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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麦四种种传德氏霉属病菌的

吸水纸培养检验

商鸿生 张 伟

( 西北农业大学植 保系 )

摘 要

由陕 西 关 中 1 5 个大麦品 种 的种子检 出 了四 种德氏霉属病原真 菌
,

即根腐叶斑病菌

(D : e c方: l。: a : 。 : 。介i, i。 : 。 )
、

条纹 病菌 (D
.

g ,
,

。 , : in e。 )
,

网斑病菌(刀
,

t。: e s )和四 胞德 氏霉

(D
.

t。t勿 二 。

二 )
。

依据吸水纸培养特征
,

能快速检测 这四 种种 传德氏霉病菌
。

文 中详细描

述 了它们 的吸水纸培养特征
、

鉴 别特点 以 及与种子 上常 见腐生 菌的 区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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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传带的德氏霉属病原真菌可 以引起大麦的多种病害
,

其中大麦根腐叶斑病
,

大麦条

纹病和大麦网斑病最重要
,

一旦流行
,

可造成巨大损失
。

近年来
,

陕西省引入了
“

西引二号
” 、

“矮早三
”
等许多优良品种

,

大麦栽培面积迅速扩大
,

主要生产商品种子
。

为查明种子带菌

情况和开发种子带菌的简易快速检验方法
,

作者等由陕西三原
、

蒲城
、

凤翔
、

武功和杨陵等

县 ( 区 ) 收集了巧个品种的种子样品进行研究
。

太文重点介绍大麦种子的吸水纸培 养 检 验

法和 4 种德氏霉属病原菌的鉴别特点
。

l 检验方法

培养床用三层吸水纸 ( 粗滤纸 ) 铺于直径 g c m 的塑料培养皿内作成
,

种子不经表 面消毒

直接植床
。

植床前
,

吸水纸先用水浸透
。

每皿等距植入 25 粒种子
。

植床后
,

将培养皿移少
、

气

温为20 士 2℃ 的定温室内培养
,

每昼夜用黑光灯 ( 或 日光幻
一

) 照明 12 小时
。

七天后取 出 培养

皿
,

用实体显微镜 (解剖镜 ) 逐粒检查种子
,

记载真菌种类和带菌种子数
。

吸水 纸培养俭验主要用实体显微镜 ( 放大 6一50 倍 ) 观察种子表面真菌 菌 落的 生 长 习

性
,

菌丝体特征
、

子实体着生状态和其他形态特汪夺
,

快速鉴定真菌种类
。

只在少数疑难情

况下
,

才制片用高倍显微镜检查
。

2 主要德氏霉菌属病菌peJ’种类和鉴别

由陕西大麦产区 1 5个品种
i晚种下升样品共检出以下 4 种德氏霉属病原真菌

。

本文于] 9 86年 9月 16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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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麦根腐叶斑病菌 D r e e hs le r a so r o kin ia n o S u b r o jn .

& J“in

分生抱子梗和分生袍子生于种子表面
,

有时也着生

在腐烂的胚 轴和吸水纸上
,

梗单生
,

较短
,

多与分生抱

子长度相近
,

暗褐 色至黑色
。

梗的顶 端和折点上 着 生 1

一6个抱子
,

大多数只着生 2 一 3个抱子
,

袍子间 距 小
,

整个形象类似谷类幼苗
。

分生抱子正直或微弯
,

长椭圆

形至梭形
,

中部较宽
,

暗褐色至黑色
,

有光泽 (图 1 )

高倍镜下可见抱子有 4 ~ g 个隔 膜
,

尺 度 为 ( 60 ~

2 0 0 ) x ( 1 5 ~ 2 5 ) “ ,

脐点明显
,

凹陷于基细胞 内 (图

2 )
o

大麦种子带菌普遍而严重
,

供检西引 二 号
、

矮 早

三
、

驻选二棱
、

阿恩特 13
、

尺八大麦
、

恩斯 2 9 6
、

波 穗

玻
、

凤翔大麦
、

78 0 0 5
、

关东黄 金
、

盐 7 5一 2 1
、

8 4一 1 4
、

农家四棱和武功土大麦等均带菌
,

以蒲城县的矮早三带

竹

丫扩
图 1 四种病菌的吸水纸培养特征

1一四抱德氏霍
; 2一大麦根腐叶斑病菌

.

3一大麦条蚁病菌 ; 峨一大麦网斑病菌

图 2 四种病菌分生抱子形态

1 一四 胞德氏霉
: 2一大麦根腐叶斑病菌

;

3一大麦条纹病 菌
:

4一大麦网斑病菌

菌率最高
,

达 13 %
。

带菌量高的种子色泽灰暗
,

不萌发
。

种子带菌可引起幼芽胚轴腐烂
。

种子带

菌还可引起幼苗根腐
、

茎基腐和叶斑
。

」;

2
.

