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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培养皿配对培养的方法，对分离自贵州省８个地区（州、市）的烟草黑胫病菌（Ｐｈｙｔｏｐｈ－

ｔｈｏｒａ　ｎｉｃｏｔｉａｎａｅ　ｖａｒ．ｎｉｃｏｔｉａｎａｅ）的交配型进行测定。结果表明：来自贵州省主要产烟区的４２株烟

草黑胫病菌菌株均属Ａ２ 交配型，未检测到其他交配型。据研究结果可初步认定，贵州省烟草黑胫

病菌的交配型符合烟草疫霉（Ｐ．ｎｉｃｏｔｉａｎａｅ　Ｂｒｅｄａ　ｄｅ　Ｈａａｎ）交配型在我国的分布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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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 草 疫 霉（Ｐｈｙｔｏｐｈｔｈｏｒａ　ｎｉｃｏｔｉａｎａｅ　Ｂｒｅｄａ　ｄｅ
Ｈａａｎ）的寄主范围很广，在全世界广泛分布，是异宗

配合的疫霉菌［１－２］。其烟草变种（Ｐ．ｎｉｃｏｔｉａｎａｅ　ｖａｒ．
ｎｉｃｏｔｉａｎａｅ）引 起 的 烟 草 黑 胫 病 是 烟 草 上 的 重 要 病

害，在贵州省该病常与烟草青枯病混合发生。烟株

发病后很快萎蔫死亡，对烟叶的产量和品质影响极

大，给生产上造成巨大损失［３－４］。我国有关烟草疫霉

的交配型及分布已有一些报道［５－６］，但迄今尚未见有

关贵州省烟草疫霉交配型及分布的报道。异宗配合

的疫霉菌通常需要不同交配型的菌株相互诱导才能

进行有性生殖［５］，而有性生殖过程中的基因重组是

导致病菌生物学性状多样化和致病力分化的主要原

因，可以使该菌具有更强的生存能力、致病力以及更

广的寄主范围［６］。因此，研究烟草疫霉交配型 的 分

布对贵州省烟草黑胫病的防治及抗病育种，在理论

和实践上均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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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材料和方法

１．１　供试菌株

ＣＢＳ３１０．６２与ＣＢＳ３１１．６２两 株 标 准 交 配 型 菌

株均为烟草疫霉（Ｐ．ｎｉｃｏｔｉａｎａｅ　Ｂｒｅｄａ　ｄｅ　Ｈａａｎ），购

自荷 兰 微 生 物 菌 种 保 藏 中 心（Ｃｅｎｔｒａａｌｂｕｒｅａｕｖｏｏｒ
Ｓｃｈｉｍｍｅｌ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ＣＢＳ，网 址：ｗｗｗ．ｃｂｓ．ｋｎａｗ．
ｎｌ／）。其中ＣＢＳ　３１０．６２为Ａ１ 交配型，ＣＢＳ　３１１．６２
为Ａ２ 交配型。待测定菌株分别从贵州省的８个地

区（州、市）采集，采集地点及菌株编号见表１。经分

离、纯化和鉴定，共获得４２个烟草黑胫病菌（Ｐ．ｎｉｃ－
ｏｔｉａｎａｅ　ｖａｒ．ｎｉｃｏｔｉａｎａｅ）菌株。

表１　供试烟草黑胫病菌菌株的编号及采集地

采集地点 菌株编号

贵阳市 开阳县 ＣＧＫＹ－１
ＣＧＫＹ－３
ＣＧＫＹ－４
ＣＧＫＹ－５

遵义市 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 ＣＺＷＣ－１
ＣＺＷＣ－２

安顺市 平坝县 ＣＡＰＢ－１
ＣＡＰＢ－５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晴隆县 ＣＸＱＬ－１
ＣＸＱＬ－２
ＣＸＱＬ－３
ＣＸＱＬ－５

