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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云南 、四川 、甘肃 、陕西 、山西 、湖南 、河北 、北京 、黑龙江 、吉林 、辽宁 、内蒙古等 12个省市

(区)采集土样 103份 ,采用室内菌核诱捕的方法分离得到了 148 个真菌菌株 ,分别属于 12个属。
其中黏帚霉属(Glioclad ium spp .)77 个菌株 ,包括 4个种 ,占全部分离菌的 52.03%,为优势种群;
其次为青霉菌(Penici l lium spp .)21个菌株 ,分离率为 14 .19 %;镰刀菌(Fusarium spp .)16个菌

株 ,占 10.81 %;木霉菌(Trichoderma spp .)13个菌株 ,占 8.78 %;轮枝菌(Vertici l lium spp .)8个 ,
占5.41%。对其中寄生率较高的菌株进行回接 ,结果表明 ,黏帚霉和木霉寄生核盘菌(S clerot inia
sclerot iorum)菌核的能力强 ,接种 1周后导致菌核腐烂 ,但不同菌株之间存在差异;而镰刀菌 、轮枝
菌对菌核的寄生能力较差 。并且 ,首次用菌核诱捕的方法从云南省玉溪市烟草田土壤中分离获得
了一株能寄生菌核的捕食线虫丝孢菌 , 经鉴定为椭圆单顶孢[ Monacrosporium el lipsosporum

(Preuss)Cooke &Dickins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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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current research w o rk , 103 soil sample s w ere collected f rom 12 provinces (cities)

including Yunnan , Sichuan , Gansu , Shaanxi , Shanx i , H unan , H ebei , Beijing , Heilongjiang , Jilin ,
Liaoning , Inner M ongo lia.The cultured sclerotia w ere used as the host to t rap mycoparasitic fungi

f rom the soil samples.The experiment resul ted in 148 iso lates of mycopa rasi tic fungi belonging to

12 genera.Am ong the isolates , 77 iso lates w ere four Gliocladium species w ith 52.03% iso lation

ratio , the dominant popula tion of mycoparasit ic fung i.The o ther iso lated fung i w ere 21 isolates of

Penici l lium spp.w ith 14.19% isola tion ratio ,16 isolates o f Fusarium spp.w ith 10.81% iso lation

ratio , 13 isolates o f Trichoderma spp .w ith 8 .78% isolation ratio ,8 isolates of Vertici l lium spp.
with 5.41%isolation rat io.The inoculation o f the high iso lation ratio indicated that the isolates of

Glicocladium and Trichoderma exhibi ted g reater capabilities to parasiti ze sclero tia.It w as found

that the sclerotia began decom posed o r rot ted af te r one w eek of inoculation .The various isolate s

show ed difference in mycoparasi tism o f sclerotia ,w hile the isolates o f Penici ll ium and Vert ici l li-

um exhibi ted poo r parasi tic characterist ics.One nema tode-t rapping hyphomycetes w as isolated

f rom tobacco soil in Yuxi ci ty of Yunnan province , it w as identi fied as Monacrosporium el lipsos-

porum (Preuss)Cooke &Dickinson.The fungus w as found to f requent ly colonize the sclero tia of

Sclerot inia sclero tio rum in f ield.
Key words:Sclerot inia sclerotiorum;M ycopa rasi tism;Glioclad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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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盘菌[ Sclerot inia sclerot iorum (Lib)de Ba-