2 大麦条纹病菌 D r e e hsle r a g r a m in e a

( R a b
. e x Se h le e h t ) s h o e il、.

种子表面生分生抱子梗和分生 抱 子
。

梗 单

生
,

短
,

暗褐色
。

分生抱子椭圆形至圆筒形
,

暗

褐色
, 2 一 6个抱子链状连接

,

着生于分生抱子梗

上 ( 图1 )
。

高倍镜下可见 分生抱子 1 ~ 4隔
,

有些袍子基

细胞较宽
。

有时可见抱子生出较小的次生分生抱

子梗
。

抱子大小 ( 3 。一 7 0 ) ( 义 } 2 ~ 2 0 ) 拌
,

脐 点

明显
,

凹入基细胞内 ( 图2 )
。

严重带菌种子表面变褐
,

一般无异常
。

种子

带菌可引起大麦条纹病
。

供检种子中 矮 早 三
、

78 0 0 5
、

盐 7 5 一2 1
、

农家四 棱
,

阿恩特 1 3 和 恩 斯

29 6等都带菌
。

带菌率平均为。
.

8 %
,

最高 5 %
。

2
.

3 大麦网斑病菌 D r e e h s l
e r a te r e s

( Sa e e .

) Sh o e m
。

�侧卿分凤回留

画目曰�刀间何冒

种子表面生分生抱子梗和分生抱子
。

分生抱子梗单生
,

较长
,

多为分生抱子长度的两倍

左右
,

暗褐色
。

分生抱子着生于顶 端和折点上
,

间距宽
,

整体形象树枝状
。

分生袍子褐色至

浅褐色
,

正直
,

圆筒形
,

隔膜清晰可见
。

有时生次生抱子梗 ( 图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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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倍镜下可见分生抱子 1一 5隔
,

有的基细胞较长
。

脐明 显
,

凹入
。

大 小 ( 3 5 ~ 10 0 ) x

( 1 5 ~ 2 0 ) 拼 ( 图2 )
。

种子带菌可引起大麦网斑病
,

是欧
、

美各国最重要的病害
。

陕西省大麦种子带菌率低
,

仅

在杨陵的矮早三和农家四棱上测到
。

2
.

4 四胞德氏霉 D r e e , , s le r a te tr a m e r a Su br a m
.

& Ja in

种子表面生分生抱子梗和分生抱子
。

分生抱子梗单生或2一3根集生
,

细长
,

褐色
。

分生

抱子生于顶端
,

间距很小
,

在实体显微镜下分辨不出其着生的顺序
, 只见5 ~ 8个抱子聚生于梗

的顶端
,

呈 “
花朵状

” 。

分生泡子小
,

圆筒形
,

褐色 ( 图1 )
。

高倍镜下可见分生抱子有三隔四胞
,

中间两胞较大
。

袍子两端较狭
,

较 圆
。

抱子大小为

( 2 0 ~ 3 5 ) x ( 9 ~ 1 4 ) 拼 ( 图 2 )
。

大品麦种矮早三
、

7 5 0 0 5
、

西引二号
、

农家四棱
,

思斯

2 9 6等均带菌
。

带菌种子样品的平均带菌率为3
。

3 %
。

据报道
,

木菌可引起禾本科植物根腐和基腐
,

在陕西省田间为害情况不 明
。

以上四种德氏霉属病原真菌
,

根据吸水纸培养性状
,

易于区分
。

根腐叶斑病菌 色 泽 最

深
,

分生抱子梗和袍子近于黑色
。

其抱子较大
,

梭形
,

梗较短
,

都是明显的特征
。

梗和抱子

着生的整体形象为
“幼苗

” 状
。

条纹病菌和网斑病菌抱子形态相似
,

但条纹病菌抱子连生于较

短的梗上
,

网斑病菌抱子多单生
,

在梗上着生位置间距较大
,

整体形象
“
树枝

” 状
,

可资区

分
。

有时也可见 网斑病菌抱子有连生的
,

但多为两个抱子连生
,

与条纹病菌2 ~ 6个泡子连成

的长链有明显区另}!
。

四胞德氏霉的分生袍子梗和抱子都较小
,

抱子簇生于梗的顶部
,

与其他

三种有明显区别
。

大麦种子上还有一些腐生菌
,

无经验的检验人员可能误认为德氏霉属真菌
。

细格交链抱

Al ter
n ar ia te nu is是陕西大麦种子 上 最 常见的真菌

,

其暗色抱子亦连生成链条 状
,

可 与 条

八
爪官八国

八己曰
八

八冒..,...,.,几.皿甘.1.
、龟叹t盆11

图 3 A lte r n a r ia t e n u is

1一吸水纸堵养特征
: 2一分生抱子形态

纹病菌混淆
。

但本菌抱子链较长
,

链的各
“
节

” (抱子 )

