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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耳线虫 e P lo dr e aSp
·

的初步研究
`

岑 明 计鸿贤

(广西科学院生物研究室 )

摘 要
木耳既是我 国的重要食用菌

,
又是我国的传统出 口商品之 一

。

但是在每年复天

的产耳 季节
,

常 发生严 重的烂耳现 象
,

使耳片腐烂流失
、

不堪食用
,

俗称流耳病
。

全国各木耳产区均有发生
,

严重的影响木耳产量和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

这一问题亚

待解决
。

笔 者从 1 9 82一 1 9 8 4年曾分别到玉林
、

白 色
、

柳州和桂林四地 区的木耳产区作 了

大量调查研究和防治试验
,

结果表明
,
凡在烂耳中均有大量的木耳 线出 P le o d er

a S p
。

存在
,
而且在木耳腐烂前就 已进入耳内为害

,

由于为害后产生 了伤 口 ,

招致细菌和原

生 动物等综合感染
,
加速 了木耳的腐烂流失

。

经试验证明
, 1% 石 友水和 5% 食盐水

防治烂耳效果可达 7 .6 9一时
。

0%
。

木耳不仅是我国重要的食用菌
,

而且也是我国的传统出口商品之一
。

然而
,

在木耳栽培

中
,

每到高温高湿的夏季
,

特别是梅雨季节
,

常常发生严重的烂耳现象
,

亦称流耳病
,

即耳

片腐烂流失不堪食用
。

不管段木栽培或袋料栽培的毛木耳 A u r i c ul a r ia p ol yt r i。 h a 和黑

木耳 A
。 a ul i c ul a

均可被害
。

有时仅采收 1一 2 次
,

即不再出耳
,

严重影响木耳产量
。 〔盆 , , 〕据

广西融水县土产公司反映
,

1 9 8 3年
,

该县因发生流耳病烂掉的毛木耳约有 1 00 担 ( 折干耳 )
,

占总产量的30 %左有
。

更有甚者全部失收 ( 尤以黑木耳更为敏感 )
,

严重影响了群众的生产

积极性
。

笔者自1 9 8 2一 1 9 8 4年分别在广西玉林
、

百色
、

柳州和桂林四地区的木耳产区作 了调查
。

通过镜检可见
,

凡腐烂的毛木耳和黑木耳耳片中均有大 量 的 P e l o d e r a S p
。

线 虫
。

并将分离

所得线虫在室内作了接种试验
,

均能引起烂耳
。

现将观察结果简述如下
。

一
、

形 态 特 征

P e l o d e r a S p
。

〔杆形科 ( R h a b d i t i d a e
) 杆形亚科 ( R h a b d i t i n a e ) 〕

1
。

成虫

虫体线形 ( 图一
、

二 )
,

刚孵化出来时
,

雌雄不 易辨 认
。

体长 0
.

21 一 0
。

29 毫 米
,

平 均

。
。

24 毫米
,

体宽。
.

01 一 0
.

0 16 毫米
,

平均。
。

。12 毫米
,

尾端细长
。

4天 后
,

体 长。
。

36 一。
。

58 毫

米
,

平均 。
.

4 7毫米
,

体宽。
.

015 一 。
.

031 毫米
,

平均。
.

024 毫米
。

蜕皮 3次以后成为成虫
。
口 部

有 6个唇瓣
,

每瓣上有 2个乳突 ( 图三 )
。

后食道球一个
。

有一短 而 尖 细 尾 突
。

雌 虫 体 长

* 承蒙厦门大学生物系唐崇惕教授鉴定学名和绘草图
,

本室黄门生同志绘制插图
,

谨此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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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P e lo d e r a s P
.

线虫
:
雌虫

0
。

8 6一 1
。

08 毫米
,

平均 0
.

93 毫米
,

体

宽。
。

0 4 5一 0
.

0 5毫 米
,

平 均 0
。

0 4 5毫

米
。

生殖腺管前后相对
一

2条
,

阴 门 于

接近体长前方 1 / 2处 ( 图一
、

二 )
,

成熟的雌虫
,

子宫中有许多卵粒
。

雄

虫体长 0
。

82 一 1
,

05 毫米
,

平 均 0
.

