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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Pathogenicity of Various Potato Soft Rot Str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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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 Two potato varieties, 'Youjin' and 'Shepody', were inoculated with three potato soft rot strains, BL-1, BL-2 and

KF-1, and their emergence percentage was recorded,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pathogenicity of various potato soft rot

strains and provide basic materials for the research work. Emergence percentage of the two varieties, after inoculated with

potato soft rot strains, decreased, with an average of 27.5 percent, decreasing by 67.5 percent points when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KF-1 was the most powerful pathogenic and caused emergence to decrease by 92.5 percent 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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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明确马铃薯软腐病菌的致病力，本研究分别使用BL-1、BL-2和 KF-1 3个马铃薯软腐病菌接种

了‘尤金’和‘夏波蒂’2个马铃薯品种，对出苗率进行了调查，分析、鉴定不同菌种的致病力。结果显示：2个供试品

种接种3个马铃薯软腐病菌后的出苗率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平均出苗率为27.5%，与对照（CK）相比，出苗率降低

67.5个百分点，其中KF-1是3个病原菌中致病力最强的，平均降低92.5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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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软腐病（Erwinia spp.）是马铃薯重要的

细菌性病害之一[1]，在我国东北、华北和西北等马

铃薯产区都有不同程度的发生。植株发病率轻者

2％~5％，严重可达 40％~50％，在田间常导致缺

苗断垄及块茎腐烂[2]。贮藏时若管理不善，窖温偏

高，则容易引起烂薯，造成更加严重的经济损

失。据报道，马铃薯软腐病损失率为3%~68%，平

均15%[3]。

黑龙江省是中国重要的马铃薯种薯和商品薯生

产基地，也是马铃薯软腐病普遍发生的地区[4, 5]。据

于恒纯等[4]2001～2002年的调查结果显示，在被调

查的 22 个市县中，依兰、穆棱、牡丹江、绥化、

望奎、林口、海林、阿城、宾县、青冈、巴彦、

木兰和萝北 13个县市都发现了马铃薯软腐病，发

病地区达到59.1%，给生产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因

此，防治马铃薯软腐病是确保黑龙江省马铃薯高

产、稳产的重要环节，也是确保收获的块茎能够

安全储藏的重要条件之一。

研究马铃薯软腐病的首要条件是拥有致病力

明确的病原菌，只有具备基础材料，才能够开展

其他相关的科研工作，防治马铃薯软腐病。本研

究旨在对田间采集的3个马铃薯软腐病菌进行致病

力鉴定，了解不同病原菌的致病力情况，以期为

后续研究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基础材料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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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 材 料

供试病原菌：采自哈尔滨田间植株的BL-1、
BL-2和采自库房块茎的KF-1。

供试品种：由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植物脱毒苗

木研究所提供的已经打破休眠的健康、均一的马铃

薯原原种‘夏波蒂’和‘尤金’。

1.2 方 法

1.2.1 NA培养基的配制

称取牛肉浸膏3.0 g，蛋白胨5.0 g，酵母膏1.0 g，
葡萄糖10.0 g， 琼脂19.0 g，用蒸馏水定容至1 000
mL，高温、高压灭菌[6]。

1.2.2 菌液配制及接种

将上述供试的 3个马铃薯软腐病菌用NA培养

基活化后，用灭菌蒸馏水制成菌液，菌液浓度为

1×108 cfu/mL。用无菌刀分别蘸取 3 种病原菌菌

液，每个品种每种菌液切 10个块茎，每个块茎均

匀切为2个种薯块，以蘸取无菌水切块茎作为对照

（CK）。种薯切好后，2012年5月9日播种于塑料盆

中，摆放在光照充足的育苗架上，每盆播种2个种

薯块，插盘标记，浇透水，于温室中培养，20 d后

调查出苗情况，统计出苗率。

1.2.3 数据统计与分析

采用Excel 2003进行数据统计分析及作图。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病原菌的致病力的比较

