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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01 年 7 月至 2002 年 12 月对河北省马铃薯在生长期和储存期进行病害种类调查 , 共发现了 5 种主

要真菌病害 , 即早疫病、晚疫病、枯萎病、干腐病和马铃薯黑痣病 , 并明确了它们在河北省范围内的大致分布。

通 过 对 河 北 省 马 铃 薯 真 菌 病 害 的 病 原 进 行 鉴 定 , 共 鉴 定 出 了 7 种 病 原 菌 , 即 : Fusarium solani、 Fusarium

semiteatum、 Fusarium moniliforme、 Fusarium oxysporum、 Rhizoctonia solani、 Phytophthora infestans、 Alternaria

sola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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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供试培养基的种类和制作方法

马铃薯生产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发展, 已成为继

小麦, 水稻, 玉米之后的第四重要粮食作物。由于

它重要的经济和营养价值, 特别是在贫困地区起着

重要的作用 , 使我国马铃薯的种植面积在逐年增

加, 特别是从 1982～1998 年, 每年增加 4.09%, 总

产量增加 8.51%。现在,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马铃

薯种植面积最大的国家[1]。

随着马铃薯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 以及连作重

茬, 造成马铃薯病害种类日益增多, 给马铃薯生产

造成的损失越来越大。据报道 [2- 4 ], 在我国普遍发

生、危害严重的马铃薯真菌病害主要有晚疫病、早

疫病、干腐病; 癌肿病只在四川、云南有不同程度

的发生 ; 马铃薯粉痂病在福建、吉林、广东存在 ;

马铃薯银腐病仅在云南存在。在河北省有过报道的

马铃薯真菌性病害有 : 晚疫病、早疫病、干腐病、

灰霉病、炭疽病、尾孢菌叶斑病、茎点坏死病、红

周刺座干腐病、镰刀菌干腐病 [3- 5 ]。本研究旨在明

确河北省马铃薯病害的种类与分布, 为马铃薯病害

防治工作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供 试 品 种 为 马 铃 薯 津 引 8 号 。 供 试 培 养 基 :

PDA、PSA 和琼脂培养基。其制作方法见表 1。

1.2 试验方法

1.2.1 病害标样采集

2001 年 7 月 ~2002 年 12 月 在 马 铃 薯 生 长 期

( 苗期、成株期及收获期) 、贮存期分别对河北省的

承德、张家口、保定、沧州、秦皇岛、唐山、邯郸

等马铃薯产区进行田间调查 , 调查方法为随机取

样 , 在每一个地区调查 10 块田 , 每块田内随机选

取 4～5 点取样调查, 每点随机取 4～5 个样本, 记载

病害的种类和危害情况。同时在各地进行标样采

集, 并带回室内分离培养、纯化、鉴定和致病性测

定。

1.2.2 室内分离培养

( 1) 马铃薯叶斑病类病原真菌的分离 : 选取典

型的病斑 , 用自来水冲洗 , 剪取病健交界处约 0.5

cm2 小块。70%酒精表面消毒 2~3 s, 1‰升汞消毒

1 min, 无菌水冲洗 3~5 次, 移置到直径为 9 cm 的

含 PDA( 或选择性培养基) 的培养皿中。每个皿放

4~5 块。将培养皿分别放在 25℃温箱内培养, 待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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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称 制作方法

PDA 培养基

称取去皮的马铃薯 200 g, 在沸水中煮 30 min, 过

滤 , 加葡萄糖 20 g, 琼脂 11g, 加水至 1 000 mL,

分装 , 灭菌。

PSA 培养基

称取去皮的马铃薯 200 g, 在沸水中煮 30 min, 过

滤 , 加 蔗 糖 16 g, 琼 脂 11 g, 加 水 至 1 000 mL,

分装 , 灭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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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长出后, 经过 5~7 d 后进行菌种纯化。

