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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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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小 麦成熟期病株上的闭囊壳都是不成熟的 干燥条件下不产生 子 囊 袍 子
,

淹没在

℃ 水中亦不产生抱子
,
但能存活 天

。

在室 内干燥条件下
,

闭囊壳存活期限
,

多雨 年

份  约在 月上 旬
,

干旱年份  约在 月上句
。

子囊袍子产生 的 适 温是

江一 ℃
,

但 在 一 ℃和降雨 的条件下仍 有 的闭囊 壳产生抱子
。

高温和 高湿 交替作用
,

易使闭囊壳失去生活 力 ℃干热处理 天
,

的闭囊壳诱发

出 了子 囊抱子
。

用带有闭囊壳的病叶大量接种 小 麦
,
只 获得 了  的病叶率

,

因此在

本地 闭囊壳在侵染循环中的作用是不 重要的
。

关健词 小麦白粉菌 , 闭囊壳

关于禾谷类白粉菌有性时期的寿命
、

成熟条件和作用
,

国内外都曾有报 道 【’一 ’‘’ ,

由于各地的气候条件不 同
,

所得的结果也不相同
。

这些研究结果
,

为深入了解白粉菌有

性时期在当地 自然条件下
,

在病害侵染循环中的作用
,

提供了依据
。

小麦白粉菌有性时期

在陕西省的情况如何
,

尚无报道
。

因此作者在陕西武功就此进行了研究
,

现报道如下
。

材料和方法

 
、

年秋
,

在田间播种感病品种矮丰三号小麦
,

接种小麦白粉菌 春季经常

洒水
,

促进病害发展蔓延
。

由于诱发闭囊壳产生子囊抱子所需要的时间
,

随着采集的月

份向后推移而缩短
〔川

,

因此在 月上旬小麦成熟时
,

选择密布黑色闭 囊 壳 的 病叶采

集
,

晒干后保存于室内干燥处备用
。

、

闭囊壳 自然成熟度检查 收麦前取已发黄的病叶
,

检查子囊抱子形成情况
,

麦

收后将选择的病叶
,

保存在室 内普通干燥条件下
,

逐期取样直接镜检
,

凡产生了子囊抱子

本校植保 届毕业生贾明贵
、

张云平同学参加部分工作
,

程炜芳同志协助工作
。

本文于 年 月 日收到
,

 年 月 次到修改稿
。



第 期 小麦 白粉菌有性时期的寿命
、

成熟和作用

的即为成熟的闭囊壳
。

、

闭囊壳淹水试验 将病叶夹于尼龙纱中
,

完全淹没在 自来水中
,

置于气温 ℃

环境中
,

经实测水温亦在招 ℃左右
。

试验从 月 日开始
,

一天后
,

逐 日取样检查子囊

抱子产生情况
,

然后随即将检查过的材料进行再培养后再检查产抱情况
。

、

温度对闭囊壳成热的影响试验 利用地道和与地道连接的温室各处 温 度 的差

异
,

选择温度稳定的地方八处
,

将供试材料置于各处
,

保持在 相 对 湿度下
,

培养

天后镜检闭囊壳产生子囊抱子的情况
。

培养期间每日早
、

中
、

晚定时实测三次各处气

温
。

试验从 月 日开始
。

、

闭囊壳的地面处理试验 将病叶夹在尼龙纱中分三种处理
,

即一种处理置于地

表完全 自然条件下 另一种处理置于地表
,

在无雨时
,

每隔 一 天 于 傍 晚洒水一次

一平方尺
,

三斤水 再一种处理每 日 傍 晚洒水一次 斤 尺“ 。

以 上处理在

一 天后
,

’

