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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棉花黄萎病菌  

的 寄 主 种 类 鉴 定
,

王 正 芬

陕西省 植物保护研究所

, 一  年对棉花黄姜病菌 厂 ‘ 八 在 科 种 栽 培

泣物及 科 种杂草中的寄主 范围进行 了鉴定试验
。

查 明在 种栽培 植物中

种 高度感病
,

种 表现 中度或轻微在状
,

此 种为寄主
。

水稻 未表现症状 但分

离到病原菌
,

回接锦花具有致病力
。

种 中非寄主 种
,

还有 种 须 重 复 鉴

定
。

在 种杂草中
,

肯定的寄主铭种
,
可 疑奇主 种

,
无应状带菌体 种

,

非

寄主 种
,

其余 种 未定
。

本项研完首次查明 禾本科植物 水 稻 及 舒 燕 麦 为

厂。 ,
·

该。 ‘。 的元 症状带菌体
。

关键词 棉花黄萎病菌 寄主 鉴定 栽培植物 症状

棉花黄萎病是棉花 的毁 灭性病害之一
。

该病 的寄主种类
,

据 年苏联报 道 已 达

。种
。

在找国
,

过去报道锦葵科
、

茄科及豆科植物有所被害
。

戴芳澜《中国真菌总汇》中

列出 不
厂已 ‘ 认 ’。

的寄主仅海岛棉
、

草棉
、

陆地 棉
、

棉 属
、

向 日 葵
、

龙 葵

等种
,

而 犷。 。 。 乙。一 ‘
的寄主有 种

。

张绪振
、

陈吉棣等证 明 大

丽轮枝菌 不厂 沁 。。 沁。 ,

在我国分布最广
。

而大丽轮枝菌在国内的寄主范围

尚未澄清
,

须作进一步研究
。

·

工 等  研究 种杂草
,

接种 厂 后的症状表现与

菌核形成
。

证明 种杂草高度感染
,

种无症状但分离到病菌
。

关于黄萎病菌 厂  ’动

在杂草上的寄主种类
,

我国以往仅见零星报道
。

 !一 年
,

我们对黄姜病菌 犷 。 ‘。。 的寄主种类进行研究
。

重点研究了 杂

草中的寄主种类
,

目的在于探明黄姜病菌 厂 云。。 为主要寄主种类 及非寄 主
,

为

病原菌研究
、

非寄主利用和黄萎病的综合治理提供科学依据
。

本文子  年 月 日收到
。

‘

大丽抡枝蔺的杂草寄主鉴定
,

承西北农业火学张智政副教授 热忱指导鉴定杂草种类
、

审定学 名并审阅文稿

俞征同志参加 怕 一 年部分工作 , 西北农业大学植保系 届毕业 生 史随李同学参加 年部分 鉴定工作 , 仅 致

谢 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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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和方法

