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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用不同浓度的木霉发酵液对番茄种子和幼苗进行处理 , 研究其对种子活力及幼苗生长的影响。结果表明 : 木霉在适量浓度下 , 可
显著提高番茄种子的发芽率及幼苗鲜重 ,并能促进地上、地下部分的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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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the Metabolic Product of Trichoder ma on Seed Vigour and Seedling Growth of Tomato
WU Li- min et al  ( Depart ment of Plant Protection , Henan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 nxiang , Henan 453003)
Abstract  Tomato seeds were pretreat ment withthe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the product of Trichoder ma and 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germi nation rate
and vigour index of tomato seed were notably increased , and the pretreat ment with1∶100 and 1∶1000 dil utionrate was the most effective . Effects of Tri-
choderma on seedling growth of tomato were positive and the lengthof hypocotyls and the number and weight of crown gall were enhanced ; the fresh weight
of leaf , stemand root systemof Trichoder ma was also increas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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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霉能够刺激植物生长。康氏木霉( T . koni ngii ) 不仅能

有效地防治棉花苗期立枯病和菜豆炭疽病, 而且可以明显促

进棉花和菜豆的生长发育[ 1] 。Altomare 等发现, 哈茨木霉菌

株T22 具有溶解可溶性或微溶性矿物质的能力 , 通过螯合或

降解可溶解金属氧化物 , 促进植物对矿物质的吸收, 提高植

物的生长量[ 2] 。Chang 通过试验证实, 当用泥土或糠为基质

的哈茨木霉培养物或其分生孢子悬浮液处理土壤后, 辣椒、

长春花和菊花等植物均会出现发芽率提高、开花早而多、植

株高及鲜重增加的现象[ 3] 。木霉T2-16 发酵产物能显著提高

杂交水稻的种子活力、根系活力, 提高秧苗中蛋白质和叶绿

素的含量 , 显著降低秧苗苗期立枯病的发病率[ 4] 。笔者用不

同浓度的木霉发酵液对番茄种子和幼苗进行处理, 研究木霉

代谢产物对番茄种子活力及幼苗生长的影响。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 木霉菌株由河南科技学院植物保护系植物病理

实验室提供。供试番茄品种为世纪粉冠, 由河南聚丰种子有

限公司生产。

1 .2 供试木霉菌株发酵产物的制备[ 4]  供试菌株为河南科

技学院植物保护系实验室从该校试验田采集的土样中分离

得到。将该菌在PDA 平板固体培养基上于26 ℃下培养7 d

后, 用适量灭菌的0 .1 % 吐温80 将平板表面孢子洗脱, 孢子

悬浮液通过2 层无菌纱布过滤后, 将其终浓度调至1 ×108

个/ ml 孢子。在装有150 ml 改良 GPF 培养液的500 ml 三角瓶

中, 接种10 ml 木霉孢子悬浮液, 置于摇床中于28 ℃、180

r/ min条件下发酵培养10 d。以灭菌水为对照。然后将发酵

液用滤纸过滤, 得到无菌丝、无孢子的滤液备用。

1 .3 木霉发酵产物对番茄种子活力的测定[ 5]  将木霉发酵

液稀释成5 个浓度 , 以无菌水为对照, 共6 个处理 , 重复3 次。

在培养皿中放一张大小适宜的滤纸, 每皿中放入大小、饱满

程度基本一致的番茄种子30 粒, 再倒入配好的不同浓度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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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霉发酵液, 盖上皿盖, 并贴上标签。置于昼夜温度25 ℃、