9 02

毫米
,

体宽 0
。

0 37 一 O
。

05 毫 米
,

平 均

0
.

04 4毫米
。

攀丸在体长 前 方 1 / 3处

反折
,

尾部有一对交合刺 ( 图三 )
。

雌虫
: a 二 17

。
2 一 2 3

。

3

b 二 3
。

4 0 一 4
。
0 5

e = 2 0
。

2 一 2 8
。

7

v 二 5 5
。

1 一 6 0
。

0%

雄虫 : a 二
一

1 8
.

0一 2 4
.

8 b二 3
.

7 2一 4
.

0 3

e ~ 1 6
.

4一 2 3
.

3

2
。

卵

长椭园形
,

长0
.

0 4 一 0
.

0 6 5毫米
,

平 均。
。

0 5 5毫 米
,

宽 0
.

0 2 5 一 0
.

0 4 5毫

米
,

平均 O
。

0 31 毫米
,

淡黄褐色
。

图二 P le o d ar S p
.

线 虫
:
雄虫

二
、

生物学特性

经饲 养 观 察 表 明
,

P e l o d e r a

S p
。

线虫的取食是 以吸吞式
,

即 吮吸

和吞咽协调地进行着
。

先依靠其头部

l!l!!
.健盆̀̀诬l咨冬̀户IJ日州门日门川

,

卜日日洲勺日门d日J碑f了,

11\

Un村0d

ù̀ ,...̀...工
3 0肠

下

I
f.̀̀J

图二

1
.

雄虫尾部

3 4

P o
l
o d e r a S p线虫主要特征

2
.

交合刺 3
、

头端及乳突 4
、

雄虫尾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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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而有力的推动
,

使木耳成为碎片
,

然后吸

吞进食
。

在水中很活跃
,

呈波浪形或 S形 方式

前进
。

幼虫经蜕皮 3 次后成为成 虫
。

雌 虫 成 熟

后
,

必须经过与雄虫交配后才能产卵
,

否则不

能产卵
。

雌雄交配时
,

以雄虫尾部的交合刺缠

住雌虫中部的阴门而进行
。

在 30 ℃左右温室下

开始产卵
,

每头雌虫可 产卵 2 3一 140 粒
。

其 中

有的雌虫可以产卵两次
,

即第一次把体内的卵

粒全部产完后
,

间隔一定时间又重新形成第二

批卵粒
。

卵散产于所取食的木耳碎片中
,

产卵

历期3一 3 6天 ( 见表 i )
。

卵期为2天
。

受 精 卵

产出体外后
,

才逐步发育成为完整的 幼 体
,

在

显微镜下可见幼体在卵内姗动
。

从卵孵化为幼

虫到成虫产卵需 12 一 16 天
。

可见所线虫发育是

迅速的
。

表 1
、

产卵数量及其历期

亚疆哥卿
} i } 9

_

1 6 } 9
_

2 0 } 4 }
’

2 4

1 , 8 4

}: 1:::
_

{:迄}霏捡
.
产两次卵

成虫和卵在 45 ℃下
,

经 2小时即全部死亡 (见表 2)
。

但较耐低温
,

在 ( 一 1 2) 一 (一 13 ) ℃

下经 2小时
,

当时成虫已经冻僵
,

但在恒温培养箱中培养 10 天后
,

仍能复活 , 卵亦能正常孵

化 ( 见表 3 )
。

表 2
、

幼虫及卵耐高温试验结果 19 83 表 3
、

幼虫及卵耐低温试验结果 19 8 4

日日期期 温度度 处理时间间 死 亡 %%%

(((((
o

C ))) ( 小时 )))))))))))))))
幼幼幼幼幼虫虫 卵

...

