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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绒棉区棉花枯萎病菌生理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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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97～1 999年，从长绒棉区采集 180个病株，分离获得 84个棉花枯萎病菌 

菌 系，选 出具有代表性的 19个菌株作 1，I型箍定 结果表明，供试 19个菌系均高度侵染海 

岛棉，高度或轻度侵染陆地 棉，不侵染 中棉．均属于生理 1型 7号生理小种，尚未发现生理 - 

型菌系 根据在 6个鉴别寄主上的致病性反应 ，可将长绒棉区供试菌 系划分为强、中、弱 3种 

类 型，主要为弱致病型，占供试菌系的 47．4 大分生孢子大小为(1 3．7～23．6) m×(2．7～ 

5．4) m，多为马特型 ，菌丝 白色，菌落底部紫色或浅紫色．部分菌系易产生牯分生孢子团 

[关键词j 堡；{童垄茎差 堕；圭 !． 兰 圭塑!型；塾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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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 花枯萎病镰 刀菌(Fusarium Oxysporum f．sp．Vasinfactum)是为害棉 花的重要病 

害之一n ]。1972～1973年全国棉花枯、黄萎病综合防治协作组联合试验，对我国主产棉 

区的 76个棉花枯萎病菌 ，在 9个鉴别寄主上测定致病力差异表现 ，划分出了 3个生理型： 

l型高度侵染海岛棉及陆地棉，中度侵染中棉；Ⅱ型高度侵染海岛棉及陆地棉 ，不侵染或 

轻度侵染中棉；In型高度侵染海岛棉，不侵染或轻度侵染陆地棉，不侵染 中棉。生理 Ⅲ型仅 

存在于新疆吐鲁番。田逢秀等- 采用原生质体融合技术研究表明，生理 Ⅱ型可变异为生理 

Ⅱ型 。2O多年来 ，吐鲁番长绒棉区农业生态环境发生 了巨大变化，为进一步确定 I型、Ⅲ 

型棉花枯萎病菌在长绒棉区的分布 ，1 997～1999年新疆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所与吐鲁番 

长绒棉研究所联合对长绒棉区棉花枯萎病菌 Ⅱ型、Ⅲ型进行了系统监测 ，以期为今后棉花 

抗病育种及品种合理布局提供理论依据 

l 材料与方法 

I．1 材 料 

茵株 从长绒棉区新疆 吐鲁番采集 1 80个病株，分离得 84个棉花枯萎病菌菌系，选 

出具有代表性 的 I 9个菌株作 Ⅱ，Ⅱ型鉴定。 

鉴别寄主 采用海岛棉87631i、新海5号；陆地棉中1 9、新陆早 1号和中棉石系亚、高 

台中棉 6个棉花品种作为鉴别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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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基 PSA培养基。 

