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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假尾孢属真菌 9个省级新记录种

翟凤艳1 ,刘英杰1 ,李　玉2＊

(1.河南科技学院 , 河南 新乡 453003;2.吉林农业大学 食药用菌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 吉林 长春 130118)

摘要:报道了我国假尾孢属真菌 9 个省级新记录种 ,包括广西省新记录种构树假尾孢 、粗梗假尾

孢 ,黑龙江省新记录种胡枝子假尾孢 、月见草假尾孢 ,辽宁省新记录种插天泡假尾孢 、帝汶假尾孢 ,

江苏省新记录种菊生假尾孢 ,河北省新记录种桑假尾孢 ,北京市新记录种狭萼绣球假尾孢 ,并对这

些种的形态特征及所致病斑症状的特点分别进行了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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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ne Provincial New Record Species of Pseudocercospora in China

ZHA I Feng-yan1 , LIU Ying-jie1 , LI Yu2＊

(1.Henan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Xinxiang 453003 , China;2.Eng ineering Resea rch Center o f

M inistry o f Educa tion fo r Edible and Medicina l Fungi , Jilin Ag ricultural Univer sity , Changchun 130118 , China)

Abstract:Nine provincial new reco rds of Pseudocercospora we re repo rted.P.broussonetiae and P.

legum inum were new to Guangxi pro vince , P.lateens and P.oenotherae new to Heilongjiang prov-

ince , P.rubi and P.t imorensis new to Liaoning province , P.chrysanthemicola new to Jiang su

pro vince , P.mori new to Hebei pro vince and P.hy drangeae-angustipetalae new to Beijing .The

mo 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species and spot symptoms on leaves we re describ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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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尾孢属(Pseudocercospora)在分类上隶属于

无性态真菌(anamorphic fungi)的丝孢纲(Hypho-

mycetes),丝孢目(Hyphomycetales)[ 1] 。到目前为

止 ,我国共报道假尾孢属真菌 306种
[ 2]
。假尾孢属

真菌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和研究价值 ,常寄生植物

引起病害 ,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 3-5] 。同时假尾孢毒

素具有一定的开发利用前景 ,其研究也越来越受到

重视
[ 6-8]

。

2005-2010年 ,笔者在全国范围内采集了大量

发病植物叶片 ,压干后制成腊叶标本 ,带回实验室进

行病原菌的形态显微观察和鉴定。其中鉴定出假尾

孢属真菌 9个省级新记录种 ,予以报道 ,以期为相关

病害防治和真菌开发利用提供理论依据 。

1　构树假尾孢(Pseudocercospora brous-
sonetiae(Chupp&Linder)Liu&Guo)———
广西省新记录种

形态特征:子实体叶两面生 ,以生于叶背为主。

次生菌丝体表生 ,菌丝近无色至浅青黄色 ,分枝 ,具

隔膜 ,宽 1.5 ～ 2.5μm 。子座叶表皮下生 ,球形 ,褐

色至暗褐色 ,直径 25.0 ～ 57.0μm 。分生孢子梗多

根紧密簇生在子座上或作为侧生分枝单生于表生菌

丝上 ,浅青黄色至青黄褐色 ,色泽均匀 ,宽度不规则 ,

不分枝 ,不呈曲膝状 ,直立或稍弯曲 ,顶部圆锥形 ,0 ～

2个隔膜 ,(10.0 ～ 73.0)μm ×(4.0 ～ 6.5)μm 。孢痕

疤不加厚。分生孢子圆柱形至倒棍棒形 ,近无色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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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青黄色 ,直立或稍弯曲 ,顶部钝 ,基部倒圆锥形平

