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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氮源不同浓度对玉米纹枯病菌的影响

王 波!杜鹏飞
-安徽技术师范学院"安徽 凤阳 (,,!"".

摘 要! 研究了碳源-淀粉.和氮源-天门冬酰胺.的不同浓度配比对安徽玉米纹枯病的菌丝生长速率#菌核粒数#

菌核干重的影响$ 结果表明"在试验范围内"碳源浓度 )"/" 0 )(/# 1 2 3%氮源浓度 (/#% 0 (/4+ 1 2 3 为该菌生长最佳浓

度组合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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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纹枯病’6)%71891"%: /1+:"%.近年来在全国许

多玉米产区都有逐年加重的趋势" 给玉米造成很大

损失&安徽省各玉米产区此病也有所发生"特殊年份

危害严重&因此"有关玉米纹枯病防治方面的报道较

多" 而关于安徽玉米纹枯病菌生物学特性的研究较

少 Z! 0 )[& 本文在研究了安徽玉米纹枯病菌对不同碳

源%氮源利用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其浓度加以探讨"
为栽培技术措施上防治玉米纹枯病" 特别是施肥防

病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 材料与方法

@A@ 供试材料

供试菌种! 由安徽玉米主要产区采集的病株上

分离得到的玉米纹枯病菌&
碳%氮源!通过试验筛选出的最适宜玉米纹枯病

菌生长的碳%氮源"其中碳源是淀粉"氮源为天门冬

酰胺&
@AB 试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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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试验碳%氮源的浓度采用二因素最优设计Z#"&["
编码水平见表 !&

@AC 培养基配制

以除去 ^8_, 和蔗糖的查彼克培养液为基础培

养基 Z4[" 再按照表 ( 两因素最优设计中的 D%8 不

同浓度配制成 & 种处理的供试培养基" 每种处理分

装 # 个相同的试管"每个试管装 (" S3&

@AD 试验方法

编码值 淀粉-‘!. 天门冬酰胺-‘(.

! ##/"" ,/%#" "
"/,%) ) ,%/+& (/4&% !
$!,!/# (&/4" !/4), &
$! #/"" "/"#" "

表 @ 试验因子水平编码 1 2 3

1 2 3

‘! ‘(

$! $! #/"" "/"#" "
! $! ##/"" "/"#" "

$! ! #/"" ,/%#" "
$"/!,! # $"/!,! # (&/4" !/4), &

! "/,%) ) ##/"" (/4&% !
"/,%) ) ! ,%/+& ,/%#" "

天门冬酰胺淀粉
编码值

表 B 两因子最优供试培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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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 平板培养基中培养了 $% & 菌种的同心

圆上!用直径 ’ (( 的打孔器进行打孔!制成同菌龄

的菌饼!并将菌饼一一接种到供试培养基平板中央!
然后倒置!放在 )%*恒温箱中培养"
!"# 观测方法

测量菌丝生长情况#从放入培养箱开始计时!每

+ & 就以菌饼为圆心!采用十字交叉法测量一次菌丝

的生长情况!直至菌丝长满为止"
观察菌核生长情况#待菌丝长满后!每日观察一

次菌核生长情况,颜色$大小$多少的变化-!在第 ./
天分别数清每皿菌核的粒数! 并将其挑下! 放在

//*下烘干 ) &!等自然冷却后称其重"

) 结果与分析

$"! 碳!氮浓度与菌丝生长速率的关系

以玉米纹枯病菌丝的平均生长速率 ,(( 0 &-为
1! 与 2$3 不同量配比的编码值 4.$4) 建立数学关

系式如下5%!67#
189:););)6<=:=.%=9;>4.?=:=.9).)64)?=:=9))=>;%4.

)

<=:=>$))$.94)
) <=:=.%=9>% 4.4) ,.-

$"$ 碳!氮浓度与菌核粒数的关系

以玉米纹枯病菌核粒数,粒 0 皿-为 @!与 2$3 不

同配比的编码值 4.$4) 建立数学关系式如下#
@89%):99/6?;.:.;%/.4.?)6A:%=9>4)<>/:%.;%64.

)

<./:6>$ $)4)
)?>6:>;% /64.4) ,)-

$"% 碳!氮浓度与菌核干重的关系

以每皿菌核干重,(B 0 皿-为 !!与 2$3 不同配比

的编码值 4.$4) 建立数学关系式如下#
!8.%=:6>6 )?>%:=6/ >64.?%>:=9% ).4)<A):/A9 >4.

)

<A/:%.; A%4)
)?>%:9;= ;.4.4) ,9-

$"& 碳!氮源的不同配比对玉米纹枯病的综合分析

根据上述数学关系式,.- C ,9-!分别以 4. 或 4)

为 = 水平!这样就可得一个因子为 = 水平时!另一个

因子与菌丝生长速率$ 菌核粒数和菌核干重的数学

关系式!如,.-式!分别设 4. 或 4) 为 =!即得#
1.89:);) ;)6?=:=.9 ).64)<=:=>$ ))$ .94)

) ,$-
1)89:);) ;)6<=:=.% =9; >4.?=:=9) )=> ;%4.

