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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蒜提取物防治黄瓜黑星病的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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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测定了大蒜提取物对黄瓜黑星病菌 (C lad osp orium cucum erinum ) 的抑制作用和对苗期黄瓜黑星病

的防治效果, 并对黑星病菌在经大蒜提取物处理后的黄瓜叶片上的侵染过程进行了组织病理学观察。结果表明,

0. 3 gömL 的大蒜提取物可以完全抑制病菌菌丝生长和分生孢子萌发, 该浓度大蒜提取物能有效预防病菌的侵染,

作用效果优于多菌灵, 但其治疗作用较差。组织病理学研究表明, 大蒜提取物可以有效阻止病菌在叶片上的萌发和

附着孢的形成, 从而阻断病菌的侵入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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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瓜黑星病 (C lad osp orium cucum erinum ) 是黄

瓜生产上的一种重要病害, 广泛分布于北美、欧洲和

东南亚等地, 随着我国保护地蔬菜生产的发展, 该病

已经遍布全国, 尤其对北方菜区的黄瓜生产危害比

较严重[1 ]。长期以来, 我国防治黄瓜黑星病的杀菌剂

主要为苯并咪唑类的多菌灵、异菌脲等, 但是病菌对

上述药剂已经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抗药性[2, 3 ]。因此,

必须寻找新的防治途径以克服病菌的抗药性问题。

植物源农药因具有无残留、低毒、不易产生抗药

性, 且易与其他药剂混配等优点, 已成为近年来国内

外研究的热点之一[4 ]。我国是大蒜 (A llium sa tvum )

的主要生产国, 其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1ö4。大蒜作

为一种特殊的蔬菜, 不仅营养丰富, 而且含有特殊的

抗菌、抗癌等活性物质。我国利用大蒜开发的大蒜素

等药品已经广泛应用于人体的抗菌治疗[5 ]。国外有

研究[6 ]表明, 大蒜提取物对柑橘灰霉病具有较好的

防治作用, 但对于大蒜提取物用于蔬菜病害的防治

研究较少。为此, 本试验进行了大蒜提取物防治黄瓜

黑星病的研究, 旨在为开发高效、安全、经济的新型

无公害植物源农药奠定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 1　供试材料

　　供试黄瓜品种新泰密刺 (感病) [7 ] , 由山东省新

泰市雷育黄瓜研究所提供; 白皮大蒜从市场购买; 黄

瓜黑星菌由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提供。

1. 2　大蒜提取物的制备

将新鲜大蒜去皮, 称取300 g 于体积分数75% 乙

醇中表面消毒1 m in, 无菌水冲洗3 次后置于组织匀

浆机中, 加入100 mL 无菌水, 4 000 röm in 条件下捣

成糊状, 然后转入50 mL 离心管中, 于4 ℃下10 000

röm in 离心10 m in, 取上清液经细菌滤膜 (0. 24 Λm )

过滤后即为3 gömL 的大蒜提取物, 将其置于4 ℃冰

箱中保存备用。

1. 3　大蒜提取物对黄瓜黑星病菌的抑制作用

1. 3. 1　对黄瓜黑星病菌菌丝生长的抑制作用　采

用杯碟法[8 ] , 将大蒜提取物分别按终浓度为 0. 6,

0. 5, 0. 4, 0. 3, 0. 2, 0. 1 和0. 05 gömL 加入已经融化

的 45 ℃ PDA 培养基中, 混匀后倒入 9 cm 培养皿

中, 冷凝后分别接入直径为8 mm 的黑星病菌菌饼,

置 20 ℃下培养, 以不加大蒜提取物而接种菌饼的

PDA 平板为对照。每处理设置4 个重复, 培养6 d 后

用十字交叉法测定菌落直径, 根据下式计算抑制效

果, 并获得大蒜提取物对病菌的最小抑制浓度: 抑制

率ö% = [ (对照菌落直径- 处理菌落直径) ö(对照菌

落直径- 原来菌落直径) ]×100%。

1. 3. 2　大蒜提取物对病菌分生孢子萌发的影响　

分别用大蒜提取物和清水配制不同浓度的黄瓜黑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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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菌分生孢子悬浮液, 以无菌水为对照, 用载玻片悬

