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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合病原菌高粱附球菌寄主范围的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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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探讨高粱附球菌的防治措施，对百合病原菌高粱附球菌的寄主范围进行鉴定．结果发现，高粱
附球菌对葫芦科南瓜、葫瓜、黄瓜，禾本科水稻、玉米、慈竹、狗尾巴草，百合科黄花菜、吊兰，豆科

大豆、豇豆，马齿苋科马齿苋和苋科苋菜等植物具有致病性；对山茶科山茶、蔷薇科苹果和葫芦科冬瓜

（果实）等植物的致病性较弱；而对茄科番茄、天南星科绿萝、大戟科橡皮树和荨麻科苎麻不致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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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球菌属Ｅｐｉｃｏｃｃｕｍ隶属子囊菌门 （Ａｓｃｏｍｙｃｏ
ｔａ），座囊菌纲 （Ｄｏｔｈｉｄｅｏｍｙｃｅｔｅｓ），格孢腔菌目
（Ｐｌｅｏｓｐｏｒａｌｅｓ）亚隔孢壳科 （Ｄｉｄｙｍｅｌｌａｃｅａｅ）［１］，是
一种致病性较强的菌属．其寄主范围极其广泛，在
全球各地均有分布，可侵染农作物、林木、经济作

物等，并造成植物叶斑、叶枯、果腐烂等现象，其

属内的黑附球菌 （Ｅｐｉｃｏｃｃｕｍｎｉｇｒｕｍ）对火龙果
（Ｈｙｌｏｃｅｒｅｕｓｕｎｄａｔｕｓ）［１］、小 麦 （Ｔｒｉｔｉｃｕｍ ａｅｓｔｉ

ｖｕｍ）［２］、水稻 （Ｏｒｙｚａｌａｔｉｆｏｌｉａ）［３］、甜瓜 （Ｃｕｃｕｍｉｓ

ｍｅｌｏ）［４－５］、野燕麦 （Ａｖｅｎａｆａｔｕａ）［６］、大麦 （Ｈｏｒ

ｄｅｕｍｖｕｌｇａｒｅ）［７］、薄荷 （Ｍｅｎｔｈａ×ｐｉｐｅｒｉｔａ）［８］、芒果

（Ｍａｎｇｉｆｅｒａｉｎｄｉｃａ）［９］等植物都表现出一定的致病力．

高粱附球菌 （Ｅｐｉｃｏｃｃｕｍｓｏｒｇｈｉｎｕｍ）［１０］是本实

验室于 ２０１８年从龙牙百合 （Ｌｉｌｉｕｍｂｒｏｗｎｉｉｖａｒ．
ｖｉｒｉｄｕｌｕｍ）叶尖干枯病植株分离及鉴定的一种新病
原菌．目前，由于对高粱附球菌的寄主范围的相关
研究甚少．因此本试验拟探讨其对不同科属植物的
侵染情况及其寄主范围，旨在避免植物在生长发育

过程中遭受病原菌的侵染，减少大规模发病现象的

发生，同时寻找抗病育种的新种质资源，为防治高

粱附球菌提供理论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菌种：高粱附球菌 （Ｅｓｏｒｇｈｉｎｕｍ），本实验室

保存．
植物材料：禾本科、荨麻科、葫芦科、豆科、



天南星科、紫葳科、大戟科、莲科、紫茉莉科、凤

仙花科、茄科、苋科、山茶科、杨柳科、十字花

科、马齿苋科等２０多种植物叶片、果实．
马铃薯 （ＰＤＡ）培养基：土豆 ２００ｇ，琼脂

１５～２０ｇ，葡萄糖 ２０ｇ，定容至 １Ｌ，倒入锥形瓶
中，１２１℃高温灭菌，待用．
１２　试验方法
１２１　高粱附球菌培养

将高粱附球菌转接到马铃薯培养基 （ＰＤＡ），
并将接好的菌种放入２５℃ 培养箱中培养７ｄ，供
后续试验使用．
１２２　寄主范围测定

测定采用离体材料 （叶片或果实）接种法．将
取自本校试验基地的南瓜、葫瓜、黄瓜、冬瓜等作物

的健康叶片或果实用流水冲洗后，７０％乙醇消毒３０ｓ，
再用２％次氯酸钠消毒５ｍｉｎ，切取适宜长度，用无菌
滤纸吸干水分，放在事先灭过菌的垫有滤纸的培养皿

中，背面朝上，每皿放２～３片 （块），保湿培养．将
５ｍｍ菌饼接种在叶片背面，以接种无菌ＰＤＡ块为对
照，置于２５℃恒温培养箱中培养，观察叶片、果实
被浸染的情况．所有处理均设３次重复．

