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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浩巴苗期病虫害的初步观察
`

周志权 序咏梅 封宇

( 广西植物研究所 )

摘 要

浩浩 巴苗期极 易受 病虫危害
,

特别是立枯 病 ( P h y t o p h t h o r a p a r a s i t i e a ) 的

侵染
,

引起姜薄和死亡
,

在高湿
、

尤其是 积水情况下更甚
,

是导致成苗率低的主要

因素之一
。

此 外
,

尚有叶血 病 ( A l t e r n a r i a s p
。

)
、
小地老虎 〔A g r a t i s y p s i l

o n

( R o t t ) )
、

马尾松毛虫 ( D e n d r o l i m o s p u n e t a t “ 5

W
a l k

e r
)

、

油祠尺 峨 ( B
-

u z u r a S u p p r e s s a r i a G , e n e e ) 等病虫 为害
。

关健词
: 浩浩 巴 , 立枯 病

浩浩巴 〔S im 二 o n d s i a C五i n e o s i s ( l i n k ) S e h n e i d
e r〕 是近年来世界各地广为种

植的
、

新开发的经济植物
,

适应性强
,

耐早耐瘩
,

用途广
,

特别是其种子所含的液体蜡不仅

可代替抹香鲸油
,

且有超出的趋势 , 我国地多
,

生态条件各异
,

劳力又足
,

有发展的优越潜

能
,

云 南
、

福建
、

广东
、

广西等地已引种
,

但其苗期有不少病虫危害
,

尤其立枯病的危害
,

严重地影响着成苗率
,

目前尚未见到有关的
、

系统解决方法的报导
,

为了帮助解决引种栽培及

生产上的需要
,

我们结合育苗
、

定植
,

对立枯病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讨
,

附带着对其它有关

病虫也进行了观察
,

现将结果汇总如下
。

试 验 材 料

试验种子是广西贺县里松浩浩巴开发公司提供 ( 非种用 ) , 培养基为马铃薯落萄摘琼脂

培养基 ( P D A培养基 ) 和水琼脂培养基 , 试验用农药为 日本进 口的 7 0%托布津和 7 5% 百 菌

清的可湿性粉剂
,

上海产漂白粉精片
,

硫酸铜
,

高锰酸钾
。

试验方法与结果

一
、

主要病害的观察

( 一 ) 立枯病
1

。

危害性
、

病原及症状

立枯病是浩浩巴苗期最重要的病害
,
定植前后均可发生

,

来势凶猛
,

特别是在阴雨天后可

本文于 1 9 87年 10月 12日收到

* 周广泉副研究员审阅并修改本文
,

滕帆同志参加部份实验工作
,

浩浩巴种子由广西贺县里松浩浩巴

开发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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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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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发生
,

发病率多在 10 ~ 2 0%之间
,

严重者可高达姆 ~ 50 %
,

若防治不及时
,

死亡率可在

80 %以上
,

直至全部死亡
。

立枯病由寄生疫霉菌 ( P h y ot p扒 h o ar aP ar , it ic a
) 引起

。

将病组织消毒后保湿 培 养

或用水琼脂培养基进行分离培养
,

镜检可见许多圆形或椭 圆形的厚坦抱子
,

还 可见每个分枝

抱囊梗的顶端长近似球形的有乳状突的抱子囊
,

菌丝与抱子囊梗无明显差异
。

该病症状主要表现为
,

四 叶期以前的整株萎蔫
,

有时是典型青枯
; 四 叶期后常从苗的老

叶开始
,

由下而 仁变黄枯叶
,

气候适宜迅速危及整株
;
病叶在天气干早时不易脱落

,

但在 潮

湿气候下则易脱落
。

取病株观察
,

茎基部先有片断黄斑
,

后期变褐
,

尤其是根茎交界处
; 根

毛脱落
,

韧皮部腐烂
,

仅剩外表皮和木质部
。

2
.