光照12 h/ d 的人工气候箱中培养。此后, 每天定期对培养皿

喷一定量的灭菌水。10 d 后 , 吸干番茄种子表面的水分 , 统

计番茄种子的发芽率 , 并测量鲜重、茎长和主根长。

1 .4 木霉发酵产物对番茄幼苗生长的影响[ 6]  室内盆栽番

茄, 按常规方法管理, 在出苗后3 d 用不同浓度的木霉发酵液

对幼苗进行灌根处理。分别于处理后10、20 d , 测定植株株

高、叶面积、主根长及单株鲜重。

2  结果与分析

2 .1  不同浓度的木霉发酵产物对番茄种子活力的影响 表

1 表明, 木霉发酵液在高浓度时抑制番茄种子的活力, 在低浓

度时可提高番茄种子的活力。不同浓度的木霉发酵液处理

的番茄种子, 其茎长和鲜重均大于对照, 其中以100 倍液的

效果最好, 增加率分别达到100 .00 % 、56 .08 % , 均高于对照和

其他稀释浓度。

  表1 不同浓度的木霉发酵产物对番茄种子活力的影响

处理
发芽率

%

增加率

%

鲜重

%

增加率

%

茎长

c m

增加率

%

主根长

cm

增加

率∥%
原液 70 .57 - 13 .59 c 0 .11 - 15 .38 d 1 .01- 31 .76 c 3 .11 - 43 .86 d

10 倍液 87 .76 7 .46 b 0 .23 76 .92 b 2 .17 46 .62 a 8 .57 54 .69 b

100 倍液 92 .13 12 .81 a 0 .26 100 a 2 .31 56 .08 a 9 .43 70 .22 b

1 000 倍液 95 .34 16 .74 a 0 .20 53 .85 b 1 .65 11 .49 b 10 .89 96 .57 a

10 000 倍液 83 .33 2 .03 b 0 .16 23 .08 c 1 .62 9 .46 b 6 .06 9 .39 c

CK( 灭菌水) 81 .67 0 .00 b 0 .13 0 .00 d 1 .48 0 .00 c 5 .54 0 .00 c

 注 : 表中不同小写英文字母表示在0 .05 水平上差异显著。下同。

2 .2  不同浓度的木霉发酵产物对番茄幼苗生长的影响 由

表2 可以看出, 木霉发酵液对番茄幼苗的叶面积、株高、鲜重

和根长有一定的影响 , 不同稀释倍数的木霉发酵液对番茄的

生长均有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 其中10 和100 倍液的木霉发

酵液对番茄叶面积、株高和鲜重的促进效果最好 ,1 000 倍液

的木霉发酵液对番茄根长的促进效果最好。

3  小结与讨论

该试验结果显示 , 木霉在适量的浓度下, 对番茄种子活

力和幼苗生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这可能是: ①所用的菌

株和培养条件不同。前人试验结果表明, 不同的木霉种或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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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 参试油菜新品种( 系) 主要性状的比较

品种
主要经济性状

角果数 角粒数 千粒重∥g

生育期

成熟期 较CK±∥d

菌核病

病率∥% 病指∥%
抗倒性 抗寒性

生长一致性

苗期 薹期 成熟期

不育

株∥%
04-P63-1 471.8  22 .07 3 .29 05-16～19 - 1 .00 15 .78  7 .19 强  46 .10 齐 齐 齐  0 .68

04-P63-3 411.1 18 .23 3 .44 05-15～19 - 1 .67 38 .78 22 .34 较强 47 .44 较齐 中 齐 14 .12

04-P64-2 430.4 18 .20 3 .37 05-15～18 - 1 .33 23 .11 11 .62 中 39 .56 齐 较齐 齐 10 .46

04-P64-5 433.9 18 .37 3 .56 05-15～19 - 1 .67 14 .44 7 .32 较强 45 .21 较齐 齐 齐 35 .68

04-P64-8 425.5 18 .90 3 .33 05-15～18 - 1 .00 15 .10 7 .66 较强 44 .56 较齐 较齐 齐 15 .10

