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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弯孢菌叶斑病菌生物学特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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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对新月弯孢菌的生物学特性进行了初步研究, 结果表明, 该菌生长温度为 10～ 35 ℃, 最适生长温

度为 25～ 30 ℃; 孢子萌发温度为 10～ 35 ℃, 最适温度为 25～ 30 ℃; 病原菌对酸碱度的适应范围较广, 以 pH 6～ 8

为最适 pH 值; 光照对菌丝体无显著影响, 光暗交替有利于孢子的形成; 孢子致死温度为 55 ℃ (10 m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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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新月弯孢菌 [Cu rvu la ria luna ta (W akker)

Boed ]引发的玉米叶斑病, 是我国近年发生且逐渐

广泛而严重的玉米叶部新病害。1995 年河北首先报

道发生了玉米黄斑病[1 ]; 1996 年辽宁省弯孢菌叶斑

病大发生, 减产 20% 以上, 绝收 1. 6 万 hm 2, 全省受

害达 16. 8 万 hm 2, 减产 2. 5 亿 kg 粮食[2 ]。1998 年在

河南、吉林、北京、山东、山西等地发现有该病的发

生[3～ 5 ]。作者于 1998～ 2000 年在陕西关中玉米产区

调查, 发现一种不同于玉米大小斑病的叶部病害, 经

鉴定确认为玉米弯孢菌叶斑病[6 ]。鉴于该病对玉米

生产的潜在威胁, 作者对其病原菌的生物特性进行

了初步研究, 以期为研究该病害的发病规律、生态和

防治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供试菌株来源

　　菌种新月弯孢菌 (Cu rvu la ria luna ta ) 分离自

2000209 采集于眉县的玉米叶斑病新鲜病叶, 分离

方法为组织分离法, 经接种验证, 为该病害的致病

菌。

1. 2　温度对病菌生长和产孢的影响

供试菌株在 PDA 平板培养基上培养 5 d, 用直

径 6 mm 的打孔器在菌落边缘打取菌饼, 并将菌饼

移置在 PDA 平板培养基中央, 在 5～ 35 ℃ (梯度 5

℃) 下培养, 每处理 3 次重复, 72 h 时分别测量菌落

直径, 将产生的分生孢子用 20 mL 灭菌水洗下, 以

N eubauer 血球计数板法在显微镜下检查分生孢子

数[7 ]。

1. 3　pH 对病菌生长和产孢的影响

将培养基 pH 配置为 3. 0～ 9. 0 (梯度 0. 5)等 13

种不同的 pH 值 , 植菌方法同 1. 2, 于 25 ℃下培养,

每处理 3 次重复, 72 h 时分别测量菌落直径, 在显

微镜下检查分生孢子数, 检查方法同 1. 2。

1. 4　光照对菌落生长的影响

将供试菌株接种于 PDA 平板培养基上, 分别

置于连续光照、12 h 光暗交替、连续黑暗的恒温箱

中, 光源为普通日光灯 (20 W , 距离 50 cm ) , 25 ℃条

件下培养, 每处理 3 次重复, 72 h 测量菌落直径。

1. 5　温度试验

将在 PDA 平皿上培养了 5 d 的病菌用无菌水

配成孢子悬浮液, 滴置于洁净载玻片上保湿培养, 在

5～ 35 ℃ (梯度 5 ℃) 7 个温度梯度下, 分别于 6, 12

h 后检查孢子萌发率。每次镜验 500 个分生孢子, 重

复 3 次。

1. 6　湿度试验

分生孢子液在载玻片上阴干后, 置于RH 75%

～ 100% 及水滴 8 个等级湿度的保湿器内, 25 ℃下

培养。12 h 后检查孢子萌发率。每次镜验 500 个分

生孢子, 重复 3 次。

1. 7　pH 试验

将 pH 值调配成 3～ 9 共 13 个 pH 值的无菌水

配成的孢子悬浮液, 置于饱和湿度的保湿器内,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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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培养 12 h 后, 镜检孢子萌发率, 每次 500 个分

生孢子, 重复 3 次。

1. 8　光照试验

把在 PDA 平皿上培养了 5 d 的病菌用无菌水

配成孢子悬浮液, 滴置于洁净载玻片上保湿培养, 25

℃下将其分别置于连续光照、12 h 光暗交替、连续

黑暗的恒温箱中, 光源为普通日光灯 (20W , 距离 50

cm ) , 每处理重复 3 次, 12 h 后检查孢子萌发率。

1. 9　孢子的致死温度测定

将孢子悬浮液分别倒入 18 个试管中, 每试管 2

mL , 每处理 3 个试管, 分别放入 35, 40, 45, 50, 55,

60 ℃的恒温水浴锅, 处理 10 m in 后, 立即用冷水降

温, 后放入 25 ℃的恒温箱中, 72 h 后观察分生孢子

萌发状况。

2　结果与分析

2. 1　温度对菌落生长和分生孢子萌发及产孢量的

影响

从表 1 可以看出, 该菌在 5～ 35 ℃时, 菌丝均可

生长, 但生长速度差异显著, 25 和 30 ℃时生长速度

最快, 其次为 35 和 20 ℃, 因此 20～ 35 ℃为菌丝生

长的最适温度。30 ℃条件下产孢量最多, 其次是 35

和 25 ℃, 10 ℃以下菌丝生长缓慢且不产孢。另外,

除 5 ℃分生孢子不萌发外, 其他温度孢子均能萌发,

但萌发率差异显著, 在 6～ 12 h 内, 30 ℃时萌发率

最高, 其次为 35 和 25 ℃, 适温为 20～ 35 ℃, 以 25

～ 35 ℃为最适萌发温度。

表 1　温度对玉米弯孢菌生长产孢及分生孢子萌发的影响

T able 1　T he effect of differen t temperatu re on grow th and spo re germ ination of Cu rvu laria luna ta

