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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立枯丝核菌病的研究

李乾坤 孙顺娣 李敏权

�甘 肃 农 业 大 学�

要

马铃薯立枯丝 核菌病
，
是甘肃省

高海拔冷凉山 区发生普遍而危害严重的一种病

害
。

据调
一

查
，
田 间植株平均发病率 为����� �左右

。 重病区薯块平均带菌率��
�

��

��
�

肠�
。

经鉴定
，
病原菌属于再壮丝核菌 ���活口。 ����’ � 。 ��厉���’��� 。

该菌的菌

丝生长温度范围是
�
最低为 ‘七

， 最适为��℃ ，
最高为�����℃ ， ��℃时停止生长 。

菌核形成的最适温度方���邓℃ ‘ 病菌能使染马铃薯

以贮藏期病薯上 的菌核或残留在土滚中的菌核越冬
。

、
豌豆

、
小麦等主要作物

。
并

带菌种薯是第二年初侵染来源
，

也是远距离传播的主要途径
。

药剂防治试验表明
，

播前采用 �
�

�肠 的福 尔马林液或

米用 �
�

��福美双或 。
�

�� 多菌灵浸种
，
都有明显 的防病效果

。

减轻病害的发生和危害
。

采用杭病品种也能

前 言

马铃薯立枯丝核菌病又称马铃薯茎基腐

病或黑痣病
，

是马铃薯产区普遍发生的一种

病害
。

��年代以来
，

苏联
、
日本

、

欧美等国

都重视对此病的研究
，
并有过不少报道

“ 「。

我国吉林
‘�， 、

河北
、

内蒙
、

甘肃等省虽有过

此病发生危害的记载
‘ “ ， ，

但未曾有过此病的

研究报道
。
���������年

，

找们在田间调查

的基础上
，

对此病的分布危害
、

田间症状
、

病源及其防治等进行了研究
。

祝
、

古浪
、

兰州市郊
、

定西等地个别地块上

发生
，
未造成严重的灾害

。

可是近年来
，
此

病 日趋严重
。

目前己扩展到张家川
、

渭源
、

临夏
、

临洗
、

榆中
、

武威等县
，
其中以高海

拔 ��。 。 。米以上�的冷凉山区较为严重
。

据

调查
，
田间发病率为�����肠左右

。

重病区

薯块平均带菌率为 ��
，

����
�

��纬
，
病情指

数 ��
�

�����
�

�
。

植株发病后
，
不仅薯块变

小
，
产量降低

，

而且品质变劣
。

重病区可减

产��
�

��
。

结 果 与 分 析

一
、

分布及危害

自�����年代以来
，
此病仅在甘肃的天

二
、

症状观察

丝核菌主要危害幼芽
、

茎基部及块茎
。

病菌侵染幼芽后
，
有的在幼芽出土前腐烂死

亡
，

形成芽腐
， ·

芽腐可造成田间缺苗
。

受害

植株下部叶子发黄
，

墓基形成揭色 凹 陷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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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
，
大小 �、 �厘米 �如图 ��

。

茎基处及病

斑上常覆盖一层紫色菌丝层
，

植株表现缺乏

活力
，
但无明显症状

。

受害重的 可 造
’

