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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定

摘 要 一 年间 自棉花根际土壤中分离到了一株植物根际促生菌 拮抗菌
一 ,

经过多点小区试验
,

结果显示
, 一

不仅具有很强 的抗病效果
,

而且具有明显 的促生作用
。

当每

株接种量为 时
,

增产可达 一 ,

抗病效果可达 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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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

由于黄
、

枯萎病发生普遍
,

持续时间长
,

严重影响了棉花的产量和质量
,

而在控制

棉花黄
、

枯萎病的许多防治方法 中
,

利用根际促生菌是一种经济有效
、

且不污染环境的防治方

法
。

为此
,

我们从河北省的各棉区广泛采样
,

经过严格筛选 实验室利用平板对生法
,

选 出了

一株抗病作用显著
,

且具有很强促生作用 的植物根际促生菌
一 ,

经试验
,

该菌能稳

定定殖于根际土壤
,

形成菌群优势
。

经伯杰 氏细菌手册鉴定
,

该菌为蜂房芽抱杆菌
。

本研究就
一

的抗病作用和促生效果作了探讨
,

旨在为其在生产上应用提供依据
。

材料和方法

供试菌株

菌
一

系本所分离于棉花根际土壤
,

经鉴定为蜂房芽抱杆菌 撇
。

试验方法

培养基和发酵条件 培养 菌的培养基为酵母膏
,

践
,

蛋 白脉
,

为 执
,

葡萄糖
,

马
,

水
,

一
。

田间小区试验用 的菌液 由上述培养基振荡 培养而成
,

含菌量约为 一

,

芽袍生成率
。

使用方法与用量 本试验采用灌根接种方法
,

每 耐 用量为
。

小区对 比试验 年在河北省不 同土壤上布置 了 个小 区试验点
,

对其应用情况进行

了试验
,

每点设 个处理
,

每处理设 次重复
,

小区面积为 一 时 不等
,

每边设保护行
。

试验调查 ①病情调查 发病率 二 小区 内发病株数川
、区总株数 ②产量调查

每小区取两点
,

每点连续取 株
,

调查其各项产量指标
,

然后平均测其亩产
。

结果与分析

一 一 收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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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对棉花黄
、

枯萎病的抑制情况比较

表 菌 抗病试验比较

处 理 灌根前发病率 灌根后发病率 防效

一、︸一、︶︸、︸一勺

⋯
勺‘,产勺‘内勺︸一、︸﹃

地 点

新 乐 对照

平均

︸︸八气」

⋯
︼卜︸,
汀一、︸﹃乙

刁且
‘通几

一、︶,︺︼勺气」

⋯⋯
,一
‘哎气乙一、︶,才内气伪二,勺‘伪‘

一

平均

无 极 对照

平均

注 其中景县点 年由于气候的原因基本上没有发生病害
。

从表 可 以看出
,

接种前对照与处理发病情况基本一致
,

但接种
一

后
,

处理明显抑制

了病害的发生
,

防效在 一 之 间
,

尤其新乐点
,

由于其发病严重
,

效果更 明显
。

根

据实验室的分析
,

这主要是由于
一

菌能产生一种毒蛋 白
,

致使病原菌抱子丝溶解
,

因而抑

制 了其生长繁殖
。

对棉花产贵的影响

表 对棉花产 构成的影响

地点 处理
公顷株数

株月

每 籽棉所需

棉铃数 个

单株成

铃数 个

籽棉产量

几

增产率

新乐 对照
一

无极 对照
一

景县 对照
一

从表 可 以看 出
, 一

对棉花产量的构成 因子都具有一定 的作用
,

平均单株成铃数增加

了至少 个以上
,

每 籽棉棉铃数也有不 同程度的减少
,

从而导致了产量的提高
,

但产量的增

幅依地点不 同而略有差异
,

其 中新乐增产幅度较大
,

达
,

这 主要是 由于其发病 比较严

重
,

接种
一

后
,

明显抑制了病害的发生
,

从而对产量 的提高起到了间接 的促进作用
。

另外
,

从 田间调查我们还能看到
,

接种
一

菌
,

棉株生长健壮
,

叶绿
,

防早衰 经考种
,

菌还具有改善棉花纤维品质的作用
,

能增加纤维长度和纤维整齐度
。



华 北 农 学 报 卷

结论与讨论

用 菌防治土传病害
,

国内国外都有不少报道
,

尤其在假单胞菌方面的报道很多
,

但

像用芽抱杆菌既能抗病
,

又能促进生长
、

提高产量这方面的例子还很少
,

今后还得加强研究
。

对于作用机理
,

还得更深人地探讨
。

另外
,

接种量
、

接种时间
、

接种次数这些方面的内容还得继

续试验
,

以便为今后在农业生产上的应用提供可靠的数据
。

在实际应用 中
,

我们发现 田间试验

受外界条件的影响较大
,

本试验进行时间较短
,

故对其使用效果 尚需进一步试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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