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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禾谷抱囊线虫湖北群体活动期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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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小麦播种时定量接种禾谷抱囊线虫 ( C C N )( H et er do
e
ar va en

a 君 )的抱囊
,

发芽生根后进行

系统观察
。

结果表明
,

该线虫在小麦生长季节中只完成 1代
。

小麦播种后 25 一 35 d 是 2 龄幼虫入

侵幼根的高峰期
,

1 0 0 ~ i Zo d 根内出现 3 龄幼虫
,

1 1 0 ~ 1 3 o d 发育成 4 龄幼虫
,

1 3 0一 i s o d 根表露

出白色抱囊 (雌虫 )
。

受感染的麦根
,

侵染点首先变褐
,

进而肿大
,

常见分叉增多
,

形成须根团
。

C C N

多居于自然含磷
、

钾元素多且保水性能好的油沙土中
,

以 5 ~ 3 co m 的耕作层抱囊量较多
。

关锐词 禾谷抱囊线虫
,

湖北群体
,

活动期特性

禾谷抱囊 线虫 ( C C N )( H et e or de ar va en a ` )寄生为害几十种禾本科作物和杂草 l[]
,

我

国首先在湖北发现为害小麦 2[]
。

初步调查的结果表明
,

C C N 在湖北 以抱囊在土中越夏
,

当

年 10 月中旬到第 2 年 3 月前后为孵化侵人期闭
。

为了尽早控制病原线虫的为害和扩散
,

1 9 8 9年以来
,

作者系统观察了 C C N 湖北群体

的活动期特性
,

结果报道如下
。

1 研究方法

L 1 C C N 侵染进程观察

于大田播种小麦前 1 周
,

从病区取土样
,

室内晾干后 以漂浮法分离并收集线虫抱囊
。

播种小麦时
,

按 l o o m l 土壤含 10 个饱满抱囊量 回接到灭菌土中
,

分装于 2 0c m 口径的柱

形花盆
,

干燥保存备用
。

选用湖北主要小麦品种鄂恩 1 号
,

从 11 月 2 日起播种
,

每隔 5d 播

种 1 次
,

共播种 5 次
,

每次播种 30 盆
,

每盆 20 粒种 (浸种露白 )
。

麦苗出土后
,

d5 取 1次苗根
,

检查幼虫入侵时间和在寄主体内发育情况
,

每次检查 2

个单株苗的根
,

同时观察幼根病灶变化
。

每 30 d 从病区大 田取样检查 1 次
,

与盆栽结果作

比较
。

将待检查的麦根剪下漂洗干净
,

在 1 %次氯酸钠液中浸泡 1~ 2 m in( 漂白 )
,

移入酸性

品红乳酚油中煮至沸腾 (脱水和染色 )
,

冷却后解剖镜下观察根内虫态
。

L Z 受 C C N 俱染幼根病变观察

按 0
.

6 %琼脂用量制作水琼脂培养基
,

湿热灭菌
。

在盆栽播种的同一天
,

用水琼脂培

二 现在湖北省农垦 局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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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基在直径为 1 8c m 培养皿中制作平板
,

每皿播种 5 粒表面消毒的小麦种
,

置 15 ℃左右温

箱中
,

待麦根长至 0
.

5 ~ I c m 时
,

移到阳台上
,

2 h4 后 向根尖周围接种 C C N Z 龄幼虫
,

每皿

接 50 条
,

共 5 皿
,

不接种为对照
。

室温下
,

逐 日观察幼虫入侵情况和幼根受侵染处的变化
。

1
.

3 c c N 群体分布型观察

在 3 省 29 县 (市 ) 的调查中
,

详细记载抱囊数量
、

土质及耕作制度等
。

在重病区用取土

器分别取 。~ 5
、

6一 10
、

1 1 ~ 1 5
、

1 6~ 2 0
、

2 1~ 2 5
、

2 6一 3 0
、

3 1一 3 5
、

3 6~ 4 0 和 4 1~ 4 5e m 等 9

层土壤
,

晾干后漂浮分离
,

统计抱囊数
。

2 结果与分析

2
.

1 C C N 侵染进程

盆栽系统观察结果见图 1
。

小麦播种发芽生根后
,

2 龄幼虫即可侵入幼根
,

25 ~ 3 d5 为

入侵高峰期
,

1 0 0
一

Z o d 根内出现 3 龄幼虫
,

1 1 0一 z 3 o d 根内幼虫发育成 4 龄
,

1 3 0 ~ 1 5 o d

根表露出白色袍囊 (雌虫 )
,

同时发现游离的雄虫
,

1 70 一 1 9 d0 出现浅褐色抱囊
。

从 2 龄幼

虫侵入根内到发育成 3 龄幼虫
,

历时 40 ~ 9 d0
,

播种越早
,

历时越长
,

由 3 龄幼虫到 4 龄
,

多数需要 2 d0 左右
,

少数 4 d0
;
由此 阶段到 白色抱囊和雄虫

,

历时 30 ~ 70 d (多数 30 ~

4 d0 )
,

历时差异可能是幼虫孵化和入侵根内的时间不同所致
。

从时间上看
,

第 2 年 3 月下

旬至 4 月中旬开始出现 白色抱囊和雄虫
,

4 月下旬到 5 月中旬形成浅褐色抱囊
。

从小麦播

种到 白色抱囊形成 (完成 1 代的个体发育 )至少需要 4
.