1．2 试验方法 

茵种的制备及种子处理 参照陈其焕等 一的方法。 

调查记载 种子出苗 12 d后开始调查 ，每隔 7 d调查 1次，共调查 3次。采用全国棉 

花枯萎病抗性鉴定的统一标准，调查记载发病率、病情指数 ，即：O级 ，健株 ，无症状；1级，1 

～ 2片子叶局部发病 ；2级，子叶及 1片真叶局部发病 ；3级，2片真叶发病或脱落仅剩心 

叶；4级，植株生长点或全株枯死。 

1．3 生物学性状测定 

耐温性 将斜面保存的供试菌系转接人 PSA 平板，恒温 25℃培养 5 d后 ，取直径 

0．4 cm的菌丝块 ．移人 PSA平板中央，分 25，30，3j，37，40和 46"C 6个处理。每处理重复 

3次，恒温培养，分别于第 4天、第 7天测量菌落直径。 

大分生孢子 将供试菌 系 0、4 cm 菌丝块置于 PSA平板 中央 ，25℃恒温培养 1O～ 

1 5 d，20"C光暗交替培养 10 d后，用接种针挑取菌丝于 4O倍光学显微镜下观察，记载大 

分生孢子宽度、长度、分隔数、厚垣孢子的有无。参照陈其烘等 的分类标准，划分供试菌 

系大分生孢子形态类型 

培养性状描述 将供试菌系 0 4 cm菌丝块置于 PSA平板中央，25 C恒温培养 7 d 

后，观察记载菌系生长情况、菌落色泽、菌系浓密程度、菌落皿底色泽。 

2 结果与分析 

2、1 长绒棉区棉花枯萎病危害症状 

在长绒棉区(吐鲁番)，棉花枯萎病菌危害时期均较晚，棉花出苗后 15～20 d才 出现 

叶脉黄化网纹或子叶青枯萎蔫症状 ，田问表现症状主要为网纹症状 ；而南、北疆主要棉 区 

棉花枯萎病菌危害时期较早 ，棉株出苗后 1o～12 d，造成棉苗子叶青枯萎蔫或叶肠=黄化网 

纹 

2．2 I．Ⅱ型棉花枯萎病菌生理型及致病类型 

鉴定结果(表 1)表明，供试 19个菌系均高度侵染海岛棉，高度或轻度侵染陆地棉，不 

侵染中棉 根据 1 g72～1 973年全国棉花枯萎病菌生理型鉴定，联合试验生理 Ⅱ型、Ⅱ型划 

分标准，供试 19个菌系均属于生理 l型 ，尚未发现生理 Ⅲ型菌系。 

根据供试菌系在 6个鉴别寄主上的致病性反应，可将长绒棉区供试棉花枯萎菌系划 

分为强、中、弱 3种类型。即强致病型 ，平均病指在 70．1 以上，重度侵染 876311，新海 5 

号、新陆早 1号 ，同时还中度侵染中 19，占供试菌株的 21．1％{中等致病型 ，平 均病指为 

50．1 ～70．o ，重度侵染 8763I]和新陆早 1号，同时还中度侵染新海 5号和中 19，占供 

试菌株的 31．6 ；弱致病型，平均病指在 50．0 以下，占供试菌株的 47．4 ，供试菌系均 

不侵染中棉。因此 t长绒棉区棉花枯萎病菌主要属于弱致病类型。 

2．3 长绒棉区棉花枯萎菌系与南北疆菌系致病性对比 

取长绒棉区部分代表菌株与南北疆代表菌株作对 比，参照陈其犊嘲方法对萨克尔、阿 

许莫尼、柯斯特兰、爱字棉、罗登棉、斯字棉、K102、86·1、新陆早 1号 9个鉴别寄主的致病 

力进行测定 ，结果表明，长绒棉区棉花枯萎病菌的平均病指为 35．2 ，为弱致病类型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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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与 Ⅱ，II型棉花枯萎病菌致病型测定结果一致，生理小种属于 7号小种 

表 1 新疆长绒棉区棉花枯萎病菌 Ⅱ，I型鉴定结果 

2．4 棉花枯萎病菌耐温性 

供试菌系经 6个不同温度处理，19个菌系最适宜生长的温度为 25～30'C，在 25℃生 

长最快，7 d后平均生长速度为 7．5 cm，其中HAI一2生长速度最快 供试 19个菌系，在 25 

和 30X2均能生 长，在 35℃时大部分菌系均被抑制生长，但将这些菌系重新置于 25"C时 ， 

均恢复生长。供试菌系中仅 HAI一1 7能在 40℃高温生长 ，经 45℃恒温培养 7 d，HAI．17不 

生长 ，重新置于 25'C时仍能恢复生长，说明 HAI一17属耐高温型菌系。HAI—I 7在 30"C以 

上培养时，产生较多的粘分生孢子团，内含大量大分生孢子。 

2．5 棉花枯萎病菌形态测定 ． 

供试棉花枯萎病菌菌系大分生孢子大小为(13．7～23．6) m×(2．7～5．4) m，在 40 

倍显微镜下，大分生孢子均较小，HAI一17大分生孢子蕞大，为(3I．8～49．5) m×(5．I～ 

7·6) m。大分生孢子为 3分隔，最多为 5分隔，大分生孢子以马特型为主，顶胞短略钝圆， 

菌系之间厚垣孢子产生差异较大 ，吐鲁番菌系 Tu一12，TU一26易产生厚垣孢子，厚垣孢子 

多为菌丝中生 ，球状(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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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新疆长绒棉匡棉花枯萎病菌生物性状(1997~1998) 

