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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耍在实验富内，用含药培养基法、抑菌圈法和孢子萌发法观测杀菌剂加瑞农、甲基托布

津、多菌曼、可杀得、扑海因对银杏叶枯病的3种主要病原菌：细交链孢菌(AlterTmria tenuis

Ness)、盘多毛孢菌(Pestalotia ginkgo Hori)、炭疽菌[Colldtotrichum gloeospoH‘ioides

(Penz)Saec]的抑菌作用。结果表晴，扑海因对细交链孢菌和盘多毛孢茁的菌落生长和孢予

萌发都有较强的抑制效果．对炭疽菌电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甲基托布津和多菌灵对炭疽菌的

抑制效果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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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actericides，kasumin—bordeaux，thiophanatemethyl，carbendazim，

Koeide，Rovral were applied in the inhibition test of Alternaria tetntis and Pestalotia

ginkgo，Colletotrichum gloeospo，1ioides by the methods of bactericide medium，

fungistafic ring and spore germination．Rovral strongly inhibited the colonies

growth and conidia germination of A．temds and尸．ghzkgo。and also affected the

growth of C．gloeosporioides to sortie extent．C．gloeosporioides could be strongly

inhibited by thiophanatemethyl and carbendaz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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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杏叶部病害的主要病原菌为细交链孢菌(Alterna，。ia tenuis Ness)、炭疽菌

Lc甜fFfmrfc^￡cⅢ∥oeosporioides(Penz)Sacc3、盘多毛孢菌(Pestalotia ginkgoHori)，分别引起

银杏黑斑病、炭疽病和轮纹病“1。在病害发生的不同时期里，采集病叶进行组织分离的结果发

现3种病原菌常常同时存在，形成混合侵染，在叶子上形成面积较大的病斑，致使叶片干枯、

提早脱落，影响银杏的产量和质量。为便于指导群众进行防治，我们将以上3种病原菌引起

的病害统称为银杏叶枯病”o。银杏叶枯病在广西桂北银杏产区发生普遍，危害严重，为更好地

在田间实施有效的药剂防治，我们于1998～1999年间对以上3种病原菌作了室内药物筛选试

验，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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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材料和方法

1．1供试菌株

待测菌株细交链孢菌、盘多毛孢菌和炭疽菌是从田问自然发病的银杳叶上分离获得，纯

化培养至大量产生分生孢子后，配制成孢子悬浮液备用。

I．2供试药剂殛使用浓度 ’

50％多菌是800倍液(上海亚化化工厂)；47蟛加瑞农可湿性粉剂】000倍液(北兴化学

工业株式会社)；70％可杀得800倍液(美国固信公司)i 70％甲基托布津1 000倍液(日本曹

达株式会社)；50％扑海困1 000倍液(法国罗纳普朗克公司)。

1．3室内药剂筛选试验

1．3．I舍药培养基法

将PDA培养基加热熔化，待其冷却至40‘C～45℃时，分别加入各种药剂母液，制成待测

浓度的含药培养基，充分摇匀后倒皿(培养皿直径为9cm)。然后用移液管在每皿已凝固的培

养基中央分别加入各病菌的孢子悬浮液0．05ml，以不加药剂的培养基为对照。每处理3次重

复，于28℃恒温箱内培养，用“十”字形测量法测量菌落直径“]，每天测量1次，连续测6次，

将来次的测量结果用于方差分析。

1．3．2抑茸圈法

将PDA培养基加热熔化，冷却到45C左右时，将配制好的孢子悬浮液加入，摇匀后倒皿。

用打孔器将滤纸打成直径为0．5 cIn的圆碟，灭菌后放八已配制好的药液中，浸泡3 mln，取

出滴击多余的药液，置于含菌培养基平板的中央，每皿一片，用灭菌纸碟浸无菌水作对照。于

28℃恒温箱中培养，每处理3次重复，用“十”字形测量法测量抑菌圈直径u。，每天测1次，

连续测6次，将末次的测量结果用于方差分析。

1．3．3 孢子萌发法 表1 5种药剂对细交链孢菌的抑菌效果

分别按以上5种杀菌剂的使用浓度，配制

成含相应药剂浓度的孢子悬浮液，然后涂于载

玻片上，置于相对湿度为100％十水滴的保湿

器中培养，以灭菌水配制成的孢子悬浮液为对

照，每处理3次重复，培养6 h，镜检孢子的

萌发情况，计算萌发率，并进行方差分析nJ。

2结果

2．1药剂对细交链孢菌的抑制作用

由表1可见，供试的5种药剂中，扑海因

对细交链孢菌的菌落生长和孢子萌发都有很

强的抑制作用，加瑞农和可杀得次之，甲基托

布津和多菌灵较差。

2．2药剂对盘多毛孢菌的抑制作用

从表2看出，在三种测定方法中，扑海因

对盘多毛孢菌的抑菌效果都最好；甲基托布

注：用SSR法进行差异显著性比较．a、b、c、d、e表示P=

0 05的差异显著性，下同。

表2 5种药剂对盘多毛孢菌的抑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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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多菌灵和可杀得的抑制效果基本一致，既

能抑制菌丝的生长，叉能抑制分生孢子的萌

发；而加瑞农的效果较差，尤其在抑制菌丝生

长方面。

2．3药剂对炭疽菌的抑制作用

从表3可见，对炭疽菌具有较强抑制作用

的药剂为甲基托布津和多菌灵，扑海吲次之，

其余2种药剂对该菌也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3讨论

表3 5种药剂对炭疽菌的抑菌效果

在室内用5种杀菌剂对银杏叶枯病3种主要病原菌进行抑菌试验，结果表明，扑海因对

细交链孢菌和盘多毛孢菌都表现很强的抑制作用，对炭疽菌也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甲基托布

津和多菌灵对炭疽菌的抑制作用最强。据朱克恭报道03，多菌灵对细交链孢菌分生孢子萌发有

较好的抑制效果，与本文的试验结果不完全一致。

田间防治的目的是同时控制3种病原菌。因此，为了有效地控制银杏叶枯病的发生，应

该结合病害的发生规律，对扑海因、甲基托布津和多菌灵进行合理的搭配使用，不仅可以提

高田间的防治效果，还可以减少病菌耐药性的产生。

比较室内药剂毒力测定的3种测试方法，发现含药培养基法(即菌落生长速率测定法)和

孢子萌发法的试验结果较稳定。如药剂对细交链孢菌的抑制试验结果中，加瑞农和可杀得在

含药培养基法和孢子萌发法中对该茁都有较强的抑制作用，而在抑菌圈法中却不显毒力，甲

基托布津和多菌灵的测定结果则刚好相反。赖传雅等¨1认为室内药剂毒力测定，用菌落生长速

率测定法比抑菌圈法测定的结果较稳妥可信。尹莘耘口3也曾报道高效内吸杀菌剂用抑菌圈法

测定时易被汰选。因此，在室内进行药剂抑制作用测定时，采用含药培养基法和孢子萌发法

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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