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编号 : 1003- 8701(2008)04- 0026- 03

大豆菌核病(Sclerotinia sclerotiorum)接种

技术研究综述

宋淑云, 晋齐鸣 *, 张 伟, 李 红, 苏前富, 王立新, 隋 晶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 吉林 公主岭 136100)

摘 要: 开展大豆品种对大豆菌核病的抗性研究 , 对控制该病害的发生和流行具有重要的意义。综述了大豆品

种对大豆菌核病的抗性评价中所采用的各种人工接种技术和田间自然诱发鉴定等方法。对人工接菌技术所涉及的

病原菌的萌发及培养方法等相关性研究也加以阐述 , 并展望了今后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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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 tra ct: All kinds of artificial inoculation techniques and natural induced disease in the fields on

resistant identification of soybean varieties to Sclerotinia sclerotiorum were reviewed in the paper. Methods of

pathogen germination and cultural methods related to the artificial inoculation technique were also

described. Prospects for the developing trend of the inoculation technique we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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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豆 菌 核 病 (Sclerotinia sclerotiorum(Lib.)

deBary)是大豆的一种常见病害 ,分布较广 , 尤 以黑

龙 江 省 及 内 蒙 古 北 部 危 害 较 重 , 流 行 年 份 减 产

20% ~30%。2003 年陈卫民 [1]在新疆地区也首次发

现了大豆菌核病的发生和流行。吉林 省近年来该

病害的发生有逐年加重的趋势 , 已 由零星发生 到

局部地区连年发生。随着种植业结构的调整 , 大豆

种植面积在不断扩大, 导致大豆重迎茬比例增加 ,

大豆菌核病 发 生 面 积 越 来 越 大 , 危 害 程 度 越 来 越

重。因此 ,科学地控制大豆菌核病是生产上亟待解

决的问题。目前,传统的防病措施主要依赖于化学

防治方法 , 忽 略 了 以 农 业 生 态 系 统 为 整 体 对 象 和

自然控制因素的作用。有害生物可 持续控制是 以

农 业 生 态 系 统 为 对 象 、以 自 然 控 制 因 素 为 主 要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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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提高整体生态效益为目标的观点 , 才能适应未

来 农 业 发 展 的 要 求 [2]。 农 业 生 态 调 控 技 术 的 一 项

重要措施就是培育、筛选和利用品种的抗性。研究

表明 , 品种间对大豆菌核 病的抗性存 在着明显的

差异。因此 , 开展大豆品种对大豆菌核病的抗性研

究 , 对控制该病害的发生和流行具有重要的意义 。

在抗性研究 中 , 品种的抗 病性评价是 一项重

要内容。目前 , 主要采用人工接种鉴定和病圃田自

然诱发鉴定两种方法 , 但 经常会出现 接菌不发病

或发病不理想的问题。目前国内外 在大豆菌核 病

接菌方法的研究方面主要有以下几种。

1 人工接菌技术的研究

在品种对大 豆菌核病的 抗性研究中 , 对所鉴

品种进行人工接菌诱发病害发生是品 种抗性筛选

研究不可缺少的手段和方法。目前 大豆菌核病 的

人工接菌技术仍然是应用上的一 大难点问 题。国

内外在此方面的研究不是很多 。主要有以下 几种

方法。

吉林农业科学 2008,33( 4) : 26- 28 Journal of Jilin Agricultural Sciences
DOI:10.16423/j.cnki.1003-8701.2008.04.005