鉴定试验在温室进行
。

土壤温热灭菌
,

花盆甲醛消毒
。

杂草种子代森锰锌 液

浸渍后播种
,

栽培植物种子未消毒
。

部分杂草种类系挖掘 田间幼苗
,

经代森锰锌液浸根

后移栽无菌土中
。

接种用黄萎病菌
,

为径 阳黄萎菌系 厂
。

沁
,

菌液浓度为每 视

野 。个分生抱子
。

刺茎接种于茎基部
,

每株 一 滴
。

每种植物均设不接种 对 照
。

温室

日均温 ℃左右
。

当感病种类充分发病时调查病情
。

发病缓慢及无症状 的 种 类
,

延长

观察时间
。

最后
,

取全部接种株及对照株分离
。

分离样段经升汞水表面消毒冲 洗 后 于

上培养
。

据微菌核及菌落形态鉴定大丽轮枝菌
。

分离到的轮枝菌纯化保存
。

回接试验取棉花品种中棉所 号或 一
,

种子去绒
、

消毒
,

土壤及花盆 灭 菌
,

幼

苗 一 片真叶期
,

刺茎接种分离到的轮枝菌
,

天后调查病指
。

一   年
,

先后对 多种植物进行 余种次鉴定
。

 一  年鉴定 种次

品种次 栽培植物
,

含谷类
、

豆类
、

蔬菜
、

油料及绿肥收草 种 个 品 种
,

一 年鉴定  种次
,

共 种杂草
,

回接试验 个菌株
。

冷士 田
二曰 刁阵

一 栽培植物中的寄主种类鉴定结果

一  !年对栽培植物进行三次鉴定
,

结果见表
、

表
。

以茄
、

沙 打 旺
、

胡

麻
、

黄瓜
、

辣椒等受害最烈
,

病指 一
。

番茄及红豆草中度感病
。

蚕豆
、

豌

豆及寂麻
,

间有明显症状
。

大豆
、

虹豆
、

烟
、

绿豆
、

马铃薯
、

箭舌豌豆
、

菜豆 个品

系 及蓖麻一度出现轻微症状
。

油菜及白菜严重死苗
。

其余种类无症状
。

茄
、

番茄
、

辣椒等三次鉴定
,

受害均较重
,

并多次分离到病原菌
,

无疑是黄萎病菌

矿 。
的寄主

。

黄瓜
、

沙打旺及胡麻受害很严重
,

但未分离病菌 红豆草 及蚕

豆表现 中度受害
,

并偶尔分离到轮枝菌
,

以上 种似为寄主
。

寂麻
、

豌豆一次表现中度感病 大豆
、

弧豆
、

烟
、

绿豆
、

马铃薯
、

蓖麻曾有轻微异

常
,

它们可能亦为大丽轮枝菌 的寄主
。

箭舌豌豆
、

菜豆 个品系
、

草毒油菜
、

白菜等还须进一步鉴定
。

试验表明禾谷类作物玉米
、

高梁
、

大麦
、

小麦等是大丽轮枝菌的非寄主
。

水稻虽未

表现症状
,

但分离到轮枝菌
,

回接棉花 一 品种
,

株 病指达
,

证明水稻

为黄萎病菌 厂 城’ 的无症状带菌体
。

供试豆类作物多系陕西农家品种
,

具有较强抗病性
,

极少表现症状
,

似 难划分寄主

与非寄主
。

鉴定的 种豆科牧草中
,

多变小冠花
、

达呼里胡枝子
、

白香草木挥
、

黄香草

木挥
、

紫首楷及永寿山黛豆为大丽轮 枝菌的非寄主
。

二 杂草中的寄主种类鉴定结果

 一  !年
,

对杂草鉴定的结果见表
。

感病严重的杂草
,

具有叶片退绿黄化及

镶嵌斑驳
,

或青枯
、

萎蔫落叶
,

导管变色等黄萎病典型症状
。

而轻感类型仅个别或少数

叶片变黄
,

或较对照略有异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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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科名

棉花黄萎病菌 犷 ’ ’ 脚 在栽培植物上的寄主种类鉴定

第一次 一 月 第二次 一 月

种名 品种
株数 症状表现 病指 …寥墓翻株数 症状表现病指  蔓岔

户了匆万刁屯 】,
吉习二目 刁亏

禾本科

小麦 萨达特

大麦 大
,

水稻

谷 张庙谷

谷 陕谷临
,

高梁

玉米
。

尸自乃

十

十

。

。

,月曰山

玉米 中单 号

玉米 陕单 号

玉米 武 号

玉米 陕单 号

茄科

辣椒

番茄

烟

茄

马铃薯

葫芦科

黄瓜

蔷薇科

草苟

大戟科

蓖麻

豆科

蔓豆 黄龙

大豆 竞黄 号

十

十 十 十
。八

行了内乃八门了八匕

月口万口
口
一.........口.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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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V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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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豌豆(旬阳 )

蚕豆

豉豆 (大荔 )

款麻 (怪麻)

多变小冠花 (美国)

沙打旺(直立黄茂)

栽培 山薰豆 (永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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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共鉴定杂草 ( 含木模
、