兴仁县 ＣＸＸＲ－２
ＣＸＸＲ－３

安龙县 ＣＸＡＬ－１
ＣＸＡＬ－２
ＣＸＡＬ－３
ＣＸＡＬ－４
ＣＸＡＬ－５
ＣＸＡＬ－６

铜仁地区 玉屏侗族自治县 ＣＴＹＰ－１
ＣＴＹＰ－２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长顺县 ＣＱＣＳ－１
福泉市 ＣＱＦＱ－１

ＣＱＦＱ－４
ＣＱＦＱ－５
ＣＱＦＱ－６

毕节地区 大方县 ＣＢＤＦ－２
ＣＢＤＦ－４

纳雍县 ＣＢＮＹ－１
毕节市 ＣＢＢＪ－１

ＣＢＢＪ－３
ＣＢＢＪ－４
ＣＢＢＪ－５

金沙县 ＣＢＪＳ－１＃
赫章县 ＣＢＨＺ－２＃

六盘水市 水城县 ＣＬＳＣ－１
ＣＬＳＣ－２
ＣＬＳＣ－３
ＣＬＳＣ－４
ＣＬＳＣ－５
ＣＬＳＣ－６

１．２　供试菌株的采集方法

２００９年６月至２０１０年９月，分别从贵州省贵阳

市、遵义市、安顺市、毕节地区等８个地区（州、市）的

主要产烟区，采集发生烟草黑胫病症状较为典型的烟

株（田间根茎部为褐色的烟株）。当天采集，用牛皮纸

袋盛放，带回实验室后用刀将病株纵剖开，选择髓部

颜色为褐色或为碟片状的烟株进行病菌的分离纯化。

１．３　供试菌株的分离纯化

Ｖ８培 养 基［６］：Ｖ８汁（美 国 Ｃｏｍｐｂｅｌｌ公 司）

１００ｍＬ加水９００ｍＬ，碳 酸 钙０．２ｇ，琼 脂２０ｇ。Ｖ８
选择性培养基：由Ｖ８培养基中加入青霉素、链霉素

和多菌灵原药配制而成，所加的抗菌素含量一般为

每１　０００ｍＬ培养基加青霉素５ｍｇ、链霉素３ｍｇ、多

菌灵原药５ｍｇ［７］。Ｖ８培养基用于烟草黑胫病菌的

纯化、保存及交配型测定，Ｖ８选择性培养基用于烟

草黑胫病菌的分离。

参考郑小波［７］的方法对烟株上的病菌进行分离

纯化。将采集的新鲜烟草黑胫病标本用自来水冲洗

干净，晾干，剖开茎基部发病部位，取病健交界处褐

色的病组 织。将 病 组 织 切 成２ｍｍ×２ｍｍ 左 右 大

小，沿培养皿周缘直接置于Ｖ８选择性培养基表面，

每个培养皿（直径９ｃｍ）放６块。在２８℃下培养３～
７ｄ，待菌落形成后，进行镜检，选择菌丝无隔膜的菌

株继续培养，待产生孢子囊后，镜检观察菌丝、厚垣

孢子和孢子囊形态、颜色，对厚垣孢子和孢子囊大小

进行测量，各测量５０个，计算平均值。然后再从菌

落边缘切取２ｍｍ×２ｍｍ的菌丝块转移至盛有 Ｖ８
培养基的试管斜面上，２５℃黑暗培养７ｄ后，常温保

存备用。

１．４　烟草黑胫病菌交配型的测定

烟草黑胫病菌交配型的测定参照王革等［６］和郑

小波［７］的 直 接 配 对 方 法 进 行。将 盛 有２０～２５ｍＬ
Ｖ８培养基平板切割成约１０ｍｍ×１０ｍｍ大 小 的 培

养基块，将其挑 入 灭 菌 的 直 径 为９ｃｍ的 培 养 皿 内，

每皿放置９块，分３行等距离排列。待测菌株和已

知交配型菌株分别在Ｖ８培养基上（２５℃）生长３ｄ。

测定时，挑取已知交配型菌株的菌丝块１块（大小约

２ｍｍ×２ｍｍ）置 于 Ｖ８培 养 基 块 的 一 端，在 另 一 端

接上同样大小的待测菌株菌丝块１块。每一待测菌

株与已知的Ａ１ 和 Ａ２ 交 配 型 菌 株 以 及 自 身 分 别 配

对。培养皿用封口膜封闭，置于２５℃培养箱中黑暗

培养１０～１５ｄ后，用显微镜（放大倍数为１０×１０）从

培养皿底部仔细观察两菌落交界处及两侧是否产生

卵孢子。每个处理设３次重复，试验重复２次。

待测菌株交配型的确定参照Ｋｏ（１９８８）［８］、Ａｎｎ
和Ｋｏ（１９８９）［９］的标准进行。

·４９· 河南农业科学 第４０卷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菌株鉴定结果

分离纯化的４２个菌株，在Ｖ８培养基上其气生

菌丝生长旺盛，菌落质地均匀。镜检观察发现，菌丝

粗细不均匀，菌丝膨大体有或无；孢子囊呈近球形、
椭圆形、倒 梨 形 或 不 规 则 形，平 均 大 小３６．９４μｍ×
２９．８７μｍ，乳突明显；厚垣孢子圆形或卵形，壁厚，平
均大小１１．５６μｍ×１０．５７μｍ；游动孢子肾形或近圆