传播方式
:
据我们 田间观察

,

该病有较明显的发病中心
。

中心病株 出现后
,

若温湿度

适宜
,

在中心病株附近尤其是顺水流方向病害迅速扩展
。

故认为在 田间此病主要籍助水流传

播
。

3
.

影响发病的因素

①根系受伤易发病 :
在育苗过程中发现搬动 伤根或栽培伤根

,

发病率有升高的现象
。

为

验证根伤与发病的关系
,

我们做 了搬动
、

人为伤根与发病关系的试验
,

取 150 株苗
,

的株 作

对照
,

50 株侮隔 5天伤根一次
,

另 50 株每 3天搬动一次
,

连续 15 天
,

一周后观察发病情况
,

结

果发现
,

经常搬动和伤根者
,

发病率为 10 ~ 20 %
,

而对照仅为 4%
。

说明任何形式的伤 根 都

有利于病菌侵染
,

使植株发病率升高
,

故育苗
、

栽培过程 中应尽量少搬动
,

避免伤害植株根

系 以减少发病
。

②多雨或积水易发病
,

我们在观察中
,

发现 7一 8月间的高温多雨积水时和 3一 4月的早春

多雨以及栽培环境过于潮湿都可使 田间病苗增多
,

_

目发展快
,

特别是雨后晴天
,

青枯尤为明

显
。

如一九八六年四月观察管理不善的苗圃就有高达 60 %的发病株
,

典型青枯在 病 苗 中 占

% , 此外还可见人工淋水的
、

设在走廊或玻璃温室的苗场发病率 比排水不 良
、

无防雨 淋 和

积水设施的苗场发病率要低
。

③肥水管理不善时发病多
。

移栽不及时
,

特别是营养袋育苗
,

后期营养供应不上
、

苗势

变弱时发病多
,

再遇 雨季尤甚
;
若水肥管理不善和防治不及时

,

死亡率可达 20 ~ 如% 以上
。

4
。

药害问题与药剂防治试验

①种子带菌问题
:

随机 抽样镜检种子无菌水洗液的离心物
,

未见植物病原菌态
; 种子无

菌水洗液的 P D A 培养基平板培养和经表面灭菌的种子直接培养
,

镜检没发现致病菌态
,

但

抽样的 5 0 0颗种子 中
,

在种皮受伤处滋长根霉菌 ( R h i z o p u s s p
。

) 和曲霉菌 ( A s p e r g i l l
u s

sP
.

) 的 占2
.

2%
,

另各取种子 5 0颗浸种催芽
,

并将培养皿内铺垫的保湿滤纸和种子经消毒
、

不消毒两种处理 四个组合
,

保湿 4一 5天后观察种子滋生根霉菌或曲霉 菌的情况
; 发现种子

、

滤纸均不消毒的种子霉变率为 1 4%
,

二者中仅有一项消毒的霉变率在 8~ 12 %
,

二者均 消 毒

的只占6 %
。

因此我们认为种子不带致病菌
。

不过种子富含油脂
,

受伤后易感染根霉菌和曲霉菌
,

催

芽时温湿度适宜则产生霉变
,

故催芽时对种子和用具消毒可大大降低霉变率
。

②为验证种子完好程度与出苗的关系
,

我们选外观完好的和受伤的种子各 1 00 颗进 行 浸

种
、

消毒和催芽
,

分别又从这两类种子 中各取 50 颗播于消毒过 ( 拌药后一周 ) 和未经消毒的

培养料中 ( 播种期为 9月 4 日 )
,

按正常育苗管理
,

观察其 出苗情况
,

结果如表 l ( 检查 日期

为 1 0月 8 日 )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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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可见
,