成 立

枯
、

顶端萎蔫或叶片卷曲等症状
。

有时还出

现小块茎紧贴茎基处
。

薯块受害后
，

表面有

许多形状
、

大小不规则的黑色菌核
，

呈黑痴

状
。

菌核散生或聚生成块状或 片 状
，
大 小

�、 �毫米左右
，
但不易被水冲洗掉 �图��

。

图 �
�

茎基部揭色贵疡性病斑 图 �
�

薯茎上菌核

三
、

病原菌研究

�一�分离培养
� ����、 ����年

，
从武

威
、

定西
、

古浪等地采得的病薯和病株
，
用

常规分离方法
，
置于 ��� 培养基 上

，

在

��℃恒温下进行分离培养
，

把获得的各菌株

经分离纯化后
，

供研究之用
。

�二�病原菌无性阶段的形态特征

�
�

方法
‘， �

把从不同地区获得的纯菌

株的第一代菌株作为母种
，

分别移植到 ���

培养基上作平板培养
，

每个地区菌株共接种

�皿
，

其中 �皿在紧靠中心部位的培养基表

面均匀地放置无菌小盖片 �� � �毫米��、
�片

，

使皇环形
，
然后将菌种移植于皿的中

心
，
置于��℃温箱中培养

。

待菌丝铺过小盖

片以后
，
取出各菌种的盖片

，
用蒸馏水作浮

载剂制片
。

在保持菌丝的自然状况下
，

观测

初生菌丝的形态待征及菌丝的发育过程
� �

皿移植菌种后不放小盖片
，
在相同条件下培

养
，
观察其形态特征及菌核形成过程

。

每菌

各项 目观察��个数据
。

�
�

结果
�

来自不同地区病菌无性阶段

的培养性状
、

生 长发育特点基本一致
。

其共

同特点是
�

在 ��� 培养基
一

上的菌落初为白

色
，
渐渐变为淡褐色至深褐 色

，

生长 �天左

右
，

平铺整个平皿表面
，

菌落中间较密
，
边

缘稀疏
。
���天则形成

“
菌核

” 。

菌核初为

白色
，
后变紫褐色至深褐色

。

形状为扁圆
、

圆形
，
或相互愈合成不规则形

，

较致密
，
上

突下平
，
代面粗糙

。

菌核在培养皿中分布不

均匀
，

数量中部多
，

外部少
，

呈 环 状 排 列

�图 ��
。

病菌镜检结果见表 �
，

初生菌丝无色
，

粗细较均匀
，
直径为�

�

����
�

��微米
。

分隔

距离较长
，

主枝分隔距离 为 ��
�

������
�

��

微米
。

分枝呈直角或近直角
，

分枝处大多有

溢缩
，

并在附近生有一隔膜
。

随着菌龄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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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马铃薯立枯丝 该菌无性阶段形态特 征

初 老 熟 菌 核

一
一

一

·

一
·直 径

�微米 �

�
�

�己一
了

。
沈�

戈乙
。

���

分 肋
’

班离 �徽 米 � 观

户 左交
抽平皿 中
的 分布

形状 色泽
长

�毫米�
宽

�毫米�
长

菌株来源

�微片泛� �微米 �
泽色状形一

�����
‘ 。
�

。
��一
��

�

沥

生�
。

��一
�

������
�

�

�一 �
。
�一

�一 �一
��

。

��一
��

。
��

�

��一
��

�

通�

���
。 。

�毯�

�山性�

��了�
�

��

武成

浅揭色
式各各样

�一
了

� 吧‘

。
�

、

少

主艺父
�

��一
�只只 三几

州 弃公
�

上��

己竺二 �一
����

�

艺止

���� � �

。
�

�

��一 ��
。

�艺�

�全一
��

�

���
�

���

，
�
，
多外少

呈 环 状

把
，

���

不规则形 深

较 坚 密 褐
�

�几突下平 色

�
。

�一
�一
�

。

�

�
。
�一

�
。

�一
�

�，
��己��

�
��

��
‘
一幼

门八比

·

��
丁 ��

��一 �
。

�一 �
�

�一
��一 ��

�

��一�内们叮诊

礴、、口，��
了
、

〔�〕
气丁口

�

亏�
、 立��一 �扁

��
。

�于日

吕
�

了��
曰�冲

犷�石
�

�

���

�

卜一
�

。 全

�

��
，

、

声 一
�

互三

� ‘�

�
。

�一
�
一

�
�

�一

工
�

� 牙二

�注
。

��一
��

�

��

���
�

���

��
。
艺一

土�
。

��

� �
�

���

����

·�内乃八叨
�︸�米家川

、

一
��，�

��
��用 � 口 �

旧�
�户，，，替� ，，�，��口��，

一
户��

一
�

�

�尸

�
，�

�

一
侧甲 �‘ 护�， ， 哈，� ，

注
�

括号 内为巧
二均

”咬心 乙
�

筒�、 广

挤 卜
’

王
一

�

年孤
，

卜
抓�也 竺

�

今分
吮

。 。

肚马 七 �
� �

发羊镇

演灼堆
、 �

、

汀 毛
·

认

月包变�且变泛
一

亡一

菌该门 刁口 二
� 卜 ·

成苗恢灼织胞 普式

的溢缩
。

菌核大 ，��

的前丝渐渐变成褐 色
，

细
一

少涯
’

