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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病害生防细菌的筛选及其生物活性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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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健康水稻植株体表筛选对稻瘟病等水稻主要病害有益的生防细菌�在室内分离
到对稻瘟病等病菌菌丝具有很强抑制能力的细菌菌落27株�经室外试验测定�有9个细菌菌
落对稻瘟病、纹枯病等具有一定的防治作用。其中�G-05的防治效果最佳�叶瘟、穗颈瘟防效
分别为50∙8％和44∙7％�纹枯病的防效达到46∙1％�是一个非常有应用前景的菌株。

关键词：稻瘟病；水稻病害；拮抗菌；筛选；防治效果
中图分类号：S476；S435∙111∙41 文献标识码：A

稻瘟病是吉林省水稻生产中影响产量的主要病害。该病每年在全省不同地方都不同程度地发生。目
前�预防稻瘟病发生及危害除了选用抗稻瘟病品种外�主要是施用化学农药进行防治�既污染环境�又影响
稻米质量。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提高�对绿色、优质稻米的需求量日益增加�生物农药的研究应用�
将成为化学药剂的最理想替代品。当前�从自然界中筛选以防治稻瘟病等的有益生防菌�是一个热门课
题。我们从1996年开始�对以稻瘟病为主的水稻病害进行了拮抗菌分离、筛选、生物学测定等多方面研
究�现已获得具有显著防治效果的真菌和细菌等多种大量菌株。本试验着重对以稻瘟病为主的水稻病害
有益细菌进行筛选和研究。
1　材料和方法
1∙1　拮抗细菌的分离

从吉林省稻瘟病重发病地块健康植株上取样�剪取2m×2m 大小�经75％酒精表面消毒、无菌水漂洗
后�放置于 NA培养基上�在28℃下培养24h�从有细菌菌落长出的取样附近挑取菌落�经纯化后�分别做
低温保存和扩繁处理。供试的病原菌主要为水稻稻瘟病（Magnaporthe grisea Cav）、水稻纹枯病（Rhziocotinia
solani）、水稻恶苗病（Fusarium moniliforme）等。致病菌株均由本实验室分离获得。
1∙2　室内拮抗作用测定

所有细菌经过双培养法测定拮抗活性�具体方法参见参考文献 ［1］。细菌扩繁采用肉汁胨培养液 �在
28℃恒温箱中的振荡器上�以100r／min速度培养24h�然后用纸碟沾取细菌液 �分别放置于已培养48h的
稻瘟病病菌、纹枯病病菌等的平板培养基上�平板培养基中心放置病原菌菌落�距菌落3cm 处以相同角度
放置纸碟�每个培养皿中放置3张携带不同细菌的纸碟�重复3次。在28℃恒温箱中培养48h后测定每一
纸碟周围抑菌带宽度（mm）。
1∙3　拮抗菌对稻瘟病孢子、纹枯病菌核萌发抑制测定

选取平板抑制效果较为显著的细菌（浓度3∙0×108CFU／mL）与携带稻瘟病菌的高粱粒混合�洗脱孢子
（孢子浓度为3∙0×104孢子／mL）于细菌液中（弃除高粱粒）�在28℃恒温箱中培养24h�观察稻瘟病孢子萌
发的情况。纹枯病菌核处理采用文献 ［1］方法进行。同时�用40％富士一号作防治稻瘟病、井岗霉素作防
治纹枯病的对照处理�同时设清水对照。40％的富士一号使用浓度为1000倍液�井岗霉素使用浓度为500
倍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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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室外拮抗菌处理对叶瘟、穗颈瘟及纹枯病的防效
在试验地水泥池内�每个处理栽植10个水稻品种�每个品种栽植7穴�确保每个处理的每个品种秋季

出穗在100穗以上�每个处理重复两次。选用室内表现抑菌带较宽的细菌菌株用于室外防治稻瘟病和纹
枯病的处理�以富士一号、井岗霉素、清水对照处理。在水稻分蘖初期�将人工扩繁的纹枯病病原物插入稻
株近水面上部的叶鞘�作诱发纹枯病病源。在水稻分蘖盛期将细菌悬浮液进行水稻叶面喷雾处理�悬浮液
浓度为3∙0×108CFU／mL�12h后人工接种稻瘟病病菌�其浓度为5∙0×104孢子／mL�棚布遮荫保湿7d；孕
穗期按照以上同样方法处理�菌液浓度基本同上。对照处理同上。水稻孕穗期调查对叶瘟防效�黄熟期调
查对穗颈瘟和纹枯病防效。
1∙5　理想菌株种群测定

