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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茄灰霉病菌对啥霉胺的抗药性

纪 明山 祁之秋 王英姿 程根武 谷祖敏

(沈阳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农药科学系
,

沈阳 1 1 0 1 6 1 )

摘要
: 2 00 1 年从辽宁省不 同地区的保护地中采集番茄灰霉病果或病叶

,

经单抱

分 离共获得番茄灰霉病菌 70 株
。

采用菌丝 生长速率法测定 了其对啥霉胺的敏

感性
。

结果表明
,

番茄灰霉病 菌已对喀霉胺产生 中等水平杭药性
,

抗性频率为

20
.

0 %
。

经室内药剂诱导获得了高抗菌株
,

抗性倍数最高达 35
.

7 倍
。

喀霉胺与

多菌灵及喀霉胺与速克灵间不存在 交互杭药性
。

野生杭性菌株具有较好的遗传

稳定性
,

连续转接 9 次后抗药性无明显下降
。

不 同菌株的菌丝生长速度
、

鲜重和

渗透敏感性存在显著差异
,

但该差异与灰霉病 菌对喀霉胺的敏感性无相关性
。

杭性菌株与敏感菌株具有同样的致病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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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茄灰霉病是由灰葡萄抱菌 oB
t

明 15 ic en er a
eP sr

.

ex rF
.

引起的一种病害
,

危害番茄

的茎
、

叶
、

花
、

果实等
,

造成严重减产甚至绝收
。

随着保护地面积不断扩大
,

灰霉病的危害

也 日趋严重
,

已成为保护地番茄上的重要病害
。

崛霉胺 ( yP ir m et h皿il) 是嚓咙胺类杀菌

剂
,

对灰霉病特效
,

兼有保护和治疗作用
。

它不抑制抱子的萌发
,

但能抑制芽管的伸长和

菌丝的生长
。

嚓霉胺直接作用位点尚未研究清楚
,

但已有研究表明
,

它能够抑制蛋氨酸合

成和胞壁水解酶分泌
L `〕 。

20 世纪 90 年代初
,

嚓霉胺率先在欧洲大面积推广
,

用以防治葡

萄
、

草毒等作物的灰霉病
。

19 9 8 年
,

崛霉胺在我国首次获得农药登记
,

同年开始在辽宁省

保护地番茄推广使用
。

本试验旨在测定辽宁省番茄灰霉病菌对嗜霉胺的抗药性水平
,

并

研究抗药性菌株的生物学特性
。

1 材料与方法

1
.

1 供试材料

菌株
: 2 00 1年 4 一 5 月

,

在辽宁省鞍山
、

锦州
、

沈阳和瓦房店 4 个地区
,

从具有唠霉胺

不同使用历史的保护地中
,

采集番茄灰霉病果或病叶
,

于 P D A 培养基上单抱分离灰葡萄

抱菌
。

共获得代表性菌株 70 株
。

杀菌剂
:
95

.

5 % 嚓霉胺原药
,

由昆山瑞泽农药股份有限

公司提供 ; 9 0
.

5 % 多菌灵 ( e a
br

e n d a z i m )原药
,

沈阳农药厂生产 ; 5 0 % 速克灵 ( p or e y o i
-

do en ) 可湿性粉剂
,

日本住友化学工业株式会社生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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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2 番茄灰霉病菌对啥霉胺敏感性的测定

采用菌丝生长速率法测定各菌株的 E C S。
值

。

培养基按 c h ap el an d 等的方法 〔’ 〕配制
:

葡萄糖 10 9
、

琼脂 12
.

5 9
、

KH
Z p o

4
2 9

、

K Z H p o
4 1

.

5 9
、

M gS O
、 ·

7 H Z o s g
、

( N H
4

)
: 5 0

;
1 9

,

加

蒸馏水至 l 0( 洲〕血
。

依据预备试验结果
,

当某菌株的 E C
S。
值小于 0

.

45 林留而 时
,

为敏感菌

株 ( S ) ; 当 E C S。
值大于等于 0

.

4 5 林g/ 耐
,

小于 0
.