滴法[9 ]于20 ℃培养, 当对照孢子萌发达到90% 以上

时, 检查各个处理中分生孢子的萌发率。

1. 4　大蒜提取物对黄瓜黑星病室内盆栽防治试验

1. 4. 1　黄瓜育苗　黄瓜种子用 1 göL 升汞表面消

毒5 m in, 再用无菌水充分洗涤后28 ℃催芽。播于装

有营养土的塑料花盆中, 置于 25 ℃光照培养箱中,

待长出真叶后进行大蒜提取物防治黑星病试验。

1. 4. 2　大蒜提取物对黄瓜黑星病的治疗作用　将

PDA 平板上培养好的病菌用少量无菌水洗下孢子,

血球计数板计数, 调整浓度为2×106ömL , 加入体积

分数 0. 05% 的Tw een220, 混匀后喷雾接种, 然后置

于20 ℃黑暗条件下保湿36 h, 在黄瓜叶片上喷最小

抑制浓度的大蒜提取物, 之后继续培养, 分别于接种

后 4, 6 d 调查发病情况, 确定病害的严重度[7 ] , 同时

分别设置接种病菌后喷清水和 500 倍多菌灵 (Car2
bendazim , 天津汉帮公司)作为对照, 每处理设10 个

重复。

1. 4. 3　大蒜提取物对黄瓜黑星病的预防作用　方

法与上述治疗作用类似, 差别在于后者先喷大蒜提

取物后接种病菌孢子悬浮液, 并设置喷清水和 500

倍多菌灵后接种病菌的处理作为对照。比较大蒜提

取物的作用浓度和作用方式 (预防作用或者治疗作

用) , 选择最佳浓度用于组织病理学观察。

1. 5　大蒜提取物对黄瓜黑星病菌抑制作用的组织

病理学观察

在黄瓜真叶上喷大蒜提取物, 24 h 后利用

1. 4. 2中的接种方法在黄瓜真叶上喷雾接种黄瓜黑

星病菌孢子悬浮液, 分别于接种后 6, 12, 24, 36, 48,

72, 96 和120 h 取样, 将样叶切成1 cm 2 的小块置于

福尔马林2冰醋酸2酒精固定液 (FAA ) [9 ]中固定 24

h, 转入饱和水合氯醛溶液中透明 1 d, 取出用 1 göL
苯胺蓝溶液染色 15 m in, 最后用体积分数 50% 酒精

脱色后在显微镜下观察, 比较不同处理、不同时间病

菌的侵染情况。同时取仅接种黑星菌的叶片作为对

照。

2　结果与分析

2. 1　大蒜提取物对黄瓜黑星病菌的抑制作用

　　不同浓度的大蒜提取物对黄瓜黑星病菌生长抑

制作用的测定结果见表1。从表1 可以看出, 不同浓

度的大蒜提取物对病菌的抑制作用不同, 0. 3 gömL

浓度可以完全抑制病菌的生长, 低于此浓度时对病

菌虽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但随着浓度的降低, 抑制能

力下降。由表1 还可知, 当大蒜提取物浓度不低于0.

2 gömL 时, 可以完全抑制黄瓜黑星病菌分生孢子的

萌发。

表 1　大蒜提取物对黄瓜黑星病菌的抑制作用

T able 1　Efficacy of garlic ex tract against C lad osp orium cucum erinum

处理浓度ö(g·mL - 1)
T reatm en t concen tration

对菌丝生长的抑制作用
A gainst m ycelium grow th

对分生孢子萌发的抑制作用
A gainst con idia spo re germ ination

校正菌落直径ömm
A djusted co lony diam eter

抑制率ö%
Inh ib it ion rate

萌发率ö%
Germ ination rate

抑制率ö%
Inh ib it ion rate

0. 6
0. 5
0. 4
0. 3
0. 2
0. 1

0. 05

CK

0
0
0
0

1. 00±0. 32
2. 67±0. 38
3. 67±0. 31

28. 33±0. 25

100
100
100
100

92. 94
90. 58
87. 05

-

0
0
0
0
0

22. 6
75. 5
97. 1

100
100
100
100
100
　
　
-

　　注: 校正菌落直径= 菌落直径- 8。

N o te: A djusted co lony diam eter= co lony diam eter- 8.

