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杏(Prunus armeniaca L.)，蔷 薇 科 李 属 植 物 ，

原产于我国，是重要的果树和观赏植物。在绿化树

木种类调查时，发现了杏斑点病并确认病原为叶

点霉 (Phyllosticta chlorospora McAlp.)[1-3] 引起的

病害，为园林绿化树上的新病害，对植物病原真菌

影响较大的因子有温度、pH 值、光照等，笔者试探

讨不同温度、pH 值、光照对杏斑点病的影响，试验

结果整理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菌种来源：杏斑点病病叶于吉林市江南公园

收稿日期：2013-01-04

作者简介：秦忠民(1972-)，男，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园林工程

管理与园林植物。

内采集，在实验室进行了菌种的分离与提纯，在无

菌操作条件下，实施了组织分离、单孢子分离的方

法，纯化菌种低温无菌保存备用。
供试材料：杏斑点病病菌、葡萄糖等由实验室

提供。
PDA 培养基 (主要成分为马铃薯 200 g、葡萄

糖 20 g、琼脂 15～20 g、自来水 1 000 mL、pH 自

然)。
1.2 试验方法

1.2.1 不同温度、pH值、光照对菌丝生长的影响[4-6]

无菌条件下，用打孔器取直径为 5 mm 的杏

斑点病病菌的菌饼接种到 PDA 培养基上，共 7 个

处理，每处理重复 5 次，置于 5、10、15、20、25、
30、35℃的生化培养箱(SHP-1500)中黑暗培养 5

d 测量菌落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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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温度、pH 值、光照对菌丝生长的影响

不同 pH 值处理 直径均值(cm) 不同温度处理(℃) 直径均值(cm) 不同光照处理 直径均值(cm)
pH=10 8.10aA 30 8.26aA 全 光 7.74aA
pH=9 7.97aA 25 6.22bB 半 光 6.84bB
pH=11 7.83aAB 20 6.16bB 全 暗 5.44cC
pH=8 7.83aAB 15 3.30cC - -
pH=7 7.66aAB 10 2.71dD - -
pH=6 7.06bB 35 1.63eE - -
pH=5 5.13cC 5 0.80fF - -
pH=4 3.92dD - - - -
pH=3 1.93eE - - - -
注：大写字母表示在 P<0.01 水平下达极显著差异；小写字母表示在 P<0.05 水平下呈显著差异，下同。

表 2 不同温度、pH 值、光照对孢子萌发的影响

不同 PH 值处理 孢子萌发率(%) 不同温度处理(℃) 孢子萌发率(%) 不同光照处理 孢子萌发率(%)
pH=6 57.61aA 30 80.59 a A 全 光 72.91aA
pH=5 52.99aA 35 78.35 a A 半 光 54.05bAB
pH=4 24.62bB 25 76.51 a A 全 暗 46.88bB
pH=7 19.49bB 20 29.65 b B - -
pH=8 11.54cC 10 25.46 b BC - -
pH=9 11.26cdC 15 17.81 bc BC - -
pH=10 8.00cdC 5 6.64 c C - -
pH=3 7.93cdC - - - -
pH=11 6.98dC - - - -

无菌条件下，用 1 mol/L 氢氧化钠和 1 mol/L

盐酸在 pH 计下调节酸碱度，将 PDA 培养基质在

50～60℃水浴条件下调成 pH 值分别为3、4、5、6、
7、8、9、10、11 的基质，待培养基凝固后，在无菌条

件下将直径为 5 mm 的病菌菌饼接种到 PDA 培

养基上，共 9 个处理，每处理重复 5 次，培养条件

及测量方法同上。
无菌条件下，将直径为 5 mm 的病菌菌饼接

种到 PDA 培养基上，共 3 个处理，每处理重复 5

次 ， 设 置 (25±1)℃的 生 化 培 养 箱 (SHP-1500、
GTOP-430D) 中 黑 暗 (24 h)、光 : 暗 (12 h：12 h) 交

替、全光照(24 h)；测量方法同上。
1.2.2 不同温度、光照、pH值对孢子萌发的影响[7-9]