9 0 卜g/ 而 时
,

为中抗菌株 ( M R ) ;当 E C
S。

值

大于等于 0
.

90 林岁ml 时
,

为高抗菌株 ( HR )
。

1
.

3 啥霉胺室内诱导抗药性

将菌株 J2Z 0
、

J3Z 5
、

J3Z 6
、

S 4Y 0 和 S 4Y 1 分别接种到含亚致死剂量的嚓霉胺平板上
,

2 5℃培养 2 天
,

挑取菌丝接种到另一平板上
,

逐渐提高药剂浓度
,

连续转接 20 次后
,

测定

其对啥霉胺的敏感性
。

1
.

4 啥霉胺与多菌灵和速克灵的交互抗药性测定

采用菌丝生长速率法
,

测定多菌灵和速克灵对 A SS
、

ZJ 22
、

Jz 36
、

w D 27
、

s 4Y 1 和 s 4Y 1
-

H R 共 6 株灰霉病菌的 E C S。
值

。

分别将喀霉胺与多菌灵及嚓霉胺与速克灵 E C 50 值作直线

相关分析
。

1
.

5 抗性菌株遗传稳定性测定

将野生中抗菌株 JZ 36 和室内诱导获得的高抗菌株 S 4Y 1
一

H R 接种到无药平板上
,

连

续转接 9 次
,

分别测定第 3
、

6
、

9 次转接菌对嚓霉胺的敏感性
。

1
.

6 不同敏感性菌株生物学特性测定

菌丝生长速度
:
将 1

.

4 中 6 株灰霉病菌的菌碟分别置于无药平板上
,

21 ℃培养 3 天

后
,

测量菌落直径
。

菌丝鲜重
:
将 6 株灰霉病菌菌碟放人装有 50 而 的液体培养基的三角

瓶中
,

21 ℃ 13 0 r/ m in 振荡培养 5 天
,

菌丝过滤清洗后
,

测量鲜重
。

菌丝渗透敏感性
:
将 6

株灰霉病菌菌碟移人含 0
.

68 m o F L N aC I 的平板上
,

21 ℃培养 3 天
,

测量菌落直径
。

1
.

7 不同敏感性菌株致病性测定

分别将 J3Z 氏 W D 2 7
、

S Y 41 和 S 4Y 1
一

H R 的菌碟接种到叶龄一致的番茄叶片正面
,

21 ℃

保湿培养 3 天后
,

测病斑直径
。

2 结果与分析

2
.

1 番茄灰霉病菌对啥霉胺的敏感性

经单抱分离
,

共获得代表崛霉胺不同使用历史的番茄灰霉病菌 70 株
,

采用菌丝生长

速率法测定嗜霉胺对各菌株的 E C S。
值

。

结果表明
,

其中 14 株属中抗菌株
,

占测定菌株的

2 0
.

0 % ; 以 ZJ 3 6 的 E C
S。

值最高
,

达 0
.

8 7 7 9 林g/ 耐 ;其余菌株的 E C 、 值均小于 0
.

4 5卜g/ 耐
,

为敏感菌株
,

以 J2Z 2 最为敏感
,

E C S。
值为 0

.

0 8 90 卜岁m ;l 试验中未检测到高抗菌株
。

2
.

2 番茄灰霉病菌对啥霉胺室内诱导抗药性

将具有不同敏感性的番茄灰霉病菌菌株
,

在含有不同浓度嘀霉胺的平板上连续转接

20 次后
,

供试菌株全部被诱导为高抗菌株 (表 1 )
,

E C
S。

值最高达 5
.

6 7 47 林梦ml
,

是其原野

生菌株的 35
.

7 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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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番茄灰舞病菌对啥舞

T ab le 1 R
e s

i
s

atn
e e

of 肠`州自
e

~
a t o

诱导前 B e of re in d u c ` o n

胺的室内诱导抗药性

p yir m e th a n il in d u e

de in 】习力 ar t o 叮

诱导后 A n e r i n d u d io n

菌株

1叻 1日护
EC ”

(林岁耐 )

敏感性

eS ns iit vi ty

E C , 敏感性

eS
n is it vi yt

RHIIRRHRHRH55做55
.