种皮完好的种子播种时培

养料消毒与否对出苗率影响不大
,

但受伤的

种子播于不消毒的培养料时
,

出苗率明显降

低
,

故播种时选取完好的种子和对种子
、

培

养料消毒可提高出苗率
。

②药害问题 :
为确定托布津土壤施 药的

药害问题
,

我们选取种皮完好的种子
,

经消

毒
、

浸种和催芽后
,

每袋一颗播于培养料施

药后随即播种
、

施药后 3天和 6天以及 9天播种

的四个处理中
,

按正常管理
,

并于播种后 1个

月检查出芽情况
,

结果 ( 如表2 ) 发现即施 即

播的对种子发芽有药害
,

受影响的程度 比不

消毒的还要大
,

拌药后 3天播种仍有一 定 影
’

响
,

拌药后 6天播对种子萌发是安全的
。

④药剂防治试验
,

由于立枯 病 来 势 凶

猛
,

一旦发生
,

如防治不及时
,

势必造成大

量植株死亡
,

为筛选有效药剂供 生 产 上 使

用
,

我们选三种 ( 类 ) 常见杀菌 剂进 行 测

试
。

从苗床取出病株 ( 每营养 袋 l株 ) 并 集

中一处
,

按病情轻重决定每隔 3天或 5天施一

次药
,

共施药三次
,

采用连 同茎叶一起琳根

的方式
,

使用浓度均是 1 0 0 0倍液
,

尔后按正

常管理
,

二周后检查
,

结果见表 3
。

根据上表
,

治愈率最高的处理出现在硫

酸铜中
,

但效果较好且稳定的药剂 是 托 布

津
,

百菌清效果最差
。

( 二 ) 叶斑病

浩浩巴叶斑病经 P D A培养基平 板 堆 养

分离鉴定
,

病原是交链抱霉 ( A lt e r n a r ia

sP
。

)
,

属于半知菌类
,

丝抱纲
,

丝 抱 目
。

分生抱子梗深色
,

较短
,

顶生分生泡子
。

分

生抱子淡褐色至深褐色
,

形状不一
,

有纵横

分隔
,

顶端有一咏状细胞
。

这病在植株长势

弱
、

营养缺乏
,

过分潮湿时易产生
,

病株率

一般在 5~ 15 %之间
,

严重时也可高达 60 %

以上
。

表 1 种子机械伤与否和培养料消毒

与否对种子出苗的影响

种种子外观观 培养料消毒毒 种子数数出苗数…出
苗率率

状状 态态 与 否否否否

消消 毒毒 {{{ 6 8%%%
“““ o

)
“ 44444

不不 消 毒毒 5000 2222 4 4%%%

不不 受 伤伤 消 毒毒 ”“

{
` 222 8 4%%%

不不不 消 毒毒 5000 3999 7 8%%%

表 2 托布津土壤施药对种子出芽的影响

所用农
及 浓

药
度

处理方式 出芽数 }出芽率

70% 托布

津可湿性

粉 剂

即施即播

对照 (不施药 )

施药后 3天

施药后 6天

施药后 9天

,

56
.

6 7肠

7 8
.

00%

, 3
.

7 5%

9 0
.

0 0%

90
.

0 0%

表 3 几种药执对立枯病防洽的效果试验

农药名称及剂型

75 肠百菌清

可湿性粉剂

70% 托布律

可湿性粉剂

硫 酸 铜

该病症状表现是
,

主要从植株基部老叶开始
,

先是叶尖呈水渍状
,

尔后变淡黄
,

后期早

黑色霉点以至霉层
,

在温暖多雨的气候下更甚
。

病叶上的黑色霉斑就是病菌的分生抱子梗和

分生抱子
,

这些分生抱子可借气流
、

雨滴溅射而广为传播
,

严重时 沿植株由下而 上 迅 速发

展
,

整个植株的叶片均可发病
。

干早时病叶可经久不落
,

雨水多时 叶可脱落而仅剩枝
、

茎
,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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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导致植株死亡
。

此病大发生时可蔓延到枝 和茎
,

引起紫红色
、

稍凹陷病斑
,

后期 可变黑
。

防治措施主要是结合育苗
、

检查其他病虫害时
,

经常沙意观察
.

