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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描述了盾叶薯葫斑点病的症状及病原菌的形态特征

。

并采用悬滴抱子萌发法在室内用 80 %多菌灵
、

8 0%抑快净
、

70 %甲基托布津
、

70 %可杀得和 70 %仙生对薯裁叶点霉作生物测定
,

计算各药剂对该菌的有效

中浓度 E C S。 ,

结果表明
,

甲基托布津 E c s。

最小
。

大田试验也表明
,

甲基托布津对薯莎叶点霉有较好的防治效

果
,

相对防效达 88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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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 叶薯 菠 (及 os c o er a z i n ig be er n s i s C
·

H
·

w ir g ht )又 名黄姜
、

火藤根
,

为薯莎科薯裁属 植

物
,

其根茎内含有薯祯皂贰 ( d ios ic n)
,

是我国特有

的一种街体激素药源植物
,

为提取皂素的原料川
。

在我国秦岭以南及长江流域
、

云南等省分布阁
。

陕西山阳的盾叶薯裁斑点病发生普遍
,

在其

生长期造成大量落叶
,

使薯孩生产受到了严重影

响
。

为此
,

笔者在 2 0 0 0~ 2 0 0 2 对盾叶薯预斑点病

进行了初步研究
。

1 材料和方法

1
.

1
.

病原菌分离与致病性测定

从陕西山阳盾叶薯菠 田采集症状典型的叶

片
,

按常规方法进行分离与培养
,

获得纯培养后于

健康的植株上进行致病性测定 s[]
,

接种浓度为 20

~ 3 0 个抱子 /视野 ( 1 6 X 1 0 倍 ) (盆栽 )
。

L Z 防治药剂筛选

1
.

2
.

1 供试药剂 供试药剂有
:

50 %多菌灵可湿

性粉剂 (江苏无锡农药厂 )
,

80 %抑快净可湿性粉

剂 (杜邦农化公司 )
,

70 % 甲基托布津 (天津中农化

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 )
,

70 %可杀得可湿性粉剂

(美国生产国内分装 )
,

70 %仙生可湿性粉剂 (上海

惠光化学有限公司 )
。

1
.

2
.

2 室内生物 测定方 法 采用悬滴抱子萌发

法闭
。

用含 。
.

1%葡萄糖溶液的蒸馏水
。

分别将 5

收稿日期
:
2 0 0 2

一
0 9

一
0 6 修回日期

:
2 0 0 3

一
0 4

一
10

基金项目
:

陕西省科技攻关资助项 目 ( 01 K O4
一
G Z

一
0 7)

。

作者简介
:

范 晖 ( 19 4 8一 )
,

女
,

副研究员
,

主要从事农业病虫害控制研究工作
。



西 北 农 业 学 报 12 卷

种供试药剂稀释成 6
.

2 5
、

1 2
.

5
、

2 5
、

50
、

1 0 0吨/

kg 五种浓度和一个清水对照
,

将供试药剂与抱子

悬浮液的制成混合液
。

用吸管吸取混合液滴于盖

玻片上
,

然后迅速翻转置于涂有凡士林的玻环上

环面
。

每种浓度重复 3 次
,

在适温下培养 s h 后观

察抱子萌发数
,

求其平均值
,

并根据以下计算公式

求出各种药剂对该病菌抑制率及 E C S。
值

。

抑制率 (% ) ~ 「(对照萌发率一处理萌发率 )/

对照萌发率」x l oo

由所得的 E sC
。
值可判断该种药剂毒力

,

为下

一步大田试验提供理论依据
。

1
.

2
.

3 大田试验 将 5 种供试药剂稀释成 5 0氏

10 0 0
、

15 0 0 倍液
,

设一个清水空白对照
,

进行喷雾

试验
。

在大田任选 3 个大区接种薯祯叶点霉菌丝

体与分生抱子混合悬浮液
,

每个处理面积为 l m

X Z m
,

重复 3 次
,

随机排列
。

喷药后的 7 d
、

1 4 d
、

lZ d 各调查一次病情
,

每小区 5 点取样
,

每点 15

株
。

结果参照以下公式计算
:

发病率 (% ) 一 (发病

样本数 /调查样本数 ) x 10 0
,

病情指数 ~ 习 (病

级数 X 病株数 ) (/ 最高级数 X 各处理总株数 )
,

相

对防效 ( % )一【(对照病情指数一处理病情指数 )/

对照病情指数」 x l oo
。

色小凸起
。

分生抱子梗短如胞壁的突起
,

无色
。

分

生抱子长椭圆形
,

单胞无色
。

经鉴定为薯莎叶点霉

伊勺 zzos t .lc t a d i o s c

oer
a 。 Coo k

e
) [

51
。

该病菌在有关

文献中已有描述
,

但在国内文献
,

尚未见到此病菌

危害盾叶薯菠引起斑点病的研究报道 .z[ ,
,

5
·

习
。

2
.