口母 川结成菌核
。

交 羊
�

淡冬易色至深褐色
。

组

玲仔
，

泪饱袋结处有明显

方 �
�

�、 �毫米
，

多 数 为

�
·

���毫米
。

�三�病原菌有山介段诱女
�

采用土壤

覆盖培养法
‘�，
对各菌株进厅了 汀�勿�士少

�

的诱

发
，

但培养近 �个月后
，

经多次检查均未丢挂

诱发万性阶段
。

其原因有待进一步研究
。

仰豹 病原菌生 �几速度及主 长艾育温度

范口

�
�

方法
�

把从各众获得的纯直诛均第

一代菌株
，
同时分别移值于 ��八 培 莽 毖

上
，
待生长 �天左石

，

沿菌落边缘 切取菌龄

相同
，

直径约 。
�

�厘米菌落圆片 �块
，

移植

于盛 有新配制的 ��� 培莽基的 培 养 皿 自

心
，
每皿 �块

，

每种菌株接 神 �皿
，

分别置

于 ��
、
���

、

��℃ 、

��℃ 、
���

、

���
、

��℃ 、
�竣

一

�下培芥
。
�这洲才后测 二 其 生 长

量
，

把��小时后测量的娜 小对内心冷觉作 勺

该苗生长速度 �毫朱���
�

冈拍
‘ ’ ，

并测定

其生长发育温度范田
。

�
�

结果
�

该病菌的蔺丝生长最派温咬

��
，

最适温度为���
，
最高温变��勺�� 毛

，

��℃则停止生长
。

菌核形成灼录适温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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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马铃薯立枯丝核菌生长速度及生 长发育温度范 围的测 定结 果

武 威 古 浪

核成需数菌形所天
温度 �℃ � 菌落直径

�天 �天

�毫米�

� 天 �天

生长速
度

毫米�
��小时

菌落直径

�天 �天

�毫米�

� 天 �天

生长速度
毫米���

小时

核成数需菌形所天

内七��︸‘，��服﹄口口，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石��������
几�

尸�一」

���和

��
�

�

��
�

�
十 �

��
。
�

��
。
�

��
。
� ��

�

�

��

�
��勺自��八�一���

�
‘比门了曰今�乃��压�

��门了，人勺自

一匕尸�
�

一�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不生长 不形成 一 不生长 不形成

山�内舀�公，�，口，�

定 西 张 家 川

核数成需菌形天所核成需数形所菌天
温度 �℃ �

菌落直径 �毫米�

�天

鲜
直径 ‘毫米， 生

叠
速

� 天 �天 ‘ 夭
黔奋 �天 �天 �天

生长速度

—
一

毫 米���

�天 小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八����

…
，白一勺白了

，�，土

�片�一」

…
嘴�上��止

�户�

�
一‘产」自‘八七

��
�，曰民��月伙

�亡，��了��
︸��曰��

。

� �
。

� �
。
� �

。
� �

。
�

� �
。
�

�
工��
�里

月

白咋内心
，�

�口�
�‘�孟任�

。
� ��

。

�

��
。

�

��
。
�

�����

� ��
�

� ��
�

�� 十

��
。
�

��
。
� ��

。
� ���

��
。

�

��
。
�

��
。
�

�
����口�咭

��
。
� ��

�

� ��
�

� ��
。
�
�

��
�
� ��

。
�

����马自，翻

�� ��

能 生 长

一 不生长 不形成 一 不生 长 不形成

，自。��改几�几���

一��
二

一 一
竺

� ‘ ��
刁己�

二口

一
如，������

�

一
之

一
刀����，�����

一一

一
‘ �

��℃ ，

所需时间 ���天
�
若最低温度为��

时
，
需要 �月左右才能形成菌 核 �详 见 表

��
。

�五�致病性及寄主范围的测定

据报道
，
立 枯丝 核菌 八爪��

。 �。 心 。

������寄主范围极广
。

���������年
，
我

们仅对甘肃省主要作物进行了致病性及寄主

范围的测定
。

供试植物有马铃薯
、

豌豆
、

小

麦
、

玉米
、

高粱
、

谷 子
、

油 菜
、

胡 麻
、

大

豆
、

蚕豆
、

扁豆
、

番茄等
。

采用盆栽幼苗根

部人工接种
。

结果表明
，
经接种后的马铃薯

的发病率为��� �
，

其症状表现与田间相同 �

接种豌豆后
，
可引 起 茎 基 腐

，

发 病 率 为

�����甜菜发病率为����
，
引起根腐 �小麦

发病率为��
�

��
，

苗期无明显症状
，

发病重

的茎节处呈深褐色
，

但一般发病较轻
，

对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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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几乎无影响
。

