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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种除草剂对白僵菌孢子萌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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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论证 5种除草剂对 2种寄生型白僵菌孢子萌发的影响。[方法]根据农药室内生物测定试验

准则—抑制病原真菌孢子萌发试验凹玻片法。[结果]精异丙甲草胺、硝磺草酮对 2种寄生型白僵菌孢子萌发

抑制最为明显，与其他几种除草剂比较，差异性显著；而激素性除草剂二氯吡啶酸、氯氟吡氧乙酸对寄生于玉

米螟型白僵菌孢子萌发影响不大，莠去津对 2种寄生型白僵菌孢子萌发都有影响，与空白对照比较，差异显

著。[结论]白僵菌的储存、使用，应尽量避开除草剂，特别是要避开精异丙甲草胺、硝磺草酮等药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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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Five Herbicides on Spore Germination of Beauveria bassi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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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ims] In order to clarify impact of 5 herbicides on spore germination of 2 types of parasitic Beauve⁃
ria bassiana. [Methods] Following pesticides guidelines for laboratory bioactivity tests part 1: determining fungicide
inhibition of pathogen spore germination. [Results] Compared with several other herbicides (atrazine, fluroxypyr and
clopyralid), s-metolachlor and mesotrione restrained 2 types of Beauveria bassiana more significantly. Fluroxypyr
and clopyralid showed little influence on it, and Atrazine demonstrated significant influence against the CK. [Con⁃
clusions] Beauveria bassiana should be separated from herbicide when it be stored and used, especially divided
from s-metolachlor, mesotrione and atraz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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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僵菌(Beauveria bassiana)是一种广谱性的昆

虫病原真菌,可以寄生 15目 149科 700多种昆虫和

蜱螨类 [1]。吉林省主要用于防治玉米螟，不仅历史

久远，且防治规模非常大，几乎涵盖了吉林省 50%
玉米种植面积。生产过程及在田间的应用中不仅

会受到一定的环境条件如温度、湿度影响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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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受到生产中人为影响，如化学药剂的应用等。杀

虫剂与白僵菌的混用及相容性研究较为深入[4-7]，相

容的种类较多。大部分杀菌剂对白僵菌的抑制作

用非常明显 [8]；除草剂对白僵菌的影响研究还在

起步阶段。且我省的玉米田杂草防除 90%以上依

赖除草剂的施用。本文针对吉林省玉米田常用除

草剂精异丙甲草胺（s-metolachlor）、二氯吡啶酸

（clopyralid）、氯氟吡氧乙酸（fluroxypyr）、莠去津（at⁃
razine）、硝磺草酮（mesotrione）5种除草剂对白僵菌

孢子萌发影响进行了试验探索，现初报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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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供试菌株

寄生于玉米螟型的白僵菌，寄生于马铃薯甲

虫型的白僵菌（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

所白僵菌研究室筛选、提供）。

1.1.2 供试农药

96%精异丙甲草胺乳油（先正达作物保护公

司），30%二氯吡啶酸水剂（山东绿霸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200 g/L氯氟吡氧乙酸乳油（江苏激素研

究所），38%莠去津悬浮剂（吉林市绿盛农药化工

有限公司），100 g/L硝磺草酮悬浮剂（先正达作物

保护公司），在培养基中的浓度与田间使用的浓

度相当，按除草剂有效成分计算，分别是：1.92、
0.6、0.48、3.04、0.4 g/L。
1.1.3 培养基

PDA液体培养基：添加葡萄糖、蛋白胨，分别

按药剂浓度添加各自除草剂。

1.2 方法

按药剂使用浓度，分别将 5种除草剂添加至液

体培养基中，设置空白对照，高温灭菌冷却后备用。

将白僵菌菌株用0.1%吐温-80无菌水分别配制成浓

度为1x107个/mL的分生孢子悬浮液，然后分别接种

于液体培养基中，（25±1）℃振荡培养（160 r/min），

16、20、24 h后镜检萌发孢子数。镜检稀释至每个视

野有 20~30个孢子，每次镜检 5个视野，不少于 100
个孢子，以可见芽管长度等于或者大于孢子直径长

度作为孢子已萌发的标准，统计孢子萌发率。重复

3次，并对统计数字进行方差比较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试验结果见表 1、表 2。

