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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网腥黑粉菌与光腥黑粉菌冬抱子

的红外光谱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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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抱子的红外光谱
,

获得了谱图
.

两种光谱的差异较大
,

而同种的光谱则较为

相似
。

光腥的光谱各吸收带的强度均较高
,

且酸胺 I
,
. 两带的分离度较好 .网握光谱的强度

则较低
,

酞胺 1
.

, 两带的分离度较差
,

酞胺 I 呈现一个宽斜肩峰
.

据此
,

可用于两种抱子的鉴

别
。

关键词 小麦网腥黑粉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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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5 0 年红外光谱技术问世后
,

1 9 5 2 年 S t e v e n s o n 和 B o l d u a n 〔` ,
便把这项新技术应用

到病原细菌鉴定研究中
,

并指出利用细菌的红外光谱进行鉴定是一种有前途的手段
。

随后

欧美各国的学者 .t2
“ ,
相继开展应用红外光谱技术对动物和人体致病细菌及大肠微生物进

行鉴定的研究
,

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

1 9 8 5年以来
,

N a u m a n n
等人

〔`
·
5 ,采用快速傅立叶变换

红外 (F T
一
I R )光谱对病原细菌的光谱特征及其在细菌分类和鉴定中的应用作了较为系统

的研究
,

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

但红外光谱法在小麦腥黑粉菌的分类和鉴定中的应用尚未见

报道
。

黑粉菌分类和 鉴定一直是根据菌体的生物学形态特征进行的
,

为了寻求一种简便
、

快

速可靠的新方法
,

本研究通过黑粉菌冬抱子红外光谱的测定及分析比较
,

试图探讨其在分

类研究和菌种鉴别工作中应用的可能性
。

1 材料和方法

1
.

1 参试材料

参试材料是从国内采集到的小麦网腥黑粉病病穗标样 4 个
,

光腥标样 5 个 (表 1 )
,

标

样编号后分装于牛皮纸袋中
,

自然干燥后供试
.

澳化钾
:

光谱纯
,

西安化学试剂厂
,

用前在 1 40 ℃下烘 6 h
,

于干燥器中保存备用
。

表 1 参试菌株的地理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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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2仪器和方法

仪器 日立 260
一

1 0型 红外分 光光度计
,

仪器 分辨 率
: 4 。 m

一 ’ ,

扫 描 范 围
: 4 0 00 ~

6 5 0 e m
一 1 .

光谱记录 采用浪化钾压片法
,

常规扫描方式进行记录
。

具体制样方法是从病穗中取

出麦粒
,

用镊子和小刀剥去种皮
,

得 到 纯 净 的小麦腥黑粉菌冬抱子
.

称取冬抱子 2 m g
、

澳化钾 15 0 m g ,

置于玛瑙研钵中混合研细后移入锭片成型模膛内
,

在 7
.

s t c/ m
,

压成锭

片
。

装入样品架并置于样品光路中
,

参考光路放置纯澳化钾 ( 1 50 m g )锭 片便可测定
。

光谱鉴定与生物学形态鉴定平行进行
。

2 结果与讨论

图 1
,

2 是直接测定两种小麦腥黑粉菌冬抱子得到的红外光谱图
.

4 0 0 0 3 50 0 3 0 0 0 2 5 0 0 20 0 0 1 8 00 1 60 0 1 4 00 12 0 0 10 0 0 8 0 0 6 5 0

e n l l

图 1 小麦网腥黑粉菌冬袍子的红外光谱图

这些光谱是病原抱子的总化学成分 (如蛋白质
、

脂肪酸
、

聚多糖
、

核酸及各种膜和细胞

壁其它成分等 ) 的综合反映
,

像这样多组分混合物的光谱比单一纯粹化合物光谱要复杂得

多
,

有许多谱带由于各组分吸收带互相叠加而变得很宽
,

使得许多组分的信息被埋藏在这

些宽峰之下
,

因而增加了解析图谱的困难
。

尽管如此
,

某些光谱范围总是被某些组分所支

配的
,

因此
,

一些谱带还是可以被指认出其所属官能团或某些化学组分的
,

借此可获得较

多的有用信息
.

红外光谱是分子振动吸收光谱
。

同种类病原菌抱子的基本化学组成成分应是相同或

相似的
,

它们的红外光谱在外形上具有共同的特征
,

不同种类病原菌抱子的光谱由于其化

学组分的变异而显示出其谱形的特异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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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小麦光腥黑粉菌冬抱子的红外光谱图

小麦腥黑粉菌冬抱子的红外光谱 (澳化钾压片法 )的主要吸收带及其归属如下
:

1 ) 3 70 0 ~ 30 0 。 。 m
一 `

这一强而宽的吸收带
,

是典型的缔合轻基 (O H )吸收带
.

主要反

映 出聚多糖
、

脂肪酸等组分的信息
。

此外
,

蛋白质中的氨基
、

酞胺基的 N 一 H 伸展振动吸收

也在这一光谱范围
,

但这里 已被宽大的轻基所掩埋而未显示或太弱小难以辨认
。

2 ) 3 0 0 0 ~ 2 8 5 0 e m
一 `

此 区 的强谱 带是典 型 的脂碳链 ( 包括 一 CH
3 ,

一曰C H
: ,

一( 二H ) 的 C 一 H 键的伸展振动吸收带
,

它反映来 自脂肪酸和各种膜组分的亲水脂分子

的信息
。

3 ) 1 7 4 0 。 m
一 ’