3 ~ 5
.

3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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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C C N 湖北群体发育历程

从图 1看出
,

无论播种早还是晚
,

12 月末到第 2 年 2 月初侵入的幼虫都没有发育
。

2

月中旬以后
,

各龄幼虫有交错存在现象
,

发育速度明显加快
。

小麦腊熟以后
,

不见低龄幼

虫
,

成虫在小麦一个生长季节中只在后期出现 1次
,

表明 C C N 在湖北从小麦播种到收获

只发生 l 代
,

连续 2 年大田中每 30 d 取样检查的结果与盆栽累计高峰基本一致
。

2
.

2 受 c c N 俱染幼根的病变

平板培养结果表 明
,

2龄幼虫多数在 3 ~ d4 内侵入麦根
,

1 周后没能入侵的便死亡
。

多

数从麦根近尖端处入侵
,

麦根侵染点最初变成浅褐色
,

接着周围组织肿大并疏松
,

形成小

侧肿突 ( 图 2 )
,

进而侵染点附近分叉增多
,

有时形成 须根团
,

对照的麦根分叉稍晚
,

根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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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受 C C N感染的麦根

注
:

箭头示侵入根内的幼虫
。

直
,

不形成团
。

盆栽受侵染植株总体根系不发达
,

功能根减少
,

地上植株较瘦弱
,

类似缺肥

症
,

拔节后重病株 明显矮于健株
,

说明 C C N 致病性较强
。

在大田
,

感病品种上病理学变化

明显
,

对小麦的生长发育影响很大
;
受感染轻的

、

非侵染适期播种的以及肥水足的麦苗地

上病害症状不明显
。

2
.

3 C C N 群体虫 l 分布型

对 29 个县 (市 )调查结果表明
,

C C N 主要分布在江河
、

湖泊沿岸以及鄂中部偏东的冲

积平原地区
,

山区少甚至没有
;
在同一病区

,

多数集中在 3 c0 m 内的耕作层
,

36 c m 以下的

深层土中很少有其抱囊存在
。

这可能与小麦苗期受感染重
、

受害根发育不良未能伸到较深

的土层有关系
。

在同一地区
、

同一层土壤
,

土质不同
,

抱囊数量亦有差异
。

调查中
,

按 5 点

取样法
,

在每种土质 同一深度取 10 份土样
,

每份 2 0 0 0 m l
,

分离后计算平均每 1 0 o m l 土中

拘囊量
,

油沙土 1 7
.

30 个
,

灰正土 9
.

13 个
,

黄棕壤中的二黄土 4
.

00 个
,

三黄土 4
.

00 个
,

潮

土 1 0
.

75 个
.

以上表明 C C N 在沙性土壤
、

保水性能好及磷钾元素自然含量高的肥沃壤土

中繁殖发育良好
,

生存量多
,

板结粘重土壤 中线虫群体数量少
。

C C N 群体数量与温度的相

关性不强
,

绝对最低温度在 一 10 ℃ 以下的地区
,

一般都有分布
,

其中密度大的重病区达

一 1 4 ℃以下
,

这与孵化试验中低温处理一段时间有利于孵化的结果一致阁
。

3 小结与讨论

3
.

1 研究表明
,

C C N 在湖北省以抱囊 (内含卵 )越夏
,

10 月中下旬到 12 月底和次年 2 ~ 3

月两个孵化
、

入侵期
,

严冬旧平均气温低于 2℃ )停止孵化
、

入侵和发育
。

2 月中旬以后恢

复活动
,

这时病株根内幼虫发育速度明显加快
,

抱囊 内的卵再度不断孵化侵入寄主
;
由于

虫卵孵化持续半年之久
,

使小麦从出苗到生长中后期一直受着侵染和为害 ; 正 当小麦抽

穗
、

开花
、

授粉和灌浆时
,

发育成熟的雌虫又不断撑破根表皮外露
,

致寄主伤根流液
,

还可

能招致某些次生病菌感染
,

诱发复合根病
;随着小麦的黄熟根朽

,

抱囊变褐老熟脱根落土
,

造成土壤严重污染
。

C C N 湖北群体以江河湖泊沿岸分布较多
,

表明在 自然条件下
,

水流和

泥沙的移动可能是此种线虫远距离传播的重要途径和适生环境
。

长江中游地区水面积大
,

雨水亦多
,

土壤肥沃
,

油沙土多
,

是适于其生长发育
、

繁殖和为害的地 区之一
,

值得警惕
。

3
.

2 小麦禾谷抱囊线虫病是小麦的重要病害
,

在澳大利亚
、

法国
、

意大利
、

加拿大等国为

害严重
,

具有潜在危险性
,

一旦发生
,

很难根除
。

我国亦是小麦生产国
,

现 已查明华北
、

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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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地区也有发生
。

因此应加强检疫
,

采用抗病和耐病品种
,

实行小麦与非禾本科作物轮作

等措施
,

尽快减少线虫群体数量
,

控制其传播和为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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