111 0
、

1111 4000 333 00000

111 0
、

1222 4555 222 10 000 1 0000

日日期期
}
温 度度 处理理 处理后后

·

}
死亡””

(((((
O

C ))) 时间间 培养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
(((((((小时 )))间 (小小

’

幼虫虫 歹ppp

时时时时时 )))))))

111
、

2 444 (一 6 )一 ( 一 11 ))) 222 444 000 000

lll
、

2 777 (一 12 )一 (一 13 )
{{{

222 1 000 000 000

三
、

防 治 方 法

忡抓脸10平
亡一铡州

ō

l分均%一3平亡
试数供虫复童一

1
。

室内药物筛选试验

在显微镜下
,

通过多种药物筛选测定结果
,

选出了来源广
、

价廉
、

无毒
、

效果好的石灰和食

盐两种药物
。

结果见表4
。

从表 4可见
,
2%石灰水和 5%食盐 水 在 10 分

钟内
,

线虫死亡率分别为 10 0 %和 97
。
7 %

。

2
。

野外防治试验

经野外试验表明
,

2写石灰水 ( 上 清 液 ) 对

木耳有药害
,

1%则为安全浓度
。

故选取 1%石灰

水
、

5%食盐水在烂耳严重发生期间和自春 季 长

出耳芽后 ( 出现烂耳前 ) 分别喷洒耳木
,

以杀死

本文 19 85年明 22日收到

表4
、

杀线虫药物筛选结果 19 82

药物
浓度
( % )

22222 333 888 32
.

222

33333 333 飞飞 6 0
.

444

44444 333 2 4 444 58
.

222 9 6
.

000

55555 333 14 ,, 6 9
。

888 9 7
。

777

水水水 33333 000 ***

.

观察至 i小时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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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木及木耳上的线虫
,

每隔 10 天左右喷一次 , 地面则每隔15 一 20 天撒一 次石 灰
,

用量为。
。
5

斤 / 米
2 ,

可拌和少量细砂土撒施
,

以防止土壤中的线虫随水流游至段 木为害木 耳
。

对照则

喷洒清水
,

地面不撒石灰
。

防治结果见表5和表 o6

表 5
、

烂耳严重发生期间开始

喷药的防治效果 19 82

药物及 )材
积
}检
查段味耳随耳!烂耳}防治效

浓 哪 米 , ) }木 纠丛到丛那 %牌 (% j

表 6
、

长出耳芽后开始喷药

的防治效果 19 83

药物及
浓 度

材积
米多 )

检查段 !木耳1烂耳降耳防洽效
木 数 }丛数!丛数 {(% ) !果 (写 )

22222 2666 3 0777 2 000

555 %%% 222 2111 1 6999 1 222 7
。

111 7 6
.

9 ***

食食盐水水水水水水水水

对对照照 222 3 111 43 999 13555 30
.

333 000

11111 1 nnn 月 孟月月 , 叮叮 泛 ,,
JJJJJ 孟 UUU

.俘` p ,,
门

` ,,

对照
26 1

}
。

·

0

{
_

0

JOù,上只ù一,曰d
.

一月峪

.
检查时已喷了 Z次药

.
检查时已喷 4次药

从表 5和表 6可见
,

不管是烂耳严重发生期间还是从长出耳芽后即开始用 1%石灰水或 5%

食盐水防治
,

其防治效果都比较好
。

尤其是提早防治
; 即长出耳芽后开始防治的效果更佳

,

其烂耳率分别为和 3
.

7%和4
。
7%

,

防治效果分别为 94
.

。%和 92
.

4%
。

3
。

防治措施

木耳线虫的防治
,

即木耳线虫病或流耳病的防治
,

应 “ 以防为主
,

防治 结 合
,

综 合 治

理
”
的原则

,

不用或少用化学农药防治
,

以减少有毒物质对木耳的污染
。

( 1 ) 耳场要选在略有坡度或排小 良好地方
,

禁忌积水
。

( 2 ) 接种前
,

段木两端截面除用浓石灰水消毒外
,

其余表面尚需喷洒 2一 3%石灰 水 消

毒
。

( 3 ) 保持耳场清洁
,

清理出来的烂耳需集中用石灰杀死其中的线虫
。

4
。

加强管理
,

不用有线虫的污水喷洒耳木
。

若用
,

需经石灰消毒后才能使用
。

消毒后的

用水
,

其石灰浓度不能超过1%
。

并注意兼治细菌
、

原生动物和霉菌
,

以防 止 由 此 引 起 烂

耳
。

( 5 ) 春天 自长出耳芽起
,

用 1%石灰水 ( 上清液 ) 喷洒耳木
,

每隔10 天左 右 喷 一 次
,

喷至石灰水顺耳木往下流为止
, 地面撒施石灰

,

用量为 0
.

