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菜豆炭疽病是由豆刺盘孢菌（Colletotirchum
Lindemuthianum）引起的种传病害，它危害菜豆荚和茎

叶。尤其是对食荚菜豆，严重影响其品质和产量，是菜

豆生产中的主要病害之一，可直接造成至少20%~30%

经济损失。对于该病害的防治，种植选育抗病品种则

是经济而又安全的最佳措施。为使抗病品种的选育更

具有针对性，笔者在辽宁尤其是辽南10个地市区采集

病原菌，采用国际鉴别寄主[1]进行鉴定，以确定菜豆生

产区炭疽病菌的生理小种。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病原菌菌株

1999—2005年采集分离菜豆炭疽病菌菌株10个，

分别采集于大连（6菌株），庄河，大石桥，旅顺，沈阳等

地区，编排序号为1~10。

1.2 病原菌的分离，保存与培养

病原菌分离自病荚，分离采用显微单孢分离法[2]。

病菌在 4 ℃下保存于 PDA 试管斜面，病菌培养采用

MA培养基[3]，23 ℃培养15天后接种。

1.3 鉴别寄主

国际上采用的鉴别寄主（7个品种）由中国农科院

品资所从加拿大植病专家 J.C.Tu 博士出引进的。

Dark red Kidney(D.R.K)，Widusa(W)，Kaboon(K)，

Michelite(M)，Sanilac(S)，Prelude(P)，Cornel l49-242

(C)。下表1鉴别寄主名称用括号内的字母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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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地区菜豆炭疽病生理小种初鉴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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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由豆刺盘孢菌侵染引发的菜豆炭疽病，是菜豆生产中的主要病害，可造成直接减产3成以上，对

此选育抗病品种是目前解决这一难题的最为有效的途径。中国菜豆炭疽病菌生理小种多样化，地域分

布较为广泛与复杂。为了使选育抗病品种更有针对性，对辽宁 10 个地市区菜豆炭疽病菌进行采集调

查，以期确定该区域优势生理小种，为抗病品种的选育明确方向。对采集来的菌株，采用显微单孢分离

法分离，在4 ℃下保存于PDA试管斜面上，采用MA培养基，在23 ℃培养15天后，采用国际鉴别寄主进

行室内接种鉴定，其结果上述参试菌株均为α生理小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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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the First-appraise about the Race of Colletotrichum lindemuthianum in Liaoning
Li Mei

（Dalian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Dalian Liaoning 116036）
Abstract: The anthracnose is the main disease in bean production which is caused by Colletotrichum
Lindemuthianum.It can reduce the output about 30% directly. Now the most appropriate and effective way to
resolve the hard problem which is breeding disease-resistant varieties. In China, the race of Colletotrichum
Lindemuthianum. Appears diversity, and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is more extensive and complex. The
author investigated the Colletotrichum Lindemuthianum. Which were collected in 10 different areas in Liaoning
with a view to determining the dominant race? Using the micro-single spore separation the strains, and were
stored under 4 ℃ in test-tube slant on the PDA, and cultured in MA medium at 23 ℃.After 15 days,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se strins are all αrace.
Key words: bean, Colletotrichum lindemuthianum, race, differential hosts, Liao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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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接种

用无菌水冲洗下MA平皿培养中的分生孢子滤除

菌丝，配成配成2.4×106个孢子/mL浓度的分生孢子悬

浮液（用血球计算器统计），喷雾期选为菜豆有两片真

叶和一个小心叶（简称两叶一心）时，接种时室内温度

保持 17 ℃左右，湿度 100%（用LJ-15B离心加湿器），

遮光 48 h后，缓慢升温至 25~26 ℃，湿度不低于 80%。

接种7天后进行病情调查。

1.5 抗性鉴定标准

参照《粮食作物种质资源病虫鉴定方法》中菜豆炭

疽病一节，分级记载，划分发病等级。

0级：叶片上不见侵染病斑；

1级：叶脉上仅有零星小点状病斑，病区占全叶1%以下；

3级：叶脉上病斑长度1~2 mm，病区占全叶1%~10%

以下；

5级：叶脉上病斑长度2.1~5 mm，病区占全叶（茎）

10%~25%；

7级：病斑较大长度为5.1 mm以上，叶片（茎）大量

发病，变褐色枯萎，病区占全叶（茎）25%~50%；

9级：病斑多数相连，叶片枯萎甚至死亡，病区占

5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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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I）病指为0；抗（HR）病指0.1~2.0；

抗病（R）病指2.1~15.0；

中抗（MR）病指15.1~40；

中感（MS）病指40.1~60.0；

感病（S）病指60.1~80.0；高感(HS) 病指80.1~100.0。

表1 采集10个地区的菜豆炭疽病菌在鉴别寄主上的反应

注：列表病情指数均为三次平均数，根据病情指数划分抗病，感病品种及抗、感病程度。

表2 已知生理小种在鉴别寄主上的反应

2 鉴定结果：（病情指数）

（1）这 10个菌株，接种鉴定，调查发病等级，计算

病情指数，进行抗性评价，如表1所示。

（2）与已知的生理小种（见表 2）在鉴别寄主上的

反应相比照，上述参试菌株均为α小种。

3 问题与讨论

从上述试验结果来看，抗炭疽病育种工作应针对

α小种进行。对不同菜豆生产区域的炭疽病菌采集鉴

别工作还应继续进行，关注病菌致病性的变异[4]，明确

优势小种，为抗病育种明确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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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株1

12.6 mR

95.3 hS

9.5 mR

84.1 hS

20.1 mR

86.6 hS

12.6 mR

菌株2

10.5 mR

97.7 hS

6.5 mR

97.3 hS

11.6 mR

100 hS

12.4 mR

菌株3

12.1 mR

89.4 hS

11.1 mR

91.5 hS

14.7 mR

100 hS

14.0 R

菌株4

8.5 mR

100 hS

11.5 mR

59.3 mS

18.2 mR

93.6 hS

21.9 mR

菌株5

8.9 mR

100 hS

8.3 mR

97.4 hS

21.7 mR

97.1 hS

26.0 mR

菌株6

13.6 mR

97.9 hS

12.9 mR

93.0 hS

15.0 R

90 hS.6

6.3 R

菌株7

0.94 hR

49.9 mS

16.9 mR

72.5 S

11.6 mR

87.5 hS

6.2 mR

菌株8

20.2 mR

83. hS 5

18.7 mR

80.9 hS

29.1 mR

87.4 hS

7.2 mR

菌株9

1.8 hR

53.4 mS

3.6 mR

67.6 S

8.3 mR

86.9 hS

1.3 hR

菌株10

14.6 mR

90.8 hS

13.1 mR

89.4 hS

14.9 mR

77.0 S

10.7 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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