形。在Ｖ８培养 基 上 与 标 准 交 配 型 菌 株 配 对２～３
周以后，所有配对菌株都可以产生不同数量的卵孢

子，单独培 养 不 产 生 卵 孢 子。卵 孢 子 近 球 形，棕 褐

色，满器或部分满器，雄器围生，藏卵器小，球形，厚

壁光滑。根据无性繁殖和有性生殖产生的孢子囊和

卵孢子 的 形 态 特 征，参 照 Ｎｅｗｈｏｏｋ等［１０］和 Ｈｏ［１１］

的检索表，将分离到的烟草黑胫病菌均鉴定为烟草

疫霉（Ｐ．ｎｉｃｏｔｉａｎａｅ　Ｂｒｅｄａ　ｄｅ　Ｈａａｎ）。

２．２　烟草黑胫病菌的交配型及分布

经测定，来自贵州省８个地区（州、市）的４２株烟草

黑胫病菌全部为Ａ２ 交配型，未检测到其他交配型（表

２）。初步分析表明，贵州省烟草黑胫病菌以Ａ２ 交配型

占绝对优势，在分离到菌株的８个地区（州、市）都有分

布；Ａ１ 交配型在贵州可能没有分布或群体比例很小；

Ａ１ 和Ａ２２种交配型在贵州的分布不呈均势（表３）。

表２　贵州省烟草黑胫病菌菌株的交配型测定结果

菌株编号
配对菌株

ＣＢＳ
３１０．６２

ＣＢＳ
３１１．６２ 自身

交配型 菌株编号
配对菌株

ＣＢＳ
３１０．６２

ＣＢＳ
３１１．６２ 自身

交配型

ＣＧＫＹ－１ ＋ － － Ａ２ ＣＴＹＰ－２ ＋ － － Ａ２

ＣＧＫＹ－３ ＋ － － Ａ２ ＣＱＣＳ－１ ＋ － － Ａ２

ＣＧＫＹ－４ ＋ － － Ａ２ ＣＱＦＱ－１ ＋ － － Ａ２

ＣＧＫＹ－５ ＋ － － Ａ２ ＣＱＦＱ－４ ＋ － － Ａ２

ＣＺＷＣ－１ ＋ － － Ａ２ ＣＱＦＱ－５ ＋ － － Ａ２

ＣＺＷＣ－２ ＋ － － Ａ２ ＣＱＦＱ－６ ＋ － － Ａ２

ＣＡＰＢ－１ ＋ － － Ａ２ ＣＢＤＦ－２ ＋ － － Ａ２

ＣＡＰＢ－５ ＋ － － Ａ２ ＣＢＤＦ－４ ＋ － － Ａ２

ＣＸＱＬ－１ ＋ － － Ａ２ ＣＢＮＹ－１ ＋ － － Ａ２

ＣＸＱＬ－２ ＋ － － Ａ２ ＣＢＢＪ－１ ＋ － － Ａ２

ＣＸＱＬ－３ ＋ － － Ａ２ ＣＢＢＪ－３ ＋ － － Ａ２

ＣＸＱＬ－５ ＋ － － Ａ２ ＣＢＢＪ－４ ＋ － － Ａ２

ＣＸＸＲ－２ ＋ － － Ａ２ ＣＢＢＪ－５ ＋ － － Ａ２

ＣＸＸＲ－３ ＋ － － Ａ２ ＣＢＪＳ－１＃ ＋ － － Ａ２

ＣＸＡＬ－１ ＋ － － Ａ２ ＣＢＨＺ－２＃ ＋ － － Ａ２

ＣＸＡＬ－２ ＋ － － Ａ２ ＣＬＳＣ－１ ＋ － － Ａ２

ＣＸＡＬ－３ ＋ － － Ａ２ ＣＬＳＣ－２ ＋ － － Ａ２

ＣＸＡＬ－４ ＋ － － Ａ２ ＣＬＳＣ－３ ＋ － － Ａ２

ＣＸＡＬ－５ ＋ － － Ａ２ ＣＬＳＣ－４ ＋ － － Ａ２

ＣＸＡＬ－６ ＋ － － Ａ２ ＣＬＳＣ－５ ＋ － － Ａ２

ＣＴＹＰ－１ ＋ － － Ａ２ ＣＬＳＣ－６ ＋ － － Ａ２

　注：“＋”表示配对后能产生有性器官，“－”表示配对后不能产生有性器官

表３　贵州省烟草黑胫病菌不同交配型的地理分布范围

交配型 地理分布范围

Ａ１ 未检测到

Ａ２ 全省均有分布

Ａ０ 未检测到

Ａ１Ａ２ 未检测到

