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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霉对土传病原真菌的拮抗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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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共 分别在体外及温室测定了筛选菌株哈茨木霉T r iCho d e r m a ha r z ia n u m (T sZ )和T r i。h o -

d er m a s p
.

(N F g) 对土传病原真菌的拮抗作用
。

体外测定表明
,

木霉菌株T . :
和N F

,

对白绢病菌

S e le r o tiu m r o lf s ii ,

立枯丝核菌 R hi z o e t o n i五 s o la n i ,

瓜果腐霉P y thiu m a p h a n id e r m a t u m

刺腐霉p
.

s p in o s u m 和尖镰抱F u s a r iu m o x y s p 。 r u m 在对崎培养中的拮抗系数分别为2或z一3和

2
。

温室测定表明
,

用o
、
6 % (W / W ) T 。:

鼓皮培养物 (10
’。fu / g ) 处理土壤

。

在人工接种白

绢病菌
,

立枯丝核菌及瓜果腐霉20 天后
,

黄瓜发病率分别比未用木霉处理的对 照 减少 4 6
、
5 %

,

2 8
.

4%和8 1
。
2 % ,用T 。 2

和N F ,

木霉抱子悬浮液 (Io . o fu / m l) 处理黄瓜种子
,

人工接种白绢 病 菌

n 天后
,

黄瓜成苗率分别比未用木霉处理的对照增加14 %的 20 %
。

分别在光学显微镜和扫描电镜

下观察到木霉 T
. :

对白绢病菌菌丝和菌核的重寄生以及木霉T 。 :

和 N F
,

对立枯丝核菌菌丝的缠

绕
,

穿入及寄生
。

作者认为重寄生可能是试验木霉菌株T
。:

和N F
,

对白绢病菌和立枯丝核菌的主

要拮抗机制
。

早在五十多年以前
,

人们已经认识到木霉对于植物病原真菌的拮抗作用 (W
e in d r in g ,

1 9 3 2)
。

七十年代以来
,

对木霉的拮抗作用及其机制有很多研究报告
,

同时在温室及 田间试

验中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
,

并有商品化木霉制剂间世
。

我国 (包括台湾) 在木霉研究和应

用方面也有许多报导 (李良 一9 5 5 , 焦中等 1 9 5 8 ;
徐同等 1 9 8 9 , 1 9 9 0 ; 文成敬等 1 9 9 0 , 吴

文希等 1 9 8 6 , 王美惠等 1 9 8 7) 木霉在植病生防中的应用潜力日益受到重视
。

本文报告筛选菌株哈茨木霉T r c iho d e : m a ha r : n a 。、。和T r id无o d e ro a S p
.

N F g 对黄瓜苗

期几种土传病原真菌的拮抗作用
。

材料和方法

(一) 供试苗株

木 霉 T r ie h o d e r二a ha r z ia n u m T sZ (李良
,

1 9 5 3 )

T r ie h
o d e r m a s p

.

N F g

病原菌 S e le r o tiu m r o lfs ii (5 2 6)

P y th iu m a Pha n id e r m a t u m (PZ )

P y th iu m s Pin o s u 正 (Pz )

R h iz o e t o n ia s o e la n i(R 3 0 ] )

F u s a r iu m o x ys Po r u m F
.

SP
.

(F2 9 )

(二) 体外拾杭作用浦定
:

对峙培养法 (B e ll
,

D K
.

1 9 82 )
。

洁抗系数分级标准 (5级 ) :

I木霉菌丝占据平皿 100 %

I木霉菌丝占据平皿 > 2邝

I木霉菌丝占据平皿 < 2 / 3
,

> l / 3

本校植保86 级毕业生蔡晓春
、

林振玉 衣声广等及 90 级毕业生冯林钟先后参加部分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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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木霉菌丝占据平皿 < l/ 3

V 病原菌 (指示菌) 占据平皿 100 %

(三) 沮宣刹定

1
.