１２３　病情分级标准

参照Ｆｌｏｏｄ等［１１］植物发病的分级标准进行发病

等级统计，其中：０级，植株健康，没有发现病叶，
能够正常生长；１级，叶面积１／４以下发病；２级，
叶面积１／４以上、１／２以下发生病害；３级，叶面积
１／２以上、３／４以下发生病害；４级，叶面积３／４以
上发生病害．接种高粱附球菌后３ｄ、第５ｄ、第７ｄ
对植物感染情况进行观察，并做好记录．
１３　数据分析

采用 ＳＰＳＳ２２和 Ｅｘｃｅｌ软件对参试材料的发病
等级进行统计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葫芦科植物发病等级及其症状
参试葫芦科的几种植物均被高粱附球菌侵染．

其中，南瓜叶片最易被侵染，发病等级在 ４００；
冬瓜叶片最不易被侵染，其发病等级在１１７，二
者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病原菌对植物不同部位的
致病力不同，黄瓜和南瓜叶片的发病等级均大于黄

瓜和南瓜果实的发病等级，二者间差异也有统计学

意义 （见表１和图１）．

表１　高粱附球菌对葫芦科作物寄主测定结果

植物种类 发病等级 症状

南瓜 （叶片）（Ｃｕｃｕｒｂｉｔａｍｏｓｃｈａｔａ
　 （Ｄｕｃｈ．ｅｘＬａｍ．）Ｄｕｃｈ．ｅｘＰｏｉｒｅｔ）

４００±０００ａ 整个叶片都覆盖褐色菌丝

葫瓜 （Ｌａｇｅｎａｒｉａｓｉｃｅｒａｒｉａ（Ｍｏｌｉｎａ）
Ｓｔａｎｄｌ．）

３８３±０１７ａｂ 叶面积大部分都覆盖褐色霉层，叶片上有黑斑，易腐烂

黄瓜 （叶片）（ＣｕｃｕｍｉｓｓａｔｉｖｕｓＬｉｎｎ．） ３３３±０３３ｂ 叶片覆盖白色霉层，易腐烂

冬瓜 （叶片）（Ｂｅｎｉｎｃａｓａｈｉｓｐｉｄａ（Ｔｈｕｎｂ．）
Ｃｏｇｎ．）

１１７±０１７ｃ 叶片表面小部分覆盖绒状的褐色霉层，叶片易腐烂

黄瓜 （果实）（Ｃ．ｓａｔｉｖｕｓＬｉｎｎ．） １００±０００ｃ 果实部分覆盖小部分褐色霉层，霉层处果实呈水渍状，颜色转为暗黄色

南瓜 （果实）（Ｃ．ｍｏｓｃｈａｔａ（Ｄｕｃｈ．ｅｘＬａｍ．）
Ｄｕｃｈ．ｅｘＰｏｉｒｅｔ）

１００±０００ｃ 果实部分覆盖小部分褐色霉层，霉层部位产生黑褐色病斑

　　注：表中同列数据后的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下同．

图１　南瓜果实和叶片的发病情况

２２　禾本科植物发病等级及其症状
高粱附球菌对参试禾本科植物的致病力较强，

玉米叶片、慈竹叶片 （图２（ａ）、图２（ｂ））、水
稻叶片 （图２（ｃ）、图２（ｄ））的平均发病等级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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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３级以上，但狼尾草叶片最不易被侵染，其与水
稻、玉米、慈竹的发病等级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表２）．
２３　其他科属植物发病等级及其症状