Ａ１，Ａ２ 未检测到

３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分离自贵州省８个地区（州、

市）的４２株 烟 草 黑 胫 病 菌 经 测 定 全 部 为 Ａ２ 交 配

型，未检测到其他交配型。因此，推测贵州省烟草黑

胫病菌的有性生殖可能不常发生，有性生殖导致烟

草黑胫病菌的致病力分化在该地区不起重要作用。

因烟草疫霉通过无性繁殖产生变异的机会较小，故

贵州省不同致病力菌株的组成可能较为稳定［６］。

Ｈｏ等［５］和王 革 等［６］的 研 究 结 果 表 明，烟 草 疫

霉菌株的交配型在我国的分布规律为：总体呈均等

趋势，华东和西南地区以Ａ２ 交配型为主，华北和华

南以Ａ１ 交 配 型 为 主。马 国 胜 等［３］研 究 结 果 表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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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烟草疫 霉 以 Ａ２ 交 配 型 占 绝 对 优 势，且 在 全

省各烟区都有分布；其次为Ａ０ 交配型，主要分布在

安徽省 固 镇、凤 阳 等 江 淮 老 烟 区；Ａ１、Ａ１Ａ２和 Ａ１，

Ａ２ 交配型 均 未 检 测 到。孙 常 伟［１２］研 究 结 果 表 明，
重庆市烟草黑胫病菌以Ａ２ 交配型为主，其次为Ａ０
交配型，未检测到其他交配型。本研究结果表明，贵
州省烟草黑胫病菌的交配型符合上述分布规律。因

试验中分离到的菌株相对较少，只能初步测定贵州

省烟草黑胫病菌的交配型及分布情况，期望在后续

研究中得出更全面、准确的测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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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地区调查不全面

我国记录 的 盾 蚧 种 数 与 实 际 分 布 种 数 相 差 较

大，许多地区调查不充分或者还缺少调查。从目前

记载的采集标本数目和种类看，我国大陆南部和台

湾地区有关的调查较多，而在西北部等地区，如新疆

和西藏等调查较少，在以后的研究中应加强对边疆

地区的盾蚧种类调查。
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应该还有很多蚧虫没

有被调查和描述，根据目前的研究状况，要想加快蚧

虫的研究步伐，不仅要进行传统的分类研究，还要运

用分子生物学等方法进一步验证，这样才能对蚧虫

进行更加准确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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