定期取样检查闭囊壳形成子囊抱子的情况
,

并于每次检查后
,

如有必要随即

进行再培养和再检查产抱情况
。

一

、

闭囊壳的干热和干湿交替处理试验 试验在温箱中进行
,

供试病叶分为两组
,

一组作干热处理
,

将材料置于室温
、 、 、

和 ℃不同温度下
,

处理
、

和 天

后
,

置于适宜条件下再培养和检查子囊抱子产生情况 , 另一组材料作干湿交替处理
,

即

先干热处理 小时
,

然后水浸约半小时
,

继续热处理
,

在第 天和第 天取样后
,

如法

将此过程重复两次
,

直到第 夭为止
。

每次取样后
,

及时进行再培养镜检产抱情况
。

、

闭囊壳的寿命测定 将保存在室内干燥条件下的病叶
,

定期取样进行再培养后

检查测定闭囊壳产生子囊抱 子持续的期限
。

、

有性时期侵染试验 在校园田间分期播种矮丰三号小麦
,

同步接种有闭囊壳

的病叶
,

每 日傍晚洒水湿润地面 , 天后检查田间闭囊壳产生子囊抱子情况 , 潜育期满

后
,

检查发病情况
。

盆裁接种
,

分两种处理
,

一种用 厘米长的病叶段直接放在 叶期

麦苗盆中
,

保持盆面潮湿 天 另一种先将闭囊壳培养成熟 成熟率
,

然后接种在

潮湿的盆面上
,

并保湿 天
。

保湿的方法是盆下吸水和盆面喷水相结合
,
以保证子囊抱

子的放射条件
。

对照不接种
。

各种盆栽处理
,

皆用玻罩隔离
,

置于房檐下阴凉处
。

、

诱发子囊抱子 以上各项试验因素对闭囊壳成熟的影响
,

皆以经过诱发培养后
,

子囊抱子产生与否作为闭囊壳成熟与否和存活与否的标志
。

试验中所要求的再培养 即

诱发培养
,

根据我们的经验和国内外的报道
〔么” “

川
〕 ,

先将供试材料用 水浸湿
,

然后

在 ℃下保湿培养 一 天
,

子囊抱子的产生即可达到盛期
,

此时镜检较为适时
。

试 验 结 果

‘一 , 干燥对闭囊壳成熟帕影响
在大气 自然涅度 卜

,

病叶上的闭囊壳
,
、二论是收获前在植株上

,

或收获后保存在 ,

内
,

肖到 月 日都不能 自然成熟 产生子囊袍子
,

但绝大多数的闭囊壳都有子囊形

成
,

不形成子囊的和空壳的只占极少数 表
。

月 日检查时
,

的闭囊壳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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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子雀
,

的闭爽壳未形成子囊
。

经过一个多月的贮存
,

产生子囊的闭囊壳增加

到  
。

音来在普通大气艰度下
’

,

形成 子囊的过程有可能继续进行
,

此点有待进一步研

究
。

在干燥条件下闭囊壳的成熟情况  年

检查时 间

月
·

日

各种发育状态闭囊壳的百分率

来形成子囊 已形成子囊 已形成子囊抱子 空 壳

。 。 。 。

了
,

二

。

。

。

。

礴

。

。

。

。

。

。

室 内最高 日均气温 ℃
。

,工幻止注乃门八
八心们,似一,白

…
降了曰竹月孟

二 淹水对闭囊壳成热的影晌

木试验虽然选择了比较适合于子囊 抱子形 戍 的温度
,

但在连续浸水 天过程中
,

逐 日检查结果无一成熟 , 从水中取出进行 天再培养后检查
,

也没有成熟的
,

仅在淹水

天和 天后
,

进行 天再培养
,

分别有 和 的闭囊壳成熟 表
。

这表明

淹水对闭囊壳存活影响很大
,

只有少数闭囊壳能残存 天
。

表 淹水对闭班壳存活的影响  ! 年

水水淹后未再培养养 再培养 天天

壳壳 数数 成熟率 壳 数数 成熟率 壳 数数

 理

   

三 温度对闭班克成熟的影响

由于考虑到
,

麦收后首先遇到的是闭囊壳在越夏时期能否成熟侵染自生麦苗
,

因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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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了接近夏季的温度作试验
。

