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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玉米纹枯病菌致病性研究

严吉明!叶华智!郑 达!秦 芸!伍光庆
,四川农业大学植保系"四川 雅安 &(#"!+-

摘 要! 从四川不同生态区采集玉米纹枯病’!"#$%&’%(#) .//0-症状的玉米叶鞘"经分离#鉴定"选取 !& 个立枯丝

核菌,!"#$%&’%(#* +%,*(#-12!$31 的菌株和 ( 个玉蜀黍丝核菌,-"#$%&’%(#* $.*.)菌株作为供试菌$ 在玉米成株期用 451
菌丝圆片定位接种于玉米叶鞘内侧"测定供试菌株在玉米植株上的垂直扩展情况,病斑高度%日均扩展速度)"区分病

菌的致病性& 还研究了 12!$31 不同致病性菌株体外产纤维素酶和果胶酶活性与致病性的关系& 结果表明!分属于

两个种的 !6 个供试菌株均能侵染玉米"在潜育期上没有差异’病斑高度和病斑日均扩展速度能很好反映出菌株间

致病性的差异"-/ +%,*(# 12!$31 菌株间的致病性有明显差异"!/ $.*. 菌的致病性显著低于 !/ +%,*(# 12!$31 菌株"

体外产果胶酶和纤维素酶的活性大小与致病性有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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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纹枯病可由立枯丝核菌’-"#$%&’%(#) +%,)(#-%
玉蜀黍丝核菌’-"#$%&’%(#) $.).-和双核丝核菌’A#(B
7&,)’. -"#$%&’%(#)-引起"主 要 种 群 是 立 枯 丝 核 菌 中

的融合群 12!$31& 研究和了解病原物致病性分化

和致病性与病菌产细胞壁降解酶的关系" 在病原学

研究和抗性鉴定与抗病育种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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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病原物的致病性分化受地理环境%品种%耕作栽

培等因素的影响&四川生态条件多样"玉米种植面积

大"纹枯病发生重"而对纹枯病菌主要种群 -@ +%,)(#
12!$31 的致病性分化等方面尚缺乏研究& 本研究

的目的!,!-测定来源于四川不同生态区的玉米纹枯

病菌 -@ +%,)(# 12!$31 菌株和 -@ $.). 的致病性"以

了解致病性的分化& ,(-研究 -@ +%,)(# 12!$31 中不

同致病性菌株产生纤维素酶和果胶酶能力与致病性

是否有关联&

! 材料与方法

3@3 供试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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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试玉米品种为川单 !"! 选用无病地"采用宽

窄行#行长 $"" %&"宽行距 ’" %&"窄行距 $" %&"穴

距 $" %&"每穴 ( 株)种植"常规田间管理!
!"# 供试菌株

从原四川的川东#川南#川西#川北不同生态区

采集受玉米纹枯病危害的玉米叶鞘"进行组织分离"
获得分离物并按照丝核菌属分类标准进行种类与融

合群鉴定! 然后选取 !* 个 !" #$%&’( +,!-.+ 的菌株

和 ( 个玉蜀黍丝核菌#!" )*&*/菌株测定致病性!
!"$ 致病性测定

#!/采用菌丝圆片作为接种体! 将供试菌株分别

接种在 01+ 平板培养基上"在 (23下培养 4* 5"用

打孔器从菌落边缘切取菌丝圆片#$ && 直径/用于

接种!
#(/采用成株接种测定! 在玉米抽雄初期分别将

供试菌株的菌丝圆片定位接种于主穗位下第 $ 叶鞘

内侧"每菌株接种 !" 株!重复 ! 次"设置无菌丝圆片

作对照!植株接种后观察记载病害症状的初始期"待

病害扩展基本稳定后测定病斑在植株上的高度! 计

算各菌株的潜育期和日均垂直扩展速度" 数据采用

10671898 0:;%<==>?@ 6A=9<&/数据处理软件对各菌株

的病斑高度和日均扩展速度进行统计分析!
!"% 菌株产细胞壁降解酶的测定

!"#"! 供试菌株

在进行致病性测定的基础上" 选取致病性强

7BC(/#中7BD/#弱7EF)不同的菌株作产细胞壁降解酶

能力测定!
!"#"$ 菌株的产酶培养

采用液体培养"在基础培养基7GHIJ J" @#GK(0IL

! @#M@6IL$4K(I "N$ @#GCO "N$ @#F<6IL#PK(I ! """