是一个典型的拨基 ( C 一 O ) 吸收带
,

主要反映来自含拨基组分如梭酸

脂类的信
』

息
。

4 ) 1 6 9 0 ~ 1 5 0 0 e m
一 `

这一光谱范围
,

通常称为酞胺区
,

1 6 9 0一 1 6 0 0 。m
一 `

附近的谱带

称为酸胺 I 带
,

1 5 5 0一 1 5 2。 。 m
一 ’

带称为酞胺 l 带
。

前者是 一 CO N H 一 中的 C ~ O 伸展振

动吸收
; 后者是 一 C O N H 一 中的 C 一 N 键的伸展振动和 N 一 H 键的弯曲振动吸收

。

这两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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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反映来自蛋白质和多肤的信息
。

5 )1 5 0 0 ~1 2 0 0c m
一 `

这是来自蛋白质
、

脂肪酸和磷酸携带物如核酸
、

磷脂等的混合

光谱区
,

此组弱峰是这些组分的综合贡献
.

其中
,

1 4 60
。m

一 ’ ,

1 3 8 0 c m
一 ’

谱带是来自 C H
3 ,

C H
:

的 C 一 H 键的弯曲振动吸收
,

是脂肪酸组分的相关吸收带
。

6 ) 1 2 0 0 ~ 9 0 0 c m
一 ’

这是 C 一 O 键伸展振动吸收带
,

主要来自多糖组分的贡献
,

故称

为多糖区
。

脂肪酸及其醋类组分的 C 一 0 键吸收也包含在其中
。

7 ) 900 ~ 70 。 。二
一 ’

这是红外光谱图的
“

指纹
”
区

,

此区的谱带均很弱
,

目前尚无法指

认出这些谱带的归属及其来自何种抱子组分
。

但每一个样品在此区都显示出各自的独特

谱形
,

即使是属于同种的不同菌株的谱形也不完全相同
。

以上 7 个谱带区在两种病原抱子光谱中均有吸收
,

这是它们的共性
.

比较网腥和光腥的红外光谱可见
,

在光谱吸收强度上存在明显的差别
。

光腥的谱带吸

收强度较高
,

网腥的谱带强度较低
。

表明两类抱子内含物质的化学组成有差别
,

或者是各

组分的比例不同
,

由于各组分之间的相互影响
,

引起对红外光吸收的敏感性和谱带重叠程

度有差异
,

使得光谱吸收强度不相同
。

此外
,

两类病原抱子的光谱图中
,

吼胺区的谱带有较

大的差别
,

在光腥抱子的谱图中
,

酞胺 I
、

酞胺 I 两谱带除了较高的吸收强度外
,

二者的分

离度比较好
,

两谱带明显可见
。

网腥的酞胺 I
、

I 两带的强度和分离度均较差
,

酞胺 I 已成

为一个宽斜肩状峰
。

这种差别可能是由于两类抱子所含的蛋白质种类和蛋 白质的构象 (a

一螺旋
、

p一折叠
、

自由卷曲 )的差异所造成的
。

根据网腥和光腥两类冬抱子红外光谱的上述特征
,

利用获得的已知标准谱图与未知

样品的谱图作对照
,

可以快速区别和鉴定出它们各自所属的种类
,

结果与生物学形态鉴定

结果相一致
.

值得 注意 的是
,

在 不 同地理来源 的 同种 抱 子 光谱中
,

酞胺 I
,

I 带和 1 500 ~

1 2 0 。 。 m
一 ’
区域的混合吸收带都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差别

,

表明这些样品的蛋白质
、

核酸
、

磷

脂及脂肪酸等组分的组成及次级化学结构有所变化
,

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差异
,

目前尚不

清楚
。

在图 1 的 09 号样品光谱中
,

在 1 7 4 0 。m
一 ’
和 1 7 10

c m
一 ’
处呈现两个拨基峰

,

前者属

醋类栽基
,

后者属脂肪酸类碳基
,

表明这一菌株抱子 内含物中有较多的游离脂肪酸组分
,

而脂肪酸醋组分相对较少
,

是何种原因引起这一变化的
,

亦未弄清楚
.

这些问题有待进一

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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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瓜新品种
“
西农八号

”

在全国评比中再次夺冠

19 9 4 年 7 月 l 日在合肥市举行 了
“

全国超金钟冠龙西瓜新品种现场观摩及评奖大

会
” 。

经全国瓜协三年多年 田间试验及室 内鉴定
,

我校
“
瓜类遗传育种研究室

”
主任王鸣教

授主持选育的
“
西农八号

”

西瓜新品种 以最高得分荣获中国园艺学会颁发的
“ 金瓜杯

”

奖和

荣誉证书
。

1 9 9 4 年 9 月 1 日中央电视台第二套节 目《农业教育与科技 》栏目以
“

西农八号再次夺

冠
” 为题

,

对我校王鸣教授主持选育的西瓜新品种
“
西农八号

”

在
“

全国超金钟冠龙西瓜品

种评比
”
中以最高得分荣获

“

金瓜杯
”
奖作了报道

。

该品种果型大
、

座果力强
、

高产
、

稳产 (亩产万斤左右 )
,

含糖量高且梯度小
,

品质极优
,

贮运性好
,

抗病性强
,

可适度连作
。

其综合经济性状全面超过进 口
“
金钟冠龙

” 。

种子价格

低
,

不但可 以节约进 口种子的外汇
,

减少农民开支
,

而且可创造更大经济效 益
。 “
西农八

号
”

适应性特强
,

经多点多年试验示范
,

在 全国南北各地均表现优 良
,

可在全国大面积推

广
,

逐步取代进 口
“

金钟冠龙
” 。

该品种 目前 已成为我国最受欢迎的中晚熟西瓜新品种
.

(李汉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