试验结果 表 表明
,

从 月 日到 月 日
,

经过

天培养
,

在
,

和 ℃时闭囊壳成熟率较高
,

即分别为
、

和

在 一洲
‘

的其它五种温度条件下
,

闭囊壳成熟率在 一
,

表现出随温度升高

成熟率下降的趋势
。

继续培养至第 天
,

由于前期成熟的已经放射了子囊抱子
,

或者闭囊

壳己腐烂
,

因此很少见到有子囊抱子的闭囊壳
。

由此表明
,

在培养 天后检查是适宜的
。

表 温度对闭囊壳成熟的影响  弓年

培养 天的结果

温度
平 均
℃

培养 天的结果

险查壳数 成熟壳数 成熟 检查壳数 成熟壳数 成熟

,上

 
弓一心王

几任月‘卜众一卜九‘八月了互口八月哇」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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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田间地面湿度对诩囊壳成熟的影响
1
.
每 日傍晚洒一次水

,

闭囊壳 成 熟情况
: 试验从 6 月14日开始

,

分 别 处 理 1

天
、

2 天
、

3 天
、

6 天
、

9 天和 12 天后
,

镜检闭囊壳成熟情况
。

整个试验期间降雨三次

(12
.5毫米)

,

洒水 9 次
,

折合雨量 60
.3毫米

,

合计降水 量72
.8毫 米

。

结 果 (表 4 ) 表

明
,

处理 1天闭囊壳没有成熟
,

处理 2
、

3

、

6

、

9 和12 天
,

闭囊壳成熟率分别为3
.
。
、

1

.

7

、

4.5

、

5.9

和 22
·

5
%

。

显然在变温变湿条件下
,

闭囊壳成熟的速度比皿户定 温定湿
条件下慢得多

,

要在12 天以后闭囊壳的成熟才能达到盛期
。

表 4 每日仿晚洒一次水的闭班壳成熟情况 (19 85年)

期,隔℃间(查度检温次均地相面邻两平地表处
理天数

成熟率
(% )

.

…
1主一
bo
甘9曰O自O曰,“,目

户
‘、产气
�几了、‘了、口氏月任一

b
J.几

0

3
。

0

熟数成壳

1一,工

7 (
2 2

.

0 ( 2 7

。

7 一23
。

5 )

3 一29
。

5 )

5 一31
。

5 )

4 一32
。

3 )

4 一29
。

0 )

5 一34
.6)

:…
乃O厅‘八U00八D
J.1,曰乃山60,自,UQ口

尸.�bC,尸」
.

…
,土左人t公,g

勺白

22
16

墨
··。44?几

,上
2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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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每隔 2 一 4 天
,

傍晚洒一次水的闭 囊壳成熟情况
: 试验从 7 月17 日开始

,

分

别处理 8 天
、

1 理天和21 天后
,

镜检闭囊壳成熟情况
。

结果 (表 5 ) 表明
,

在处理 8 天 和

14 天后
,

闭囊壳成熟率仅有 1
.
8 %

,

到21 天后成熟率为 。 %
。

三次再培养后的成 熟 率分

别为6
.5 %

,
0

% 和 1
.4 %

,

而且最后一次再培养产生的子囊抱子
,

其内含物聚集为粗大

的颗粒
,

已成为无效袍子
。

这一结果表明
,

在高温条件手
‘

,

间歇性的高湿与高温交替作

用能加速闭囊壳的死亡
。

表 5 每隔2一4天洒一次水的闭囊壳成熟情况 (19 85年 )

成熟率 再培养后
检查 日期

(% )

相邻两次检查间
隔期地面均温

各期累计降洒水
量及次数

检查壳数 }成熟(% )

检 数查壳

八曰�日�QU00Qd凡b2 5
/

7

3 1
/
7

7
/
8

3 6 ( 3 2

.