一端尖削
,

一端粗大
,

条纹病菌的抱子链较短
,

各
“
节

”

两端粗细一致
,

可 以区 分 ( 图 3 )
。

弯 袍 霉 C ur vu la ri a

lu n at a也 是陕西大麦种子上常见的腐生菌
,

其分生抱 子着

生特点 与尺度等酷似四胞德氏霉
。

在解剖镜下仔细观察
,

两者有以下区别
:

¹ 弯抱霉色泽比德氏霉更 暗
,

其 泡子表

面反光不均匀
,

有明显闪亮的光点
; º四胞德氏霉袍 子 聚

生在梗的顶部
,

抱子间距小
,

成较 紧密的
“花朵 ” 状

,

而

弯抱霉抱子在梗的顶部排列较松散
,

成 “
穗

” 状 ; » 弯饱

霉抱子一端膨大
,

四胞德氏霉抱子粗细均匀
。

高倍镜下

可见弯抱霉的典型抱子
,

该利
,

抱子舟形弯曲
,

有 四隔
,

第三个细胞膨大
,

两糯细胞颜 色较淡 ( 图4 )
。

3 讨 论 未萝会
2

多
吸水纸培养检验法简单易行

,

成本低
,

结果可靠
,

适于快速检验大量种子
,

已 成 为 种子健康检验的标准

方法之一
。

作者等用该法检验陕西等省的大麦种子证实

图4 C u r v u la r ia lu n a ta

1一 吸水纸培养特征
: 2一分生抱子形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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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适于检测种传德氏霉属真菌外
,

还能检出除黑粉菌和霜霉菌 以外的各种大麦种传 病 原 真

菌
,

适用范围很广泛
。

吸水纸培养检验法主要依据低倍实体镜下种子上菌落的一些稳定的特 征 进 行 快 速 鉴

定
。

这类性状 虽适合实用 目的
,

但在真菌分类上并不一定有意义
,

这也是种子健康检验与常

规真菌鉴定不同之处
。

C h记 a m b a r a m 。 t a l
. 〔‘〕对禾本科植物种传德氏霉属真菌 的 比 较 研

究
,

为利用吸水纸法进行种子检验奠定了基础
。

作者的工作亦证实大麦四种种传德氏霉真菌

的吸水纸培养特征稳定而明显
,

只根据种子上子实体产生的整体形象
,

便能作出准 确 的 鉴

定
,

一般不需要利用高倍镜观察抱子细部和测量抱子尺度
。

大麦条纹病菌与网斑病菌分生抱子极相似
,

很难区分
。 E lli s 〔” 指出条纹病菌分生 抱 子

可生出次生抱子梗和次生抱子
,

可资区分
。

但事实上网斑病菌亦有此特性
。

还有人认为条纹

病菌分生抱子的基细胞较宽
,

网斑病菌 的较长
,

但该差异不稳定
,

个体间有很大变异
,

难 以

用于种子带菌检验
。

过去北欧和西欧国家用种植法检验大麦种子
,

根据幼苗症状区分两者
,

花费的时间很长
。

G or d e n
川 利用生物化学方法

,

即根据种子麦角苗醇含量检验大麦种 子 是

否传带条纹病菌
,

但该法亦不能区分条纹病菌和网斑病菌
。

利用吸水纸法
,

两者抱子形成的

整体形象显著不同
,

条纹病菌为长链形
,

网斑病菌为树枝状
,

易于区分
。

检验者只需接受短

期训练
,

就能熟悉此类特征
,

大大加快检验速度
。

另外
,

由于这是 目前所知的唯一能用于快速

检验的特征
,

还需进一步研究
,

寻找更 多的鉴别特征
,

以便互相参照
,

提高鉴定准确率
。

作者 由陕西关中大麦种子检出了根腐叶斑病菌
、

条纹病菌
、

网斑病菌等重要病菌
。

在种

子来源地区田间发病的系统调查表明
,

这三种病害的发病情况与种子带菌数量有平行关系
。

简言之
,

根腐叶斑病普遍而严重
,

条纹病明显减少
,

仅 某些品种发病较多
,

网斑病很少
。

但

是
,

在西欧
,

北美大麦产区
,

由一种新菌系引起的
“斑点型

” 网斑病已成为大麦的 主 要 病

害
,

必须严防这一菌 系随种子传入我国
。

这三种病菌都应作为大麦种子质量控制和种子健康

检验的主要对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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