&Q/中添加 !R果胶#柑橘果胶"6>@&8 产品/作为产果

胶酶诱导培养基% 添加 !R羧甲基纤维素 #6>@&8 产

品/作为产纤维素酶诱导培养基! 在 ($" &Q 三角瓶

中" 装入 !"" &Q 培养液分别定量接种供试菌株的

菌丝圆片"在 (23下静止培养 * P! 采用离心和过滤

#"NL$ ! 滤膜/除去菌丝"上清液即为粗酶液"供酶活

测定!
!"#"% 酶活测定

#!/纤维素酶活性测定! 以 !R羧甲基纤维素钠

#6>@&8/为底物"反应混合液为&( &Q 粗酶液S! &Q 底

物S( &Q "N! &;O T Q K+%-H8+% 缓 冲 液 #UK$N"/"L"3
下反应 J" &>?"取反应液 ! &Q 与二硝基水杨酸试剂

#1H6/反应"用 4$!, 分 光 光 度 计 在 $(" ?& 波 长 下

测定 I1 值" 根据葡萄糖标准曲线计算生成的还原

糖"对照用煮沸杀死的酶液做同样处理!以上述反应

条件下每分钟产生相当于 ! !&;O 葡萄糖所需酶量

为一个酶活单位!
#(/果胶酶活性测定!以柑橘果胶#6>@&8/为底物"

测定聚半乳糖醛酸甲酯酶#0M,/%以果胶酸钠#6>@&8/
为底物"测定聚半乳糖醛酸酶#0,/! 反应混合液为&
( &Q 粗酶液S! &Q!R底物液S( &Q "N! &;O T Q K+%-
H8+% 缓冲液#UK$N"/"L"3下反应 !$ &>?"取 ! &Q 反

应液与 1H6 试剂反应" 用 4$!, 分光光度计在 $("
?& 波长下测定反应生成的还原物质"对照以钝化酶

液做同样处理"用 1-半乳糖醛酸 #6>@&8/作 标 准 曲

线!以上述反应条件下每分钟释放出相当于 ! !&;O
半乳糖醛酸的还原物质为一个酶活单位!

( 结果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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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属于 !" #$%&’( !"#$%! 和 !" )*&* 的 #& 个供

试菌株对川单 #’ 玉米都能致病! 潜育期均为 () *!
但各菌株在玉米上的扩展高度+病斑高度,和日均扩

展速度有明显不同+表 #,!表现出致病性有差异" 在

!" #$%&’( !"#-%! 的 #) 个菌株中!分离自雅安草坝

的 ./0 菌株在玉米上的病斑高度最大为 &#12 34!
日均扩展速度为 #15 34!致病性最强"而来自宝兴蜂

桶寨的 67 菌株的病斑高度为 0282 34!日均扩展速

度为 98) 34!比 ./0 菌株低 (80 倍!其致病性最低"
两个玉蜀黍丝核菌菌株在玉米上的病斑高度明显低

于所有立枯丝核菌 !"#$%! 菌株" 表明它们的致病

性比 !" #$%&’( !"#$%! 低!而且 !" )*&* 菌株之间的

病斑高度也有明显差异"
!"! 玉米纹枯病菌产细胞壁降解酶的活性与致病

性的可能关系

致病性强弱不同的 ( 个立枯丝核菌菌株! 在体

外产纤维素酶和 0 种果胶酶的活性存在较大差异

+表 0," 表现出产酶活性随致病性增强而升高!致病

性强的菌株产 ( 种细胞壁降解酶的活性较弱的菌株

高 0 : ( 倍"初步表明玉米纹枯病菌 !"#$%! 的致病

性与产细胞壁降解酶活性存在着一定联系"

( 结论与讨论

植物病原物普遍存在着致病性的分化! 研究病

原物的致病性分化在研究病原物种群组成# 抗性鉴

定#抗病育种和品种合理布局等方面均有重要意义"
对四川 !" #$%&’( !"#$%! 菌株的研究结果表明! 立

枯丝核菌 !"#$%! 菌株间均存在致病性的差异!这

一结果与前人结果相一致" 差异表现为病菌在玉米

茎上扩展的高度即病斑高度和扩展速度上的差异!

纤维素酶活性

;" ;<" /=
./0 强 ##(89 &&89 (28#
.> 中强 &08# 2980 0982
67 弱 (98? ()8@ #)8(

注$酶活以酶活单位 A # 4B 培养液表示"

果胶酶活性
致病性菌株编号

表 ! 不同致病性菌株体外产细胞壁降解酶活性比较

这种差异是数量上的差异!而且成连续分布!难以定

出一个界限!只能相对粗略分出强弱的差异"这一结

果还表明!供试的玉蜀黍丝核菌+!" )*&*,较立枯丝核

菌+!" #$%&’(,!"#-%! 的致病性弱" 因此!在进行抗性

鉴定选用菌株时应注意到菌株致病性的差异! 选用

致病性强的菌株"
国外对纹枯病菌在水稻和玉米成株期的致病性

测定中!通常是在测量病斑高度和株高后!计算相对

病斑高度+病斑高 A 株高,来表示致病性大小" 我们认

为! 由于纹枯病菌在玉米植株上的扩展主要是呈现

垂直扩展! 用病斑高度和日均扩展速度就能很好区

分致病性差异!不必计算相对病斑高度"而在进行玉

米材料的抗病性鉴定时!用相对病斑高度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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