采用 MicrolLogTM System�Release4．0对室内外共同表现优良菌株进行种群测定。
2　结果与分析
2∙1　拮抗细菌室内筛选结果

经分离纯化�共收集到对稻瘟病菌丝有显著抑制效果的细菌菌株27株。对稻瘟病菌丝抑菌带宽度在
10～15mm 的有15株�抑菌带宽度在15∙1～20mm 的有9株�抑菌带宽度在20mm 以上的有3株；21个菌
株可同时有效地抑制恶苗病病菌菌丝生长；9个菌株可以同时有效抑制纹枯病病菌菌丝生长。
2∙2　拮抗细菌室内对稻瘟病孢子、纹枯病菌核萌发抑制效果及室外对稻瘟病、纹枯病防治效果

调查经拮抗细菌处理的稻瘟病病菌孢子、纹枯病菌核萌发情况。所选用的菌株在筛选之初注重兼防
稻瘟病和纹枯病病原菌�尽管在实际应用中对两种病害防治效果表现不一�但表现都有一定效果。表1、
表2列出已经做出菌系鉴定的4个菌株防治效果。根据水稻孕穗期叶瘟调查及黄熟期穗颈瘟调查结果�
G-05防治效果最为突出�防效分别为50∙8％和44∙7％；其次为 LH-06�防效分别为47∙4％和36∙6％。黄熟
期调查纹枯病防效�防治效果最为理想的是 G-05菌株�防效达46∙1％；LS-22效果次之�但效果远不及
G-05。同对照药剂比较�尽管 G-05防治效果不及富士一号和井岗霉素�但作为生物制剂而言�效果已经很
显著了。G-05菌株对稻瘟病和纹枯病均为具有明显防效的理想菌株�是一个很有希望的菌株。

表1　拮抗细菌在室内外对稻瘟病的防治效果
菌　株 抑菌带宽度（mm） 孢子萌发率（％） 叶瘟防效（％） 穗颈瘟防效（％）

G-05 21∙0 76∙4 50∙8 44∙7
LS-22 17∙5 82∙8 22∙0 21∙3
LH-06 16∙2 77∙6 47∙4 36∙6
LS-105 19∙4 88∙1 9∙6 16∙8
富士一号 － 92∙2 76∙8 70∙1
清水 － 96∙4 － －

　　注：防效（％）＝（清水对照发病指数－处理发病指数）／清水对照发病指数×100％�下表同。
表2　拮抗细菌在室内外对纹枯病的防治效果

菌　株 抑菌带宽度（mm） 菌核萌发率（％） 室外防效（％）
G-05 12∙8 81∙3 46∙1
LS-22 18∙6 95∙9 25∙0
LH-06 20∙4 91∙4 19∙7
LS-105 18∙1 82∙8 14∙3
井岗霉素 － 90∙4 74∙3
清水 － 98∙1 －

2∙3　理想菌株测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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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MicroLogTM Sytstem�Release4．0对室内外防治效果较理想的菌株进行种群测定�菌株 G-05、LS-105
属于假单胞杆菌（Pseudomonas．spp）�LS-22、LH-06属于芽胞杆菌（Bacillus．spp）。
3　讨　论

研究结果表明�水稻植株体表存在许多有益微生物。从病害发生的实际情况考虑�直接从植株体表筛
选微生物更有利于提高筛选效率�利于推广应用。而对玉米、稗草等体表存在的有益菌株也应列为筛选行
列。

试验中未对拮抗菌株在植株上的存活期及施用的最佳浓度进行测定�只是取一个通常数值来应用�这
些重要数据有待以后有针对性的测取。

在室内外拮抗性测定中�室内拮抗性表现突出的菌株�与室外表现效果并不一致�甚至出现相反的情
况。对于防治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病害�情况更为复杂。为此�对拮抗菌的筛选应注意室内外结合进行筛
选�对单一病害防治效果突出的菌株应做特殊处理。

总之�随着人们对健康及环保认识逐渐加深�开发、利用有益微生物进行病害防治�从而减少污染�提
高食品质量�是今后发展的方向和目标。广泛筛选病原拮抗微生物�尽早开发应用于农业生产�减少化学
农药的使用�是今后发展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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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of Biological Control Agents Against Rice Diseases
and Determination of Their Biological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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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 isolate biocontrol bacteria from healthy rice plants�which belong to different areas in Jilin province�
and studying on biological activity against the pathogen of rice diseases such as rice blast （Magnaporthe grisea） and rice
sheath blight（Rhizoctonia solani）．Twenty-seven isolates produced inhibitory effect against M．grisea in the laboratory．
And nine isolates were against both P．oryzae and R．solam．Among4tested isolates�G-05was the best one against M．
grisea and R．solam�which produced50．8％ and44．7％ control effect respectively to leaf blast and neck blast�and
produced46．1％ control effect to rice sheath blight．G-05was a good potential microbial control a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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