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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瓜枯萎病病残体上病菌的存活力及其传病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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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土表"田边草丛和室内纸盒中的病残体上越冬的苦瓜枯萎病菌#+,-#&*,.’/0-1’&,.()*+).’.’&2*)#(
,-./0-1.2$!次年均有传病作用%在稻田水中和稻田泥下3!$"45处的病菌!6个月内失去传病力%菜土地下3

!$"45处的病菌!经7!$!个月也相继失去传病力!菜地土表和田边草丛中的则需$!!$#个月失去存活力&木

霉可加速病残体上病菌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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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萎病是苦瓜生产的主要病害之一"该病害在

苦瓜种植区都有不同程度的发生"发病率为$3O!
!3O"严重时高达7"O!#"O"病害流行时可使瓜

田出现大量死藤"减产6"O以上"严重地影响了苦

瓜的产量和品质%$&’不同的自然生态环境中病残体

上的病菌能存活多久"是否都有传病作用等"国内外

未见专题研究报道%!&’为此"作者在系统研究本病

的发生规律及防治技术的同时"对此作了专门研究"
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材料与方法

<=<!病残体的传病试验

!""%年7月!6!!7日 先 后 在 衡 阳(常 德 等

地采集苦瓜枯萎病植株接近枯死的病残体"于7

月!#日 每 份 称 取!3"2分 别 置 于 以 下 环 境 中)
!$#露地土表及土下3!$"45处$!!#稻田水 中

及泥下3!$"45处$!6#田边草丛中$!’#室内纸

盒中’至次年’月3日苦瓜播种时"取以上病残

体分别 覆 盖 种 子’试 验 采 用 蓝 山 苦 瓜 无 病 害 症

状苦瓜 种 子"并 用%3O的 百 菌 清7""倍 液 浸 种

$!="经恒 温 箱 催 芽 后"播 种 于 装 有 无 病 土!$5
以下非耕 作 层 土 壤#的 盆 钵 中"每 个 处 理 的 病 残

体覆盖$""粒种子"以不覆盖病残体作对照’出

苗后的!3K内 逐 日 拔 除 病 苗"统 计 病 苗 数’于

!""#年作重复试验’

<=>!病残体上病菌的存活期测定

在研究越冬病残体传病作用的同时"对置于上

述不同生态环境中的病残体"每隔6(7($!($#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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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取一部分病残体!作覆盖种子用"方法同上#!覆盖

种子数量为3"粒!待出苗后!根据幼苗发病率的高

低和是否发病!来确定各种环境中不同病残体上病

菌的存活力和存活期$

<=?!木霉对病残体上病菌存活力影响的观察

!""%年7月!6日收集病茎和病叶!7月!3日

各处理每份称!3"2!分别置于无菌土表%无菌土下

3!$"45处及耕作土表%耕作土下3!$"45处!并
在放置前!分别喷$""5;木霉"<&*):’2(&.#*+)#
孢子悬浮液"显微镜7"倍下每视野内有#"!$""
个孢子#!以喷雨水作为对照$经!%’%7%#%$"个

