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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残秆和土壤中雪霉叶枯病越夏菌源研究
’

商鸿生 康业斌 王树权
(西北农 业大学植保系

,

陕西杨陵 7 12 1 0 0)

摘 要 1 9 9 2 ~ 1 9 9 3年利用系统分离和接种的实验方法研究了小麦雪霉叶枯病菌在病

残体和土壤中的越夏情况
。

病田土壤表面和 20
c
m 耕层内的小麦残秆在弃置 5~ 7个月后都可

分离出病菌
,

用残秆接种能引起小麦幼苗发病
.

用 U G A 选择性培养基平板涂布法
,

由麦收后

5个月的病田。~ 2 0 。
m 耕层 土壤中直接分离出病原菌

,

其密度为每克土 壤 1 2 0 。~ 3 2 0 6个菌落

形成单位
。

用病田土壤接种亦能引起小麦幼苗发病
.

以上试验结果表明
.

小麦雪霉叶枯病菌接

种体可在小麦病残秆和病田土壤中越夏并保持其致病性
。

关键词 小麦雪霉叶枯病
,

雪腐捷氏霉
,

越夏

中图分类号 5 4 3 5
.

1 2一 4 8

由雪腐捷 氏霉 ( G er l ac h l’a nl’ va il 、
)侵染引起的小麦雪霉叶枯病在我国西北

、

西南诸 省

广泛分布
,

在黄河和长江中下游一些省份亦有严重发生
,

该病 已成为矮秆
、

半矮秆小麦品

种的主要病害和重点防治对象
。

在黄淮冬麦 区
,

该病周年流行过程包括芽苗发病期
、

拔节

后病位上移扩展期和抽穗后严重发病期等 3个连续阶段
。

小麦收获后
,

病原菌将度过长达 4

个多月的越夏期
,

残存接种体作为下一季小麦的初侵染菌源
,

引起 秋播小麦芽苗发病
,

从

而完成病害循环
f ’ 一 ’ 1 。

初侵染菌源的研究是病害流行规律研究的重要内容
,

也为病害的综

合防治提供基本依据
。

以前的研究中
,

对土壤带菌
、

病残体带菌以及种子带菌在病害循环

中的作用虽已有所阐述 ’ `一 ’
「 ,

但尚未提 出有关病原菌越夏和初侵染的直接试验证据
,

19 9 2

一 1 9 9 3年对此进行了系统研究
。

1 材料与方法

1
.

1 麦茬残体中雪腐捷氏霉分离及其致病性测定

6月初小麦收获后由杨陵周围麦 田检拾生有雪腐捷氏霉子囊壳的麦秆
,

切成 5一 1 0 o m

长的小段
,

装入 窗纱 网袋 中
,

分别置于试验室内
、

实验田土表和。一 20 。 m 深的耕层土壤

中
,

定期取样检查
、

分离病原菌
。

子 囊壳检查 取上述实验田土表放置的麦残秆
,

剥下生有病原菌子囊壳的叶鞘
.

挑取

子囊壳
,

以无菌水作浮载液制片镜检
,

当显微镜视野内出现完整子囊壳时用拨针轻压盖玻

片
,

使子囊饱子释放
,

计数子囊壳总数和含子囊抱子的子囊壳数目
。

每隔 1个月检查 1次
,

每

次查 20 个麦秆
,

30 0余个子囊
。

雪腐捷 氏霉分离 在麦收 5和 7月个后分别取越夏麦茬残秆
,

分离病原菌
。

麦茬残秆用

自来水反复冲洗后
,

在无菌水中浸泡 24 h
.

截成 0
.

2 ~ O
.

3 C m 长的小段
,

用 1%次氯酸钠溶

液表面消毒 10 m i n ,

无菌水冲洗 3次
.