ry]是一种引起多种植物土传病害的重要病原真菌 ,

该菌寄主种类多 ,据报道多达 75科 450多种 ,可引

起许多重要植物的菌核病 ,如油菜 、大豆 、向日葵等

油料作物 ,莴苣 、芹菜 、萝卜等多种蔬菜作物和多种

豆类等 ,对作物的产量和品质构成了严重威胁 。

目前 ,菌核病的防治主要运用筛选抗病良种 、化

学防治 、水旱轮作等防治技术 。但由于该病原寄主

范围广 ,所产生的菌核能抵抗恶劣环境 ,在土壤中可

存活较长时间 ,防治相当困难 。化学杀菌剂虽然直

接 ,但由于长期大量使用农药极易造成对环境的污

染 ,为此 ,人们越来越重视对各种作物菌核病的生物

防治研究
[ 1]
。

重寄生作用是利用真菌防治农作物真菌病害的

重要机制之一。据报道 ,自 1932年Weindling 发现

木霉菌的重寄生现象以来 ,已报道了大量的重寄生

真菌种类 ,广泛研究了重寄生现象的组织学 、细胞学

和酶学机理 ,以及在植病生防中的应用。近年来笔

者从全国各地采集样品 ,分离核盘菌菌核重生菌 ,旨

在为核盘菌的生物防治提供优良菌株。

1　材料和方法

1.1　土壤样品的采集

自河北 、湖南 、云南 、四川 、山西 、陕西 、甘肃 、北

京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内蒙等不同省区 ,不同作物

地块 ,较大的地块用五点法 ,较小地块用蛇形法随机

取 5 ～ 20cm 土层土壤样品 。

1.2　核盘菌菌核重寄生菌的分离

采用菌核诱捕法[ 2] 。称取 100 g 土样倒入

250 m L 的塑料烧杯中 ,加入 50粒菌核混匀 ,再用锡

箔封口以保持水分或避免进入杂菌 ,放入 25℃恒温

培养箱中诱捕培养 。每隔 10 d 打开锡箔检查土样

水分 ,若干燥则用喷壶喷适量水并用锡箔封口 ,再放

入培养箱 。

一个月后将菌核从土样中取出后 ,用自来水洗

净后 ,用 1%的 NaClO 消毒 30 s ,再用无菌水洗 3

次 ,将洗过的菌核放入皿底加有 3层滤纸 、皿盖 2层

滤纸的灭菌培养皿中 , 25℃保湿培养 ,7 d后观察菌

核表面菌寄生情况。

1.3　核盘菌菌核重寄生菌的鉴定

菌核表面长出孢子或菌丝后 ,在解剖镜下用竹

签挑取已作记录的寄生菌孢子或菌丝(尽量挑取单

个孢子或菌丝以防污染),竹签在加抗生素的 PDA

平板中央轻擦 ,使孢子或菌丝粘在平板上。将 PDA

平板倒置于 25℃恒温培养箱中培养。1周左右后 ,

观察分离菌的培养性状 ,并进行纯化鉴定。

分离物编号法:字母指土样来源地的拼音缩写。

第 1个数字指土样编号 ,第 2个数字指同一个菌核

上分到的不同分离物 ,第 3个数字指从前 2个数字

所指的菌株进一步纯化而来的菌株。

1.4　分离菌对菌核寄生能力的测定

将纯化的菌株移植于直径 9 cm PDA 培养基平

板上 , 25℃恒温培养 ,菌落长满培养皿后 ,每皿内放

入 30 ～ 40个表面消毒过的核盘菌菌核。22 ～ 25℃

下共培养 1 周后 ,取出菌核 ,用 0.5%～ 1 .0%的

NaClO溶液表面消毒 1 min ,再用无菌水漂洗 3 次

后 ,放置于培养皿内的湿润滤纸片上 ,22 ～ 25℃下保

湿培养 10 d后 ,立体显微镜下检查菌核表面有无所

接种菌长出 ,并记录寄生率 。

2　结果与分析

2.1　核盘菌菌核上重寄生菌的分离结果

从 12个省 、市(区)采集的 103 个土样中 ,采用

菌核诱捕的方法 ,分离到菌株 148 个 ,分布于 12个

属 ,分别为黏帚霉属(Gliocladium.spp.)、青霉属

(Penici ll ium spp .)、木霉属(Trichoderma spp.)、

镰刀菌属(Fusarium spp.)、轮枝菌属(Vert ici ll ium

spp .)、毛霉属(Mucor spp.)、茎点霉属(Phoma

sp.)、拟青霉属(Paeci lomyces spp .)、单顶孢属

(Monasporim sp.)、头孢霉属(Cephalosporium)、

梨头霉(Absidia sp .)、枝顶孢属(Acremonium

spp .)。其中黏帚霉属 77 个菌株 ,占全部分离菌的

52 .03%,为优势种群 ,仅粉红黏帚霉(Glioclad ium

roseum)就达 39个菌株 ,分离率为 26.35 %,链孢黏

帚霉(G.catenulatum)17 个菌 株 , 分 离 率为

11 .49%。青霉属(Penici ll ium spp.)21个菌株 ,分

离率为 14.19%,镰刀菌(Fusarium spp.)16 个菌

