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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了 Snf907真菌代谢物原液及不同稀释液对甘薯茎线虫活性及运动行为的影响 。结果

表明 ,在 1 , 5 , 10 , 20 , 50 倍稀释液浓度下二龄幼虫的校正死亡率分别是 87. 06%, 78. 73%,

41. 21%,24. 37%,14. 00%,均与无菌水对照差异显著;其不同浓度的代谢物对甘薯茎线虫的行为

影响不同 ,随着浓度的增大和时间的延长 ,对甘薯茎线虫活动频率的抑制也增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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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ef fect of Snf907 fungus me tabo lites on the juvenile of Dity lenchus destructor were

investiga ted. The co rrected mortali ty rate of juveniles w ere 87. 06%,78. 73%, 41. 21%,24. 37%,

and 14. 00%, respectively , at 1× , 5× ,10× ,20× and 50× dilution. T he difference be tw een these

t reatments and w ater control w ere significant. The dif ferent dilution o f fungus had different

ef fects on the behavio r of D. destructor. T he rest rain on moving frequency o f D. destructor was

enhanced w ith the increased concentration and ex tended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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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薯茎线虫病又名糠腐线虫病 、糠心病 ,是一种

严重影响甘薯产量和品质的线虫病害 , 20 世纪 50

年代被列为对内检疫对象之一 ,在某些地区已成为

毁灭性病害。近几年 ,该病在很多地区呈蔓延趋势 ,

危害程度加深 , 轻者减产 20%～ 30%, 重则减产

50%～ 60%,甚至绝产。我国是世界上甘薯的主产

国 ,常年甘薯种植面积在 600 万 hm 2 左右 ,占世界

总面积的 70%左右。辽宁省大连地区种植面积达

2. 3万 hm2 ,仅瓦房店市种植面积就达 1. 3万 hm2 ,

年均损失甘薯 2 400 万 kg 左右 。该病病原线虫为

马铃薯腐烂线虫(D. destructor),该线虫除了危害

马铃薯 、甘薯 ,还危害豌豆 、花生等 ,在甘薯整个生长

期及贮藏期不断危害。目前国内防治甘薯茎线虫病

的药剂都是高毒 、高残留 、高用量 、高成本 ,农民接受

难 ,推广难 ,因此 ,研制开发一种高效 、低毒 、低残留 、

低成本而又方便农民使用的生物型杀线虫剂是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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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切需要的[ 1 , 2] 。随着可持续农业和有机农业的发

展 ,人们已将线虫防治工作的重点转向了生物防治 。

从真菌代谢产物中寻找对线虫有作用的药剂成为近

年来的一个热点 。国外在真菌的杀线虫活性的研究

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已经从真菌中分离和鉴定

出近百种具有杀线虫活性的化合物 ,包括醌类 、生物

碱类 、萜类 、大环内酯类 、萘类 、肽类 、脂肪酸类 、烃类

等。国内近年来在真菌代谢产物杀线虫方面的研究

进展很快 。向红琼就粗皮侧耳(P leurotas ostrea-

tus)对线虫的作用进行了研究 ,获得了对植物寄生

线虫具有较强毒杀活性的粗提物。孙漫红报道了淡

紫拟青霉的代谢物对大豆胞囊线虫和根结线虫都有

很明显的抑制作用。林茂松报道了尖镰孢菌对根结

线虫卵的孵化抑制作用。孙建华报道了 Sr18 的代

谢物对南方根结线虫 、甘薯茎线虫 、大豆胞囊线虫都

具有较强的作用
[ 3 ～ 6]

。云南大学张克勤等也在这方

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笔者从真菌资源中筛选出 1

株(代号 Snf907)对甘薯茎线虫 、大豆胞囊线虫 、根

结线虫都有很强的杀线虫作用的菌株 ,并探讨了该

菌株的代谢物对甘薯茎线虫活性 、运动频率的影响

以及对其中毒症状进行了观察和研究。

1　材料和方法

1. 1　Snf907真菌代谢物的制备

S nf907菌株在液体发酵摇瓶中 25℃培养 1 周

后 ,发酵液布氏漏斗抽滤 ,取粗滤液过 0. 25μm 微孔

滤膜去除孢子 ,制备无菌滤液(即 1倍液),依次稀释

成 5 ,10 ,20 , 50倍备用。

1. 2　甘薯茎线虫的获得

甘薯茎线虫(Dity lenchus destructor),采自瓦

房店病薯 ,带回实验室分离
[ 7]
。

1. 3　Snf907真菌代谢物对甘薯茎线虫活性的影响

在经灭菌的 24孔细胞培养板中加入不同浓度

的 Snf907真菌代谢物各 1mL ,以加 1mL 无菌水作

为对照 ,然后分别向处理和对照中各加入新分离的

甘薯茎线虫 100 条 /孔 。处理和对照各 3 次重复 。

放入 25℃培养箱中 , 24h 后记录线虫死亡率 ,计算

校正死亡率 , 所得数据经 SPSS 软件处理。线虫死

活判断采用 NaOH 刺激法[ 8] 。

1. 4　Snf907真菌代谢物对甘薯茎线虫活动频率的

影响

取不同浓度的 Snf907真菌代谢物(1 , 5 , 10 ,20 ,

50倍)各 1mL ,加 0. 1mL甘薯茎线虫液(约50条线

虫)于特制贝氏小皿中 ,分别于 30min ,1 h ,3 h ,6 h ,

12 h ,24 h ,在双目解剖镜下来观察线虫活动频率(以

头尾各摆动 1 次作为 1 次运动), 每条线虫记录

30 s ,每个处理记录 10 条线虫 ,取平均数 ,以清水作

为对照 。

1. 5　甘薯茎线虫中毒症状观察

甘薯茎线虫处理同 1. 4 ,在双目解剖镜下 ,于不

同时间观察线虫的中毒反应和症状表现。

1. 6　计算方法
[ 9]