土壤处理
。

(l) 土壤灭菌
:

间隙灭菌法
,

15 磅
,

60 分种 , (2 ) 木 霉接种体 ;用 T
: ,

木霉 鼓皮培养物

(20 ’ e fu / g ) , (3 ) 病原菌接种体
: 2 5 OC保湿培养5天的鼓皮培养物 ; (峨) 处理

: 1) 0
。
2 % (W / W )木霉

十 l% (W / W ) 病原菌接种体 ; 2) 。
。
4木霉 + ] %病原菌接种体 ; 3 ) 。

。

6 %木霉 十 1 %病原菌 接种体 , 4) 只

加入l%病原菌接种体
。

2
.

种子处理
:

用T
。 : 、

N F ,

木霉泡子悬浮液 (1 0 “ 。fu / m l) 漫黄瓜种子30 分钟
,

以清水处理和多菌灵 600

倍为对照
。

(四 ) 木称盆寄生作用砚察
:

1
.

挑取对峙培养界面处的菌丝块
,

分别在光学显微镜和扫描电镜下观察
,

挑取对峙培养中正处于腐烂的

菌核作徒手切片
,

在光学显微镜下观察
。

2
.

从白绢菌的纯培养中取新鲜菌核
,

经 。
.

1% 升汞表面消毒后
,

用 l小滴 T 。 :

木 霉抱子悬浮液接种
,

25
O

C保湿培养
,

定期观察菌核腐烂情况并切片镜检
。

结 果

(一) 体外拮抗作用洲定
:

木霉T : : 、

N F ,
对5种土传病原真菌的拮抗作用见表 1

。

衰1 木 . T . : 、

N F , 对病原, 的休外拮抗作用

一禾庵一下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指 示菌
之二}

“F”

P ;

⋯
2 3

P 2

全
2 6

⋯
“ 2一3

竺
3 0 ,

⋯
2 2一 3

厂2 9 } 2 3

. . . . . . . . . . . . . . . .

对峙培养5天后
,

即可见T 。:
和N F .

木霉

对五种土传病原菌的菌丝生长的抑制作用
,

上述木霉对白绢菌形成明显拮 抗 圈 (约7
.

6

m m )
,

而对其他四种病原菌不形成拮抗圈
,

界面处菌丝可交错生长
,
但病原菌菌丝生长

受到明显抑制
,

最后为木霉抱子所覆盖
。

与

对照相比
,
对峙培养中白绢病菌

,
立枯丝核

菌的菌核形成少
,
菌核表面呈绿色

、

后期腐

烂
、

失活
。

体外拮抗作用测定表明
,

N F。
优

于T 。 :
菌株

。

(二) 沮宜生物浦定

1
.

木霉土壤处理对黄瓜苗期病原真菌的抑制作用
:
木霉制剂施入灭菌土壤中24 小时后

,

分别混入病原菌 (白绢病菌
,

立枯丝核菌
,

瓜果腐霉) 接种体
,

并播种
。

4天后调查出苗率
,

结果表明。
。

6 %木霉处理土 壤
,

能明显提高黄瓜出 苗率 (图1)
.

播种20 天后调查黄瓜苗期发

病率
,

结果表明
,

用 0
.

2 %
、

0
.

4 %
、

0
.

6 % T 。 :
木霉处理土壤

,

均能抑制上述三种病原菌
,
其

中0
.

6 %木霉处理对白绢病菌
,

立枯丝核菌
,

瓜果腐霉的相对防效分别为 89 % , 5 9
.

5 , , 81
.

3 %
。

(图2 )
。

2
.

木霉种子处理对百绢病菌的抑制作用

人工接种白绢 病菌后播入黄瓜种子
,

分别于 7
.

9
.

1 1
.

17 天调查苗数
,
成苗率

。

结果表明
,

T 。: .

N F。
木霉抱子悬浮液处理种子

, n 天后成苗率分别为84 %
,

和9 0
.

6 %
,

对照7 0
.

7 %
,

多

菌灵6 00 倍处理为86
.

7 %
。

(图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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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霉 T 。 : 处理上壤对黄瓜出苗率 的影响 (不 同病

原 菌分别接种后 4天 )

口对照 (未用木霉处理
,

只接种病原菌)

. T 幻木霉土壤 处理
:

0(C K ) ()
.

