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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主棒孢霉分生孢子萌发因素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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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 影 响 多 主 棒 孢 霉 分 生 孢 子 萌 发 的 因 素 进 行 研 究 # 结 果 表 明 "在 30 !水 膜 存 在 的 条 件 下"多

主 棒 孢 霉 分 生 孢 子 培 养 2 h 即 可 萌 发 "6 h 后 分 生 孢 子 萌 发 率 达 到 较 高 水 平 $分 生 孢 子 萌 发 形 式 多 样 "可 从

一 端%两 端%一 端 一 侧%两 端 一 侧 长 出 条 芽 管# 不 同 黄 瓜 品 种 叶 表 露 珠 及 叶 片 研 磨 液 对 分 生 孢 子 萌 发 率%芽 管

数 量%菌 丝 长 短 有 显 著 影 响# 抗 病 黄 瓜 品 种 叶 片 研 磨 液 对 该 菌 分 生 孢 子 萌 发 起 抑 制 作 用#

关 键 词!黄 瓜 褐 斑 病$多 主 棒 孢 霉$分 生 孢 子$萌 发

中 图 分 类 号!S436.421 文 献 标 识 码!A

多主棒孢霉[!"#$%&’("#) *)’’++*",) (Berk & Curt) Wei]为黄瓜褐斑病病原菌"该 菌危害黄瓜 叶片"
造成叶片枯死脱落"对黄瓜造成较大损失# 戚佩坤"刘明韬 [1"5]等人对该菌生物学 特性进行系 统研究#
这些报道仅研究了人工控制条件下温度%湿度%pH 对分生孢子萌发的影响"研究结果不能完 全代表分

生孢子在自然环境下的萌发侵染规律# 而目前未发现研究黄瓜叶面物质影响该菌 分生孢子萌 发及侵

入的报道# 本试验系统研究了不同品种黄瓜叶片表面渗出物质和叶片内部化学物质 及环境条件 对该

菌分生孢子萌发的影响"以期为抗病品种选育和有效防治该病提供理论指导#

1 材料与方法

1.1 温度对孢子萌发的影响

用载玻片萌发法"将制成的孢子悬浮液滴在载玻片上"分别置于 5#%10$%15%%20&%25’%30(
和 35)条件下保湿培养"分别于 2 h%6 h%12 h 和 24 h 后检查孢子萌发率和孢子萌发方式"3 次重复#
1.2 湿度对孢子萌发的影响

将孢子悬浮液喷于洁净 的载玻片上" 晾干后置于 25*" 相对湿度 分别为 65%%75%%80%%85%%
90%%92%和 100%及水 滴 的 条 件 下(人 工 气 候 箱 为 广 东 医 疗 器 械 厂 生 产 的 LRH- 250- GS 型"同 时 附 以

干湿球湿度计监测湿度# 100%相 对湿度和水 滴则在干 燥器内用小 容器法进行)"于 12 h%24 h 和 48 h

检查孢子萌发率#
1.3 黄瓜叶片研磨液对孢子萌发的影响

将 11 个品种黄 瓜叶片用无 菌水冲洗后"剪取 1 g 加入 10 mL 无 菌水研磨"用 1 层纱布过 滤"取滤

液 与 分 生 孢 子 配 成 悬 浮 液(浓 度 为 106/mL)滴 于 玻 片 上"在 25 +下 保 湿 培 养 24 h"镜 检 孢 子 萌 发 方 式

及萌发率# 黄瓜品种为神龙%8133%津优 41%新津研 4 号%宁丰%金棚%神农春四%津优 10%春联 8113%津

春 5 号和长城 1 号#
1.4 黄瓜叶面露珠对孢子萌发的影响

收集田间 4 个黄瓜品种叶面露珠"经 3 000 转 15 min"取上清液与分生孢子配 成孢子悬 浮液(浓度

为 1 06/mL)滴 于 玻 片 上 "在 25 ,保 湿 培 养 24 h"镜 检 孢 子 萌 发 率 # 供 试 黄 瓜 品 种 ! 博 杰 %优 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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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优和津春!