其他如胡麻
、

蚕豆
、

大豆
、

高粱
、

西瓜
、

番茄等均能被侵染
，

发病率均

在 �������
。

根据对该病灼症状
、

病原菌形态特征以

及致病件
、

寄主范围等的测定
，

并 参 考 资

料
’ ‘ ’ ， ‘�〕 ， “ ’ ， ‘ “ ’ ， ‘ � ’ ，

认为该病的病原菌属于

立枯丝核菌 〔介几�二������。， ����，�‘ ������ 〕 。

四
、

主要发病规律

�
�

病原菌的越冬 及 传 播
� ����年

、

����年
，

在大田调查的基础上
，

把采 自张家

川
、

定西
、

榆 中
、

古浪
、

武威
、

黄羊镇等地

的病薯
，

在校园内设病圃及盆栽试验以及观

察其发病
�

清况
。

结果表明
，

此病以病薯上的

菌核或留于土壤中的菌核越冬
。

带病种薯是

第 �年初浸染来源
。

也是远距离传播的主要

途径
。

�
�

发病条件
�

据文献记载
“ 。 ，，

有 利

于发病的主要条件是高海拔地区高的湿度和

低的土温
。

病言麦主与早春寒冷及潮湿的气

候条件有关
。

月 七
，

马铃薯早播易于发病
。

特别是播后最们几星 夕�内校低灼上温
，

对病

菌侵染有利
， �习而危苫性较大

。

据调查
，
找

省渭源
、

定西
、

谕 中
、

天祝等县种植马铃薯

地区
，
同属于高海拔冷凉山区

，
近年 果由于

莽季降雨量较多
，

土壤温度低
，

当地农民怕

后期遇上干 旱天气
，

多提早播神
，

因而病害

逐年加重
。

调查表明
，

品神间发病程度也有

差异
。

混杂晶神发病丘
，
刀薯带菌率为儿 、

���� 新品 神
，
神性纯度高的戈病校轻

。

如

渭薯号种薯带菌率为���石
。

山区发病重
，

平

川水地发病轻
。

五
、

防治试验

����和����两年
，
在校 问 设试验地迸行

了药剂防病试验
。

前茬为多年未种马铃薯的

菜地
，

品种分别采用武威
、

定西的农家混杂

的带病种薯
。

药剂为���代森锌
、

���多菌

灵
、

���福美双以及�� �甲胜�福尔马林�
。

处理方法
�

前 �种药剂分别 以 。
�

�� 药液浸

种
，
后者采用 �

·

�� 的药液浸种
。

并以带菌

种薯不经药液处理作对照
。

小区面积 �
�

�平

方米
，

随机排列
，

重复 �次
。

试 验 结 果 表

明 �见表 ��
，

多菌灵
、

福美双
、

福尔 马 林

药液浸种
，

均有较好的防病攻果
。

相对防效

依次为
� ��

·

���
、
�了

·

���
、
��

，

��乡石
。

其

中以 �
�

�� 的福尔马林液浸种效果最佳
，

其

次为福美双
、

多菌灵
。

以产量作比较
，

其中

以多菌灵
、

福美双处理的平均单 株 产 量 最

高
。

所有药剂处理的结果
，

其平均单株产量

均比对照增产���以上
。

表 �
�

几 种 药 剂浸 种甘 马怜薯丝核菌病的防 治效果

柞量单均平产棺 对 防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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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氮肥施用技术的研究

高 炳 德

�内 蒙 古 农 牧 学 院�

摘

志一

曰木 文对马铃薯经 济施肥量与上

要

前作
、

密度
、

灌溉等栽培条件的关 系进行 了

定登研 完
。

提供 了以 土测 值并炸合考虑其他 国素的氮把用量推荐表
。

还提供 了一个

根据基础产 量或产量 目标确 定 的氮肥用量简表
，
供 无测土条件时应用

。

旱作时
，

种

肥优 于追肥 � 有灌溉 条件时
，
结合现斧期 浇 水深施追肥则忧予种肥

。

深施追肥比表

施肥 �尿素� 提高肥效扮�
。

前 言

氮素营养是左右马铃薯产量和品质而不

易于调节的因索
，

合理施用氮肥是高产施肥

中最紧要的环节之一
。

国外
，

对马铃薯施肥

定量化研究早已开展
『，，月 。

由 于土壤氮素的

易变往
，

目前
，

还没有理想的测土方法
。

所

以
， 一

许多国家不用测土指导施用氮肥
‘�’ 。

但

是
，

在某些国家的小麦等作钧
，
己 能 通 过

土壤侧定对氮肥卿需要量提供有 价 值 的 指

导
「‘ ， 。

国内
，
对马铃薯的施肥定量化研究很

少
。

但对小麦
、

玉米等作物的测土施肥已进

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 一� ’ 。

遗憾的是
，

多数

研究只考虑土壤
一

�土侧值�一个因索
，

对于

影响施肥量的品种
、

前作
、

密度
、

管 理 水

平
、

新技术应用等因素研究很少
。

这就使测

土施肥的配方有一定缺陷
。
近年来

，

我们对

马铃薯的施肥定量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综合研

究
，
试图使马铃薯的测土施肥更趋完善

。

对

�������
， ���� �� ���

，
������

，
��� ������

， ����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已���� ������
�

����� ��������� � � �������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