截至平截 ,1 ～ 6 个隔膜 ,(18.0 ～ 65.0)μm ×(4.5 ～

6.0)μm 。

病斑特点:斑点生于叶的正背两面 ,不规则形

或多角形 ,宽 1.5 ～ 8.0mm ,有时多斑愈合 ,叶面斑

点黄褐色至暗褐色 ,叶背斑点灰褐色至褐色。

标本属性:构树 (Broussonetia papy ri f era

(L.)Vent.), 采自广西桂林(编号:MHYAU

09417)。

中国已有分布:广东 、四川 。

讨论:所观察的标本与中国已报道种
[ 2]
区别在

于后者子座较小(直径 20.0 ～ 40.0μm),分生孢子

略窄(4.0 ～ 5.0μm)。

2　粗梗假尾孢(Pseudocercospora le-
guminum (Chupp&Linder )Deight-
on)———广西省新记录种

形态特征:子实体叶背面生。菌丝体内生。无子

座。分生孢子梗从气孔伸出 ,2 ～ 11根簇生 ,浅青黄

色至浅青黄褐色 ,向顶色泽变浅 ,宽度不规则 ,直立或

弯曲 ,分枝 ,不呈曲膝状 ,具齿突 ,顶部圆至圆锥形 ,

多隔膜 ,在隔膜处缢缩 ,(47.0 ～ 286.0)μm×(4.0 ～

6.0)μm 。孢痕疤不加厚。分生孢子倒棍棒形 ,浅青

黄色 ,直立至弯曲 ,顶部钝圆至钝 ,基部倒圆锥形平

截 ,1 ～ 4个隔膜 ,有时在隔膜处缢缩 ,(16.0 ～ 75.0)