株 ,占 10.81%,木霉 13个 ,占 8 .78%,轮枝菌(Ver-

t ici ll ium spp.)8个 ,占 5.41%,拟青霉(Paeci lomy-

ces spp.)3个 ,占 2.03 %。

另外在云南省玉溪市一烟草田采集的土壤样品

中 ,发现一个菌核表面局部溃烂 ,其上长出无色丝状

物 。体视显微镜下观察 ,可见有分生孢子梗直立于

菌核表面 ,顶端单生分生孢子(图 1)。在玉米粉琼脂

(CM A)和 PDA培养基上纯培养 3d后 ,菌落呈现白

色至粉红色。菌丝无色 、分隔 、具分枝;分生孢子梗

直立不分枝 ,基部粗约 3 ～ 5μm ,顶端粗约 2μm ,长

100 ～ 250μm ;分生孢子梭形 , 2 ～ 4分隔 ,以 4分隔

居多。分生孢子中间细胞腰鼓状 , 大小 37.5 ～

62μm×8.7 ～ 19.3μm 。在 CM A培养基和 PDA 加

线虫诱导培养基及水琼脂培养基上 ,菌丝上产生具柄

黏球 ,柄长5 ～ 10μm ,与菌丝垂直着生 。黏球亚球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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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10 ～ 11.7μm×6.5 ～ 10.4μm(图2)。据此 ,鉴定

该菌为椭圆单顶孢[ Monacrosporium eleipsosporum

图 1　云南省玉溪市菌核上长出的寄生物

图 2　椭圆单顶孢的分生孢子和黏球

(Preuss)Cooke &Dickinson] ,菌株号记为 YSL-5-

2 ,试验结果表明 ,该菌株在自然土壤中对核盘菌菌

核的定殖率为 18%。椭圆单顶孢为食线虫真菌 ,有

关该菌对菌核的寄生尚未见报道 。　　　

2.2　分离菌对菌核的寄生能力测定结果

根据 148个分离菌株的种类和分布 ,选择测定

了 80个代表菌株对菌核的寄生作用 ,不同属的分离

物的菌核寄生率明显不同 ,以黏帚霉属的寄生菌核

率较高 ,供试的 48个菌株寄生率均在 60 %以上 ,有

24个菌株的寄生率在 90%以上 。黏帚霉属中的不

同种类的寄生率也明显不同 ,其中链孢黏帚霉的菌

株数量最多 ,寄生率较高 ,53.3%的菌株的寄生率在

90 %以上 ,测定的菌株对核盘菌菌核的寄生能力均

较强 ,培养 1周后使菌核表面覆满分生孢子 ,菌核软

化腐烂 ,腐烂率均在 95%以上;黑色黏帚霉 60%的

菌株寄生率在 90%以上 ,其次为绿色黏帚霉和粉红

黏帚霉 。木霉属有 40%的菌株的寄生率在 90%以

上 ,轮枝菌和镰刀菌的寄生率较低 ,供试菌株中分别

有 3个和 2个菌株寄生率在 60%～ 80%,其余菌株

寄生率更低 ,椭圆单顶孢的寄生率为 32 %(表 1)。

表 1　分离物对菌核的寄生性测定结果

重寄生菌
寄生率(%)

>90 80～ 90 60～ 80 40～ 60 20～ 40 <20

链孢黏帚霉 H L-1-1 HMS-6-2

(G.catenula tum) H L-3-1 BD-1-2 GW-2-1

SYP-1-3 HBC-3-1 GG-1-2

YT H-2-1 HG-1-1

H ND-4-1 HC H-3-1

SH W-2-1

YES-1-3

GZH-1-1

黑色黏帚霉 SH W-1-1 YMZ-6-2 HMS-20-2

(G.nigrovirens) SH W-3-1 GW-2-2

YLJ-2-2 JLJ-2-3

SYP-1-1

GW-1-1

BD-2-1

粉红色黏帚霉 SH-1-1 S S-1-1 YXY-2-3

(G.roseum) GL-1-1 S TG-21-1 YSL-5-1

S DT-10-1 SH W-4-1 H CH-2-1

NWM-6-1 SDT-22-1 NW M-5-3

JLB-7-1 GGN-1-2 JLJ-2-2

绿色黏帚霉 GW-1-2 SH W-3-3

(G.virens) GW-2-3 H BZ-2-2

GW-3-1 HBC-2-1

NWM-4-3

H ND-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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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分离物对菌核的寄生性测定结果