1.1 离体接种法

矫 洪 双 [3]等 做 了 大 豆 对 菌 核 病 室 内 抗 性 鉴 定

方 法 的 研 究 。 他 们 对 V3 期 的 大 豆 进 行 了 3 种 方

法的试验 研究。即离体 茎 PDA 菌丝块接 种、离体

整株麦粒菌丝接种及菌丝滤液浸根接 种测定。离

体茎的接种是在大豆幼苗第一个 3 重 复叶节开始

取 10 cm, 两 端 缠 湿 棉 球 , 然 后 将 直 径 3.5 mm 的

PDA 菌 丝 块 圆 片 置 于 大 豆 茎 中 间 , 使 菌 丝 面 与 大

豆茎接触 , 室温下用透明塑料袋封闭保湿 , 以菌丝

侵染长度计算发病严重度。整株麦粒接 种是将麦

粒菌丝体接种体置于植株的叶腋处 , 大豆根系保

持于水层内 , 室温下套罩 保湿 24 h 即 可 记 载 菌 丝

侵染植株的受害程度。浸根接种测定是 将幼苗根

浸于菌丝滤 液中 24 h 后 , 观察 记 载 植 株 受 害 萎 蔫

程度。其研究结果表明 , 菌丝块和麦粒接种体现了

大豆菌核病的主要致病特性 , 因此 , 试 验效果较

好。菌丝滤液浸根接种大豆表现出了 明显的受害

差异 , 推测与核盘菌分泌的毒素 - 草 酸有关。因

此认为毒素应用于大豆菌核病的抗源 筛选有着 良

好的应用前景。

1.2 叶柄接种法

吴 柄 芝 [4]等 研 究 将 沾 有 0.3% 琼 脂 水 溶 液 的

直 径 3 mm 菌 丝 圆 片 接 种 在 大 豆 植 株 第 一 片 复 叶

的 叶 柄 基 部 , 将 菌 片 有 菌 丝 的 一 面 朝 茎 秆 , 在

20～25℃条件下保湿 7 d 后开始调查。结果表明 ,

叶柄接种法的发病率高且病斑长 , 平 均发病率为

90% , 平均病斑长度为 2 cm 以上。用此方法在 40

个 品 种 中 , 鉴 定 出 免 疫 品 种 1 个 、高 抗 品 种 4 个 、

抗病品种 17 个、感病品种 12 个、高感品种 6 个。

1.3 菌丝喷雾法

矫洪双等还 对大豆菌丝 悬浮液整株 喷雾接种

进 行 了 研 究 。 当 钵 栽 大 豆 进 入 V3 期 后 用 菌 丝 悬

浮液 喷雾接种 , 室 温下套塑料 罩保 湿 48 h 后 逐 日

观察记载发病情况。研究表明 , 在 保持高湿条 件

下 , 病 情 发 展 很 快 , 96 h 后 几 乎 全 部 材 料 发 病 严

重度都达到了 100% 。因此 , 要客观的反映品种的

抗病性 , 必须控制好适宜 的湿度及持 续时间。否

则 , 将 导 致 一 系 列 原 本 抗 病 的 品 系 遭 到 淘 汰 。

1.4 茎尖接菌法

美国的 TD Vuong 等 [5]在 2004 年进行了大 豆

对菌核病的抗性评价方法研究。他 们在温室 内与

在 田 间 对 大 豆 植 株 的 主 茎 顶 端 通 过 剪 茎 制 造 伤

口 , 在伤口处接入菌丝培养基 的柱块方法 进行抗

性评价。在温室和田间两者 的评价结果 的相关系

数为 0.74 和 0.50。由此而 知 , 在温室 内接菌比在

田间接菌效果好。吴柄芝等将沾有 0.3% 琼脂水溶

液 的 直 径 3 mm 菌 丝 圆 片 接 种 在 大 豆 植 株 的 生 长

点 处 , 在 20～25℃条 件 下 保 湿 7 d 后 调 查 病 情 。

植株平均发病率及病斑长度均明显低 于上述叶 柄

接种法 , 因 此 不 宜 应 用 。美国密歇根州 Michigan

State 大 学 的 Y.Chen[6]等 在 湿 度 达 到 60%～80%

的温室内 , 用菌丝液滴入大豆主茎的茎尖 处 , 取得

了 很 好 的 接 菌 效 果 , 差 异 显 著 性 测 定 达 到 1% 水

平。并且认为此方法简便易行 , 用菌量少 、成本低

廉 , 是适用于大量种质资源材料的抗性鉴定方法。

1.5 菌核根埋法

苗 保 河 [7]对 大 豆 品 种 资 源 进 行 了 抗 菌 核 病 的

鉴定 研究 , 5 月中旬 将 营 养 钵 小 盆 种 在 苗 床 内 , 在

三出复叶期埋入大豆菌核 , 每日浇水保 持湿度 , 开

花 后期发病 , 9 月 末收 获 时 , 调 查 其 抗 病 性 。 用 此

方 法 对 东 北 三 省 的 365 份 材 料 进 行 了 抗 病 性 评

价 。 鉴 定 出 抗 病 品 种 24 个 、中 抗 15 个 、中 感 91

个 、感 病 品 种 87 个 、高 感 品 种 137 个 。 笔 者 在 做

大豆品种对大豆菌核病的抗性 鉴定时 , 试验 用高

粱粒培养的大豆菌核菌,能产生大量菌核。当植株

生长到第 3 片复叶时 , 将菌 核与高粱粒 培养基一

并施入盆栽表土层中 , 浇水后进行扣棚保湿 1 周 ,

植株茎基部已长满白色菌丝 , 发病良好 , 发病株率

能达到 90% 以上。保证了在抗性鉴定中人工接菌