　　综合考虑分析大蒜提取物对病菌菌丝生长和分

生孢子萌发的抑制作用, 在下一步的盆栽试验中选

用浓度0. 3 gömL 的大蒜提取物进行病害防治试验。

2. 2　大蒜提取物对黄瓜黑星病的盆栽防治效果

用浓度 0. 3 gömL 的大蒜提取物在黄瓜幼苗上

测定其对黄瓜黑星病的防治效果, 结果见表2。由表

2 可以看出, 该浓度下大蒜提取物对黄瓜黑星病具

有良好的预防作用, 接种后4 和6 d 时预防效果分别

达到 97. 4% 和 92. 7% , 超过常用农药多菌灵的预防

作用。但其治疗效果较差, 接种后4 和6 d 时治疗效

果仅为46. 1% 和44. 1%。由表2 还可看出, 随着作用

时间延长, 其预防和治疗效果均会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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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大蒜提取物对黄瓜黑星病的温室防治效果

T able 2　Efficacy of garlic ex tract against C lad osp orium cucum erinum in greenhouse %

处理后时间öd
T im e after
treatm en t

处理
T reatm en t

预防作用
P reven tive effect

治疗作用
T herapeu tic effect

病情指数
D isease index

防治效果
Contro l effect

病情指数
D isease index

防治效果
Contro l effect

4

大蒜提取物 Garlic ex tract 1. 6 97. 4 33. 5 46. 1
多菌灵 Carbendazim 22. 8 63. 3 25. 3 59. 3
对照 CK 62. 1 - 62. 1 -

6

大蒜提取物 Garlic ex tract 5. 9 92. 7 45. 0 44. 1
多菌灵 Carbendazim 23. 1 71. 3 28. 7 64. 3
对照 CK 80. 5 - 80. 5 -

2. 3　大蒜提取物对黄瓜黑星病菌抑制作用的组织

病理学观察

分别在喷有 0. 3 gömL 大蒜提取物和清水的黄

瓜叶片上接种病菌分生孢子, 在接种后不同时间取

样并观察病菌的侵入情况, 结果见图版1。由图版 1

可以看出, 接种 12 h, 对照处理叶片上病菌开始萌

发, 而经大蒜提取物处理的叶片上病菌没有萌发; 接

种 24 h, 对照处理叶片上病菌形成附着孢, 而经大

蒜提取物处理的病菌仍然没有发现萌发现象; 接种

后48 h, 对照病菌菌丝生长明显, 而大蒜提取物处理

的病菌仅有部分萌发。

图版É 　大蒜提取物对黄瓜黑星病菌抑制作用的组织病理学观察 (400×)

a. 正常黄瓜叶片上接种病菌12 h 时病菌孢子的萌发情况; b. 大蒜提取物处理的黄瓜叶片接种病菌12 h 时未发现孢子萌发; c. 正常黄

瓜叶片上接种病菌24 h 时病菌孢子的萌发和附着孢形成情况 (箭头示病菌形成的附着孢) ; d. 大蒜提取物处理的黄瓜叶片接种病菌24

h 时未发现病菌孢子萌发; e. 正常黄瓜叶片上接种病菌 48 h 时病菌菌丝的生长情况; f. 大蒜提取物处理的黄瓜叶片接种病菌 48 h 时

部分孢子开始萌发

P late É 　H istopatho logical observation of garlic ex tract against C lad osp orium cucum erinum (10×40)

