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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 草 炭疽 病 的研 究

姜凤丽 钮友民

�杭州市植物园
，
杭州 �������

顾文琪

�杭州花圃�

摘 要 置草炭浪病发生普遍而 严重
，
其发病率为�������

，
病情指数为�����

�

病原菌系����
���������� ���������“ � ����

�

病菌在患病组织 内越
‘

冬
，
翌 年 �月下

旬开始初次侵染
，
初侵染的潜育期 为����� �

。

病害发生期 ��� 月
， 一
其中 �月下

旬至 �月及 �月下 旬至 � 月为发病盛期
。

病菌主要侵染叶片
，
其次侵染花茎

。

被害

部初呈褪绿 色条斑
，
后转 变成枯黄 色

，
发病严重时

，
导致全叶或花茎枯死

。

病害流

行 与气象因子密切相关
，
发病的最适 气温为��℃左右 ，

相 时 湿 度 ��写以上 � 湿度

大
，
雨 日长的年份发病重

。

受害程度与品种有关
，
大花置草

、

熏瓣兰草易感病
， ·

而

普通置草较为抗病
。

病菌的致死温度为��℃ ，
�� ���

�

室内药剂抑菌试验结果衣明
�

���大福丹
、
���三福奚

、

���百菌清
、

���代森锰锌及���三环吐各���� 倍液时

该病菌的抱子发芽和菌丝生长具有良好的抑制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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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置草
，
特别是多倍体首草

，
品种多

，
花型大

，

花色丰富鲜艳
，
是一种极好的观赏花卉

。

从����年以来
，
我国北京

、

南京
、

杭州
、

广州等地专题研究
“
多倍体置草的引种栽培

” ，
并不

断选育出新品种
。

目前聋草已成为园林中的重要花卉
。

在培育的茸草上
，
作者发现炭疽病危

害较重
，
其株发病率达����

，
叶发病率达�������

，
严重影响

一

它的生长与观赏
。

而国内外

对首草病害无系统的研究
。

于是���������年作者对置草炭疽病的危害状
、

病原因
、
侵染循环

、

发病规律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
现报道如下

。

� 材料与方法

本项试验
，
观察基地选择在杭 州 植 物 园 大 花 首 草 ������己‘����’� ��石��’�� ����

� ��

�����
�

�圃地及重瓣置草��
�

了���� �
�
���

�

无留���� �����
�

�圃地
。

�
�

� 病情系统观察

在病害发生期
，

定时定点观察记载病害发生情况
，
调查病情

，
并计算病叶率和严重度

。

病情分为 �级
� �级

，
无病， �级

，
个别病斑或病斑占叶面积���以下，�级

，
病斑占叶面积

���一���以下� �级
，
病斑占叶面积���一���以下， �级

，
病斑占叶面积���以上

。

采集病害

收稿日期
� ����

一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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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
，
供镜检及分离病菌用