3 致病性测定

表 1 人工接种试脸结果
T a b l e 1 T h e r e ` u l t o f i n o ( u l a ti o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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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
.

1 症状

经田间观察发现
,

该病原菌主要为害盾叶薯

按叶片
。

最初在叶的正面出现黄褐色的小斑点
,

周围有较明显的褪绿晕圈
,

随后病斑向叶片周围

扩展
,

后期在叶片上形成圆形或椭圆形的病斑
,

直

径 1
.

5~ 3

~
,

灰褐色
,

上密生许多小黑点
,

稍凸

起
,

病健组织交界明显
。

发生严重时
,

部分叶片甚

至整个叶片呈黑褐色
,

造成叶片枯焦
,

提前落叶
,

导致植株枯死
。

2
.

2 病原菌鉴定结果

经病叶切片镜检观察
、

病组织分离与培养
,

并

按柯赫氏法则试验进一步证明
,

前后 2 次分离的

病原菌为同一种病原菌
。

该病原菌在 P D A 培养

基上形成黑褐色的菌落
,

菌落生长较快
,

且与基物

结合紧密
。

分生抱子器球形
,

黑褐色
、

有孔 口
,

散生

于寄生组织内
,

成熟后仅孔 口外露
,

形成球形
,

黑

从表 1 看出不论接种体是单胞分离的分生抱

子
,

还是 自然产生的分生抱子
,

都能对薯孩叶片

致病
。

2
.

4 室内生物测定

从表 2 看出
,

所选 5 种药剂对薯祯叶点霉表

现出相同的抑制趋势
,

其中甲基托布津的 EC
S。

最

小
,

可杀得的 E C
S。
最大

,

说明 甲基托布津对薯莎

叶点霉的抱子萌发生长抑制活性最高
,

初步断定

甲基托布津防治薯孩叶斑病的效果最好
,

其次为

多菌灵
。

表 2 室内生物测定各药剂 E C so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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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大田药效试验结果

大田药效试验结果如表 3 所示
,

从中可看出

5 种药剂对薯技叶点霉的防效趋势相同
,

在 3 次

调查中 甲基托布津 的防效 最高
,

相对 防效为

7 8
.

3%~ 8 7
.

5%
。

仙生 防效最差
,

相对防效为

4 5
.

0写一 61
.

1%
。

在田间使用 70 % 甲基托布津的

50 0~ 1 0 0 0 倍液
,

能有效地防治薯莎叶点霉
,

防效

由高到低依次为
:

甲基托布津 > 多菌灵 > 抑快

净 > 可杀得 > 仙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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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盾叶薯祯的经济价值较高
,

在我国分布很广
,

栽培面积较大
。

本研究表明
,

盾叶薯孩斑点病是山

阳等地盾叶薯菠上最严重 的侵染性病害之一
,

关

于此病在盾叶薯孩其他栽植区的发生危害情况及

综合防治措施
,

发生流行规律等
,

尚需进一步研

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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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农科院耕作改制
、

高产高效栽培技术研究与示范推广简介

玉米全地面地膜覆盖栽培技术
,

经过三年的试验示范
,

使玉米平均亩增产 1 51
.

7 公斤
,

亩节水 60 ~

100 m 3 ,

水分生产效率提高 20 %以上
,

玉米适种海拔高度提高 l oo m ;小麦地膜覆盖穴播栽培技术
,

在我

国北方地区累计推广近 2 0 00 万亩 ;以作物种植结构调整为主的生物节水
,

以限额灌溉等多项技术组装

配套的农艺节水新模式
,

通过广泛的应用推广
,

取得了显著的生态
、

经济效益 ;全膜覆盖玉米 /小麦
、

小麦

/马铃薯 /蚕豆
、

玉米 /蚕豆带田
,

小麦微垄膜侧沟灌和玉米小垄膜侧沟灌技术
,

在不同类型地区创造了超

吨粮典型
。

为种植业结构的调整
,

起到了有效的辐射带动作用
。

(西北农业学报编辑部摘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