及时摘除和销毁病叶以

减少菌源
,

并喷以托布津 1 00 。倍液
,

可收到 明显效果
,

举火期田间每隔 7~ 10 天喷一次
。

我

们育苗场用此法防治
一

该病
,

能控制住病情的进一步发展
。 `

二
、

主要害虫的观察

( 一 ) 小地老虎 〔A g r a t i s y p s i l o n ( R o t t ) 〕 , 属于夜娘科
,

以幼虫 为 害
,

在 4月

中
、 一

F旬开始出现
,

直到 n 月 底均可见
。

定植前以食叶为主
,

有时从根茎交界处咬断
,

定植

后咬食叶片
。

低龄幼虫常群集嫩叶处昼夜为害
;
高龄幼虫分散为害

,
昼潜夜出

,

嫩叶
、

老叶

均咬食
,

早上发现危 害状
,

可在被害植株附近的杂草
、

土块底部或遗落的枝叶处找到幼虫
。

防治上除抓住孵化期用杀虫剂喷杀和危害时的人工抽捉外
,

还 可用苦墓菜
、

路边青等鲜

嫩叶片切碎
,

拌以敌百虫
、

写拉硫磷等农药制成毒饵
,

于傍晚撒布地面诱杀其幼虫
。

咬二 ) 马尾松毛虫 ( D e n d r o l i功
u s p o n e t a t u s

W a l k e , )
,

属于枯叶 蛾 示;
,

以 幼 虫

咬食叶片为害
,

重的将整株叶片吃光
, 8一 11 月可见

,

无 明显高峰期
,

零星发生
,

栽种 浩 浩

巴的地方近松树林尤为明显
,

可用敌敌畏等农药杀之
。

( 三 ) 油桐尺蛾 ( B u z u r a s u p p r e s s a r i a G
u e n e e )

,

属于尺蛾科
,

幼虫咬 食 叶 片
,

转株为害现象明显
,

特别是整株
、

整枝的叶片被吃光时 , 田间可见其幼虫吐丝下垂
、

随风飘

散为害
,

可用高效磷和敌百虫等来防治
。

三
、

鼠害

浩浩巴种子富含油
,

老鼠喜食
,

种子的贮藏
、

浸种催芽
、

播种均要预防老鼠危害
,

尤其

是播在 山边
、

屋边的种子
,

我们育苗过程中
,

发现被鼠害的现象
,

导致缺苗
。

小 结

一 : 立枯病是提高浩浩巴成苗率的最大障碍
。

该病病原菌寄主范围较广
、

腐生性较强
,

不腐熟的基肥
、

连作地等均有可能存在 , 况且该病一经发生
,

开始虽少
,

但条件适宜能迅速

繁殖
,

导致流行
,

对病害必须实行综合防治
,

以防为主
,

要贯穿到栽培各个环节中
,

包括选种

子
,

选育苗场
,

对种子
、

培养料及苗床要消毒
,

悉心栽培
,

加强水肥管理等 , 一旦出现病株

就用托布津或硫酸铜 1 0 0。倍液及时淋植株
,

这样防治相结合
,

才能收到好效果
d

使病害发生

及发展
,

得到有效控制
。

二
:

对害虫的防治可和病害防治结合
, 经常观察和及时 防治

,

用敌敌畏
、

马拉硫磷等常

见杀虫剂按常规方法就可防治
。

讨 论

立枯病是导致成苗率低的主要原因
,

对它的防治仍有必要进行深入 研究
。

目前托布津是

较好的药剂
,

既可防又可治 , 硫酸铜作为治疗剂有肯定的效果
。

为解决药源间题
,

有必要进

一步研究硫酸铜的剂型或其他药剂
,

进而取代进 口的托布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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