这一 3 7
.
8 )

3 1
。

7 ( 2 6

。

2 一 3 6 )

3 3
.
9 ( 2 8

.
2 一 3 8

.
2 )

3 次 33 .2m m

5 次 48.lm m

7 次 7 1.9m m

八
O月了片了巴�一勺一�d

3
.

地面
_
完全 自然 条件下闭分囊壳成熟情况

: 试验从 7 月 17 日开始
,

与上述每隔 2

一 4 天傍晚洒一次水的处理在同一地点同步进行
。

试验期间
,

于 7 月 21
、

,

2
3 和 28 日及31

日各降一次雨
,

总计降雨 17
.9毫米

。

在第兰次降雨 (三次累计降雨7
.6毫米 ) 后 的 第三

天 ( 7 月31 日) 检查
,

闭囊壳的成熟率由处理 8 天后的3
.5 % 上 升 到 16

.7 % (表 6 )
,

两次检查前间隔期的地面均温都在30 ℃以上
,

这表明在较高的变温条件下
,

只要雨水适

当
,

部分闭囊壳是可以成熟的
。

表 6 地面自然条件下闭魏壳成熟情况 (1985年)

检查 日期

{

检查壳“

}

成熟“数
成熟率
(% )

相邻两次检查间
隔期地面均温

、2、.产�升�八七
.gJ

2 5
/
7

3 1
/
7

7
/
8

3 6 ( 3 2
.
4 一 3 7

3 1
。

7

3 3

。

9

(
2 6

.

2
一

( 2 8
.
2 一 3 8

。

2
)

2 次 6.

3 次 7 。

4 次 17

一匀叮‘no

…
n口八匕n力

,土J�.

269
片了J住一a�a叹d月任

( 五 )午燥和干湿交替处理对闭魏壳的影响

在恒温条件下
,

将闭囊壳以不 同方式处理 3
、

6 和 10 天后
,

进行保湿培养诱发子囊抱

子
。

结果 (表 7 )表明
,

所有干热处理的闭囊壳成熟率
,

都显著地高于干湿交替处理
,

而且

经50℃干热处理 10 天以后
,

遇到适宜条件
,

仍能较多的产生子囊抱子
。

但经 45℃和 50 ℃

的
一

l

几

湿交替处理后
,

不能再产生 子囊抱子
。

这一结果与行 2一 4 日在地面洒一次水的处理

对闭囊壳成熟的影响趋势是一致的
,

即高温条件下干湿交替作用不利于闭囊壳的存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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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干澡和千湿交替处理对闭班宪的影晌 (1984年)

处理不同天数后闭囊壳再培养成熟率 (% )

�月矛八匕Jl

二/工八b,土1
1目n�11111J.1一

处理
方式

处理温
度(℃ )

6 夭
竺5.58.23.8
。。

室温 7 .3

0

3 。

7

0

��d八U工a�11甘OJ月任月任户O

交干湿替

八UJ4八U�月了n
�

..

…
内
b,n1J八hl从d,曰‘l‘.上,19自

内
bCOn
UJ.上��口

..

…
八“�
n
�尸
OQ�八匕,土11,自q乙,自几匕11COA工J任

..

…
J住八b�从门了n吞,�nj,d室温

口氏�
0
La‘n
�OJJ任

‘

4
L
a

注: 表 内成熟率为检查60 一80 个 闭囊壳所得结果
。

( 六)在室内普通千燥条件下闭囊壳的寿命

由于各年雨水 多少和大气相对湿度不同
,

闭囊壳 寿命的长短也不同
。

两年试验结

果 (表 8 ) 表明
,

闭囊壳的存活率随时间的推移而下降
。

1 9 8 4 年闭囊壳寿命较短
,

6 月

28 日
,

7 月31日
,

8 月 8 日和 8 月16 日
,

经过再培养后
,

闭囊壳的成熟率分别为21
.
6

、

9

.