由表３可见，高粱附球菌对柳树 （杨柳科）、

黄花菜 （百合科，图 ３（ａ）、图 ３（ｂ））、吊兰
（百合科）、马齿苋 （马齿苋科）、苋菜 （苋科）、

大豆 （豆科）、凤仙花 （凤仙花科）和芋头 （天南

星科）的叶片致病性很强，平均发病等级均在３５

级以上，且发病的速度快；对羽衣甘蓝 （十字花

科）、豇豆 （豆科）、菜豆树 （紫葳科）的叶片致

病力较强，平均发病等级均在３级以上；对油菜叶
（十字花科）、苹果 （蔷薇科）、山茶叶 （山茶

科）、三角梅叶 （紫茉莉科）、莲藕叶 （莲科）的

致病力较弱，而且对植物材料的发病速度比较缓

慢；对番茄果实 （茄科）、苎麻叶片 （荨麻科）、

绿萝叶 （天南星科）和橡皮树叶 （大戟科，图 ３
（ｃ）、图３（ｄ））不致病．

表２　高粱附球菌对禾本科作物寄主测定结果

植物种类 发病等级 症状

水稻 （ＯｒｙｚａｌａｔｉｆｏｌｉａＤｅｓｖ．） ４００±０００ａ 整个叶片都覆盖着白褐色绒状霉层

玉米 （ＺｅａｍａｙｓＬ．） ３８３±０１７ａ 大部分叶面积都覆盖着白褐色绒状霉层，叶片失绿

慈竹 （Ｎｅｏｓｉｎｏｃａｌａｍｕｓａｆｆｉｎｉｓ（Ｒｅｎｄｌｅ）Ｋｅｎｇｆ．） ３８３±０１７ａ 大部分叶面积都覆盖着白褐色绒状霉层，叶片失绿变暗

狼尾草 （Ｐｅｎｎｉｓｅｔｕｍａｌｏｐｅｃｕｒｏｉｄｅｓ（Ｌｉｎｎ．）Ｓｐｒｅｎｇ．） ３００±０００ｂ 叶面积１／２覆盖着白褐色霉层，叶片变黄

图２　慈竹和水稻叶片的发病情况

表３　高粱附球菌对其他作物寄主测定结果

科 植物种类 发病等级 症状

马齿苋科 （Ｐｏｒｔｕｌａｃａｃｅａｅ） 马齿苋 （ＰｏｒｔｕｌａｃａｏｌｅｒａｃｅａＬ．） ４００±０００ａ 叶片表面都覆盖着白褐色霉层

苋科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 苋菜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ｕｓｍａｎｇｏｓｔａｎｕｓＬ．） ４００±０００ａ 整个叶片都覆盖着白褐色霉层，叶片腐烂

豆科 （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ａｅ）
大豆 （Ｇｌｙｃｉｎｅｍａｘ（Ｌｉｎｎ．）Ｍｅｒｒ．） ４００±０００ａ 整个叶片都覆盖着白褐色霉层

豇豆 （Ｖｉｇｎａｕｎｇｕｉｃｕｌａｔａ（Ｌｉｎｎ．）Ｗａｌｐ．） ３１７±０１７ｃ 叶片覆盖着白褐色霉层，叶片腐烂

凤仙花科 （Ｂａｌｓａｍｉｎａｃｅａｅ） 凤仙花 （ＩｍｐａｔｉｅｎｓｂａｌｓａｍｉｎａＬｉｎｎ．） ４００±０００ａ 整个叶片都覆盖在白褐色霉层，叶片腐烂

杨柳科 （Ｓａｌｉｃａｃｅａｅ） 柳树 （ＳａｌｉｘｍａｔｓｕｄａｎａＫｏｉｄｚ．） ３８３±０１７ａ 叶面积大部分都覆盖着白褐色霉层，叶片易腐烂

百合科 （Ｌｉｌｉａｃｅａｅ）
黄花菜 （ＨｅｍｅｒｏｃａｌｌｉｓｃｉｔｒｉｎａＢａｒｏｎｉ） ３８３±０１７ａ 叶面积大部分覆盖着白褐色菌丝，叶片失水变黄

吊兰 （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ｔｕｍｃｏｍｏｓｕｍ（Ｔｈｕｎｂ．）
Ｂａｋｅｒ）