线虫死亡率=
死亡线虫数
供试线虫数

×100%

校正死亡率=

处理线虫

死亡率
-
对照线虫

死亡率
1 -对照线虫死亡率

×100%

2　结果与分析

2. 1　Snf907真菌代谢物对甘薯茎线虫活性的影响

Snf907菌液原液及不同稀释倍数对甘薯茎线

虫都具有一定的抑杀作用。方差分析表明 ,各浓度

之间均存在显著差异 ,与对照比差异亦都达到了显

著水平(表 1)。

　　表 1　Snf907 真菌代谢物不同稀释倍数对甘薯茎

　　　　 线虫活性的影响 (%)

稀释倍数

(倍)

死亡率

Ⅰ Ⅱ Ⅲ 平均
校正死亡率

1 83. 20 89. 40 90. 50 87. 70a 87. 06

5 76. 78 80. 14 82. 39 79. 77b 78. 73

10 41. 89 46. 23 44. 18 44. 10c 41. 21

20 25. 76 29. 31 29. 17 28. 08d 24. 37

50 16. 58 19. 47 18. 61 18. 22e 14. 00

无菌水(ck) 6. 67 4. 35 3. 70 4. 91f -

2. 2　Snf907真菌代谢物对甘薯茎线虫活动频率的

影响

从图 1可以看出 , Snf907 真菌代谢物对甘薯茎

线虫的活动能力有抑制作用 ,从 50倍液到 1倍液 ,

随着浓度的增大 ,对甘薯茎线虫活动频率的抑制也

增强。S nf907真菌代谢物 1倍液在 0. 5 h就对甘薯

茎线虫的活动具有很强的抑制作用 ,说明 Snf907真

菌代谢物对甘薯茎线虫的作用具有速效性 。较低浓

度的真菌代谢物 ,随着时间的延长 ,对甘薯茎线虫活

动能力的抑制也加强。

2. 3　甘薯茎线虫中毒症状观察

不同浓度的 S nf907 真菌代谢物对甘薯茎线虫

的行为影响不同 ,其 1倍液和线虫接触后 ,线虫便有

剧烈的反应 。线虫虫体活动加快 ,强烈地扭动 ,头尾

无规则地向腹 、背和两侧卷曲 ,约20min后虫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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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Snf907 真菌代谢物对甘薯茎线虫活动频率的影响

活动开始减慢 ,30min后 ,虫体仅稍能活动 ,头尾缓

慢地左右摆动 ,约为 0. 4 ～ 1. 2次 /min ,和正常的线

虫运动频率(约为 23. 6 ～ 26. 8次 /min)相差很多 。

6h 后 ,虫体几乎不活动 ,处于昏迷状态。Snf907 真

菌代谢物浓度低时 ,线虫的中毒症状与 1倍液相似 ,

但没有 1倍液的剧烈 ,线虫昏迷所用时间也较长。

3　结论与讨论

本试验中的 Snf907菌液对甘薯茎线虫具有较

强的活性 ,不同浓度代谢物对甘薯茎线虫活性的影

响不同 ,各处理线虫死亡率与清水对照之间均存在

显著性差异。其中 1倍液处理甘薯茎线虫的死亡率

高达 87. 70%,由此可知 ,Snf907对防治甘薯茎线虫

具有很大的潜力 ,但其在田间的具体应用及防效仍

有待进一步研究 。

从 Snf907菌液对甘薯茎线虫的运动频率和中

毒症状来看 ,其 1倍液和线虫接触后 ,线虫便有剧烈

的反应 ,在 0. 5 h内线虫基本上失去运动能力 ,说明

1倍液对甘薯茎线虫的作用具有速效性 。从甘薯茎

线虫的中毒症状来看 , Snf907 真菌代谢物对甘薯茎

线虫的作用可能是由于影响了线虫的正常生理代谢

而引起 ,但其对线虫作用的具体机理也有待进一步

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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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正

　1. 本刊 2007 年第 5 期第 71 页“辛夷栗带角胸叶蝉(Acutangulata tituria cicadellidae Homopte ra)”应为:“辛夷栗

带角胸叶蝉(Tituria acutangula ta Distant , 1908), 隶属于同翅目 H omopter a ,叶蝉科 Cicadellidae。”

　2. 本刊 2007 年第 5 期第 72 页参考文献部分:

　[ 4] “ …… 39(3) ……”应为“ …… 39(1) ……” ;[ 5] “ …… 2006(12) ……”应为“ …… 2007(1) ……”

特此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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