构树 2 种木本植物 ) 87 种
,

其中受害严重
,

症状典型分

离到轮枝菌
,

并对棉花具有致病力 ( 表 4
、

表5) 的杂草
,

是黄萎病菌(V
.
dah l‘ae )的 寄

主
。

这类寄主包括马齿览
、 、

简麻
、

构祀
、

青祀
、

天名精
、

刺儿菜
、

大刺儿菜
、

酸浆
、

鼠掌老鹤草
,

铁觉菜
、

莽菜
、

常春藤叶天剑
、

麦家公
、

异叶败酱
、

苦芭菜
、

曼陀罗
、

龙

葵
、

黎
‘、

地锦草
、

葛缕子
、

水芹
、

园叶牵牛
、

野薄荷
、

艾篙
、

羽裂紫苑
、

抱茎苦荚菜
、

酸模叶寥
、

览色菜
、

反枝觉
、

秃疮花
、

播娘高
、

凤花菜
,

二色补血草
、

蕾香
、

大车前
、

艾

篙 ( 变种)
、

飞廉
、

碱苑等38种
。

其中多数种类
,

作为黄萎病菌 ( 厂
.
d ah liae ) 的 寄 主

,

在我国属于新记述
。

其次
,

泥胡菜
、

旋复花
、

醉茜草
、

铜锤草
、

乌敛每
、

木谨
、

地稍瓜
、

烟管头草
、

菊

芋
、

I打苦荚等10种
,

受害严重
,

症状典型
,

曾分离到轮枝菌但未回接测定致病力
,

可定

为寄主
。

还有千里光
、

续断菊
、

一年蓬
,

野塘篙
,

斑种草
、

拘树等 6 利
, ,

受害重
,

症状明

显
,

病菌未分离
,

为可疑寄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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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棉花黄萎病菌 ( 厂
.
J ‘;胡艺

、 )在栽培植物上的寄主种类鉴定 (1983)

手卜名
} {

症状

…
株数

{
}

病菌分 科名
病指 (% )

种名 (品种 ) 友现 占;{
:
名 (品才中)

症状{
、

一

, 一 。 、

}少内 丁百 欠鞠 夕

录之现

病菌

分离

结结

OO
禾本科

OO

0000000

00000000
小麦 (萨达特)

‘

大麦 (22:) {

谷 (马疆绳) }

谷(张庙谷) }

谷(陕谷临42){

高梁

玉米(陕单9号)

玉米 (获白 x

M O
。

7 )

茄科

32

一蔓豆 (黄龙 )

卜友豆 (陕70 ])

37

11 1
吐9 1

一

3 2

1 2 1

1 O

1 9

番茄(53号 )

番茄(大红袍)

茄(紫皮)

茄(牛奶荷包 )

烟(单选 G 2 8)

马铃薯

十字花科

油菜(上党 )

白菜

胡麻科

胡麻(中芸7
“
)

大戟科

蓖麻

豆科

眉豆(饭豆 )

十 十 3 7 带

+ 十 0 4 带

+ + +

+ 十

+ +

�����

+ +

O0

十 +

十 十 + 1 3 辛

V

V

O

0

i亏染

O

3223286320398075315

19

大豆 (充黄 1 号)

小黑豆 (凤翔)

红小豆 (商南)

红小豆(洛川)

绿豆 (富县)

菜豆 12a 一 1 0 0

菜豆 12 a 一 7

菜豆 12 。 一 5

菜豆 12 :飞一 6

菜豆 12 a 一 1 0 3

芸豆

四季豆 (旬邑 )

豌豆 (46 3)

麻豌豆 (旬阳)

蚕豆

豉豆 (大荔 )

弧豆 (8 3 )

救麻(720)

达呼里胡枝子

水寿山黛豆

黄香草木挥

红豆草

紫花首借

.......曰. . . .“
一

, . . . , n . ,
. , ‘、

~

二 .

一
侧. 户户.

一一
一

注
: 1 。 + + 十 表示症状极显著

,

受 害严 重 , 十 十 表示症状较 明显 , + 头亡状极轻 ; “ 一 ”

表示无症状
。

2

.