配制含葡萄糖的溶液：每 1 000 mL 溶液中添

加葡萄糖 5.000 g 配成孢子悬浮液，置于生化培养

箱(SHP-1500)中黑暗培养，设置 5～35℃之间，间

距为 5℃，计 7 个处理，生化培养箱(SHP-1500)中

黑暗培养，定时记录孢子萌发率,直至有一组萌发

率达到或接近 90%，试验结束。
配制含葡萄糖的溶液：每 1 000 mL 溶液中添

加葡萄糖 5.000 g，用 1 mol/L 氢氧化钠和 1 mol/L

盐酸在 pH 计下调节酸碱度, pH 值调为 3、4、5、

6、7、8、9、10、11 配成孢子悬浮液，设 9 个处理，培

养条件及测量方法同上。
配制含葡萄糖的溶液：每 1 000 mL 溶液中添

加葡萄糖 5.000 g，配成孢子悬浮液，设 3 个处理，

生 化 培 养 箱 (SHP-1500、GTOP-430D) 中 黑 暗 (24

h)、光:暗(12 h：12 h)交替、全光照(24 h)；培养条件

及测量方法同上。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温度、pH 值、光照对菌丝生长的影响

由 表 1 可 见 ，pH=10、pH=9、pH=11、pH=8、
pH=7 各处理间差异不显著，说明菌丝在偏碱性条

件下生长相当。pH=6、pH=5、pH=4、pH=3 各处理

间差异极显著，说明菌丝不宜在偏酸条件下生长。
由此可知菌丝适宜在偏碱性条件下 pH 在 7～10
间生长；30℃与其他处理间差异极显著，说明 30℃
条件最适宜菌丝生长。菌落直径排序为 D30℃＞
D25℃＞D20℃＞D15℃＞D10℃＞D35℃＞D5℃，由此

可见最适宜菌丝生长的温度为 30℃；全光、全暗

和半光各条件之间均差异极显著。菌落直径排序

为 D 全光＞D 半光＞D 全暗, 可知全光条件为最

适宜菌丝生长的光照条件。

2.2 不同温度、pH 值、光照对孢子萌发的影响

由表 2 可 见 ，pH=6 与 pH=5 之 间 差 异 不 显

著，与其他处理间差异极显著。由孢子萌发率排

序：pH=6＞pH=5＞pH=4＞pH=7＞pH=8＞pH=9＞pH=
10＞pH=3＞pH=11 ，说明偏酸条件下 pH 值 4～7

间更适宜孢子萌发；30℃、35℃、25℃之间差异不

显著，说明孢子在以上处理间比较适宜。由孢子萌

发 率 排 序 ：P30℃＞P35℃＞P25℃＞P20℃＞P10℃＞
P15℃＞P5℃，说明最适宜孢子萌发的温度为 25～
35℃；全光处理与全暗处理之间差异极显著，全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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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57 页)与半光之间差异不显著，由孢子萌发

率排序为 P 全光＞P 半光＞P 全暗，说明光照可

以提高孢子的萌发率，最适于孢子萌发的条件是

全光照。

3 结论与讨论
试验结果表明，不同温度、pH 值、光照对菌丝

生长的影响为 菌 丝 适 宜 在 偏 碱 性 条 件 下 pH 在

7～10 间生长；最适宜菌丝生长的温度为 30℃；

最适宜菌丝生长的光照条件是全光照。偏酸条件

下更适宜孢子萌发；最适宜孢子萌发的温度为

25～35℃；最适于孢子萌发的条件是全光照。不

同温度、pH 值、光照对孢子萌发的影响为偏酸条

件下 pH 值 4～7 间更适宜孢子萌发；最适宜孢子

萌发的温度为 25～35℃；最适于孢子萌发的条件

是全光照。
本研究探讨了不同温度、pH 值、光照对杏斑

点病病菌的影响，对于不同的碳、氮源对杏斑点病

病菌的影响在其他文献中已有记述，对于其他因

子对该病的影响，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本研究对于

研究杏斑点病病菌的发生规律等具有一定的指导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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褐化率加剧，生长受到严重抑制。高浓度 (500

mg/L) 的 Cef 对愈伤组织有显著的毒害作用，以

Cef 浓度为 300 mg/L 为适宜。
暗培养能够抑制外植体酚类物质的外溢，减

少褐化，使外植体处于良好的生理状态，对不定芽

诱导率有重要的影响[14]。暗培养对不同品种草莓

的影响不同[15]，试验中对暗培养在叶片不定芽诱

导率方面做了优化，暗培养 7 d 后进行光照培养

森嘎拉的分化率最高。

4 结 论
森 嘎 拉 的 叶 片 诱 导 最 适 培 养 基 为 MS+3.0

mg/L6-BA+0.2 mg/L2，4-D。最适暗培养时间为 7

d。300 mg/L(Cef)除菌，外植体分化率最高，森嘎拉

在不定芽分化阶段的 Km 筛选压力为 20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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