4 35 4

。

15 9 1

87 7 9

2月44

000

卿助36ZJs4OY

0
.

3 7 4 5

(卜 g /血 )

5
.

108 8

5
.

6 7 4 7

5
.

2 3 50

1
.

102 5

3
.

2 149

2
.

3 啥霉胺与多菌灵和速克灵的交互抗药性

交互抗药性研究结果见图 l
,

嗜霉胺与多菌灵及嗜霉胺与速克灵间 E C 50 值的相关系

数分别为 0
.

o s n 和 0
.

5 7 55
,

在 尸 = 0
.

05 水平上均不显著
,

说明啼霉胺与多菌灵及嘀霉胺

与速克灵间不存在交互抗药性
。

ǎ工E飞二ào哟u国

o口。,~.垦
。。气以祝侧

Y = 8
.

5 6 9 6X + 5 9 5 5 9 0

护 = 0
.

0 8 1 1
Y = 0

.

15 9 3X + 0
.

2 8 6 0

R Z = 0
.

5 7 5 5

0080604020 0

ǎ一日谕二à
。价

0国

日一晌.P口。qJ̀。扭瞰蟋

心霉胺 p iyr m e th , il

Ec s o
(卜gj m l)

1 2 3

咬祥胺 p y n m het an il

Ec , o
(林创m l)

图 1 灰霉病菌对啥霉胺与多菌灵和速克灵的交互抗药性

F ig
.

1 C or s s 一 er s is at n e e
be t we

e n P州m e ht an il an d
e ar be n d az im

an d ht a t b e t w
ee

n p y n
me ht 耐 1 an d p

ocr
y im do en

2
.

4 抗性菌株遗传稳定性

室内诱导高抗菌株 S 4Y 1
一

H R 及野生中抗菌株 ZJ 36 在无药平板上连续转接
,

其 E C犯

值逐渐下降 (表 2 )
。

转接 9 次后
,

S4Y 1
一

H R 的 E C 50 值降低了 3
.

6 倍
。

而 3ZJ 6 的 E C o5 值下

降缓慢
,

始终保持着对嘻霉胺的中等抗药性
,

表明野生抗性菌株有较好的遗传稳定性
。

2
.

5 不同敏感性菌株的生物学特性

从表 3 可以看出
,

对啥霉胺敏感性不同的番茄灰霉病菌菌株的生长速度
、

菌丝鲜重
、

渗透敏感性有所差异
,

有的菌株间甚至达到显著水平
。

将其分别与相应菌株的 E C S。

值作

直线相关分析
,

相关系数分别为 0
.

6 2 84
、

0
.

12 73 和 0
.

1 8 8 1
,

在 p = 0
.

05 水平上均不显著
,

说明这些生物学特性差异与敏感性无相关性
,

即抗性菌株与敏感菌株具有相同的适应性
。

2
.

6 不同敏感性菌株的致病性

试验发现
,

对嗜霉胺具有不同敏感性的番茄灰霉病菌菌株 Jz3 6
、

w 2D 7
、

S 4Y 1 和 S 4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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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抗性菌株连续转接培养后 E C so 值的变化

T
a b l e

2 hT
e e h a n g e s Of E C , Of er s i s

at
n t B

o ￡小 15
e ien er

a is ol at e s

aft
e r

e o n t i n uo
u

sly
t r a n

sfe 二
n e e

转接次数

T , n ;
价

r

6 m p只

S Y4 1
一

H R

EC ,
敏感性

eS sn iit vi yt

EC ,

(闻 d )

3
.

2 149
1

.

7 37 0

1
.

1 17 5

0
.

6 92 1

(陌 / d )

0
.

8 7 7 9

0
.

7 9 9 3

0
.

6 8 2 2

0
.