μm×(4.0 ～ 6.5)μm 。

病斑特点:斑点生于叶的正背两面 ,形状不规

则 ,宽 2.0 ～ 8.0mm ,有时多斑愈合成大型斑块 ,叶

面斑点黄色至黄褐色 ,叶背浅褐色 。

标本属性:猪屎豆(Crotalaria sp.),采自广西

百色城郊(MHYAU 09423)。

中国已有分布:海南 。

讨论:所观察的标本与中国已报道种[ 2] 区别在

于后者分生孢子梗青黄色至浅青黄褐色 ,较长(长达

380.0μm)。

3　胡枝子假尾孢(Pseudocercospora la-
teens(Ell.&Ev.)Guo&Liu)———黑龙江
省新记录种

形态特征:子实体叶背生 。菌丝体内生 。子座

球形 ,褐色至暗褐色 ,直径 21.0 ～ 51.0μm 。分生孢

子梗紧密簇生于子座上 ,青黄色至浅青黄褐色 ,色泽

均匀 ,宽度不规则 ,直立或稍弯曲 ,不分枝 ,顶部圆至

圆锥形 ,无隔膜 ,(7.5 ～ 38.0)μm ×(3.0 ～ 5.0)μm 。

分生孢子圆柱形至倒棍棒形 ,单生 ,近无色 ,直立或

稍弯曲 ,顶部近尖细至钝 ,基部倒圆锥形平截至平

截 ,多个隔膜 ,(36.0 ～ 145.0)μm×(2.5 ～ 4.5)μm 。

病斑特点:斑点生于叶的正背两面 ,圆形 、近圆

形或不规则形 ,直径 1.0 ～ 5.0mm ,叶面斑点褐色至

暗褐色 ,叶背斑点灰色至浅褐色 。

标本属性:胡枝子(Lespedeza bicolor Turoz.),

采自黑龙江齐齐哈尔(MHYAU 09413)。

中国已有分布:河北 、山西 、江苏 、台湾 。

4 　月见草假尾孢(Pseudocercospora

oenotherae(Ell.&Ev.)Liu&Guo)———
黑龙江省新记录种

形态特征:子实体叶两面生 。次生菌丝体表生 ,

菌丝近无色 ,直径 1.5 ～ 2.0μm 。子座气孔下生 ,球

形 ,浅褐色至褐色 ,直径 21.0 ～ 49.0μm 。分生孢子

梗单生于表生菌丝上或多根紧密簇生于子座上 ,青

黄色至浅青黄褐色 ,色泽均匀 ,宽度不规则 ,直立或

弯曲 ,偶尔分枝 ,0 ～ 1个曲膝状折点 ,顶部圆至圆锥

形 ,0 ～ 6个隔膜 ,(8.0 ～ 51.0)μm ×(2.5 ～ 4.5)μm 。

分生孢子圆柱-倒棍棒形或倒棍棒形 ,浅青黄色 ,单

生 ,直立或弯曲 ,顶部近尖细至钝 ,基部倒圆锥形平

截 ,多个隔膜 ,(20.0 ～ 103.0)μm×(2.0 ～ 4.0)μm 。

病斑特点:斑点生于叶的正背两面 ,圆形 、近圆

形 ,直径 2.0 ～ 4.0mm ,有时多斑愈合 ,叶面斑点灰

褐色至褐色 ,叶背斑点浅褐色。

标本属性:月见草(Oenothera bienns L.),采自

黑龙江中医学院(MHYAU 09411)。

中国已有分布:四川。

5　插天泡假尾孢(Pseudocercospora rubi
(Sacc.)Deighton)———辽宁省新记录种

形态特征:子实体叶两面生。菌丝体内生。子

座气孔下生 ,近球形 ,褐色至暗褐色 ,直径 17.0 ～

40.0μm 。分生孢子梗单生于表生菌丝上或 2 ～ 12

根至紧密簇生于子座上 ,青黄褐色 ,色泽均匀 ,宽度

不规则 ,向顶略变细 ,直立或稍弯曲 ,不分枝或偶尔

分枝 ,不呈曲膝状 ,顶部圆锥形 ,1 ～ 4个隔膜 ,(9.1 ～

65.0)μm×(2.0 ～ 5.2)μm 。分生孢子倒棍棒-圆柱

形 ,近无色至浅青黄色 ,单生 ,直立或稍弯曲 ,顶部近

尖细至钝 ,基部倒圆锥形至倒椭圆形平截 ,0 ～ 10个

隔膜 ,不明显 ,(39.0 ～ 166.4)μm ×(2.0 ～ 5.2)μm 。

病斑特点:斑点生于叶的正背两面 ,圆形或不规

则形 ,直径 0.5 ～ 9.0mm , 单生至愈合 ,叶面斑点中

央灰白色 ,边缘褐色 ,叶背斑点暗褐色 。

标本属性:黄刺玫(R ubus taivanianus M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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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采自沈阳园林所 (MHYAU 11119 , HMJAU