5斤 / 米
“ ( 拌少量细砂土撒施 )

,

每隔15 一 20 天撤一次
,

可以收到很好的防治效果阵
` 〕

。

( 6 ) 用 5%食盐水喷洒耳木
,

地面仍撒施石灰
,

方法和用量同前
。

( 7 ) 碘和氯酚对线虫也有一定的防治效果 (7 〕 。

石灰和食盐不仅可以杀死线虫
,

而且有一定杀菌作用
。

毛木耳线虫和黑木耳线虫均可使

用
。

石灰来源广
、

价廉
、

防治效果也优于食盐
,

可以推广仗周
。

而缺乏石灰自伽区
,

也可以

考虑用食盐防治
,

但成本略高于石灰
。

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酌情选用
。

最近据我区恭城县和

广东省海南岛群众来信反映
,

用这种方法防治烂耳效果很好
。

四
、

问 题 讨 论

1
。

木耳被线虫为害后产生了伤口
,

招致细菌
、

原生动物等综合感染
,

加速了木耳的腐烂流

造成木耳严重减产
。 〔’

·

“ 〕我们观察到
,

凡烂耳者均可镜检出木耳线虫
。

有时因线虫数量少知

l巳
L

卜卜贬卜诊L卜性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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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因干燥
,

线虫已经死亡
,

仅剩下卵粒
,

故不易找到线虫
。

但经保湿培养一段时间后
,

仍可

镜检出线虫
。

此线虫引起烂耳的作用是 明显的
。

2
。

杆形 目 ( R h
a b id t id a

) 线虫
,

是 自由生活种类
,

其中某些种类可以侵入有机体产生为

害
。

在蘑菇和白木耳中均有这种现象〔… 〕我们所观察到的木耳 线 虫 与蘑菇线虫 P e l o d e r a

( P e l o d e r a ) t e r e s S e h n e i d e r同一属
。

同时亦观察到木耳腐烂前
,

此线虫已进入耳片内为害
。

例如
,

我们多 次在采集样品时
,

均选择生长正常
、

完好无损的耳片回室内备用
,

并保湿存放一

段时间后
,

耳片开始变软
,

先从耳片边缘开始腐烂
,

对光观察
,

有时还可见线虫在耳片内蟋动
。

3
。

木耳线虫的发生与高温高湿的环境有着的密切的关系
。

木耳线虫生活于土壤中
,

水是它

生存和繁殖的主要条件
,

又是它的传播媒介
。

因此
,

在高温高湿的夏季
,

又逢连续下雨
,

尤

其耳木接触地面部分有水浸泡时
,

线虫繁殖最快
,

传播也很迅速
。

它可以藉着水流辗转为害

木耳
。

在这样的环境下
,

木耳会很快腐烂流失
。

例如
, 1 9 82年7一 8月

,

在容县
,

·

有一耳场设

在往宅旁
,

场内高低不平
,

周围又未开排水沟
,

厨房排出的污水直接流入耳场
,

致使耳场内低

洼处积水
,

有的耳木下端被水浸泡着
。

当时气温为 30 ℃左右
,

虽然很少下雨
,

但仍有部分烂

耳
。

经镜检
,

烂耳中有许多木耳线虫
。

而另一耳场则在住宅旁的斜坡上
,

场 内不易积水
,

气候

条件虽与前者相同
,

但却未观察到烂耳现象
。

可见干燥对线虫生长是不利的
。

当然
,

千燥对

细菌和原生动物的生长发育也同样是不利的
,

从而有效地抑制了木耳线虫病 ( 流耳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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