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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根据撑绿竹症状特征和病原菌形态特征等特点 , 撑绿竹炭疽病的病原菌鉴定为半知菌亚门刺盘孢属 Colletotrichum coccodes
( Wallr .) Huges。供试的10 种杀菌剂对病原菌菌丝的抑制作用结果表明 , 室内药剂筛选试验以10 %世高WG、50 % 多菌灵 WP、60 %茄苯得
WP 和80 % 炭疽福美抑制效果最好 ,50 % 氯溴异氰尿酸、64 % 福乐尔、78 % 科博、64 % 三乙膦酸铝 WP ,65 % 代森锌抑菌率相对较低 ,50 % 福
美双抑菌率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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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PathogenIdentification on Anthracnose in Ba mdusa pervari abilis Grandis Nin and Screening on Control Medica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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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the symptomcharacteristics of Ba mdusa pervariabilis Grandis Nin and the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pathogen, the pathogen of anthracnose in Ba mdusa pervariabilis Grandis Nin was identified as Colletotrichumcoccodes ( Wallr .) Huges , Colletotrichum
spp . , Deuteromycoti na . The results of the i nhibitory effect of 10 tested bactericides on the hypha of pathogen showed that the i nhibitory effects of 10 %
difenoconazole WG, 50 % carbendazi m WP, 60 % Jiabende WP and 80 %ziram-thiramwere best inthe indoor medicament screening test , the bacteriosta-
sis rate of 50 % chlorobromoisocyanuric acid , 64 % Fuleer ,78 %cuprofix ,64 % fosetyl-aluminium WP and 65 % Zineb were relatively lower and that of
50 % thiram was wor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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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撑绿竹( Ba mdusa pervari abilis Dendrocalamopsis daii .) 是广

西柳州林业科学研究所历经12 年以撑篙竹为母本、大绿竹

为父本杂交选育出来的优良杂交种, 优点是出笋多, 生长快 ,

产量高, 无性繁殖力强, 既是纸浆材、纺织材, 又是优良的笋

用竹种[ 1] 。随着竹业生产集约化程度的逐渐提高 , 撑绿竹种

植面积不断扩大, 病害种类、发病程度也随之增多。调查发

现, 撑绿竹炭疽病是撑绿竹的重要病害 , 主要危害茎秆, 严重

时引起整株枯死。为了有效地控制该病的发生和蔓延 , 提高

竹子的经济效益, 笔者于2005 年9 月～2006 年11 月调查了

赤水撑绿竹炭疽病的发生情况, 从基地采集病株标本, 然后

分离、鉴定, 并且进行杀菌剂室内筛选试验。

1  材料与方法

1 .1 症状观察和标本采集 调查赤水市旺隆镇、官渡镇、大

同镇、长沙镇、长期乡、丙安乡等地撑绿竹主要栽培区炭疽病

的典型症状, 记录发病特点。采集炭疽病症状典型的新鲜病

株, 供室内鉴定。

1 .2 病原菌鉴定

1 .2 .1 分离培养。直接挑取病组织镜检, 同时用组织分离

法在PDA 上进行纯菌株培养, 获得供试菌株, 并且保存于

10 ℃冰箱中待用[ 2] 。

1 .2 .2 致病性测定。用分离所得的纯菌株配成孢子悬浮

液, 把孢子液涂抹于新鲜健康的离体寄主茎秆上, 以无菌水

保湿作对照( CK) , 然后将接种的茎秆放入具有湿润滤纸

( 2 200 mg/ L 苯艹
丙 咪唑) 的培养皿中, 置于28 ℃左右的温箱内

保湿培养 , 每个处理3 次重复, 定期观察发病情况, 记录接种

结果, 并对接种成功的进行组织分离。发病后从病组织上挑

取子实体镜检, 描述病原菌形态特征, 测其大小。将自然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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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与接种发病的病原菌进行形态比较, 参考有关文献确定病

原菌的种类[ 2 - 3] 。

1 .3 药剂对病菌菌丝生长的抑制试验

1 .3 .1  供试药剂。65 % 代森锌 WP( 成都双流化学品厂) ,

50 % 多菌灵 WP( 湖南省东永农药厂) ,50 % 福美双 WP( 河北

冠龙农药有限公司生产) ,10 % 世高 WG( 江苏诺华农化有限

公司) ,60 % 茄苯得 WP( 上海华泰农药有限公司) ,50 % 氯溴

异氰尿酸 WP( 浙江省绍兴天诺农化有限公司) ,64 % 福乐尔

WP( 西安近代农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8 % 科博 WP ,64 % 三

乙膦酸铝 WP ,80 % 炭疽福美 WP( 河北师大化工厂) 。

1 .3 .2 抑菌试验。用10 种供试药剂配制成不同浓度PDA

平板, 将已培养好的病菌用打孔器把菌落打成直径5 mm 的

菌饼, 然后移到含药PDA 平板上, 另设清水空白对照。每个

处理重复3 次,25 ℃恒温培养7 d 后 , 用十字交叉法测量菌落

直径, 计算抑菌率。计算公式为:

抑菌率( %) = ( 对照菌落直径- 5) - ( 处理菌落直径- 5)
对照菌落直径- 5

×100 ( 1)