挂；@苗系均采自吐鲁番．@苗落直径为0．6 cm。@ o 内为最高分隔数．@孢子型中MT表示马特型；O1"表示尖于苣键刀型 

@HAI一1 7在 3o～40℃缓慢生长，易产生粘分生孢子团；@T U_6．TU一12，TU-30的厚垣孢子多． 

3 结论与讨论 

1)长绒棉区棉花枯萎病菌均属于生理 l型，尚未发现生理 Ⅲ型菌株 90年代 以来 ，新 

疆吐鲁番棉区农田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 ，地膜技术的推广 ，种植密度的加大，海岛棉 

种植面积减少，陆地棉增大，这均为棉花枯萎镰刀菌变异创造了条件 田逢秀等 a 报道，生 

理 II型可变异为生理 l型，因此，还需对长缄棉 区棉花枯萎病菌生理 l，I型鉴定作进一 

步监测研究 

2)长缄棉区棉花枯萎菌系致病类型主要为弱致病型 ，但存在变异 这与作者对新疆棉 

区棉花枯萎病菌系统研究(待发表)结果一致 病原菌、环境、寄主互作导致病原菌致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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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弱发生变化。1997~1999年 ，在吐鲁番金乡一病田，7月中下旬，最高气温达 41～42℃， 

平均气温达 31～32 C，5～10 CNI地 温均在 30 c以上 一棉花枯萎病应处于隐症阶段，但枯 

萎病发病率达 3o 以上．棉株表现典型的黄色网纹症状。从该病田分离获得的枯萎菌系 

HA1 17能在 40c生长．这是否与病原菌在极端条件下发生变异，提高了棉花枯萎尖孢镰 

刀菌侵染危害的温度 ，此方面正在研究中。Rallio。 认为棉属镰刀菌(F．vasinfactum)最高 

生长温度为 40℃，但针对棉花枯萎尖孢镰刀菌尚未 见报道。 

3)经对 6个 Ⅱ，Ⅲ型鉴别寄主和 9个生理小种鉴别寄主的测定 ，并与南北疆的棉花枯 

萎菌系对比可知 ，供试长绒棉 区的棉花枯萎菌株均属于 7号生理小种，在鉴别寄主中，除 

86 1略具有抗性外，其余均对供试棉花枯萎菌株感病性极强 ，同时，K102对供试菌株敏 

感性很强，作为鉴别寄主可很好区分 出各菌株致病力的不同，有望成为棉花枯萎病生理小 

种及敦 病力分化的主要鉴别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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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onitoring of type Ⅱ ．Ⅱ pathogen of cotton 

Fusarium wilt in long—fibre cotton area 

M IAO W ei—guo，ZH ANG Sheng，TIAN Feng—xiu， 

Aihemaiti·M almaiti，Aihemaiti·Rouzi，M A Jiu—yi 

(1Institute ofPlantP c 。 ．Xinflang Academy ofAgricultural Sciences．Urumqi 830000．Chi,ra) 

(2 Institute of  N —fibre Cotton．Xl'njiang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demes．TM~ffan．Xinfiang 838000．China) 

Abstract：In 1 997— 1999，19 reDresentative strains from 84 isolates of pathongens of 

COttOn Fusarium wilt in long fibre cotton area are identified．The result shows that 

Gossypium barbadense varieties are infested severely，G．1qirsutum are infested lightly+ 

and G．H erbaceum aren~ infested absolutely by 1 9 strains．These strains are identified as 

biotype Ⅱ and the reason is related tO the change of agricultural culture system．The 

pathogenicity type of these strains is mainly weak one．The size of macroconidia of 

Fusarium pathogenes in this cotton area is (1 3．7— 23．6)× (2．7— 5．4)pm ，the hyphae 

is mainly white，pigment
．
at bottom is purple or light purple，HAI一17 strain is easy to 

produce pinnotes． 

Key words：long—fibre cotton；pathogen of Fusarium wilt of island cotton；biotype； 

pathogenicity,culture charac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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