本研究中使用的3个马铃薯软腐病菌对马铃薯

出苗率均有影响（图 1，2），其中KF-1对 2个供试

品种的出苗率影响最大，‘尤金’和‘夏波蒂’的出苗

率分别为 0%和 5%，与对照相比，分别降低了 95
个百分点和 90 个百分点，2 个品种平均出苗率为

2.5%，与对照相比，降低了 92.5个百分点；BL-1
对出苗率影响较小，‘尤金’和‘夏波蒂’的出苗率分

别为90%和55%，与对照相比，分别降低了5个百

分点和 40 个百分点， 2 个品种平均出苗率为

72.5%，仅比对照降低22.5个百分点；BL-2对出苗

率的影响居中，但影响也较大，分别为 0%和

15%，与对照相比分别降低 95个百分点和 80个百

分点，2 个品种平均出苗率为 7.5%，比对照降低

87.5个百分点。

总体而言，2个供试品种接种 3个马铃薯软腐

病菌后的出苗率都有所下降，下降程度不一，2个

品种接种 3个病原菌的平均出苗率为 27.5%，与对

照（CK）相比，出苗率降低了67.5个百分点。

2.2 不同品种对马铃薯软腐病的抗性分析

对于 3个马铃薯软腐病菌，2个供试品种表现

出了很大的差异（图 1，2），其中，‘尤金’对不同

的病原菌的表现差异极大，接种BL-1的处理出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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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苗率=出苗数/播种种块数×100%。

Emergence percentage = No. of emergence/seed piece × 100%.

图1 不同品种接种不同马铃薯软腐病菌的出苗率

Figure 1 Emergence percentage of different potato varieties inoculated with different potato soft rot bacte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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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达到90%，而接种其他2个菌种的处理出苗率均

为 0%。‘夏坡地’接种 3个病原菌的出苗率表现相

对差异不大，出苗率分别为 55%、15%和 5%。从

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尤金’对不同马铃薯软腐病

菌的抗性因病原菌而异，具有很强的特异性，对

某些病原菌非常敏感，但对某些病原菌却具有很

强的抗性。

3 讨 论

马铃薯软腐病是国内外普遍发生的重要病害[7]。

如果马铃薯块茎带菌，在储藏期和运输期间便容易

腐烂；若作为种薯播种到田间，则会降低出苗

率，造成田间缺苗断垄；如果在中、后期发病，

则会发生黑胫病 [8, 9]。因此，块茎播种之前对其进

行马铃薯软腐病鉴定十分重要。

王金生等[10-12]和张学君等[13]曾用全薯块吸头刺

伤接种法、新鲜薯片接种法和皮孔浸种法等对‘克

新 1号’等马铃薯品种进行了马铃薯软腐病的抗性

鉴定，并研究了马铃薯品种对软腐病抗性的生理

指标，为马铃薯软腐病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

考。但上述试验都停留在实验室阶段，没有进行

播种，测定实际出苗率，本研究对这方面进行了

研究，补充了马铃薯软腐病致病性鉴定的方法。

本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的马铃薯软腐病菌对

出苗率有不同影响，不同品种对于马铃薯软腐病

的抗性也不同。本试验选用的‘尤金’对不同的病

原菌的表现差异极大，因此，不能仅仅依靠某一

单一的表现去评价某个致病菌的致病性或某一马

铃薯品种的抗病性。研究马铃薯软腐病与马铃薯

品种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的复杂性。

防止马铃薯田间缺苗断垄的重要措施是使用

没有感染马铃薯软腐病的种薯，并且在种薯切块

时对切刀进行严格消毒，避免传播病菌，降低出

苗率。由于试验条件的限制，本研究仅仅使用了2
个品种，3个病原菌，所以，数据比较有限，或许

还有致病力更强的菌种和对马铃薯软腐病抗性更

a. 尤金-BL-1；b 夏波蒂-BL-1；c. 尤金-BL-2；d. 夏波蒂-BL-2；e. 尤金-KF-1；f. 夏波蒂-KF-1；g. 尤金-CK；h. 夏波蒂-CK。

a. Youjin-BL-1; b Shepody-BL-1; c. Youjin-BL-2; d. Shepody-BL-2; e. Youjin-KF-1; f. Shepody-KF-1; g. Youjin-CK；and h. Shepody-CK.

图 2 不同处理的出苗情况

Figure 2 Eemergence of potato inoculated with different potato soft rot bacte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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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或更敏感的品种存在。在试验条件允许的情况

下，期望进一步开展相关的试验，使本研究数据更

充分，更完善，为马铃薯软腐病防治工作提供更多

的支持，同时也为马铃薯软腐病抗病育种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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