表 1 5种除草剂对寄生于玉米螟型的白僵菌萌发的影响

药剂处理及浓度（g/L）

96%精异丙甲草 1.92

30%二氯吡啶酸 0.6

200 g/L氯氟吡氧乙酸 0.48

38%莠去津 3.04

100g/L硝磺草酮 0.4

ck

不同时间的萌发率及差异显著性

16 h

0 d D

28.70 a AB

26.38 a AB

18.30 b BC

9.40 c CD

31.11 a A

20 h

10.67 c B

97.07 a A

94.48 ab A

87.60 b A

13.71 c B

97.64 a A

24 h

12.33 c C

98.24 a AB

97.29 a AB

90.24 b B

16.25 c C

98.64 a A

表 2 5种除草剂对寄生于马铃薯甲虫型的白僵菌萌发的影响

药剂处理及浓度（g/L）

96%精异丙甲草1.92

30%二氯吡啶酸0.6

200 g/L氯氟吡氧乙酸0.48

38%莠去津 3.04

100g/L硝磺草酮0.4

ck

不同时间的萌发率及差异显著性

16 h

0 c B

5.42 ab A

5.57 ab A

3.49 bc AB

0.00 c B

8.17 a A

20 h

4.12 c B

49.04 b A

60.69 ab A

49.31 b A

1.40 c B

67.17 a A

24 h

8.41 c C

75.47 b B

84.34 b A

75.27 b B

4.39 c C

95.02 a A

试验结果表明，精异丙甲草胺、硝磺草酮对 2
种寄生型白僵菌孢子萌发抑制最为严重，白僵菌

孢子萌发率小于 17%，与其他几种除草剂比较，差

异显著；而激素性除草剂二氯吡啶酸、氯氟吡氧

乙酸对寄生于玉米螟型白僵菌孢子萌发影响不

大，与空白对照比较，差异不显著，对寄生马铃薯

甲虫型的白僵菌，有一定影响，与空白对照比较，

差异显著。莠去津对 2种寄生型白僵菌孢子萌发

都有影响，与空白对照比较，差异显著。

3 结果与讨论

试验结果初步论证了白僵菌的储存、使用，应

尽量避开除草剂，特别是精异丙甲草胺、硝磺草

酮，以提高白僵菌的生物活性和利用率。精异丙

甲草胺、硝磺草酮对白僵菌孢子萌发的影响理论

上应与其防除杂草时的作用机理相关，但此 5种

除草剂对白僵菌孢子萌发影响差异较大，2种寄

生型白僵菌受除草剂影响亦不相同。（下转第 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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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一致，说明微生物合成次级代谢产物是一个

复杂多相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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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70 页）WP差异显著，40%丙环唑ME与 30%
醚菌酯 SC、43%戊唑醇 SC、25%烯唑醇 EC、25%三

唑酮WP差异显著，30%醚菌酯 SC、43%戊唑醇 SC
与 25%烯唑醇 EC、25%三唑酮WP差异显著，25%
烯唑醇 EC差异显著好于 25%三唑酮WP。40%氟

硅唑 EC 与 10%苯醚甲环唑 WDG 间、30%醚菌酯

SC与 43%戊唑醇 SC间差异不显著。

杀菌剂对油梨溃疡病抑制效果及毒力测定尚

未有研究报道，室内毒力测定试验只为油梨溃疡

病防治提供参考依据。油梨溃疡病的绿色防控是

一项系统工程，在油梨植株上的防治效果是否与

试验结果一致，有待试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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