5 8 7 0

敏感性

eS n s i it vi yt

MMMM RRRR0 HHH RRR
,J6n,

表 3 不同敏感性菌株生物学特性比较

T ab le
3 C om P而

s
on

s of b io liog
e al e h

aacr
t e ir s t ie s

amon
g d i fl b er n t s e n s i t iv iyt is o

lat
e

菌株

T. 1月令
p

EC 5o

(此 /耐 )

3
.

2 14 9

0
.

8 7 7 9

0
.

3 7 45

0
.

0 8 90

0
.

12 30

0 2 3 4 1

菌落直径 (~ )

Col o
yn id am

e t e r

菌丝鲜重 ( g )

M界iel
u m 阮

s h we ihg t

渗透敏感性 ( m m )

o s m iot
e se n s i t ivi yt

Sy 4 1
一

H R

JZ 3 6

S Y 4 1

J2Z 2

W D2 7

A 5S

6 8
.

2 a 1 1
.

4 5 a

64
.

8 b 3
.

4 2 b

6 0
.

2 b 12
.

5 3 a

3 2
.

0 d 5
.

17 b

5 2
.

5 e 7 8 7 a

5 4 0 e 7
,

2 8 a

s l
.

o a

46
.

7 b

4 2
.

o e

4 6
.

3 lx :

3 7
.

0 d

2 7
.

0 e

注 : 相同字母表示在 p = 0
.

0 5 水平上差异不显著
。

N o t e :

hT
e s

ame
l e tt e o i n th e s

am
e

row
s i n d i e at e n o 5 1 , i if e

an
t

d政。 n e e
( p 二 0

.

0 5 )
.

一

H R
,

对番茄叶片的致病性无显著差异 ( P = 0
.

05 )
,

表明无论是室内诱导 的还是野生的抗

药性菌株
,

均与敏感菌株具有同样的致病性
。

3 讨论

自 2 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

相继采用了苯并咪哩类
、

二甲酞亚胺类
、

N
一

苯基氨基甲酸醋

类
、

苯基毗咯类
、

三噢类等多种杀菌剂防治灰霉病
,

但病原菌在短时间内陆续对这些杀菌

剂均产生了抗药性
,

田间防治效果下降或完全丧失
。

为了获得理想的防治效果
,

农民不得

不加大用药剂量
、

增加使用次数
,

这进一步加重了对抗药性菌株的选择压力
,

使高抗菌株

逐渐成为优势菌株
,

甚至出现了多重抗药性菌株 〔’ 川
。

嘻霉胺作用位点单一
,

属高抗药性

风险杀菌剂 [5二
。

近年 已有多篇关于灰葡萄抱菌对嗜霉胺产生抗药性的报道 〔’
,

, 」 ,

并出现

了高抗药性菌株
,

甚至失去 田间防治效果 困
。

本研究表明
,

辽宁省保护地番茄灰霉病菌

已对嘀霉胺产生中等水平抗药性
,

并与多菌灵及速克灵无交互抗药性
。

助 er nz 等 ( 19 85 )

和玩 ot er 等 ( 19 9 4) 曾报道 〔’
,

8〕 ,

灰霉病菌的生长速度及渗透敏感性不同菌株间存在显著

差异
,

但该差异与灰霉病菌对二甲酞亚胺类杀菌剂敏感性无关
。

肠ott er 等 ( 2 00 2 )试验表

明
,

其与灰霉病菌对唠陡胺类杀菌剂嚓菌环胺的敏感性无关川
。

本研究表明
,

这些差异

与灰霉病菌对嚓霉胺的敏感性亦无关
。

致病性研究进一步证明
,

抗性菌株与敏感菌株具

有同样的致病能力
。

嚓霉胺在本省推广年限较短
,

目前仍是防治番茄灰霉病的有效药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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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许多农民习惯于连年使用 同一杀菌剂
,

且一季喷洒多次
,

这为病原菌产生抗药性创造了

极为有利的条件
,

多菌灵
、

速克灵等杀菌剂已是前车之鉴
。

为延长嚓霉胺的使用寿命
,

避

免因产生严重抗药性给生产造成重大损失
,

建议积极采取推广综合防治技术
、

减少每季用

药次数和将不同作用机制杀菌剂复配或交替使用等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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