３６７±０３３ａｂ
叶面积大部分都覆盖着白褐色霉层，叶片转为深

绿色

天南星科 （Ａｒａｃｅａｅ）
芋头 （Ｃｏｌｏｃａｓｉａｅｓｃｕｌｅｎｔａ（Ｌ．）Ｓｃｈｏｔｔ．） ３６７±０１７ａｂ 叶片表面覆盖着大部分白褐色霉层，叶片腐烂

绿萝 （Ｅｐｉｐｒｅｍｎｕｍａｕｒｅｕｍ（Ｌｉｎｄｅｎ
ｅｔＡｎｄｒｅ）Ｂｕｎｔｉｎｇ）

０００±０００ｆ 叶片表面无明显变化

紫葳科 （Ｂｉｇｎｏｎｉａｃｅａｅ）
菜豆树 （Ｒａｄｅｒｍａｃｈｅｒａｓｉｎｉｃａ（Ｈａｎｃｅ）
Ｈｅｍｓｌ．）

３３３±０１７ｂｃ 叶片表面覆盖着褐色霉层，叶片失绿

十字花科 （Ｃｒｕｃｉｆｅｒａｅ）
油菜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ｃａｍｐｅｓｔｒｉｓＬ．） ２００±０００ｄ 白褐色霉层占叶面积１／２，叶片易腐烂

羽衣甘蓝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ｏｌｅｒａｃｅａＬｉｎｎａｅｕｓｖａｒ．
ａｃｅｐｈａｌａＬｉｎｎ．ｆ．ｔｒｉｃｏｌｏｒＨｏｒｔ．）

３３３±０３３ｂｃ 叶片覆盖白色霉层，叶片易腐烂

睡莲科 （Ｎｙｍｐｈａｅａｃｅａｅ） 莲藕 （ＮｅｌｕｍｂｏｎｕｃｉｆｅｒａＧａｅｒｔｎ．） １８３±０１７ｄ 叶片覆盖白褐色菌丝，叶片转为灰色，并有黑色病斑

紫茉莉科 （Ｎｙｃｔａｇｉｎａｃｅａｅ） 三角梅 （ＢｏｕｇａｉｎｖｉｌｌｅａｓｐｅｃｔａｂｉｌｉｓＷｉｌｌｄ．） １１７±０１７ｅ 叶片表面覆盖着小部分菌丝，并有黑色病斑

山茶科 （Ｔｈｅａｃｅａｅ） 山茶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ｊａｐｏｎｉｃａＬｉｎｎ．） １００±０００ｅ 叶片上出现黑色病斑，并覆盖着小部分白褐色霉层

蔷薇科 （Ｒｏｓａｃｅａｅ） 苹果 （ＭａｌｕｓｐｕｍｉｌａＭｉｌｌ．） １００±０００ｅ 果实表面凹陷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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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３
科 植物种类 发病等级 症状

荨麻科 （Ｕｒｔｉｃａｃｅａｅ） 苎麻 （Ｂｏｅｈｍｅｒｉａｎｉｖｅａ（Ｌ．）Ｇａｕｄｉｃｈ．） ０００±０００ｆ 　　　　　叶片表面无明显变化
茄科 （Ｓｏｌａｎａｃｅａｅ） 番茄 （ＬｙｃｏｐｅｒｓｉｃｏｎｅｓｃｕｌｅｎｔｕｍＭｉｌｌｅｒ） ０００±０００ｆ 　　　　　果实表面无明显变化
大戟科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ｃｅａｅ） 橡皮树 （Ｆｉｃｕｓｅｌａｓｔｉｃａ） ０００±０００ｆ 　　　　　叶片表面无明显变化

图３　黄花菜和橡皮树叶的发病情况

３　小结与讨论

本试验通过高粱附球菌离体接种植物材料方法

对其致病性进行研究，并测定其寄主范围．试验发
现，其寄主范围比较广泛，易感染葫芦科、豆科、

十字花科、杨柳科、禾本科、马齿苋科、百合科、

天南星科的植物，在感染初期就会对植物材料产生

比较严重的病害，叶片会出现黑色病斑，而且部分

叶片还会褪绿变黄，这与朱香［１２］对玉米、Ｌｉｕ
等［１３］对芋的研究结果一致，且与黑附球菌相同均

对水稻具有致病性．此外，本研究还发现病原菌对
同一植物不同部位的致病情况也不相同，高粱附球

菌对南瓜叶片与黄瓜叶片的致病力较强，而对南瓜

果实和黄瓜果实的致病力较弱，因此需要在植株不

同的生长发育阶段采取不同的病害防治方法．
由于本试验选用的植物材料种类还相对有限，对

于有关高粱附球菌寄主范围研究，还可以进一步使用

其他植物材料进行探讨，以发现更多高粱附球菌的潜

在寄主，从而避免作物在种植过程中发生高粱附球菌

侵染，造成植物生长发育不良、减产等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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