月后分别取上述处理的病茎和病叶覆盖盆钵内刚

破土的幼苗!并置于!3P的生化培养箱内!根据幼

苗发病与否!确定不同处理的病茎和病叶上病菌的

存活力$

>!试验结果

>=<!病残体的传病试验

两年的试验结果表明!在土表%田边草丛和室内

纸盒中越冬的病叶%病茎和病果!次年均具有不同程

度的传病作用!能引起幼苗发病$病茎的传病作用

最 强!在 土 表 和 田 边 草 丛 中 的 病 苗 率 分 别 为

$6)#O!$7)&O和$#)#O!!$)!O!室内纸盒中的

高达’7)3O!3!)6O&病叶的传病作用次之!在土

表和田边草丛中的病苗率分别为3)&O!#)"O和

$")6O!$!)7O!室 内 纸 盒 中 的 为6!)7O !
6%)7O&病 果 的 传 病 作 用 最 小!前 者 分 别 只 有

$)$O!!)6O和3)%O!&)6O!后 者 仍 可 高 达

!’)%O!66)6O$在土下3!$"45!稻田水中和泥

下3!$"45处的病叶%病茎和病果均已失去传病能

力!未引起幼苗发病"表$#$

表<!不同越冬场所的苦瓜枯萎病病残体接种效率调查结果

病残体类型 越冬场所
覆盖种子数’粒

!""%年 !""#年

出苗数’株

!""%年 !""#年

病苗数’株

!""%年 !""#年

病苗率’O
!""%年 !""#年

病叶 土表 $"" $"" ## #3 % 3 #)" 3)&

土下3!$"45 $"" $"" #’ ## " " ")" ")"

稻田水中 $"" $"" #% #7 " " ")" ")"

泥下3!$"45 $"" $"" #7 ## " " ")" ")"

田边草丛 $"" $"" #% #% $$ & $!)7 $")6

室内纸盒中 $"" $"" #3 #7 6! !# 6%)7 6!)7

病茎 土表 $"" $"" #% #6 $! $’ $6)# $7)&

土下3!$"45 $"" $"" #6 #3 " " ")" ")"

稻田水中 $"" $"" #& ## " " ")" ")"

泥下3!$"45 $"" $"" #7 #% " " ")" ")"

田边草丛 $"" $"" #3 #3 $7 $# $#)# !$)!

室内纸盒 $"" $"" #7 #7 ’3 ’" 3!)6 ’7)3

病果 土表 $"" $"" #% #7 $ ! $)$ !)6

土下3!$"45 $"" $"" #6 #3 " " ")" ")"

稻田水中 $"" $"" ## ## " " ")" ")"

泥下3!$"45 $"" $"" #7 #3 " " ")" ")"

田边草丛 $"" $"" #7 #% # 3 &)6 3)%

室内纸盒 $"" $"" #’ #$ !# !" 66)6 !’)%

>=>!病残体上病菌的存活期测定

病残体上病菌的存活期测定表明!不同生态

条件下苦瓜 枯 萎 病 菌 在 病 残 体 上 的 存 活 期 有 差

异!稻田水中和稻田泥下3!$"45处的病残体上

的病菌存活期最短!6个月内就失去存活力&旱地

土下3!$"45处次之!为7!$!个月&旱地土表

和田边杂草丛中的则需经$!!$#个月丧失存活

力$在相同 生 态 环 境 条 件 下 病 残 体 上 的 病 菌 存

活期以病 果 上 的 最 短!病 叶 上 的 次 之!病 茎 上 的

最长"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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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不同生态环境和不同保存时间的苦瓜枯萎病病残体接种效率调查结果

病残体 越冬场所
6个月

出苗数"株 病苗率"O
7个月

出苗数"株 病苗率"O
$!个月

出苗数"株 病苗率"O
$#个月

出苗数"株 病苗率"O
病茎 土表 ’! !")3 ’3 $$)7 ’3 6)! ’3 "

土下3!$"45 ’3 7)% ’! 6)3 ’" ")" 6# "

稻田水中 ’7 ")" ’! ")" 6# ")" 6& "

泥下3!$"45 ’6 ")" ’3 ")" ’" ")" ’6 "

田边草丛 ’! 6$)! ’" $6)# 6# 7)! ’6 "

病叶 土表 ’3 $6)7 ’! ’)& 6# $)% ’6 "

土下3!$"45 ’! ’)7 ’3 $)& 6& ")" ’" "

稻田水中 ’’ ")" ’6 ")" ’! ")" ’3 "

泥下3!$"45 ’6 ")" ’! ")" 6# ")" ’" "

田边草丛 ’$ $&)7 6& !)7 ’6 $)! ’3 "

病果 土表 ’’ &)! ’! 6)! 6& ")" ’" "

土下3!$"45 ’6 7)$ ’! 6)" ’6 ")" ’$ "

稻田水中 ’7 ")" ’! ")" ’6 ")" ’3 "

泥下3!$"45 ’! ")" 6& ")" ’" ")" ’6 "

田边草丛 ’3 $&)$ ’" !)6 ’3 ")" 6& "
对照#无病残体覆盖$ ’6 ")" ’3 ")" ’" ")" ’6 "