2 ()
.

1 ()
.

6

木霉处理 f壤川量 一\V W )

图 2
.

T S : 木毒不同用量处理上壤 对黄瓜 苗期发病率

的影响 (病原原接种后 2 。天 )

P
、

S
、

R [d] 图 1注

S
.

P
.

R 指 分别接种的病原菌

5
.

S e le r o tf u o r o lf
s ii

P
:

P 夕才h‘。 m a P I‘a , :‘d e r , , : a t :‘。;

R
:

R h iz o c t o ” fa S o la ,名i

丝内产生吸器
,

吸收细胞内含物
,

(三 ) 木霉的皿寄生作用

J
.

刘
‘

寄主菌丝的重寄生
:
光学显微镜下

可见 T
。2
菌丝穿透白 绢菌菌丝

,

并在后者菌

使寄主菌丝成为空泡 (图 4)
。

T
。 : 和N F

,

菌丝或缠绕于丝

核菌菌丝上并多处伸出钓状结构吸附在菌丝上
,

或直接穿透立枯丝核菌细胞壁并 在 其 内生

尸~
出苗率 (

“。 )
(多菌灵处理)

7

扮一一一士一 出苗后天数
1 1 1 勺

图 3 木霉泡 子悬浮液种子处理对 黄瓜 出苗率 的影响

长
。

在扫描电镜下
,

可清楚地看到木霉菌丝的穿入及在立枯丝核菌细胞壁上所形成的
“

穿孔
”

(钟静萍等
, 1 9 9 0 )

。

2
.

对白绢菌菌核的重寄生
: T

: :

木霉抱子悬浮液接种的新鲜菌核
,

2天后可见其表面有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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霉菌丝形成
,

5天后可见有绿色的木霉抱子形成
,

菌核渐渐变软
、

腐烂
,

将这些菌核移至PD A

平板
、

皆失去萌发能力
。

对受木霉侵染的菌核作徒手切片并镜检
,

可见木霉在菌核的侵入处

产生亮点
,

随着菌丝侵入
,

在菌核外层
,

拟薄壁组织中形成孔道
。

(图5)
.

图4 哈茨木 霉菌丝寄生于 自绢菌菌丝上并形成吸器

I 木霉 菌丝 2
.

白绢菌菌丝

图 5 哈茨木霉菌丝侵 入白绢菌菌核后所形成的孔道

讨 论

本实验表明
,
筛选木霉菌株T

: :
和N F。对杭州地区蔬菜苗期病害的主要病原菌瓜果腐霉

,

立枯丝核菌及 白绢病菌均有较强的拮抗作用
。

用上述木霉进行土壤处理或种子处理均能有效

防治上述三种土传病原真菌
。

用木霉抱子悬浮液处理黄瓜种子其效果相当于多菌灵处理种子

的效果
。

以上结果显示了木霉 T
: 2

和N F
。

菌株在防治蔬菜苗期病害方面的应用潜力
。

木霉对植物病原真菌的拮抗作用包含有多种机制
,

一般认为有竞争作用
,

产生抗菌素类

物质及重寄生作用(Ch e t,
1

.

1 98 7 )
。

本实验中
,

我们在光镜和扫描电 镜下观察了木霉T 。 :
和

N F. 对 白绢菌菌丝
、

菌核及对立枯丝核菌的重寄生
。

重寄生作用是包括识别
、

接触
、

缠绕
、

穿透

和寄生一系列连续步骤的复杂过程
,

其中的生理生化机理有待深入研究
。

此外本实验室从T 。 :
j

菌株中分离到一种小分子量的蛋白质类的活性物质
,

并在体外测定中证明了它具有与活菌相

同的对立枯核菌的拮抗活性 (孟征
、

李德葆 1 9 9 0)
。

据此我们认为
,

试验菌株 T
。 :
和N F。

对白

绢菌和立枯丝核菌的拮抗作用
,

至少包含两种机制
,

在体外或在活体上所表现的拮抗作用正

是两种 (或两种以上 ) 拮抗机制同时或顺序作用的综合
,

重寄生可能是其主要拮抗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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