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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草叶斑病的发生与病原菌鉴定

阎!合&!!徐秉良&"!!梁巧兰&!!薛应钰&!!唐丽婧&!!徐福祥!

!&3甘肃农业大学植物保护系&草业生态系统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中8美草地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
兰州!%9""%"’!!3甘肃渭源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渭源!%’#!""$

摘要!近年来!在甘肃省兰州市及渭源地区甘草产区发现一种甘草新病害"甘草叶斑病#!"":8!""#年对其发病

情况进行了调查!甘草叶斑病在:月下旬开始发病!$月中旬为发病高峰期!发病率达#";#高燥地发病率低于低

洼地!采用轮作可减轻甘草叶斑病的发生#经过对甘草叶斑病病原菌形态$培养性状和致病性等方面的测定表明!
病原菌为豆链格孢%+"%(&$#&*##,-.*#(&#通过寄主范围测定表明!该病原菌亦可侵染独活$羌活等药用植物#对大

黄$苍耳等不具侵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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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草作为甘肃省渭源地区的主要经济作物&种

植面积逐年增加&为当地农民的脱贫致富起到了积

极作用"&’#(然而近年来&甘草叶斑病发生日趋严

重&成为影响甘草产量的主要因素(该病害主要危

害叶片&亦可危害茎秆&从下部老叶开始发病&在叶

片上形成具同心轮纹的枯死斑&末期病斑连片生长&
严重时病叶率高达#"3";以上&使植株的光合作用

受阻&产量明显降低&给农户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
但是&对于甘草叶斑病的研究国内外尚未见报道(
因此&作者对甘肃省兰州及渭源地区甘草叶斑病的

发生情况进行了定期调查&对引起甘草叶斑病的病

原物进行了分离鉴定&并测定了该病原菌的寄主范

围&为该病害的深入研究和有效控制奠定了基础&对
提高甘草的产量和品质具有重要意义(

8!材料与方法

898!甘草叶斑病田间发病情况调查

!"":8!""#年每年:"$月份在甘肃省渭源县

甘草生产地&采用五点取样法按照=级分级标准对

甘草叶斑病进行了调查&每样点调查!"株&每株分

下)中)上共调查9"片叶&按下式计算病叶率和病情

指数&并采集具典型症状的病叶&带回实验室保存于



!""$

’X冰箱中!用于分离"鉴定和致病性测定#
甘草叶斑病症状分级标准为&级$无病或者几乎

无病!代表数值"%!级$病斑占叶片面积=;以内!代
表数值&%9级$病斑占叶片面积:;"&";!代表数值

!%’级$病斑占叶片面积&&;"!";!代表数值9%=
级$病斑占叶片面积!";以上!代表值’#

病情指数H

#&病级株数I代表数值’
株数总和I发病最重级的代表数值I&""#

89:!病原物的分离!鉴定

83:38!甘草叶斑病病原分离!形态及培养性状观察

在无菌操作条件下!选择新近发病的病叶!取其

病健交界处作为分离材料!切取!**的小块病组

织!先 用%";乙 醇 消 毒!然 后 用"3&;升 汞 消 毒

&*,7!最后用灭菌水漂洗9次!将其移至TY>培养

基平板上!在!=X培养箱中培养#经!次纯化后备

用!进行单孢分离进一步纯化病原菌#
得到的单孢纯系菌落!=5后测定菌落直径并计

算生长速度!&"5后观察培养性状及色泽!并挑取一

定量的菌丝及孢子!在显微镜下观测孢子形态"大小

和数量!产孢细胞的形态"大小!厚垣孢子的有无"数
量"形态和大小!喙的形态和大小!孢子有无隔膜!纵
隔膜和横隔膜的数目等!并进行显微计测和照相#
鉴定主要参照魏景超的方法(:)#
83:3:!甘草叶斑病病原物的致病性测定