30167)。

中国已有分布:浙江 、江苏 、安徽 、福建 、湖南 、湖

北 、四川 、贵州 、陕西 。

6　帝汶假尾孢(Pseudocercospora timoren-
sis(Cooke)Deighton)———辽宁省新记录种

形态特征:子实体叶两面生 ,以生于叶背为主 。

菌丝体内生 。子座无或小 , 近球形 , 暗褐色 ,直径

13.0 ～ 36.0μm 。分生孢子梗 3 ～ 15本簇生 ,浅青黄

褐色至中度青黄褐色 ,顶部色泽较浅 ,向顶变窄 ,直立

或稍弯曲 ,偶具齿突 ,有时分枝 ,上部稍呈曲膝状 ,顶

部圆锥形 ,0 ～ 3个隔膜 ,(4.0 ～ 42.0)μm ×(2.6 ～

5.2)μm 。孢痕疤不加厚 。分生孢子倒棍棒-圆柱

形 ,近无色至浅青黄色 ,直立至弯曲 ,顶部钝 ,基部倒

圆锥形平截 , 1 ～ 10 个隔膜 , (26.0 ～ 104.0)μm ×

(4.0 ～ 5.2)μm 。

病斑特点:斑点生于叶的正背两面 ,近圆形至不

规则形 ,直径 2.0 ～ 10.5mm ,有时多斑愈合 ,叶面斑

点褐色至黑褐色 ,外具浅青黄色至浅黄褐色晕圈 ,叶

背斑点浅黄褐色至黄褐色 。

标本属性:番薯(Ipomoea batatas(L.)Poir.),

采自哈尔滨香坊农场 (MHYAU 09418)。

中国已有分布:河北 、江苏 、福建 、湖南 、广东 、广

西 、四川 、云南。

讨论:所观察的标本与中国已报道种[ 2] 区别在

于后者分生孢子较长且略窄((30.0 ～ 145.0)μm ×

(3.5 ～ 4.5)μm)。

7　菊生假尾孢(Pseudocercospora chry-
santhemicola(Yen)Deighton)———江苏
省新记录种

形态特征:子实体叶两面生。次生菌丝体表生 ,

菌丝浅青黄色 ,从气孔伸出 ,具隔膜 ,宽 1.5 ～ 2.5

μm 。子座气孔下生 ,暗褐色 ,不规则形 ,宽 16.0 ～

38.0μm 。分生孢子梗单生于表生菌丝上 、成小簇从

气孔伸出或多根簇生在子座上 ,浅青黄褐色 ,色泽均

匀 ,宽度不规则 ,直立或弯曲 , 0 ～ 2 个曲膝状折点 ,

有时分枝 ,顶部宽圆至圆锥形平截 , 0 ～ 2 个隔膜 ,

(26.0 ～ 57.0)μm ×(3.0 ～ 5.2)μm 。分生孢子倒棍

棒形-圆柱形 ,青黄色至浅青黄褐色 ,单生 ,直立或

弯曲 ,顶部钝及钝圆 ,基部倒圆锥形平截 ,多个隔膜 ,

(25.0 ～ 134.0)μm×(3.2 ～ 5.0)μm 。

病斑特点:斑点生于叶的正背两面 ,圆形或近圆

形 ,直径 2.0 ～ 9.0mm ,叶面斑点黄褐色至暗褐色 ,

叶背斑点灰黄色。

标本属性:秋菊(Dendranthema sp.),采自江

苏省农业科学院(MHYAU 09415)。

中国已有分布:台湾。

8　桑假尾孢(Pseudocercospora mori

(Hara)Deighton)———河北省新记录种

形态特征:子实体叶背面生 。次生菌丝体表生 ,

菌丝浅青黄色 ,分枝 ,具隔膜 ,宽 1.5 ～ 3.0μm 。子

座无或由少数褐色球形细胞组成 。分生孢子梗从气

孔伸出 , 2 ～ 10本簇生或作为侧生分枝单生于表生

菌丝上 ,浅青黄褐色至青黄褐色 ,色泽均匀 ,宽度不规

则 ,直立或弯曲 ,分枝 ,具齿突 ,顶部圆至圆锥形 ,0 ～

10个隔膜 ,(13.0 ～ 99.0)μm ×(3.5 ～ 6.5)μm 。孢

痕疤不加厚 。分生孢子圆柱形或倒棍棒形 ,浅青黄

色至青黄色 ,直立或弯曲 , 顶部近尖细至钝 ,基部倒

圆锥形平截至平截 , 1 ～ 10个隔膜 ,(26.0 ～ 104.0)

μm×(4.0 ～ 6.5)μm 。

病斑特点:斑点生于叶的正背两面 ,多角形至不

规则形 ,1.0 ～ 5.0mm ,常多斑愈合 ,叶面斑点红褐

色至暗褐色 ,具浅黄色至浅黄褐色晕圈 ,叶背斑点灰

褐色。

标本属性:桑(Morus alba L.), 采自秦皇岛

(MHYAU 09408)。

中国已有分布:云南 、台湾。

讨论:所观察的标本与中国已报道种[ 2] 区别在

于后者分生孢子色泽较浅(浅青黄色)。

9　狭萼绣球假尾孢 (Pseudocercospora

y drangeae-angustipetalae Goh&Hsieh)
———北京市新记录种

形态特征:子实体叶两面生。菌丝体内生。子

座无或球形 ,暗褐色 ,直径达 23.5 ～ 47.0μm 。分生

孢子梗少数从气孔伸出或紧密簇生在子座上 ,浅青

黄褐色至青黄色 ,顶部色泽较浅 ,宽度规则 ,弯曲至

波状 ,不分枝 ,稀少曲膝状折点 ,顶部钝圆至圆锥形

平截 ,多个隔膜 ,(41.0 ～ 176.0)μm ×(3.5 ～ 4.5)

μm 。分生孢子圆柱形至倒棍棒-圆柱形 ,近无色至

浅青黄色 ,直立或稍弯曲 ,顶部圆至近钝 ,基部倒圆

锥形平截至近平截 ,多个隔膜 ,(37.5 ～ 104.0)μm×

(3.0 ～ 4.5)μm 。

病斑特点:斑点生于叶的正背两面 ,多角形至

不规则形 ,宽 2.0 ～ 10.0mm ,常多斑愈合 ,叶面斑点

中央灰白色至灰褐色 ,边缘暗褐色 ,叶背斑点灰色。

(下转第 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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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结

本试验从病株率 、病薯率 、病情指数 3个方面对

供试的 8种药剂防治甘薯茎线虫病的效果进行评

价 ,以 5%神农丹颗粒剂 、10%福气多颗粒剂 、22%吡

虫·辛硫磷乳油 、35%辛硫磷微胶囊悬浮剂和 40%

毒死蜱乳油处理的防效最好 ,均显著或极显著优于

其他处理 ,表明 10%福气多颗粒剂 、22%吡虫·辛硫

磷乳油 、35%辛硫磷微胶囊悬浮剂和 40%毒死蜱乳

油可作为 5%神农丹颗粒剂的替代药剂施用。

综合供试药剂对甘薯茎线虫病的防治效果 、药剂

毒性 、施用成本等因素 ,建议生产上施用 22%吡虫·

辛硫磷乳油 9 L/hm2 和 35%辛硫磷微胶囊悬浮剂

15L/hm2防治甘薯茎线虫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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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属性:东陵绣球(H y drangea bretschnei-

deri Dippel),采自北京东陵山 (HMJAU 30022)。

中国已有分布:台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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