。

�
�

� 病原菌的形态观寮

镜检病害样品及分离培养获得的病菌
，
绘制病原图

，
作为鉴定病原菌种类的依据

。

�
�

� 发病规伸的探索

�
�

�
�

� 病菌越冬形态和场所 ����年 �� �月上旬定期刮取病组织内的病菌分生抱子
，
并作

萌芽测定� ����年 �月下旬采回病芽
，
作分离培养

，
然后将分离得到的病菌

，
制成抱子悬浮

液
，
有伤接种

，
观察其致病性

。

�
�

�
�

� 捐捉越冬抱子
，
以明确病菌初次侵染的时间 用三角漏斗法及玻片法��，峨�捕 捉 越 冬

抱子
。

�
�

�
�

� 病害潜育期测 定 采集越冬病叶和当年病叶
，
分别将病斑上的病菌抱子刮下

，
置于二

重皿内载玻片上作发芽测定�
’�， 然后将抱子制成悬浮液分别接种到查草健叶上

，
加套塑料袋

，

保湿�� �
，
观察发病情况

。

�
�

�
�

� 病害发生期观察 记载不同时期的发病率
、

平均气温
、

相对湿度
、

降雨量及雨 日
，
以

分析它们之间的关系
。

�
。
�

�

� 观察不 同栽培条件
，
不 同品种与病害发生的关 系

�
�

� 病原菌生物学特性的浦定

从大花置草病叶中分离得到的病菌
，
进行各项生物学特性的测定�“ �

。

�
�

�
�

� 营养条件时病菌生长的影响 选用 �种固体培养基����详见结果部分�
，
在这些培养基

上接种菌落圆片
，
置��℃下 ，

培养 ��
，
测量菌落大小

，
取其平均值

。

�
�

�
�

� 不同温度对菌丝生长的影响 测定在 ��� 培养基上进行
，
温度 范 围 �����℃ �

方

法同上
。

�
�

�
�

� 不 同 �� 值对病菌生长的影响 供试培养基 ���
，
用 。 �

������ ���和 。 。
������

���� 调节 ��值范围 �����
��， 接种菌落圆片

。

方法同上
。

�
�

�
�

� 病菌分生抱子萌芽与温度的关系 将抱子悬浮液滴入载玻片
，
用蒸馏水作基质

，
置于

��一��℃下 ，
定时观察其萌芽率

。

�
�

�
�

� 病菌抱子致死温度浏定 将分生抱子制成悬浮液
，
倒于灭菌试管中

，
每管�� ��

，
分别

置于��
，
��

，
��

，
��

，
��℃的恒温水浴锅中�� ���，

设置 �个重复
，
然后进行抱子萌芽率测

定
，
��℃下 ，

�� �后检查抱子萌芽率
。

�
�

�
�

� 抑菌率测定 选用三环哩等�习种杀菌剂�详见结果部分�进行抑制抱子萌芽及 菌 丝生

长的试验饰��
。

� 结果与分析

�
�

� 病容症状及病情

病菌主要危害叶片
，
其次危害花茎

。

在叶片上首先发病
，
早春新叶抽出不久便遭危害

，

然后扩展蔓延危害花茎
。

叶被害
，
初期呈水溃状小点

，
以后扩展成褪绿色条斑

。

如果病斑发

生在叶尖
，
则叶尖枯死

，
然后沿叶脉向下扩展使叶片的上部枯死�图 �，

��
�

如果病斑发生在

叶缘
，
使叶子扭曲

，
畸形

，
病部由褪绿色转为枯黄色

，
病健交界处呈赤褐色

，
中央为灰褐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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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被害症状和病原菌

�
�

被害症状， �
�

病原菌
� �

�

分生抱子盘
， �

�

刚毛 ， �
�

分生抱子梗 ， �
�

分生抱子

���
�

� ������� ������������� ���
����������蓄�

�
�

�������� �����， �
�

��������
� �

�

�������������� �
�

����， �
�

������������� �
�

��������

发病严重时
，
众多病斑相连成大斑

，
最终导致全叶枯死

，
其上密生黑色小点

，
即为病菌子实

体
。

花茎被害
，
多在下部靠近地面处

，
初为水渍状小点

，
后变成黄褐色椭圆形的病斑

。

病部

下凹
，
病健交界处深褐色

，
中央密生小黑点

。

病害严重时
，
病斑扩大

，
缠绕花茎

，
导致花蔓

枯死
，
从而开花少或不开花

，
影响观赏

。

据对董草
、

重瓣首草及��多个品种的多倍体首草调

查结果
，
炭疽病发生普遍而严重

，
尤其是大花董草和重瓣查草

，
株发病率为����

，
叶发病率

为�������
，
叶枯率达�������

，
病情指数为�����

�

�� � 病原菌鉴定

病菌在 ��� 培养基上所长的菌落
，
上部为灰白色

，
底部为墨绿色

，

在��℃ 时 ，
��所

长菌落直径����� ��
， ��后长出黑色的分生抱子盘

，
其上着生粉红色的分生抱子堆

。

分

生抱子盘大小了�����协� � �����“�� 刚毛深褐色
，
大小������“� � �卿

� 分生抱子单

胞
、
无色

、

新月形
，
大小�����林� � �� �林�

，
含油球 �� �个�图 � ，

��
，
分离培养所

得病菌与病斑上直接得到的病菌进行比较
，
其形状完全相同

，
但分离培养长出的分 生 抱 子

比病斑上的略大一些
。

根据魏景超《真菌鉴定 手 册》 ，
该 病 菌 系 ��������汀���� ��������，��

����
� 〔“ 了�

�
�

� 发病规律

�
�

�
�

� 病菌越冬 分离越冬病芽
，
得到的病菌有伤接种结果

，
其发病率达���� 在病叶中越

冬的分生抱子
，
经萌芽率测定

，
其结果表明抱子萌芽率随时间推移而降低

，
越冬前萌芽率达

���左右
，
越冬后

，
即 �月上旬

，
萌芽率为了����

�

由上述试验表明
，
病菌菌丝体或分生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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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能随病叶在露地自然条件下越冬
。