2 结果与分析

2.1 温度对分生孢子萌发的影响

在 10!35 "下分生孢子均可萌发! 与其他温度相比"在 30 #下"分生孢子的 2 h#6 h#12 h#24 h

萌发率均为最高"因此分生孢子的最适萌发温度为 30 $!
在 30 %下 分 生 孢 子 2 h 萌 发 率 较 低"随 着 时 间 的 延 长"分 生 孢 子 萌 发 率 逐 渐 增 加! 6 h#12 h 和

24 h 孢子萌发率相近"表明分生孢子培养 6 h"萌发率即可达到最高!
分生孢子萌发方式多样"可以从孢子一端#两端#一侧长出芽管! 在不同的温度下"孢子 萌发方式

不同"芽管生长速度也不同! 在 4 个温度处理下"培养 2 h 后"分生孢子多为一端萌发"只有在 25 &下

偶见两端萌 发的 孢 子! 在 25 ’下 培 养 4 h 后"一 端 和 两 端 萌 发 的 孢 子 数 目 相 近"而 在 15 (和 30 )
下"孢子萌发 方式以一端 萌 发 居 多$在 15 *下 培 养 6 h 后"一 端 萌 发 的 孢 子 开 始 在 侧 面 出 现 芽 管$在

20 +下" 一 端 和 两 端 萌 发 的 分 生 孢 子 数 目

相近$在 25 ,下 两端萌发的 孢子数目最 多"
一 端 萌 发 的 孢 子 在 另 一 端 也 长 出 芽 管 $在

30 -下 一 端 萌 发 的 孢 子 数 目 多" 两 端 都 萌

发的孢子 数目较少" 偶 见一侧萌发 的孢子$
培 养 8.10 h 后" 在 15 /下 也 出 现 两 端 萌

发的孢子"但数目较 少! 温度大于 15 0下"
两端萌发的孢子数目呈上升趋势!

分 生 孢 子 典 型 的 萌 发 过 程 为 一 端 长 出

芽 管"随 着 培 养 时 间 延 长 "孢 子 另 一 端 也 长

出芽管"最后孢子一侧也长出芽管!
2.2 湿度对孢子萌发的影响

培养 12 h"分生孢子仅在饱和湿度下和水滴中才能萌 发"萌发率分 别为 46.31和 57.62$培养 24

h 和 48 h"在 相 对 湿 度 为 90%时"分 生 孢 子 萌 发 率 分 别 为 4.63和 5.44$相 对 湿 度 低 于 905"分 生 孢

子萌发率为 0! 分生孢子萌发要求较高的湿度"湿度越高萌发率越高"因此"高湿是分生孢子萌发的必

要条件!
经田间调查 发现"黄瓜叶 面保持露珠 的时间为晚 间 21 时至次日 9 时"共计 12 个 h! 而在保 持 露

珠的时段内"7 时至 9 时的温 度适合分生 孢子萌发! 因此可以推 断"分生孢子 萌发侵入最 佳时期是早

晨 7 时至 9 时!
2.3 黄瓜叶片研磨液对分生孢子萌发的影响

从分生孢子 萌发率看"新 津研 4 号#宁丰#
津 优 41#神 农 春 四#津 春 5 号#春 联 8113 等 品

种 的 黄 瓜 叶 片 研 磨 液 培 养 的 分 生 孢 子 萌 发 率

均高于对照" 对 分生孢子萌 发起促进作 用$而

其 它 品 种 的 黄 瓜 叶 片 研 磨 液 对 分 生 孢 子 萌 发

起抑制 作用" 尤以 8113 对 分 生 孢 子 萌 发 的 抑

制 作 用 最 为 明 显 " 分 生 孢 子 的 萌 发 率 仅 为

9.06! 在田间调查发现"8113 品种较为抗病!
分生从萌发 方式看%48 h 后大 多数孢子两

端和一侧均长出芽管" 部 分两端长出 芽管$48

h 后芽管已完全发育成菌丝"且有多个 分支! 其中在 长城 1 号黄瓜 品种的叶 片研磨液中"菌丝发育最

好"分支数多 达 41 个"且菌丝 长度最长"为 80072 100 !m! 表明长 城 1 号黄瓜品 种 的 叶 片 研 磨 液 中

表 2 黄 瓜 叶 片 研 磨 液 对 孢 子 萌 发 的 影 响

品种
48 h 菌丝长度

(!m&
48 h 菌丝分

支数量(个)
48h 孢子

萌发方式

6 h 孢子萌

发率(8)
神龙 309330 2:3 两端#一侧 38.8
8133 270;1 260 2<5 两端#一端 9.0
津优 41 140=1 000 2>5 两端#一端 51.2
新津研 4 号 30?1 080 2@4 两端 58.0
宁丰 300A900 2B3 两端 56.7
金棚 60C1 000 2D3 两端#一端#一侧 37.8
神农春四 250E810 3F5 两端#一侧 50.8
津优 10 160G900 2H3 两端#一侧 20.0
春联 8113 150I690 2J3 两端#一端 47.0
津春 5 号 60K170 1L2 两端#一端 45.0
长城 1 号 800M2 100 41 两端 16.0
ck 100N1 000 2O3 两端#一端#一侧 39.1