再用 30 0一 5 00 拼g
·

m L
’
硫酸链霉素处理 s m in

,

置于

收稿日期
: 1 99 5一 0 3一 2 0

,

国家
“

八五
”
攻关项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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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S A 培养基平板上
,

在 0 ~ 4℃冰箱 中培养
,

待长 出怀疑为雪腐捷氏霉的菌落后
,

由菌落边

缘挑取少量菌丝转接于 另一 P S A 培养基平板上
,

在 15 ~ 1 8
`

C 和散射光下培养
,

以促进产

生无性 抱子
,

对不产生泡子而又类似雪霉捷 氏霉 的菌落
,

再转接在 M S培养基上促进 产

抱
。

根据菌落特征和无性抱子形态确认雪腐捷氏霉菌落并计数
。

雪腐捷氏霉接种体致病性 .Nl 定 将干热 灭菌的土壤和河沙以 3 , 1的配比混合
,

加入直

径与高度均为 6
.

5 c m 的瓷钵内
,

每钵混入 4 9 剪成 。
.

5一 1
.

0 c m 长的病茬残秆 ( 已弃置 7

个月 )小段
,

播种事先用 0
.

1%升汞液消毒的西植 7 6 3小麦种子
。

瓷钵用聚乙烯塑料袋包裹
,

置于 14一 1 8℃
、

光照 12 h / d
、

光强 8 0 0 0 ~ 1 0 0 0 0 l x 的生长箱中培养
。

分别在播种第 2 8
,

4 2 d
,

挖出麦苗
,

用 自来水冲洗后检出病株
,

病部组织用常规方法分离病原菌
,

以确定雪霉叶枯

病病株数 目
。

试验设 4次重复和不混入 病残体的对照
。

1
.

2 土壤中雪腐捷氏霉的分离和致病性测定

1 0月份麦播前由西北农业大学农作一站当年病 田 (病株率 30 % ~ 40 % )随机布点采取

土样
。

10 个样点每点在 。~ 5
,

5一 10
,

10 ~ 2 0 。 m 深度分层各取 0
.

s m
,

土壤
,

充分混合后各

留取 2 0 0 0 9 带回实验室
,

自然风干后用 0
.

1 m m 孔径的土壤筛过筛制成试验样品
。

土壤中雪腐捷 氏霉的分离采用王树权等
〔 ,

的方法
,

每个样品称取 1 9 土壤
,

用无菌水

配成 1 00 倍的悬液
,

按每皿 0
.

1 m L 的用量添加到牛永春等
l ` :提出的选择性培养基 U G A

培养基平板
.

上并涂布均匀
。

在 20 ℃温箱中培养 6 d 后取出
,

统计各平板上雪腐捷 氏霉类似

菌落数 目
,

计算每个样品 30 个平板类似菌落平均数 目 ( A )
。

由每个耕层深度土样的 U G A

培养基平板上各取 20 个类似菌落移植到 P S A 培养基平板和 M S培养基平板上
,

经培养后

凡产生该菌典型分生饱子的菌落为确认菌落
,

计算确认率 ( D
r

)
,

按下式计算每克土壤样

品中雪腐捷氏霉接种体的检出密度 ( I D )
:
I D 一 A

·

O
r ·

l护
.

检出密度小于实际密度
,

为 汁测后者需了解该菌接种体的 U G A 培养基 回收率
,

称取

10 9 土壤放入培养皿 内干热灭菌
,

然后加入定量病 菌分子饱子悬液
,

使每克土壤中有 5义

104 个抱子
,

按上述方法涂布 U G A 平板
,

培养 6 d 后检查菌落数
,

计数回收率 R
r ,

据此算出

每克土样中病菌接种体实际密度 ( D )
:

D 一 I D / R
,

一 A
·

D
, ·

l护 / R
r

另用土壤洋品与无菌砂以 3 : l 的重量比混合
,

加适量无菌水调湿
,

按前述麦茬残体中

接种体致病性测定方法播种
,

培养与检查病株以测定土壤接种体的致病性
。

2 结果与分析

2
.

1 病 田麦茬残秆带菌及其致病性

小麦夏收之后
,

麦茬残秆上雪腐捷 氏霉子囊壳仅有 33
.