致病的需要。另外试验只将菌核施入盆栽表土中 ,

尽管在保湿 7 d 的同样条件下 , 菌核无变化 , 植株

未发病。因此 , 表明高粱粒培养基对菌核萌发产生

菌丝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1.6 田间小区土壤接种法

美国的 H.S.Kim[8]在 田 间 环 境 下 对 18 个 大 豆

不同基因型品种进行了对菌 核病的抗 性评价。在

春季播种后 , 将菌核撒于土 壤中与 3 cm 表土 层均

匀 混 合 。 从 植 株 生 长 期 达 到 R1 期 时 开 始 进 行 喷

灌保湿 , 直至全部植株均开花为止。所鉴植株全部

发病 , 品种间的病情指数差异达到极显著程度。

2 自然诱发鉴定

在大豆菌核 病的常发区 和重发区 , 尚 可直接

种植鉴定品种 , 在自然诱发病的条件下 , 也能达到

鉴 定 目 的 。 矫 洪 双 [9]等 在 1991～1993 年 期 间 , 在

黑龙江省大豆菌核病发生较重的嫩江 地区的疫区

内 , 依靠自然感病条件 , 评价了 800 多份大豆种质

资源对菌核病的相对抗 性。筛选出的 9 份种质材

料 , 在抗病育种研究中发挥出了较稳定的抗性。他

还提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 评价 不同大豆材

4 期 27宋淑云等: 大豆菌核病( Sclerotinia sderotiorum) 接种技术研究综述



料对菌核病的田间抗性 , 必须考虑到 熟期类型因

素。因为极早熟和极晚熟大豆材料的发病率均相对

较低 , 认为是由于开花期避开了菌核萌发弹射子囊

孢子的高峰期 , 而使这部分大豆材料得以避病。尚

有气象因子与大豆开花期相 互作用的影 响也能造

成避病结果。如降雨、温度及土壤湿度均能影响土

壤中菌核的萌发 , 气象因子还影响到大豆花期的提

前和推后 , 直接影响到大豆开花期能否与菌核萌发

高峰期相遇的问题。因此 , 气象条件形成的避病因

素在菌核病抗性鉴定中也应予以重视。

3 人工接种方法的相关研究

3.1 菌核萌发研究

大豆菌核病是通过病原 菌的子囊盘 释放子囊

孢子进行传播侵染的, 而子囊盘的形成要靠紫外光

的照射诱发才能完成。程志明[10]在紫外光对菌核萌

发和子囊盘形成速度方面做了研究, 他将菌核暴露

在 30 瓦紫外灯下 40 cm 处, 从 10～150 min 分 7 个

照射时段进行了试验。发现以照射 90 min 效果最

佳, 菌核萌发率达到 94% 以上。用紫外线照射的大

豆菌核, 不仅能促进菌核的有效萌发, 还能增加子囊

盘的数目, 并且缩短了菌核形成子囊盘的时间。

3.2 菌核培养方法研究

室内研究需 要菌核菌的 子实体萌发 、制备子

囊 孢 子 悬浮液和进行田间防治试验均要求提供大

量的纯菌核。但在传统的 PDA 培养基上培养的菌核

数量很少, 不能满足试验研究的需要。张永杰[11]等对

核盘菌菌核培养方法做了研究 , 比较 了培养基种

类、培养方法及不同自然基质对核 盘菌形成的 影

响 。 从 马 铃 薯 皮 、胡 萝 卜 、传 统 PDA、燕 麦 及 麦 麸

等 7 种培养基的筛选试验中 , 明 确核盘菌在 麦麸

葡 萄 糖 琼 脂 培 养 基 上 25℃ 黑 暗 培 养 2 d 后 转 至

25℃光照培养 , 所产生的菌核数量和质量均显著

优于其它培养基和其它培养方法。

笔 者 试 验 用 高 粱 粒2级 扩 繁 技 术 培 养 大 量 的

菌核数量获得成功。首先将 菌核进行表 面消毒后

置于培养皿中进行菌种培养 , 然后转 入试管斜面

进行1级扩繁 , 待菌丝长满斜面后连同培养基一 起

挑 入 装 有 高 温 灭 菌 过 的 高 粱 粒 的 罐 头 瓶 中 进 行2

级扩繁 , 置25℃恒温箱中培养20 d后即可使用。用

此种方法培 养的菌核数 量是 瓶 中 高 粱 粒 数 量 的2/

3之多 , 能够满足大量使用菌核数量的需要。

4 展 望

现阶段的菌 核病抗性研 究还离不开 传统的人

工接菌技术手段。人工接菌方法一般 比较费工费

时 , 程序繁琐 , 并且受自然环境和操作环节的影 响

较大 , 有时会影响到试验结果分析的可靠性。现代

生物技术已从研究水平达到了应用 阶段 , 特别是

重组 DNA 技术的应用 , 为获得抗菌核病 的大豆品

种展示了光明的前景。目前 , 世界上如美国等一些

科学技术发达国家已经开始了生物 技术在大豆 菌

核病的控制方面的研究。可以预料 , 一种能够取代

人工接种方法的全新抗性研究技术定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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