表 1 分 生 孢 子 萌 发 方 式

培养时间

(h&
温度(P)

15 20 25 30

2 一端 一端
多一端#
少两端

一端

4 一端 一端多#两端少 一端#两端 一端

6 一端一侧 一端#两端 一端#多两端
两端少#一 端

多#一侧偶见

8
一端一侧多#
两端一侧少

一端#两端 多两端
两 端#一 端#
一侧少

10 两端一侧多 两端一侧 多两端 两端多#一侧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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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有促进菌丝生长的物质! 在田间调查发现"长城 1 号品种最为感病!
2.4 黄瓜叶片露珠对分生孢子萌发的影响

4个供试黄瓜品种中"博杰黄瓜叶面上的露珠对分生孢子萌发有促进作用"分生孢子萌发率为53.9!#
而津优和津 春黄瓜叶面 上的露珠 对孢子萌发 有抑制作用"分生孢子萌 发 率 分 别 为34.1"和33.3##优

绿黄瓜叶面上的露珠对分生孢子萌发与对照之间无显著性差异"分生孢子萌发率为39.1$! 黄瓜叶面

露珠中含有黄瓜叶片分泌物"其中可能含有抑制或促进分生孢子萌发的物质!津优和津春品种较为抗

病"其叶面分泌物对分生孢子萌发起抑制作用!

3 讨 论

研究结果表 明"在 30 %水 膜 存 在 的 条 件 下"分 生 孢 子 培 养 2 h 即 可 萌 发 造 成 侵 染"6 h 后 孢 子 萌

发率达到较高水平! 分生孢子萌发形式多样"可从一端$两端$一端一侧$两端一侧长出芽管! 抗病品

种黄瓜叶表露珠及叶片研磨液对分生孢子萌发率$芽管数量和菌丝长短有抑制作用!
孢子萌发和侵染结构的形成是病原真菌侵染植物的首要步骤! 植物体 表的分生孢 子萌发受到 多

种因素的影响"其中环境条件影响最大"主要是温度和湿度! 植物表面的一些活性物质对于 上述过程

的完成起着刺激作用或抑制作用"尤其对真菌孢子萌发刺激或抑制的作用更大!适宜温度能够诱导孢

子萌发或侵染结构的形成"促进侵染的发生! 相对湿度和水分对真菌孢子萌发起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
大多数真菌孢子在高湿条件下才能萌发"尤其是在水滴中萌发效果更好!植物表面的营养可能对致病

真菌的侵染 特别重要"研 究表明"80%的真 菌 孢 子 需 要 外 界 提 供 营 养(如 寄 主 植 物 的 分 泌 物 等)才 能 萌

发 [6]! 植物表面的微生物对病原菌孢子萌发侵入也存在一定的影响 [7]! 因此"研究寄主植物表面分泌物

及微生物对孢子萌发的影响对筛选生防菌和病原菌的化学抑制剂具有重大意义!
作者在田间调查发现"黄瓜中部叶片先发病"后逐渐向下扩展"而幼龄叶片发病较轻!黄瓜褐斑病

发生扩展规律与黄瓜叶片表面物理结构$渗出物质$微生物群体组成和叶片内部化学成分以及 环境条

件存在一定的相关性"这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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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9:’"-2,"; Factors affect germination of conidium of Corynespora cassiicola were studied in the paper.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onidium was able to germinate after 2 hours culture with water film under the temper-

ature of 30’ , the germination ratio reached higher level after 6 hours culture. The conidium germinated with

different patterns, i.e., some germinated from one end, some from both ends, some from one end and one side,

and some from both ends and one side. Effect of dews on cucumber leaves and juice of cucumber leaves of dif-

ferent varieties on the ratio of germination, quantity of sprout and length of hypha was different. Juice of leaves

of disease resistant cucumber varieties inhabited germination of conidium.

! ! ! ! <&6 =(-4’; Spot disease of cucumber; Corynespora cassiicola; Conidium; Ger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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