�
�

�
�

� 初次侵染和再次侵染 ��越冬抱子捕捉结果表明
�
第 �次捕到抱子的日期

， ����年

为 �月��日
， ����年为 �月 �日

。

抱子释放与早春温
、

湿度有关
。

当气温达到��℃左右 ，
并

伴随雨天
，
越冬分生抱子开始释放

，
并进行初次侵染

。

越冬病菌抱子释放的时间长达 �个月

之久
。

根据实地观察 �月上
、

中旬在查草新叶上出现病斑
，
于 �月上

、

中旬在病斑上产生子

实体
，
即病菌分生抱子盘及其分生袍子

，
将病原刮下

，
制成悬浮液接种

，
其结果

，
不论有伤

接种或无伤接种均能致病
，
其中有伤接种发病率为���

，
无伤接种发病率为���

�

上述试验

表明
，
分生抱子能再次侵染

， �

使病情日趋严重
。

�
�

�
�

� 病害潜育期 不同时期病菌接种试验结果
，
潜育期长短与气温有关

，
当气温�����℃

时
，
潜育期为������

，
当气温在�����℃时 ，

潜育期为 �� ��
�

�
�

�
�

� 气象因子与病害发生的关系 根据�� 的资料
，
病害发生与当时的气候条件有较密切

的关系
。

由图 �表明
，
病害发生需要一定的温

、

湿度条件
，
适宜气温为�����℃ ，

最适为��℃

左右
。

湿度与发病率经相关分析
，
其相关极为显著

，
相 关 系数 ，为。 �

��� ��查 表 � 二 ��
，

�。
� 。 。 二 。 �

����
， �。 � 。 �� 。 �母����

�

同时病害发生与降雨量
、

雨日有关
，
经相 关分析

，
雨 日与

发病率相关极显著
，
相关系数

�
为�

�

�����查 表 。 � ��， �。 � 。 。 � �
�

����， �。 � 。 ��� �
�

�����
�

拟合的方程式为 夕� �
�

��� �� 一 �
。
��� �，

其中 ，为发病率
， �为雨日

。

根据观 察记载
，
查草

炭疽病在杭州 ���月为发生期
，
其中 �月下旬至 �月及 �月下旬至 �月为发病盛期

。

这是

因为此时雨天多
，
湿度大

，
利于病菌抱子传播与萌芽及入侵危害

。

因此病害流行与雨水有关
，

雨水多
，
雨 日长的年份发病则重

，
反之则轻

。

一
，

一
·

一 湿度

— 发病率

一 一
一 气温

岁�侧常超票次�侧禽超卑

�次瓣鉴洲

�

�、
�

�
’ ‘ ·

“ ‘ ’ ‘ 、

�� 、、 �

���� ‘下毛

尹

八��
月

终八��

次�讲媲侧

夕 一�
’ � 、 ‘ 一、

灿�翱丫
妙�龚丫

�
， 碑
争

‘ ，

习 ���

扁�一么�����一�‘ � �
‘ ���

�
�

一�‘ 一 目

�一
�
�

一�� ��

图 � 温度
、
湿度 与置草炭应病发病率的关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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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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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置草品种
、

栽培环境与病害发生的关 系 作者曾对查草
，
重瓣茸草及��多个品 种 的

多倍体董草进行发病率调查
。

其结果
，
所有聋草均感病

，
无非感病程度有差异

。

普通聋草发

病率为�������
，
重瓣查草及多倍体营草发病率为�������

， 病害发生还与栽培环境有

关
。

据调查
，
在排水良好

，
土层肥沃的环境中

，
植株生长茂盛

，
花色鲜艳

，

发病率仅����

���
，
而排水不良

，
土壤脊薄的环境

，
发病率达���以上

。

�
�

� 病原菌的生物学特性

�
�

�
�

� 培养基时病菌生长的影响 表 �表明
，
病菌在供试的 �种培养基中均能生长

，
其生长

量经 ���测验�。 ，， 病菌在 �种培养基中生长差异显著
，
以 ��� 培养基中生长最好

，
其次是

���
，
在���培养基中最差

。

表 � 不同培养甚对病菌生长的形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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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 养 基 ��� ��� ���� �� ���� ���� �� ��� ���

菌落平均扩大直径 �� �� �� �� �� �� �� �� ��

����

差异显著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注
�
��� 为马铃薯葡萄搪琼脂， ��� 为马铃，蔗锗琼脂， ���� 为黄豆粉蔗搪琼脂， �� 为玉米粉琼脂， ���� 为

营草叶汁葡萄搪琼脂一 ���为��������� 琼脂， ��为蛋白膝琼脂，
���为�

�����琼脂， ���为 ����蔗 糖

琼脂

�
� ‘ � 温度对病菌生长的影响 �����℃温度范围测试结果列于表 �

�

由表可知
，
菌 丝 生

长的适宜温度为�����℃ ，
最适为��℃左右，

低于��℃生长缓慢
，
超过��℃几乎不能生长

。

表 � 不同通度对病菌生长的形晌
����� � ������� �������������� �� ��� ������ ������������� �� ��� �

温 度 �℃�

菌落平均扩大直径
����

�� �� �� �� ��

�� �� �� �� 不 长

�
�

�
�

� �� 位对病菌生长的影响 试验结果表明
，
病菌在 �� 值为 ����时均能生长

，
适宜

��值为 �� �，
最适为 ��见表 ��

�

�
。
�

�

� 分生抱子萌芽习性 分生抱子在清水中能萌芽
，
萌芽时从一端或两端长出芽管

，
分生

抱子萌芽的适宜温度为�����℃ ，
最适为��℃ ，

低于��℃或高于��℃抱子几乎不能 萌芽�见

表 ��
�

抱子萌芽率不但与温度有关
，
而且与基质有关

。

在清水中萌芽率
’

为���
，
而 在��查

草叶汁中萌芽率为���以上
。

�
�

�
�

� 病菌致死温度 病菌抱子在�����℃的温度范围内测定结果
，
其致死温 度 为��℃ ，

�����
。

�
�

�
�

� 杀菌剂对病菌的抑菌作用 测定了��种杀菌剂对查草炭疽病病菌抱子萌芽与菌 落生

长的抑菌效果
，
其结果列于表 �

�

由表 �可知
，
大福丹

、

三福美
、

百菌清 �种农药对抱子萌

芽及菌丝生长的抑菌效果达���写
，
三环哇

、

代森锰锌
、
代森锌 �种农药的抑菌效果均在��写

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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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不同 �� 值对病菌生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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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值 ��

菌落扩大直径
����

�� �� �� �� �� �� ��

表 � 分生抱子萌芽与沮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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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萌 芽 率 ���
温 度 �℃�

�� ���

� �

介���舀，︼吸��‘��任，���
�矛���

�‘�

�“叮��
︹����”�﹄�������舀妇��‘�

�

�� � � � �

���������������曰

表 � 杀菌荆对病菌的抑菌效果
����� � ������� �� �����������七����� ����������

药 剂 名 称
抑制袍子

稀释倍数 检查抱子数 抱子萌芽数 萌 芽 率
���

菌落扩大
直 径
����

抑 菌 率

���

���三环睽 ���� ��� �� ��
�

�� �
�

� ��
�

��

���多菌灵 ���� ��� �� ��
�

�� ��
�

� ��
�

��

���增效多菌灵 ���� ��� �� ��
�

�� �
�

� ��
�

��

���多丰农 ���� ��� �� ��
�

�� �
�

� ��
�

��

���大福丹 ���� ��� � ��� � ���

���叶青双 ���� ��� ��� �
�

�� ��
�

� �
�

��

���代森锌 ���� ��� �� ��
�

�� �
�

� ��
�

��

���代森锰锌 ���� ��� � ��
�

�� �
�

� ��
�

��

���百菌清 ���� ��� � ��� � ���

���甲基托布津 ���� ��� �� ��
�

�� �
�

� ��
�

习�

���三福美 ���� ��� � ��� � ���

���甲霜灵 ���� ��� ��� ��
�

�� ��
�

� �
�

��

���清水� ��� ��� ��
�

�

� 小结与讨论

�
�

� 首草炭疽病是危害首草的一种重要病害
，
其病原菌系百合科 炭 疽 刺 盘 抱 菌 ��������

·

州���� ��’��’������ ����
�

�
�

此菌除危害首草外
，
还危害莺尾

、

玉替
、

百合等植物
。

病菌以

菌丝或分生袍子在露地患病组织内越冬
，
翌年春天病菌抱子借风雨传播危害

。

病叶是初次侵

染和再次侵染的侵染源
。

因此清除病叶
，
是防治此病的重要措施

。

�
�

� 病害的发生与温度
、

湿度
、

降雨量
、

雨 日等气象因子密切相关
。

在杭州发病期为 ���

月
，
其中�月下旬至 �月及 �月下旬至 �月为发病盛期

。
这是因为此时正值梅雨季节与秋雨



�期
’

姜凤丽等
�
置草炭疽病的研究

季节
，
气候温暖

、

湿润
，
十分利于病菌的扩散传播

。

导致病害流行
。

湿度
、

雨日与病害发生

相关极显著
，
湿度高

、

雨日长发病则重
，
反之则轻

。

�
�

� 室内测定所获得的适宜病菌生长的温度为�����℃ ，
这与自然界发病倩况基本相符

。

�
�

� 试验结果表明
�
越冬抱子初次释放日期加之潜育期即为发病初期

。

这与圃地发病情况相

吻合
。

因此作者主张用漏斗法���或玻片法�’�捕捉越冬抱子 ，
来测定病菌初次侵染日期

，
作为

第 �次喷药的依据
，
改变待病斑出现后才喷药防治的格局

。

这在防治上将更能奏效
。

�
�

� 室内抑菌试验表明
�

大福丹
、

三福美等 �种农药对查草炭疽病病菌具有良好的抑 菌 效

果
，

但还需进一步在圃地应用
，
进一步确定其防治效果

。

�
�

� 除炭疽病危害查草外
，
还有一种锈斑病�非锈病�危害莹草

，
而且往往与炭疽病并发

。

两

病之间究竟有何关系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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