采用离体接种法测定病原菌的致病性#健康甘

草叶片采回后用自来水洗净!然后用%";乙醇表面

消毒!晾干后置于灭菌的"铺有&层滤纸的培养皿

中#将从病株上分离"纯化的分离物打成菌饼后接

在甘草健康叶片上!分别采用刺伤接菌和无刺伤接

菌!种方法进行!重复!次!以只接种空白TY>培

养基的刺伤和无刺伤叶片为对照&每种处理9"片

叶’#放入!=X光照培养箱中!保湿培养’#M后开

始观察发病情况!待叶片发病后!统计记录发病叶片

数!计算发病率和病情指数#若接种甘草发生与原

发病甘草叶片同样的枯斑症状!将发病部位再次进

行分离培养!通过培养性状观察以及显微镜观察确

定分离得到的病菌是否为同一病菌(=)#
83:3;!甘草叶斑病病原物鉴定

将单孢菌株接于TY>平板中央!置于!=X培

养%5后观察菌落形态!并挑取少量菌丝及孢子制

成玻片在显微镜下观察分生孢子和分生孢子梗形

态!根据*真菌鉴定手册+(:)描述的形态特征及寄主

范围!对分离纯化得到的真菌进行鉴定#

89;!寄主范围测定

以唇形科"茄科"落葵科"伞形科"蓼科"菊科"鸢
尾科等$种中草药植物为供试材料!对该病原菌进

行寄主范围测定!采用刺伤喷雾法接种#供试寄主

幼苗长到!"’片真叶时进行接种!%!M后开始观察

并记录发病情况!&"5后调查发病率和病情指数%发
病后进行病原的再分离并与原菌种对照#

:!结果与分析

:98!甘草叶斑病田间发病情况

:3838!甘草叶斑病田间症状

通过调查发现!甘草叶斑病主要在成株期发病

及:月中下旬发生!苗期偶有发生#该病主要危害

叶片!亦可危害茎部#
苗期发病!叶面产生针尖大小褐色或黑褐色圆形"近

圆形病斑#病斑中央黑褐色!边缘颜色较浅!外围有不明

显的黄色褪绿圆晕#温湿度适宜时!病叶上密布黑褐色

小点!严重时串连成片!造成叶片枯死!引起死苗#
成株期从下部老叶开始发病!逐渐向上蔓延#

发病初期病斑如针尖大小!褐色!圆形或椭圆形!少

有不规则形#中部颜色较深边缘较浅!并有不明显

的黄色褪绿圆晕!叶背面病斑呈黄褐色#以后病斑

逐渐扩大形成圆形"椭圆形或不规则形的深褐色病

斑!病斑表面具明显的同心轮纹!直径为!"’**!
最大可达:3"**#发病严重时病斑连片!造成叶片

枯死%潮湿条件下!叶背病部产生黑色霉层&图&’#
茎部染病!可产生与叶片上相似的症状!但多从叶

腋处先发生!并向新生枝及主茎扩展!造成病部变褐!凹
陷!病斑多为圆筒形或长椭圆形#严重时!病斑可以布

满茎表!并可串连成片!使茎的表皮呈黑褐色!严重影响

养分的运输!造成植株生长衰弱!部分病株枯死#
:383:!甘草叶斑病田间发生情况

通过!"":8!""#年9年的调查发现!该病在:
月下旬开始发病!发病率平均为#3";!$月中旬为

病害高峰期!发病率可达#";以上!病情指数平均

达:"3"&图!’#
:383;!立地条件对甘草叶斑病发生的影响

调查发现!立地条件不同对甘草叶斑病发生有

一定影响#高燥地甘草叶斑病发生较轻!平均发病

率为:’3%;!病情指数9#3!#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高燥地与低洼地及平坦地甘草叶斑病病情指数存在极

显著差异!而低洼地和平坦地之间无显著差异&表&’#

,!&&,



9=卷第9期 阎合等!甘草叶斑病的发生与病原菌鉴定

图8!甘草叶斑病症状

表8!立地条件与甘草叶斑病发生的关系8!

立地条件
!"":年

发病率"; 病情指数
!""%年

发病率"; 病情指数
!""#年

发病率"; 病情指数

平均

发病率"; 病情指数

高燥地 :!3# 9=3’ :=3& 9#3# ::39 ’"3’ :’3% 9#3!0C
低洼地 #!3& =’39 #%39 =:3’ #$3% =%3: #:3% =:3&+>
平坦地 #"3# =!3& #=3! ==3$ ##3’ =%39 #’3# ==3&+>

!&#+$0和>$C分别代表"3"=和"3"&水平上的显著差异性%

图:!:<<=>:<<?年甘草叶斑病发生情况

:383@!连作与轮作对叶斑病发生的影响

通过在甘肃省渭源县调查轮作与甘草叶斑病发生

关系$结果表明$连作!年的地块平均病情指数达到

$:3&%轮作&年的地块平均病情指数降低到%=3’%间隔

!年轮作的地块平均病情指数又有降低$为=%39%方差

分析表明$轮作!年的甘草叶斑病病情指数与轮作&
年$连作!年病情指数均存在极显著差异&表!#%

表:!轮作与甘草叶斑病发生的关系8!