皖油14( CK) 473.2 17 .90 3 .20 05-16～20 - 20 .89 10 .66 中 46 .56 齐 齐 齐 2 .68

2 .6 生长一致性  由表2 可见,04- P63-1 和 CK 植株的生长

一致性好, 其余较好或中等。

3  品系简介

3 .1 04- P63-1 3 个试验点平均单产3 054 kg/ hm2 , 居试验首

位, 比皖油14( CK) 增产15 .27 % , 达极显著水平。3 个点都增

产, 是一个丰产性好、适应性强的品种。生育期比 CK 早1 .0

d ; 单株有效角果数平均471 .8 个, 角粒较多, 为22 .07 粒, 粒

重仅3 .29 g ; 菌核病发病率15 .78 % , 平均病指7 .19 % , 不育株

率最低仅为0 .68 % , 抗倒性强。建议进行生产性试验, 为推

广种植做好准备。

3 .2  04-P64-8  3 个试验点平均产量为2 719 kg/ hm2 , 居第2

位。比CK 增产2 .97 % , 达显著水平。2 个试点增产, 适应性

较好; 生育期比对照平均早1 .0 d ; 单株有效角果数425 .5 个 ,

角粒数18 .9 个, 千粒重达3 .33 g ; 菌核病发病率15 .11 % , 病

指20 .89 % , 不育株率较高为15 .1 % , 抗倒性较强。建议加强

制种的管理工作, 降低不育株 , 参加生产性试验。

3 .3 04- P64-2 3 个试验点平均产量2 567 kg/ hm2 , 居参试第

4 位。比CK 减产2 .56 % , 达显著水平。1 个点增产,2 个点减

产, 对地区的适应性一般; 生育期比 CK 早1 .33 d ; 单株有效

角果数平均430 .4 个, 角数粒18 .2 粒; 菌核病发病率23 .11 % ,

病指11 .61 % , 不育株率中等为10 .46 % , 抗倒中等。建议继

续进行试验。

3 .4  04- P64-5  3 个试验点平均产量2 439 kg/ hm2 , 居参试第

5 位。比CK 减产7 .64 % , 达极显著水平。3 个点都减产, 适

应性差; 生育期比对照早1 .67 d ; 单株有效角果数最多, 平均

463 .2 个, 角数粒18 .37 粒, 千粒重为3 .56 g ; 菌核病平均发病

率14 .44 % , 病指7 .32 % , 不育株率最高为35 .68 % , 抗倒性较

强。建议再参加试验1 年。

3 .5  04- P63-3  3 个试验点平均产量2 264 kg/ hm2 , 居参试第

6 位。比CK 减产14 .24 % , 达极显著水平。3 个点都减产, 对

地区的适应性差; 生育期比对照早1 .67 d ; 单株有效角果数仅

411 .1 个, 角数粒18 .23 粒, 千粒重为3 .44 g ; 菌核病发病率

38 .78 % , 病指22 .34 % , 不育株率中等为14 .12 % , 抗倒性较

强, 建议不再参加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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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其次生代谢产物有很大的差异 ; 同一菌株在不同的培养

基质中所产生的代谢产物也有不同。另外 , 也与施用木霉

菌株的数量有密切的关系。②在该试验中 , 对木霉代谢产

物采取特定的处理 , 破坏了对植物有毒性的物质, 而对番茄

生长具有促进作用的物质还存在。

  表2 不同浓度的木霉发酵产物对番茄幼苗生长的影响

处理

处理后10 d
叶面积

cm2

增长率

%

株高

cm

增长率

%

鲜重

g

增长率

%

根长

cm

增长率

%

处理后20 d
叶面积

cm2

增长率

%

株高

cm

增长率

%

鲜重

g

增长率

%

根长

cm

增长率

%

原液 2 .72 19 .82 b 9 .54 21 .22 b 1 .85 65 .18 b 4 .21 27 .96 b 52 .97 23 .73 b 17 .50 26 .81 b 6 .10 50 .99 a 7 .93 21 .63 c

10 倍液 2 .83 24 .67 b 10 .26 30 .37 b 2 .04 82 .14 a 4 .47 35 .87 b 56 .15 31 .16 a 19 .75 43 .12 a 6 .13 51 .73 a 9 .27 42 .18 b

100 倍液 3 .39 49 .34 a 12 .39 57 .43 a 2 .23 99 .11 a 3 .65 10 .94 c 60 .42 41 .14 a 20 .65 49 .64 a 6 .14 51 .98 a 7 .25 11 .20 c

1 000 倍液 2 .56 12 .78 b 9 .15 16 .26 b 1 .70 51 .79 b 5 .65 71 .73 a 49 .04 14 .55 b 16 .65 20 .65 b 4 .92 21 .78 b 12 .70 94 .79 a

10 000 倍液 2 .31 1 .76 c 8 .72 10 .80 b 1 .31 16 .96 c 3 .43 4 .26 c 45 .76 6 .89 b 15 .20 10 .14 c 4 .18 3 .47 c 7 .19 10 .28 c

CK( 灭菌水) 2 .27 0 .00 c 7 .87 0 .00 c 1 .12 0 .00 d 3 .29 0 .00 c 42 .81 0 .00 c 13 .80 0 .00 d 4 .04 0 .00 d 6 .52 0 .00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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