>=?!木霉对病残体上病菌存活力的影响

由表6可见%木霉可影响苦瓜病残体上枯萎病

菌的存活力&无菌土表和耕作层土表的病残体加入

木霉后%经7个月枯萎病菌均已失去存活力%不加木

霉的#对照$则经$"个月尚能引起幼苗发病’无菌土

下3!$"45和耕作土下3!$"45处的%加木霉后!
!’个月就失去存活力%而对照’需’!7个月失去

存活力%对照$!6则经$"个月还可引起幼苗发病&

表?!木霉菌对苦瓜枯萎病病残体接种效率的影响

病残体
类型

越冬场所及处理方式
!个月

接种苗
数"株

病苗率
"O

’个月

接种苗
数"株

病苗率
"O

7个月

接种苗
数"株

病苗率
"O

#个月

接种苗
数"株

病苗率
"O

$"个月

接种苗
数"株

病苗率
"O

病茎 无菌土表Q木霉 ’3 6)& ’! $)6 6# ")" ’" ")" N N

耕作土表Q木霉 ’6 $!)6 ’7 ’)3 ’3 ")" 6& ")" N N

无菌土下3!$"45Q木霉 ’3 $)6 ’7 ")" ’’ ")" ’! ")" N N

耕作土下3!$"45Q木霉 ’3 !)7 ’6 ")" ’" ")" ’’ ")" N N

对照$#无菌土表Q雨水$ ’! 6#)% ’7 6$)& ’! !#)’ ’6 $3)7 ’" %)!

对照!#无菌土下3!$"45Q雨水$ ’3 6!)7 ’! !%)# ’3 !6)’ ’6 $")7 ’3 6)#

对照6#耕作土表Q雨水$ ’" !#)’ ’6 !")6 ’! $3)7 ’6 3)# ’$ !)6

对照’#耕作土下3!$"45Q雨水$ ’6 !")7 ’3 $$)3 ’" ")" ’3 ")" N N

病叶 无菌土表Q木霉 ’! ")" 6# ")" 6& ")" N N N N

耕作土表Q木霉 ’3 6)& ’" ")" N N N N N N

无菌土下3!$"45Q木霉 ’6 ")" 67 ")" N N N N N N

耕作土下3!$"45Q木霉 ’" ")" ’! ")" N N N N N N

对照$#无菌土表Q雨水$ ’6 63)6 ’" 6$)# 6& !!)’ ’3 $$)! ’6 !)%

对照!#无菌土地下3!$"45Q雨水$’3 6’)! ’" !’)7 ’6 $6)6 ’! &)! ’" 6)#

对照6#耕作土表Q雨水$ ’! !%)3 ’! $#)7 63 $")% 6& %)7 ’6 !)6

对照’#耕作土下3!$"45Q雨水$ ’3 $$)# ’! ")" 6# ")" N N N N

(36$(



!""&

?!小结

关于病残体的传病作用方面!经研究表明!在

土表"田边草丛和室内纸盒中越冬的病叶"病茎和

病果!次年均有不同程度的传病作用!而在稻田水

中和稻田泥下3!$"45处的病叶"病茎"病果均已

失去传病能力#’$%笔者还发现!在露地土表和田边

草丛中病叶上的病菌可存活&!$!个月!病茎上的

则可存活$!个月和$3个月!也是次年重要的初侵

染来源!而稻田泥下3!$"45和旱土下3!$"45
处的病残体上的病菌!经6!7个月相继失去传病

作用&因此!预防苦瓜枯萎病发生最好的方法就是

采用水旱轮作!如苦瓜’晚稻’莴笋的高效栽培模

式&蔬菜区应采取与瓜类作物!年以上的轮作!选
用抗病无菌的种子!尽早翻晒土壤!及时清除田间

路边杂草和病残体等措施!可基本上控制本病的

危害&
拮抗真菌对病残体上越冬的苦瓜枯萎病菌的生

活力影响!经研究发现木霉可加速土壤中病残体上

越冬的枯萎病菌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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