耕作方式 发病率"; 病情指数

连作!年 $$3# $:3&+>
轮作&年 $!3’ %=3’0C
轮作!年 #%3! =%396Z

!&#调查地点为甘肃省渭源县县城周边’杨庄’锹峪(+$0和>$C分
别代表"3"=和"3"&水平上的显著差异性%

:9:!甘草叶斑病病原菌的分离及鉴定

:3:38!病原菌形态

从病组织中分离培养的病原物在TY>培养基

上产生的菌落铺展$圆形或近圆形$黑色$气生菌

丝初为白色$后为淡褐色或褐色$待菌丝扩展到占

培养皿&"!时菌丝逐渐变黑%&!M白光灯照射与

&!M黑 暗 交 替$菌 落 可 形 成 明 显 的 轮 纹$背 面 为

黑色%
甘草叶斑病菌丝无色透明有隔膜$分生孢子梗

直立或膝状$分支或不分支$分生孢子有的无喙$有

的具柱状假喙$形状变化极大$卵形’椭圆形’倒棍棒

形$表面有缢缩$淡褐色或深褐色$有横隔膜&":
个$纵隔膜""’个%孢子大小为&&#"’!##*[&:

"&=##*%病叶上分生孢子梗由叶两面生$单生或

簇生$分生孢子大小较TY>培养基平板上略大%

图;!甘草叶斑病病原菌分生孢子形态

"8<A@<倍镜下拍摄!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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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甘草叶斑病病原菌菌丝及分生孢子梗形态

!8<A@<倍镜下拍摄"

:3:3:!病原菌致病性测定及鉴定

通过无伤接种和刺伤接种两种方法进行了病原

菌致病性测定!结果表明两种接种方法均能使甘草

叶片发病!其中刺伤接种发病情况更为严重!潜育期

更短!表明伤口有助于病原菌的侵入"表9#$结合

病原菌形态观察将该病原菌鉴定为豆链格孢"+"B
%(&$#&*##,-.*#(#!属有丝分裂孢子真菌!丝孢纲!链

格孢属$

表;!甘草叶斑病病原菌致病性测定结果
接种方式 接种叶数 发病叶片数 发病率%; 病情指数 潜育期%M
无伤接种 9" !: #:3% :%3= %!
刺伤接种 9" 9" &""3" $!3= ’#
无伤"Z\# 9" " "3" "3" &
刺伤"Z\# 9" " "3" "3" &

:9;!寄主范围测定

经对$种不同科的药用植物接种测定表明!豆

链格孢对几种植物的致病性之间存在差异$对独

活’羌活和曼陀罗的致病性最强!接种病叶率分别为

:"3";’’:3%;和%"3";!病情指数分别为9!3’’
!:3’和9%3=$对藤三七的致病性较弱!病叶率为

!%;!病情指数为&’3%(而对甘西鼠尾’射干’苍耳’
大黄’紫苏等作物无侵染性"表’#!经再分离表明病

原菌和接种菌株形态特征一致$

;!结论与讨论

甘草叶斑病在甘肃省兰州及渭源甘草产区均有

发生!尤其以渭源地区发病较重!已成为影响甘草产

量的主要病害$病害高峰期!严重田块发病率可达

#";以上!使植株的光合作用受阻!产量明显降低!
给农户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目前!国内外对于甘

草病害方面研究较为匮乏!仅有王宽仓’韩学俭等人

报道了甘草根腐病’白粉病以及锈病等病害的发生

和防治方法$对于甘草叶斑病尚未见报道$本研究

通过9年的调查发现!甘草叶斑病于:月末甘草进

入成株期时发病!至$月中旬进入雨季!降雨量增

加!湿度增大时病害达到高峰期$该病的发生程度

与轮作’立地条件均有很大关系$因此!将甘草种植

区尽量选在高燥地!并与其他作物轮作倒茬能在很

大程度上减轻甘草叶斑病的发生$

表@!甘草叶斑病病原菌寄主范围测定结果
供试植物 接种叶片数 发病叶片数 发病率%; 病情指数

独活 9" &# :"3" 9!3’
藤三七 9" # !:3% &’3%
甘西鼠尾 !" " "3" "3"
射干 9" " "3" "3"
苍耳 9" " "3" "3"
羌活 9" &’ ’:3% !:3’
大黄 9" " "3" "3"
曼陀罗 9" !& %"3" 9%3=
紫苏 9" " "3" "3"

!!本研究明确了引起甘草叶斑病的病原菌为豆链

格孢"+"%(&$#&*##,-.*#(#$该菌除了导致甘草叶

斑病外!还能够使曼陀罗’藤三七’独活等药用植物

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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