6

、

。和1
.1%

,

此后再末培养出成熟的闭囊壳
。

1 9 8 5 年的闭囊壳寿命较长
, 在 8 月 25 日

衰 8 在室内千操条件下闭班壳的寿命

1984年 1985年

培养 日期 闭囊壳成熟率 (% ) 培养 日期 闭囊壳成熟率 (% )

丹了00/了了/叮.11,工
2 8

/
6

3 1
/
7

8
/
8

1 6
/
8

2 4
/
8

5
/
9

1 3
/
9

2 0
/
1 0

2 7
/
1 0

2 1
。

6

9

.

6

2 1

。

8

1 8

。

5

l

。

l

2 5
/

8

9
/

9

2

.

9
.

1

。

了奋

00000

* 子衰艳子的内含物 已聚集为领粒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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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9 日
,

进行再培养后
,

分别有 2
.
端和1. 7 % 欲闭囊壳成熟

,

但这两期成熟闭囊壳

中的子囊宛子的内含物已聚集为颗粒状
,

实际上失去了生 活力
。

1 9 8 途和1985两年闭囊壳寿命的差异
,

主要是由于 19 8落年各期雨量和 8。% 以上相对江

度的日数
,

都高于 1985年 (表 9 )
,

特别是 7 月和 8 月的因素起 了主要作 用
。

如 198 4年

阳19肠年 7 月份的降雨量分别为1兰6
.
1毫米和3 1

。

1 毫米
,

相对湿度8。% 以上的 日 数 分别

为24天和 6 天
。

8 月份降雨量分别为132
.6毫米和 43毫米

:
相对湿度 8。% 以

_
匕于}勺日数分别

为14天和 10 天
。

这一结果与前述几项试验结果的趋势一致
。

表 9 影响闭囊壳寿命的气象因紊

一瞥犷粤
二一…1984牛 1

1 , 8 5 介仁
{

相对湿度抓 % 以 上
卜,

沙日数

时 期 19 8感年 1985年

66108 924149
八匕1土nUQU

.

…
八匕1上,J八U泥坎nJ月,l11占

,
6 月 (中

、

下旬)

: 、 7 月 (全月)

冷、
*:.
8 月 (全月 )

;
言 9 月 (上旬)

72 。

4

1 4 6

。

1

1 3 2

。

6

1 5 0

。

2

注: 表内资料来源于本校 农田水利试验站
。

(七 )住染试验结果

1984年侵染试验从 7 月巧日到 10 月 19 日在 田间接种了 8 期闭囊壳
,

其中只有 7 月托

日接种的产生了子囊抱子 (闭囊壳成熟率21
.3 % )

,

以后接种的再未产生子囊抱子
,

各

期接种的小麦始终未发病 (表10)
。

表10 1984年有性时期傻染试验情况

播种/接种 日期

}

闭囊壳成熟率 (% )

{

接种株数
发病株率 (% )

15 / 7

21 / 7

31 / 7

8 / 8

16/ 8

2 4/ 8

5 / 9

19八0

21 。

3 1 2 0

2 5 9

1 4 8

1 4 9

1 0 9

1 3 0

2 3

1 9 8 5 年 6 月14 日
,

在 田间播种矮丰 3 号小麦 10行
,

行长 80 厘米
,

6 月 19 日出苗
,

6

月20 日将小麦成熟期所采的白粉病株
,

剪成一 寸长的小段
,

撒在地面 (几乎盖严了地面)

作为接种源
。

从接种 日起至 7退 15日止
,

在无雨天侮 日傍晚充分洒水
_
次 妞

.
料一,
人

18斤水 ,

折合 4 毫米降雨)
,

期间洒水19 次降雨 6 次
,

共计降 水 12 8.8毫米
。

7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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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发病情况
,