伪病株率
: 8. 丫表示分高到病菌; 。表示未分离到 ; 空 自处表示未作 分离

。

杂草中
,

不少寄主的发病指数甚高
,

如在1984年鉴定中
,

等22 种杂草的病指高到50
.0一95

.05%
。

1 9 8 4一1985年鉴定的87种杂草中
,

小白酒篇草
,

篇蓄
、

荔

无症状
,

但分离到轮枝菌
,

回按棉花有致病力
,

为茜姜病两 〔

菌体
。

异叶败酱
、

酸浆
、

马齿觅

{支草
、

苍
一

耳
、

l

·
_

(

/

、名
j

,
/ 艺a e

野燕麦等 5种

的无症状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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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 十 + + 示症状极明显典型
,

严重感病 ,

十 示症状极轻微;

+ 十 示中度感病
,

症 状较明显 ,

一 示无症状

; :

V 示分离到病菌 ,

.

为病株率 ,

O示未分离到病菌 ,

一 示未分级调查病情
。

空 自
:
示未分离病菌

表 4 杂草分离菌系对棉花 ( 中10 ) 的致病力测定 ( 1984 )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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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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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

一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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撇
{
病“ ‘%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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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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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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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8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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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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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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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 花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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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67

44。 1 2

茄 科

曼 陀 罗

构 祀

酸 浆

龙 葵

青 祀

败 酱 科

异叶败酱

菊 科

羽裂紫苑

天 名 精

束lJ 菜 儿

大刺 儿菜

小白酒草

苦 芭 莱

碱 苑

48 。

2 1

5 7

。

8 1

6 5

。

3 8

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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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5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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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9

6 1

。

6 7

6 1

。

7 6

6 9

。

2 3

一匕�了
一
‘止
一

l

2 9

。

6 9

l 6

1 3

注
: 1

.
由杂草回收的轮枝菌系

,

接 种棉苗15 天 后调查病情 ,

2
.

各菌株的袍子悬浮液的浓度未调 一 致
。

8 了种杂草中非寄主23 种
。

薄草
、

网果酸模
、

地肤
、

米瓦罐
、

繁缕
、

蛇 苟
、

紫 花 地

丁
、

要婆纳
、

车前
、

平车前
、

忍冬
、

漪萝篙
、

鬼针草
、

三叶鬼针草
、

狗尾草
、

早熟禾
、

硬质早熟禾
、

香附子等18种无 明显症状
,

一

也未分离到病菌
。

漠菠
、

田 旋 花
、

青 蓝
、

泽

漆
、

蒲公英等5种
,

接种与对照酷似
,

无可分辨症状亦未分离到轮枝菌
,

初步列为 非 寄

主
。

此外
,

青箱
、

茜草
、

茅苟
、

狗牙根
、

马唐等5种尚难定性
。

讨 论
l 、

1 9 8 2 一1953年
,

对 8 科38种(60个品种)栽培植物
,

进行黄萎病菌 ( 厂
.
d a h l‘a e )

寄主范围鉴定
。

豆科鉴定21 种 ( 31 个品种 ) ,

禾本科 6 种 ( 13 个品种 )茄种5 种 ( 10 个

品种 )
, 一

卜字花科 2 种
,

葫芦科
、

蔷薇科
、

胡麻科及大戟科各 1 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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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表5 杂草分离菌系对棉花 ( 中

, 。
) 的致病力测定 (1985)

菌 株 来 源 接种株数 病指 (% ) 菌株来源 接种株数 病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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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茄科
、

胡芦科 及胡麻科植物受害甚烈
,

皆为大丽轮枝菌 的寄主
。

蔷薇科
、

大戟科 及豆

科 作物受害较轻
。

1 0 种豆科牧草中
,

沙打旺
、

红豆草及款麻表现典型症状
。

黄香草
、

木榨

等 7 种无症状
,

为非寄主
。

禾本科作物仅水稻 l 种为无症状带菌体
,

其余为非寄主
。

看

来
,

诱发棉花黄萎病的大丽轮枝菌
,

在一般栽培植物中寄主范围相当广泛
,

且不同科间

作物的感病程度有很大差异
。

但在禾本科作物及栽培牧草中
,

确有不少大丽羚枝菌的非寄

主
。

这类非寄主是极为宝贵的种质资源
,

具有广 阔的利用前景
。

除用于轮作防病外
,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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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
,