2  结果与分析

2 .1 症状特点  调查发现, 撑绿竹炭疽病可危害叶片和茎

秆, 主要危害茎秆。初期病斑圆形至椭圆形, 中央灰白色, 边

缘暗褐色, 扩展后可相互连合成大斑; 危害严重时, 后期竹茎

在节间处变软, 萎缩, 全茎变黑, 上面着生淡黄色小点。

2 .2 病原菌鉴定

2 .2 .1 病原菌的致病性测定。试验表明, 接种发病植株的

症状与田间植株症状相同; 取病部组织分离, 在PDA 上培养,

镜检病原菌 , 分生孢子的形态特征和田间病株上的病原菌

相同。

2 .2 .2 病原菌的形态特点。镜检病原菌, 分生孢子盘为浅

褐色, 直径150 ～168 μm; 分生孢子盘上着生刚毛, 刚毛暗褐

色, 直立, 顶端略尖,1 ～3 个隔膜, 大小为( 50～149) μm×

( 3～5) μm, 呈放 射状排 列于分生孢子盘上 ; 分生 孢子圆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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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不同药剂对撑绿竹疽病菌菌丝生长抑制作用

Table 1 The inhibition effect of different medicaments on mycelial growth

of Ba mdusa Anthracnose

药剂

Medicament

剂量

Dosage

μg/ ml

菌落直径

Colony diameter

mm

抑菌率

Inhibition

rate∥%
10 %世高 1 200   5 .0 100 .00

10 % difenoconazole 1 500 15 .0 77 .38

1 800 16 .0 75 .11

2 000 17 .2 72 .39

2 500 25 .5 53 .62

50 %多菌灵 300 5 .0 100 .00

50 % carbendazi m 500 14 .3 78 .96

700 16 .2 74 .67

900 19 .8 66 .52

1 200 26 .5 51 .36

60 %茄苯得 500 5 .0 100 .00

60 % Jiabende 600 9 .5 89 .82

800 14 .5 78 .51

1 000 17 .8 71 .04

1 200 21 .7 62 .22

80 %炭疽福美 300 5 .0 100 .00

80 % thiram+ziram 500 10 .8 86 .88

600 14 .5 78 .51

800 23 .2 58 .82

1 000 25 .2 54 .29

50 %氯溴异氰尿酸 800 29 .0 45 .70

50 % chlorobromoisocyanuric acid 1 000 30 .2 42 .98

1 200 33 .0 36 .65

1 300 33 .7 5 .07

1 500 38 .0 25 .34

64 %福乐尔 400 20 .3 65 .38

64 % fuleer 600 25 .0 54 .75

800 27 .3 49 .55

1 000 27 .7 48 .64

1 200 28 .5 46 .83

78 %科博 200 28 .8 46 .15

78 % cuprofix 400 34 .5 33 .26

500 37 .8 25 .79

700 38 .8 23 .53

900 43 .8 12 .22

64 %三乙膦酸铝 400 28 .8 46 .15

64 % phosethyl-Al 600 37 .3 26 .92

800 39 .7 21 .49

1 000 40 .3 20 .14

1 200 41 .7 16 .97

65 %代森锌 300  22 .8 59 .73

65 % mancozeb 400 30 .0 43 .44

500 30 .7 41 .86

700 33 .2 36 .19

800 37 .2 27 .15

50 %福美双 200 37 .5 26 .47

50 % thiram 400 39 .8 21 .30

600 40 .0 20 .81

800 42 .7 14 .71

1 000 45 .8 7 .69

CK - 49 .2  -

形, 极少梭形, 两端顿圆, 无色, 单胞, 两端含颗粒状物, 大小

为( 7 ～11) μm×( 3 ～5) μm。纯化的菌株在PDA 上, 菌落边

缘整齐 , 菌丝体不发达, 毛绒状, 初期白色,5 d 后在PDA 上产

生淡黄色的孢子团, 即病菌的分生孢子。根据病原菌的形态

特征、培养特性和致病性测定结果, 参考有关文献[ 3 - 6] , 确

定引起该病的病原菌为 Colletotrichu mcoccodes ( Wallr .) Huges 。

2 .3 药剂对病菌菌丝生长的抑制作用  由表1 可以看出 ,

对撑绿竹炭疽病菌菌丝生长有较强抑制作用的杀菌剂有

10 % 世高 WG、50 % 多菌灵 WP、60 % 茄苯 WP 和80 % 炭疽福

美, 在较高的浓度下杀菌率均为100 % ;50 % 氯溴异氰尿酸、

64 %福乐尔、78 % 科博、64 % 三乙膦酸铝、65 % 代森锌的抑菌

率相对较低,50 % 福美双的抑菌率最低。

3  结论与讨论

室内药剂筛选试验表明以10 % 世高 WG、50 % 多菌灵

WP、60 % 茄苯 WP 和80 % 炭疽福美对撑绿竹炭疽病病原菌的

抑制效果最好 ,50 % 氯溴异氰尿酸、64 % 福乐尔、78 % 科博、

64 % 三乙膦酸铝、65 % 代森锌对撑绿竹炭疽病病原菌的抑菌

率相对较低,50 % 福美双的抑菌效果最差。室内药剂筛选试

验只是一个理论数据, 仅为田间药剂筛选提供参考, 筛选出

的药剂用于大田防治还有待于进一步田间试验。

由于撑绿竹在赤水大面积长期单一种植, 该地区的气候

多处于高温高湿润气候, 有利于炭疽病病原菌的生长。一旦

栽培管理粗放, 容易造成大面积感病, 增加防治的难度。所

以, 应加强竹园管理, 及时摘除发病枝条、病叶、茎秆, 并带出

竹园外烧毁或深埋, 与化学防治相结合可以减少发病危

害[ 7 - 9] 。撑绿竹炭疽病发生发展规律及病害的侵染循环有

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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