( 2) 马铃薯维管束组织、块茎内病原真菌和根

部 病 害 的 分 离 : 寄 主 表 面 用 95%酒 精 棉 球 擦 拭 ,

然后将组织表面的酒精点燃, 将薯块表皮组织用灭

菌的解剖刀切去, 并切取其中小块变色的维管束组

织, 移置在培养基上培养。培养温度为 25℃。

1.2.3 致病性测定

将感病品种马铃薯津引 8 号催芽 种 植 在 温 室

中, 并在 5 叶期采用茎部注射法接种马铃薯枯萎病

病原菌 , 将供试病原菌的孢子悬浮液调至浓度为

( 2.5~5) ×106 个·mL- 1, 用注射针将其注入植株的茎

基部、主茎和薯块上。同时也在薯块上注射枯萎病

病原菌接种。

马铃薯黑痣病在 5 叶期采用茎部注射法接种 ,

用注射针将菌丝悬浮液注入植株的茎基部、主茎上。

在 10 叶期采用喷雾法接种马铃薯早疫病病原菌和马

铃薯晚疫病病原菌, 首先将孢子悬浮液调至浓度为

( 2.5~5) ×106 个·mL-1, 用小型喷雾器对叶片用孢子悬

浮液进行喷雾接种。分别于第 3、7 和 10 d 检查发

病情况, 并记录结果。

马铃薯干腐病采用注射法在薯块上接种其病原

菌, 将块茎洗净、表面消毒, 然后用注射器将孢子

悬浮液注射到马铃薯块茎中 , 保湿培养 24 h, 然

后放于常温下, 分别于第 3、7、10 和 20 d 检查发

病情况, 并记录结果。

1.2.4 马铃薯主要病害病原菌种类的鉴定

真菌性病害病原菌的鉴定主要通过形态学的特

征进行鉴定。采用载玻片法( 在培养皿内放置一灭

菌的“U”型小管 , 上面放置一灭菌载玻片 , 在载玻

片中央放置一 5~7 mm2 厚度为 1~2 mm 的 PDA 或

PSA 培养基小方块, 在培养基的边缘接种孢子悬浮

液, 上覆盖玻片 , 用无菌水滤纸保湿) 培养、观查

菌丝的生长情况、孢囊梗类型及产孢类型; 测量丝

核菌菌丝直径、观察培养性状、并记录产生菌核时

间和生长速率 ; 镰刀菌则采用 PSA 标准培养基进

行培养, 观察培养性状、生长率和产孢类型等确定

病原菌的分类地位。

2 结果与分析

2.1 河北省马铃薯病害种类及分布

2001 年 7 月~2002 年 12 月 在 马 铃 薯 生 长 期 、

贮存期分别在河北省的承德、张家口等马铃薯产区

进行了病害调查 , 共发现了 5 种马铃薯真菌性病

害, 即: 马铃薯干腐病、马铃薯枯萎病、马铃薯黑

痣病、马铃薯晚疫病和马铃薯早疫病。其中, 马铃

薯干腐病主要分布在张家口、承德、保定、石家

庄、邯郸; 马铃薯枯萎病分布在秦皇岛、唐山、沧

州、邯郸 ; 马铃薯黑痣病主要分布在承德、唐山、

石家庄、邢台、邯郸; 马铃薯晚疫病主要分布在承

德围场县、保定阜平县、邯郸武安县; 马铃薯早疫

病在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唐山、保定、石家

庄、沧州、衡水、邢台和邯郸均有发生( 图 1) 。

2.2 河北省马铃薯真菌病害病原种类鉴定及致病

性测定结果

通过对真菌病害病原种类鉴定共发现了 7 种病

源真菌 : ①茄病镰刀菌( Fusarium solani) , 引起马

铃薯干腐病和马铃薯枯萎病, 茄病镰刀菌引起的马

铃薯干腐病 , 接种发病率为 100%。②半裸镰刀菌

( Fusarium semiteatum) , 引起马铃薯干腐病, 接种发

病率为 60%。③串珠镰刀菌( Fusarium moniliforme) ,

引起马铃薯枯萎病, 在块茎上接种, 块茎腐烂, 接

种 发 病 率 为 90% 。 ④ 尖 孢 镰 刀 菌( Fusarium

oxysporum) , 引 起 马 铃 薯 枯 萎 病 , 接 种 发 病 率 为

90%。⑤立枯丝核菌 ( Rhizoctonia solani) , 引起马

铃薯立枯丝核菌溃疡病 , 接种发病率 80%。⑥致