) ,/-
以此类推!由数学关系式,.- C ,9-可得出一个因

子为 = 水平的 > 个单因子数学关系式" 依照单因子

数学关系式作图如下#

菌丝生长速率

4. 4) ,(( 0 &-

<. <. 9:)); /
. <. 9:)); /

<. . 9:)6= =
<=:.9. / <=:.9. / 9:);) /

. =:96$ / 9:);/ =
=:96$ / . 9:).) /

编 码 值

表 % 碳氮不同配比对菌丝生长速率的影响

菌核粒数

4. 4) ,粒 0 皿-

<. <. $:)/
. <. ;:)/

<. . $/$:/=
<=:.9. / <=:.9. / 99$:==

. =:96$ / /)6:==
=:96$ / . ;=>:/=

编 码 值

表 & 碳氮不同配比对菌核粒数的影响

菌核干重

4. 4) ,(B 0 皿-

<. <. >:%$/
. <. >:)6/

<. . $):)%=
<=:.9. / <=:.9. / .>=:9//

. =:96$ / )>=:9=/
=:96$ / . )>%:$=/

编 码 值

表 # 碳氮不同配比对菌核干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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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源含量对玉米纹枯病菌菌丝生长速率!菌核干重!菌核粒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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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 论

秋施肥和春施肥比较! 玉米产量提高 "!#$% &
’ %%!$( )* + ,-#!增 产 ’%$%. & ’!$/.!增 加 纯 收 入

!"0$1 & 2!($! 元 + ,-#" 秋施肥减少了田间作业!改

善了耕层土壤状况!有利于种子萌发" 由于肥料深

施!促进了根系生长!减少氮素的挥发损失"秋施肥

有抗旱蓄水的作用!提高了土壤含水量!确保苗全

苗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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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单项指标分析" 根据上图所示!在试验范围

内依照各自的曲线变化情况!可得出#
菌丝生长速率#碳$氮源不同浓度对菌丝生长速

率的影响都很小" 在碳源为 % 水平条件下!氮源在

:’ & %$’%# 2 水平内! 菌丝生长速率随氮量的增加

略有上升! 而在 %$’%# 2 水平以上! 又慢慢降低!而

在:%$( & %$( 水平范围内! 速率变化受氮量影响很

小" 在氮源为 % 水平条件下!碳源在:’ & %$#0 水平

范围内! 菌丝生长速率随碳量的增加略有降低!在

%$#0 水平以上略有上升! 而在 % & %$( 水平范围内!
菌丝生长速率变化受碳量影响很小"

菌核粒数# 氮源对菌核粒数的影响明显大于碳

源"在碳源为 % 水平条件下!菌核粒数随氮源浓度的

增大几乎呈直线上升" 在氮源为 % 水平条件下!碳

源在:’ & %$(" 水平范围内!菌核粒数随碳源浓度的

增大上升较明显! 而在 %$(" 水平以上略有下降!其

中 %$( & %$1 水平范围内变化微小"
菌核干重# 氮源和碳源对菌核干重的影响都很

大!在一定范围内随其浓度的增大菌核干重增加"在

碳源为 % 水平条件下!氮源在:’ & %$! 水平范围内!
菌核干重明显随之加重! 在 %$! & %$2!0 水平范围

内!加重幅度减慢!而在 %$2!0 水平以上略有降低"
在氮源为 % 水平条件下! 碳源在:’ & %$( 水平范围

内!菌核干重明显加大!%$( & %$0 水平范围内加重缓

慢!而在 %$0 水平以上有所降低"
7#8综合指标分析" 根据图 ’ 及单项指标分析知

道!碳量和氮量对菌丝生长速率影响很微小!所以在

选择最佳浓度范围时!以菌核粒数$菌核干重为主要

考虑因素" 在碳源为 %$" & %$( 水平%"%$% & "#$( * + ;&
范围!菌丝生长速率$菌核干重$菌核粒数的数值较

大而且在此范围变化很小" 在氮源为 %$! & %$" 水平

%#$(0( & #$/0% * + ;&范围! 菌丝生长速率$菌核干重$
菌核粒数的数值较大而且基本稳定" 因此!碳$氮源

浓度在上述范围内!较适宜玉米纹枯病菌生长!其菌

丝生长速率$菌核粒数$菌核干重的数值都较高"

! 小 结

本试验结果是#培养基中不同碳$氮源浓度对玉

米纹枯病菌生长有明显影响!并以碳源$氮源含量分

别为 "%$% & "#$( * + ;$#$(0( & #$/0% * + ; 时为较理想

的浓度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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