a. Spo re germ ination of the pathogen ic fungi on cucum ber leave after inocu lation 12 h; b. N o spo re germ ination of the fungi on cucum 2

ber leave treated by garlic ex tract after inocu lation 12 h; c. Spo re germ ination and app resso rium fo rm ation (arrow ) of the fungi after in2

ocu lation 24 h; d. N o spo re germ ination of the fungi treated by garlic ex tract after inocu lation 24 h; e. M ycelium grow th of the fungi af2

ter inocu lation 48 h; f. Spo re germ ination of the fungi treated by garlic ex tract after inocu lation 48 h

　　从接种后 3 d 开始, 对照处理的叶片上病菌菌 丝在显微镜下模糊不清, 表明菌丝已经侵入叶肉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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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 而大蒜提取物处理后的病菌菌丝清晰地分布于

叶片表面, 并且没有发现附着孢, 表明菌丝仅在叶片

表面生长, 而未侵入叶肉组织。由此可见, 大蒜提取

物对病菌的抑制作用主要是通过抑制病菌的萌发、

阻止病菌的侵入来发挥作用的。

3　讨　论

化学杀菌剂的广泛使用, 在保障农作物高产和

稳产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然而由于传统化学杀菌

剂的长期使用, 导致病菌产生抗药性, 迫使人们加大

用药剂量, 由此导致了越来越严重的环境问题[10 ]。

因此, 寻求和开发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安全的新

型杀菌剂越来越迫切。近年来, 包括大蒜 (A llium

sa tivum )、银杏 (G inko biloba ) 和新疆紫草 (A rnebia

euch rom a ) 等在内的很多植物的提取物被证明具有

抗真菌活性[11, 12 ] , 但是我国真正产业化的植物源杀

菌剂还未出现。

本研究测定了大蒜提取物对黄瓜黑星病的防治

作用, 结果表明大蒜提取物可以显著抑制病菌孢子

萌发和菌丝生长, 对该病害具有明显的预防作用, 同

时发现其治疗作用较差。通过组织病理学观察, 进一

步确认该物质对于病菌萌发和菌丝生长具有抑制作

用, 并且可以明显抑制病菌附着孢的形成。至于对病

菌的抑制效果是大蒜素单独作用的结果还是多种物

质协同作用的结果, 以及大蒜提取物是否具有诱导

植物提高抗病能力的作用, 尚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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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con tro l of C lad osp orium cucum erinum by garlic ex t ract

W ANG Y un -fan 1,W ANG Gang1,YANG Sheng-yu1, CHENG X i1,YANG Zh i-we i2

(1 Colleg e of L if e S ciences, H eπnan U niversity , K aif eng , H eπnan 475001, Ch ina;

2 Colleg e of P lan t P rotection ,N orthw est A & F U niversity , Y ang ling , S hannx i 712100, Ch ina)

Abstract: Garlic ex tract w as u sed to test the inh ib ito ry act ion on the fungi of C lad osp orium cucum er2
inum and the con tro l eff icacy on the disease of cucum ber scrab in seedlings. T he h istopatho logica l changes

of infect ion p rocess of the fungi on the leaves trea ted w ith garlic ex tract w ere ob served. T he resu lts show ed

that 0. 3 gömL of garlic ex tract cou ld inh ib it m ycelium grow th and con id ia spo re germ inat ion of the fungi

comp letely and such concen tra t ion of garlic ex tract cou ld p reven t p lan ts again st the infect ion of the fungi

effect ively. It w as found that the p reven t ive effect of garlic ex tract again st the disease w as bet ter than that

of the common ly u sed fungicide Carbendazim , bu t the therapeu t ic effect w as w eaker than that of the la t ter.

H istopatho logica l ob servat ion found that 0. 3 gömL of garlic ex tract cou ld effect ively inh ib it con id ia spo re

germ inat ion and app resso rium fo rm at ion fungi on the leaves and b lock fungi to penetra te in to leaf t is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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