重寄生菌
寄生率(%)

>90 80～ 90 60～ 80 40～ 60 20～ 40 <20

木霉属 HG-3-2 YXY-2-1 HG-4-1 S HW-3-2

(Tr ichoderma spp.) YS L-5-3 YJS-3-1 H CH-2-3

S TG-21-2 H BZ-2-1

HC H-6-1

轮枝菌属 YM L-1-2 H MS-10-2 H BZ-2-2

(Vert icil l ium spp.) SYC-13-1 H BZ-1-1 HBC-1-1

HND-2-2 H BL-1-2

拟青霉属 YM L-1-1 HBL-1-13

(Paeci lomyces sp p.) H BC-2-2

镰刀菌属 YEY-3-3 SH W-1-2 BD-2-2 H CH-6-3

(Fusar ium sp p.) GG-2-1 GL-1-2 HC H-1-3 HMS-20-4

椭圆单顶孢 YML-1-3 HND-4-2

(M.ell ipsosporum) YS L-5-2

3　结论与讨论

菌核的诱捕 、分离和寄生性测定结果表明 ,黏帚

霉的分离率和对菌核的寄生率最高 ,造成菌核腐烂 ,

是所分离土壤样品中的优势种群。这一结果与前人

的研究结果有所不同 。罗宽等人从南方冬油菜区土

壤中分离到木霉属 、黏帚霉属 、小盾壳霉 、镰刀菌和

青霉属等 5个属的核盘菌菌核重寄生菌 ,其中木霉

菌占主要优势
[ 3]
。李金秀等采用菌核埋植法 ,从四

川省 3个地区土壤中分离到菌核重寄生菌 117株 ,
分属于 10 个属 , 其中以镰刀菌和木霉为主要种

类[ 4] 。Philips从南非感染向日葵的核盘菌菌核内

分离到镰刀菌和木霉等 6 个属的真菌 ,以镰刀菌占

优势[ 5] 。国内外报道的一些菌核重寄生菌如盾壳霉

(Coniothy rium minitans)、食菌核葚孢霉(S po-

ridesmium sclerotivorum)、以及中国农科院植保所

土传病害实验室曾经分离得到过的寡孢节丛孢 Ar-

throbotrys oligospora 等在本试验中没有分离到 ,而

分离得到的食线虫真菌椭圆单顶孢(Monacrospori-
um eleipsosporum)作为菌寄生菌的分离结果尚未

见报道。

黏帚霉(Gliocladium spp .)是一类广泛存在于

土壤中的植物病原真菌的重寄生菌 ,可寄生多种植

物病原真菌的菌丝和菌核 ,具有较好的生防潜力 。

一些国家已将黏帚霉属(Gliocladium)不同菌株制

成生防制剂 ,用于防治大豆
[ 6]
、向日葵

[ 7]
、油菜 、莴

苣
[ 8]
等菌核病及其他多种温室和大田作物土传病

害 ,效果非常显著。本试验结果表明 ,我国存在着丰

富的黏帚霉资源 ,但对该资源的开发利用研究进展

较慢 ,分离筛选黏帚霉优良菌株用于菌核病的防治

具有重要意义。

本试验研究结果还表明 ,首次采用菌核诱捕的

方法从云南省玉溪市烟草田土壤中分离获得了 1株

能寄生菌核的捕食线虫丝孢菌 YSL-5-2 ,经鉴定为

椭圆单顶孢[ M.el lipsosporum (Preuss)Cooke &
Dickinson] 。椭圆单顶孢是以黏性球捕食线虫的食

线虫真菌 ,该菌可寄生于核盘菌的菌核上 ,作为菌核

的重寄生菌 ,有关其菌寄生作用及其机理有待以后

进一步深入系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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