病疫霉菌 ( Phytophthora infestans) , 引起马铃薯晚

疫 病 , 接 种 发 病 率 为 100% 。 ⑦ 茄 链 格 孢

图 1 河北省马铃薯真菌病害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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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ternaria solani) , 引起马铃薯早疫病 , 接种发病

率为 30%。

3 讨 论

3.1 关于河北省马铃薯真菌性病害种类的调查

本试验中通过鉴定共发现了 5 种 主 要 真 菌 病

害, 即早疫病、晚疫病、枯萎病、干腐病和马铃薯

黑痣病 , 并明确了它们在河北省范围内的大致分

布。在河北省还曾有过报道的病害有黄萎病、灰霉

病、尾孢菌叶斑病、茎点坏死病、红周刺座干腐

病, 但在本试验中未发现, 原因可能有二: ①由于

时间短, 从 2001 年 7 月~2002 年 12 月 , 这一年的

气候条件等不适合这些病害的发生; ②调查的范围

不够广, 由于时间只限定在 2 年之内, 故本试验只

采集了承德等重点地区的标样。关于河北省马铃薯

是否有其它病害有待于进一步调查鉴定。

3.2 对河北省马铃薯主要真菌性病害的病原进行

鉴定

共 鉴 定 出 了 7 种 真 菌 , 即 : 茄 病 镰 刀 菌

( Fusarium solani) 、 串 珠 镰 刀 菌( Fusarium monili-

forme) 、尖孢镰刀菌( Fusarium oxysporum) 、半裸镰

刀 菌( Fusarium semiteatum) 、 茄 链 格 孢 ( Alternaria

solani) 、致病疫霉( Phytophthora infestans) 、立枯丝

核菌( Rhizoctonia solani) 。

3.3 关于马铃薯干腐病和马铃薯枯萎病的病原种

类的鉴定

马铃薯干腐病的病原菌种类主要的共有 3 种 ,

即 F. solani[ 6, 7 ]、F. oxysporum[ 7 ]、F. sambucinum[ 6 ]。

但是 , 不同国家不同的人分离鉴定的结果不一样 ,

Nars- Esfahani[8 ]从 Fraydan 的马铃薯干腐病中分离

出四种镰刀菌 , 分别是 : F. sulphuream、F. solani、

F. oxysporum 和 F. chlamydosporam, 它们的比例为

47.91: 33.33: 14.06: 4.68。而我国田世民等[9]1995 年

在《河北省马铃薯真菌性病害种类及 4 种新记录》

中, 报道马铃薯干腐病是由 F. solani 引起的。本研

究 的 结 论 为 : 马 铃 薯 干 腐 病 是 由 茄 病 镰 刀 菌

( Fusarium solani) 、 半 裸 镰 刀 菌( Fusarium semitea-

tum) 引起的。

马铃薯枯萎病的病原菌据 Rakhimov 等报道 [10 ]

镰刀菌萎蔫病由镰刀菌的 5 个不同种引起的, 即 F.

solani, F. oxysporum, F. moniliforme, F. nivale, F.

sambucinum。本研究共分离出串珠镰刀菌( Fusarium

moniliforme) 、茄病镰刀菌( Fusarium solani) 和尖孢

镰刀菌( Fusarium oxysporum) 等 3 个 种 。 但 是 河 北

省马铃薯枯萎病的病原菌是否还有其它镰刀菌, 需

要继续广泛采集标样, 进一步进行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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