9%含有子囊饱子
,

至 8月中旬

子囊抱子逐渐释放完毕 (表 1 )
。

预备试验中测定子囊抱子在 ZO C和相对湿度 1 0 0 %条件下

2 4 h 后萌发率达 10 0%
.

麦收后至秋播小麦的出苗长达 5个月
,

遗散 田间的子囊抱子历经

高温多湿季节而不萌发的可能性很小
。

1 9 9 2年 10 和 12 月两次由田间采回麦茬残体
,

分离雪腐捷氏霉
。

在田间地表和土层内的

残秆 中都检出了病原菌 ( 表2 )
,

表明该菌可 以在小麦残秆中越夏存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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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麦茬残秆上雪腐捷氏霉子级壳状态

检查
(月

·

日期
日 )

检查残秆数 检查子囊壳数 空壳数

:: ) ::
3 7 8

3 5 2

3 0 6

2 5 0

3 3 8

3 0 6

空壳率
(% )

6 6
.

1

96
.

0

10 0

注
:

小麦收获期为 6月 1日
。

表 2 麦茬残秆的雪腐捷氏霉带菌率

残 秆来源

土壤 表面

残存 月数
(月 )

分离茎杆数 带菌秆数
带菌率

(% )

()~ 20 。 m 耕 层

10 5

11 2

10 5

11 2

9

l 3

l 4

9

8

l 1

l 3

8

室 内放置 5 7 0 3 4 4 5
.

7

7 7 0 3 0 4 8
.

7

1 9 9 3年 1月将田间地表
、

耕层 20
c m 内土壤中和室内保存的越夏小麦病残秆剪碎后混

入灭菌土壤并播种西植 76 3小麦
。

播后 28
,

40 d 检查麦苗发病情况
,

除不加病残体的对照

外
,

各处理病苗率都较高 (表 3 )
。

组织分离结果证实病株确系雪腐捷氏霉侵染所致
。

另外
,

各处理区尚有 10 %一 30 %外观正常的植株也分离出该菌
,

说明已被侵染但尚未发病
。

以上

结果表明
,

在麦茬残秆中越夏的雪腐捷氏霉仍保持对小麦的致病力
。

表 3 麦茬残秆中雪腐捷氏霉对小麦幼苗的致病性

接仲用病残秆

田间土壤表面

麦播后天数
(

(
l )

调查株数 病株数
发病率
( % )

0一 2 0 C
m 耕层

室 内放置

不加病残 杆对照

2 8

4 2

2 8

4 2

2 8

4 2

2 8

4 2

10 0

1 13

10 3

1 0 2

1 0 2

1 0 5

1 16

1 15

::

:;

::

2 2
.

0

2 9
.

2

2 0
.

4

2 3
.

5

3 0
.

4

4艺
.

5

0

0

注
:

接种 用麦秆 自小麦收获至接种 已历 7个 月
.

2
.

2 病田土壤中病原菌的存活和致病性

2
.

2
.

1 土攘 中病原 菌的分离 为计算 U G A 培养基平板涂布法对土壤 中雪腐捷氏霉接

种体的回收率
,

进行了模拟实验
。

每克菌土中加入 5 x l少个分生饱子
,

实际检 出了 2 9 1 6 7个

菌落
,

回收率为 58
.

3%
.

雪腐捷 氏霉在 U G A 培养基平板上于 2 0℃ 下培养 6 d 后
,

菌落直径

6~ 12 m m
,

圆形
、

较薄
、

半透明状
,

近于无色
,

辐射生长
,

边缘整齐
,

气生菌丝很少
。

将培养

基平板转置于光照下继续培养
,

菌落变淡粉红 色
,

有时可产生分生抱子和桔黄色粘分生袍

子团
。

土壤分离菌根据菌落特征
,

检出类似雪腐捷 氏霉的菌落并计数
,

再将类似菌落转移

到 P S A 培养基和 M
。
培养基平板上

,

进一步根据在该两种培养基上的菌落特征和产泡类

型确认雪腐捷 氏霉
,

排除类似杂菌
。

由各土样 U G A 培养基上的类似菌落数
,

确认率和回



第 1期 商鸿生等
:

小麦残秆和土壤中雪霉 叶枯病越夏菌源 研究

收率
,

计算土壤接种体的检出密度和实际密度
。

结果病 田 。一 20

捷氏霉越夏接种体
,

而以 O~ 5 。 m 耕层土壤最多 (表 4 )
。

表 4 不同深度耕层土壤中雪腐捷氏霉接种体密度

。 m 耕层土壤都含有雪腐

菌落形成单位 / g 土壤

土样耕层
(

e
nr )

类似菌落数
接种体

检 出密度 实际密度

0~ 5

5~ 1 0

1 0~ 20

2 3 30

2 0 70

1 40 0

::
18 70

13 4 0

70 0

3 2 0 6

2 2 9 7

1 2 0 0

2
.

2
.

2 土攘接种体的致病性 土壤接种体对小麦幼苗的接种试验表明
,

o一 20
c m 耕层

土样播种小麦后
,

小麦幼苗都发病
。

播后 28
,

42 d 的病株率都以 。~ 5 c m 耕层土壤最高
,

10

一 2 0 c m 耕层土壤最低
,

这也证明随耕层土壤取样部位加深
,

病原菌越夏存活的接种体数

量减少 (表 5 )
。

总之
,

以上试验表明该菌不仅可以在田间土壤中越夏存活
,

而且保持对小麦

的致病性
,

引起初侵染
。

表 5 不同深度耕层土壤中越夏接种体的致病性

土样耕层

(三塑2
U~ 5

小麦播后天数
( d ) 调 查麦苗 数 发病麦苗数 发病率 ( % )

5 ~ 1 0

10~ 2 0

无菌土对照

28

4 2

2 8

4 2

2 8

4 2

2 8

4 2

1 () 6

1 1 6

10 4

1 10

10 5

1 14

1 1 ( )

1 16

3 讨 论

本试验证实小麦雪霉叶枯病菌可在小麦病残体中和病 田耕层土壤中越夏存 活
,

成为

秋苗发病的初侵染菌源
。

这一结论与长期 田间调查结果一致 「̀
· ’ 。

小麦雪霉叶枯病是我国发现的一种小麦新病害
.

其病原菌雪腐捷 氏霉以前曾称为雪

腐镰刀 菌 ( F u 、 a ;
伍 m in va l 。 )

,

该菌在冬季长期积雪地带还引起麦类作物的
“

红色雪腐病
” 。

关于该菌在植物残茬和土壤中存活的研究不多
。

r l u b e r

等 「5 报道小麦和大麦残体遗 留田

间可加重小麦红色雪腐病的发生
。

B oo llt 等 “ 报道 自然或人工侵染的麦秆
,

无论置于土壤

表面或埋入土内
,

其中的雪腐镰刀菌接种体存活 13 至 52 周
。

在 lA
一

H a s h im i 的试验中
,

被该

菌定殖的麦秆埋于灭菌土壤中
.

病原菌可存活巧周
,

而埋于 田间土壤中存活不到两周
。

将

分生抱子接种于 田间土壤
,

则接种体在 10 C 条件下致病性可保持 25 周以上
。

从连作大麦两

年的田间定期采取土样
,

用以播种大麦
,

结果大部分都发病
,

从而提供了土壤接种体存在

的间接证 据?1[
。

该菌不形成 厚垣抱 子或 菌核 等 休 眠结构
.

从土 壤 中直接 分 离未获 成

功
〔, 一
侧

。

作者等用 自己开发的 u G A 选择性培养基首次 由土壤 中成功地分离了雪腐捷氏

霉
,

确证病田耕层土壤中存在有效接种体
,

为深入研究该菌在土壤中存活的菌态和消长因

素奠定了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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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病原的越夏方式和初侵染菌源有助于科学地设计病害综合防治方案
。

根据本研

究结果
,

清除田间病残体
、

深耕以及采用合理的灌溉
、

培肥措施都有助于减少田间菌源基

数
,

达到控制病害发生的 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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