细胞中的细胞壁普遍不规则加厚
,

特

别是梗的顶端部位 (附图
一

5) 尤为显著
。

由于整个顶端壁的极度加厚
,

有的性抱子梗细胞失

去产抱能力
。

一些着生于性抱子梗顶端的幼小性饱子
,

进一步发育受阻
,

其抱子壁不是 内

层局部不规则地加厚
,

就是整个壁全面加厚
,

这些抱子往往不能发育成成熟的性饱子
。

到

施药后第 s d
,

性子器中梗细胞
、

侧丝细胞和幼小性泡子的原生质电子致密度加深而坏死
,

从而再无性泡子形成
。

3 讨 论

内吸杀菌剂三哇酮是 目前锈病防治中广泛使用的骨干农药
。

关于三哇酮的防病机理
,

已有大量报道
「’ , ’ ·

`二。

然而
,

这些报道 仅涉及到三哇酮对锈菌双核阶段侵染过程的影响
。

本

文研究了该药剂对锈菌单核阶段侵染过程的影响作用
。

观察结果表明
,

三哇酮可引起 ( l)

单核菌丝和吸器壁的不规则加厚
; ( 2) 使菌丝隔膜发育受阻而不能形成完整的隔膜

; ( 3 )使

得 吸器外间质变宽
,

并且充满电子致密度高的物质
; ( 4) 三哇酮对单核吸器的发育具严重

的致畸作用
; ( 5) 抑制性抱子梗产生抱子

。

以上细胞学变化无疑直接影响了病菌 自身的进

一步发育
。

三哇类杀菌剂是真菌麦角街醇合成的抑制剂
,

而麦角 留醇是真菌细胞膜的主要成分

之一
,

它的合成受阻无疑会影响到膜的合成及其功能
。

胶锈菌的单核菌丝
、

吸器和性抱子

梗经三哇酮处理后
,

其细胞壁内层不规则地加厚
,

可能是 由于细胞质膜受药剂作用
,

造成

膜渗透性的改变
,

而导致大量细胞内物质外渗和沉积的结果
。

胶锈菌单核阶段的这些变化

与锈菌双核阶段的变化基本一致
,

这进一步表明
,

虽然锈菌的单核阶段与双核阶段在生物

学特性上存在明显的差异
,

但仍具有锈菌共同的基本代谢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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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讯
·

中国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

农 业 发展 方 案会议在 西 宁 召开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技术援华方案— 中国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农业发展三方审评会

于 1 9 9 5 年 8 月 3~ 5 日在西宁召开
。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

联合国粮农组织
、

中国国际经济

技术交流中心
、

农业部方案办公室及各项 目主任
、

代表出席了三方审评会
。

我校项目办公

室主任魏益民教授及王鹏新代表项 目主任荆家海校长出席了会议
,

并向与会代表报告了

我校主持的 1 14 项 目一年来的执行情况
。

自 1 9 9 4 年方案三方审评会之后
,

我校主持的 1 14 项 目加强了项 目办公室的管理工

作
,

购置了必要的通讯设备
,

改善了办公条件
,

加快了与各受援单位的协调速度
,

依靠各项

目点科技人员的力量和团结协作精神
,

使项 目各项指标的进度达到或超过了计划指标
,

受

到有关项 目执行和实施机构及外国专家的表扬
。

在方案会议之前
,

1 14 项 目于 1 9 9 5 年 7 月 31 日在西宁召开了第三次项 目协调工作

会议
, 9个实验站分别派代表参加了会议并报告了一年来的工作进展和存在的问题

。

项 目

办公室向各单位代表汇报了项 目各方面的工作成绩及需要协调的问题
。

各单位代表就项

目主持单位一年来为项 目按计划实施所作的努力表示满意和感谢
,

建议进一步加强各单

位之间的技术合作与交流
。

(西 北农业 大学 U N D P 一 C P R / 9 1 / 1 1 4 项 目办公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