温度ö℃
T emperatu re

菌落直径ömm
Co lony diam eter

产孢量ömL - 1

Spo re num bers
孢子萌发率ö% Spo re germ ination

6 h 12 h

5 6 0 0 0

10 7 1. 3×103 5. 0 18. 1

15 11 4. 4×103 11. 2 37. 9

20 25 4. 9×105 20. 0 59. 2

25 39 6. 8×106 41. 0 82. 8

30 45 1. 9×107 75. 0 87. 9

35 32 6. 3×106 35. 0 74. 3

2. 2　培养基 pH 对菌落生长和分生孢子萌发及产

孢量的影响

当培养基 pH 值为 3 时, PDA 培养基不凝固,

接种菌株无法正常生长, 因而未获结果, pH 为 3. 5

～ 9. 0 时, 病菌均能正常生长并形成正常菌落, 其生

长速度无显著差异, 但以 pH 6. 0～ 8. 0 处理生长较

快, 产孢量也最大。分生孢子在pH 3～ 9 均可萌发,

pH 6. 5～ 9. 0 时, 分生孢子萌发率超过 50% , 在 pH

7～ 8 时萌发率最高, 即在中性偏碱条件下, 分生孢

子萌发较好 (表 2)。
表 2　pH 对玉米弯孢菌生长产孢及分生孢子萌发的影响

T able 2　T he effect of differen t pH on grow th and spo re germ ination of Cu rvu laria luna ta

pH
菌落直径ömm

Co lony diam eter
产孢量ömL - 1

Spo re num bers
孢子萌发率ö%

Spo re germ ination

3. 0 0 0 2

3. 5 26 0. 6×104 7

4. 0 27 4. 2×104 14

4. 5 31 9. 0×104 17

5. 0 33 1. 2×105 22

5. 5 35 6. 0×105 35

6. 0 45 1. 9×106 42

6. 5 42 6. 3×106 57

7. 0 41 1. 8×107 77

7. 5 40 8. 3×106 82

8. 0 39 1. 6×106 70

8. 5 34 7. 4×105 66

9. 0 31 8. 9×104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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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湿度对分生孢子萌发的影响

由表 3 可知, 该菌分生孢子萌发需较高的湿度,

在相对湿度 80% 以下时, 病菌孢子不萌发; 当相对

湿度达 98% 以上时, 孢子萌发率高达 78% 以上。
表 3　相对湿度对玉米弯孢菌分生孢子萌发的影响

T able 3　Effects of RH on spo re p roduction of Cu rvu laria luna ta

相对湿度ö%
RH

萌发率ö%
Germ ination rate

相对湿度ö%
RH

萌发率ö%
Germ ination

水 (H 2O )
100
98
95

79
79
78
23

90
85
80
75

9
2
0
0

2. 4　光照对菌落生长和产孢量的影响

测试结果 (表 4) 表明, 光照对菌丝生长无显著

影响, 光暗交替有利于孢子形成, 光线对孢子萌发有

抑制作用。
表 4　光照对玉米弯孢叶斑病菌生长和产孢量的影响 (25 ℃)

T ab le 4　Effects of ligh t to grow ing and spo ru la t ing of Cu rvu laria luna ta

光照条件
L igh t condition

菌落直径ömm
D iam eter of

co lony

每视野孢子数
Spo res N o.

孢子萌发率ö%
Spo re germ ination

完全黑暗D ark 41. 2 2. 0 82

黑暗与散光交替A lternating dark w ith scattered ligh t 47. 3 8. 5 78

连续日光灯 F luo rescen t lamp 45. 8 4. 2 61

2. 5　孢子的致死温度测定

致死温度的测试结果表明, 经过 50 ℃的处理仍

有 15% 的萌发率, 55 ℃及以上处理未见孢子萌发,

因此分生孢子的致死温度应为 55 ℃ (10 m in)。

3　讨　论

对病菌生物学特性的试验发现, 菌丝体在培养

基上的生长温度为 10～ 35 ℃, 最适温度为 25～ 30

℃; 病菌对酸碱度的适应范围较广, 在 pH 3. 5～ 9. 0

均能生长, 但以 pH 6～ 8 最为适宜; 光照对菌丝生

长无显著影响, 光暗交替有利于孢子的形成。

鉴于玉米弯孢菌叶斑病在玉米上已造成较大危

害, 应尽快组织力量对该病病原物的生物特性、发生

规律以及抗病品种培育等防治措施开展系统、深入

的研究, 以有效控制玉米弯孢菌叶斑病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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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b io log ica l characterist ics of
Cu rvu la ria luna ta from Shannx i P 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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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m e b io logica l characters of Cu rvu la ria luna ta are repo rted in th is paper. T he resu lts
show ed that the pathogen can grow and develop at 10- 35 ℃, bu t the op t im um grow ing temp retu re is a t 25

- 30 ℃. T he con id ia can germ inate a t 10- 35 ℃. Fo rm ing spo res need the ligh t, bu t the effect of ligh t is

no t obviou s to pathogen grow th. T he lethal temp retu re fo r con id ia is a t 55 ℃ (10 m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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