此时植株基本上都有了分莫
,

总茎数1032 (不 包括分莫
,

因其太小)
,

折合总叶数 (最新的叶片不计 ) 4
几

12

8 片
,

仅发现两个茎各有白粉病叶一 片 (病 叶 率为

0.05 % )
、

各有二和五个病斑
。

到 7 月25 日检查
,

有五个病斑的病叶
,

其中四个病斑已经

枯死; 到 9 月25 日检查仅留上部两片叶子活下来 的有66 株
,

其中三片叶子有多个白牡斑

点
。

盆栽接种 的个部未发病
。

这一结果表明
,

小麦 白粉 菌的闭囊壳
,

在关中平原地区
,

盛夏期间侵染 自生麦苗的可能性虽有
,

但极小
。

」98 5年侵染试验结果见表 11
。

表]
一

] 1 9 8 5 年有性时期怪染试验结果

供试叶数 发病叶数 病叶率 (% )

田 间 接 种

先培养后接种

」1 2 8

8 1

1 1次

9 0

种照接接直对

讨 论 与 结 论

采 自田间成熟病株土的闭囊壳都是不成熟的
,

但绝大多数都形成了 J毛囊
。

将其淹没

于18℃水中
,

或置于室 内普通干燥条件下
,

都不能产生子囊抱子
。

在关 中平原地 区
,

夏季多雨年份 (如 1984年)
,

闭囊壳在室内干燥条件下
,

存活期

限约在 8 月上旬
,

夏季干旱年份 (如1985年)
,

闭囊壳存活期约在 9 月上旬
。

据两年观

察
,

麦收后一直放在地面 自然状况下的病叶
,

到 7 月下旬至 8 月上旬都巳腐烂
,
找不到

完整的闭囊壳
。

在室外
,

从 6 月 14 日到26 日
,

地表 日均温23
.5一31 ℃

,

每 日傍晚洒一次

水 (降雨洒水合计72
.8毫米 ) 的条件下

,

地表病叶上的闭囊壳在处理的第12 天
,

成熟率

达22
.5 % ; 从 7 月17 日至 31 日

,

在地表 日均温31
.7一36 ℃

、

三次降雨7
.6毫米的 自然条

件下
,

地表病升
_
L的闭囊壳在第14天时成熟率达16

.7% ; 从 7 月17 日到31 日
,

同时所作

的另一组平行试验
,

每隔 2一 4 天洒一次水
,

连同降雨共五次48
.1毫米

,

第14 天时地表

病叶上的闭囊壳成熟率为 。 %
。

上述结果表明
,

在初夏温度较低时
,

连 日给予闭囊壳以

持续湿润条件
,

部分闭囊壳即可成熟
; 盛夏高温期间

,

有适量的雨水
,

可有小部分闭囊壳

成熟
,

这与在30 ℃或 28 ℃不能产生子囊抱子的报道
〔” 7 , S J

有所不 同
。

虽然闭囊壳要有雨

水或高湿才能成熟
‘2 ’ 5 ’ 7 ’

卜川
,

但是在盛夏期间
,

多雨或高湿与高温反复交替作用
,

会

促进闭囊壳的死亡
。

室内试验表明
,

干热处理的闭囊壳成熟率都显著地高于干湿交替处

理
,

也说明了这一点
。

据以上情况来看
,

闭囊壳在夏季有两种前途
,

即少部分成熟
,

遇雨放出子囊抱子
,

大部分死亡或腐烂
。

因此 田间病残体上的闭囊壳
,

不可能渡过夏季直接为小麦秋苗提供

侵染来源
。

虽然有少部分闭囊壳在夏季可 以成熟
,

但侵染试验表 明
,

在大量 接 种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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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

对
“

自生 麦苗
”

侵染极少(0
.
肠 % )

,

而 且整个夏季繁衍情况很差 , 经我们 多年对平原

地 区麦场边
“

自生麦苗
”

调查
,

均未发现白粉病
。

因此
,

在关中平原地区
,

闭囊壳在侵染循

环中作用极小
,

或基本上不起作用
。

这一情况可能与环境条件不利于子囊抱子的侵染有

关
。

闭囊壳在山区的作用如何
,
有待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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