已迸行外海D N A 导入棉花的研
.
坛

,

以
一

}卜寄主D N A 导 入 棉 花
,

培育}
_
}玉优质抗病棉花品种

。

2

、

1 9 8 4一1985年鉴定了31个科 的盯种杂草
。

仃13 个科 各鉴定 1 种
,

8 科各鉴定 2

种
,

6 科各鉴定 3 种
,

唇形科
、

茄科及禾本科
一

分别鉴定 4
,

5
,

6 种
,

菊科鉴定最多
,

为25种
。

从植物分类学分析
,

黄萎病菌 ( 厂
.
d ah li即 ) 的杂草寄主亲缘

,

似乎存在某种 相 关

性
。

譬如
,

所鉴定的31 科中
,

14 个科的23 种杂草一致感病
,

而 6 个科的杂草皆不感染
。

感

病 的14 个科中
,

马齿览科
、

肇粟科
、

扰牛儿苗科
、

葡萄科
、

蓝雪科
、

萝障科
、

败酱科等

7 科所鉴定种均为寄主
。

觉科
、

醉酱草科
、

锦葵科
、

伞形科
、

及紫草科共1。种
,

有 9 种

寄主 l 种无症状带菌体
。

十学花科及茄科共 9 种 皆为寄主
。

所 引科中
,

石竹科
、

茧菜科
、

玄参科
、

忍冬科
、

莎草科及疾菜科
,

共鉴定 7 种均不

感染
,

为非寄主
。

显然
,

不同科间植物 的遗传特性
,

决定了它们对大丽轮枝菌感染的差异
。

除茜草科外
,

其余 10 个科内
,

并存寄主与非寄主
。

如菊科有21 种寄主及无症状带菌

体
、

4 种非寄主
。

大戟科 寄主 2 种及非寄主 1 种
。

唇形科 4 种中 3 种为寄主
。

旋花科 3

种有 2 个寄主
。

寥科
、

苹科各鉴定 3 种
,

各有 2 种寄主
。

车前利
一

3 种
,

有 1 和寄主
。

禾

本科 6 种
,

均未表现雇状
,

但野燕麦 l 种为无症状带菌休
。

桑科 2 种
,

释 草 1种 为 非

寄主
。

以上10 科的结果表明
,

同一科的杂草
,

对黄萎病菌 (厂
.
d o hl f。。 ) 的感染情 况

,

具有

悬殊差异 可能这种科问的关系
,

并不 足 以代表这些科中杂草对 /Lc 丽轮枝菌的感染情况
。

3

、

1 9
82 一1985年的寄主范围鉴定结果证明

,

若干栽培植物及众 多的农田杂草
,

是

V
.
d 。脚fa。的寄主及无症状带菌体

,

表明寄主范围广泛
。

杂草中问寄主 的存在
,

无 岌 会

扩大病原菌的传播途径
,

增加病 害防治的难度
。

而生产实践中
,

小麦
、

玉米与棉花轮作

后
,

有时仍有黄萎病发生
。

杂草中间寄主的存在
,

可能是造成伦作失败的重要原 因
。

因

此
,

在黄萎病的综合治理巾
,

不可忽视杂草防除
,

应当加张
一

{卜寄主作物轮栽与化学除草

结合
,

以提高农业防治效果
。

4

、

关于禾本科植物
,

对棉花黄萎病菌 ( 厂
.
d a/l l2’ae ) 的带菌传病问题

,

国内外 研

究结果尚不统一
。

习惯认为小麦
、

大麦
、

燕麦
、

黑麦
、

玉米
、

水稻
、

高梁
、

谷子等
,

均

不受黄萎病为害
。

提倡以小麦
、

玉米及水稻同棉花轮作
。

但我们的研究首次证 明 水 稻

与野燕麦
,

均为诱发棉花黄姜病的大丽轮 枝菌的无症状带菌体
。

从水稻及野燕麦上分离

到的轮枝菌
,

回接棉花具有较强的致病力
。

稻棉轮作 的防病;)J 效
,

可能为淹水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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