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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03 年 9 月 至 2005 年 11 月 在 广 西 药 用 植 物 园 ~ 柳 江 种 植 基 地 和 南 宁 郊 区 等 一 点 红  emzlza

sonc zfolza ( L. ) DC. 的 种 植 区 调 查 研 究 一 点 红 真 菌 性 病 害 G 结 果 鉴 定 了 6 种 真 菌 性 病 害 即:斑 点 病

(Corynespora casszzcola) ~ 灰霉病(Botrytzs cznerea) ~ 黑斑病(Alternarza longzpes) ~ 斑枯病 (Septorza glycznes) ~ 炭

疽病(Colletotrzc /m sp. ) 和锈病(Coleosporz/m sp. )  其中斑点病 ~灰霉病 ~黑斑病和斑枯病的病原鉴定是采用

传统分类与分子生物学分类相结合的方法进行 G
关键词:一点红 真菌 病害 症状 病原鉴定

中图法分类号: S435. 6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7378( 2006) 03-0183-05

Abstract: The fungal diseases of emzlza sonc zfolza Was investigated in Guangxi Medicinal Garden
of Botany  Liu iang Planting Base and the Nanning su1ur1 f rom Sept. 2003 to Nov. 2005. Six
fungal diseases Were identif ied. They Were leaf spot (Corynespora casszzcola)  grey mold (Botrytzs
cznerea)  1lack spot (Alternarza longzpes)  leaf spot and 1light (Septorza glycznes)  
anthracnose (Colletotrzc /m sp. ) and rust (Coleosporz/m sp. ) . The identif ication of Corynespora
cassiicola Botrytis cinerea Alternaria longipes and Septoria glycines Was conducted using 1oth the
traditional classif ication method and the molecular 1iology classif ication method.
Key words: emzlza sonc zfolza fungal disease symptom pathogenic identif ication

一点红  emzlza sonc zfolza ( L. )DC. 又 名:叶

下红 ~红背叶 ~红花草 ~石青红等 为菊科一年生或多

年生草本植物 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收载的药

用植物之一 其性凉味微苦 具有清热解毒 ~ 消炎利

尿 ~活血清肿等功效 1 G 在国内 主要分布于华南 ~华
中 和 西 南 等 地; 在 国 外 非 洲 西 部 和 印 度 也 有 分

布 2 G 在广西和广东可全年生长 3 G 一点红有较高的

药用价值 是目前市场上畅销药品 花红片 的主要

原料;一点红也是一种新兴的蔬菜 可采食其嫩梢 G

因此 近年来很多地方开始人工栽培一点红 G 目前一

点红在广西的种植面积已有约 300 hm2G
随着一点红人工栽培面积的不断扩大 其病害

问题也日渐突出 已经成为一点红生产发展的主要

限制因素之一 但目前尚未见有一点红病害的研究

报道 G 为此我们于 2003 年 9 月至 2005 年 11 月 在
广西药用植物园 ~ 柳江种植基地和南宁郊区等一点

红的种植区 进行一点红真菌性病害调查及其病原

鉴定 G 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G

1 材料与方法

1. 1 症状观察

2003 年 9 月至 2005 年 11 月 在广西药用植物

园一点红的生长季节 依据样地的大小和形状 采用



5 点取样或平行取样的方式 每点调查 1 平方米 计
算病株率 并对每一种病害初期 ~ 中期 ~ 后期的症状

进行描述 ~ 拍照 O 每半个月调查病害和采集标本一

次 系统调查 ~记录病害发生的种类及其在田间的发

生特点 O同时 在柳江种植基地和南宁郊区等一点红

的种植区 于不同季节 随机采集不同种类的病害 
调查病株率 记载病害的症状和发生特点 O
1. 2 病原真菌鉴定

采用常规的组织分离法[4]分离培养病原菌 经

纯化取得纯培养物后 首先回接确定其致病性 然后

依据形态特征和分子生物学方法进行病原鉴定 O
1. 2. 1 用传统分类方法进行鉴定

将分离纯化的各病原菌接种于马铃薯蔗糖琼脂

培养基( PSA)平板上 26 C下培养 10 d 后 在普通

光学显微镜下观察病菌的形态特征 随机选取 10 个

视野 测量病菌的分生孢子梗 ~ 分生孢子的大小 并

分别在 10X 10 倍和 10X 40 倍进行数码显微拍摄 O
最后 根据参考文献[5~ 10]所描述的形态特征 进

行病原菌的种类鉴定 O
1. 2. 2 用分子生物学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病原鉴定

在对病原菌进行传统分类的基础上 采用了分

子生物学鉴定的方法[11~ 14]来鉴定病原菌:分别将经

传统分类方法鉴定的斑点病 ~ 灰霉病 ~ 黑斑病 ~ 斑枯

病 的 4 种病原菌的纯培养物用马 铃 薯 蔗 糖 ( PS)培

养液在 25 C下 120 r/min 培养 4~ 5 d 采用十六烷

基 三 甲 基 溴 化 胺 法 ( CTAB) [15]提 取 病 原 菌 的 总

DNAO 聚合酶链式反应(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 )的 引 物 为 真 核 生 物 rDNA-ITS的 通 用 引 物:
ITS1 ( 5 * TCCGTAGGTGAACCTGCGG 3 * ) 和

ITS4( 5* TCCTCCGCTTATTGATATGC 3* ) O PCR
反 应 体 系 ( 25 pl) : 10 X PCR 缓 冲 液 2. 5 pl~ 10
mmol/L dNTP 1 pl~ 5 pmol/L ITS1 和 ITS4 引物各

1 pl~ 5 U/pl Tag DNA 聚合酶 ( Ta aRa) 1 pl~ DNA
模板 1 pl 加 dd~20 至 25 plO PCR 扩增程序为: 95
C预变性 5 min 然后 96 C变性 30 S 55 C退火 1
min 72 C延 伸 1 min 35 个 循 环 后 72 C延 伸 10
minO 取 5 pl 的扩增产物在 1%的琼脂糖凝胶上电

泳 溴化乙锭染色后 在紫外光下检测 O PCR 产物由

宝生生物工程 (大连)有限公司 ( Ta aRa)协助进行

双向测序 O 我们根据测序结果进行 DNA 序列分析 
采用 BLAST程序进行同源性比较 ~鉴定病原 O

2 结果

经田间调查及病原鉴定 我们初步明确了广西

一 点 红 发 生 的 主 要 真 菌 性 病 害 有 6 种 即 斑 点 病

[co yn spo a cass  co a ( Berk. et Curt. Wei) ]~ 灰 霉

病 ( o  y  s c n   a PerS. ) ~ 黑 斑 病 (     na  a
 ong p s ElliS et EVerhart) ~斑枯病 (  p o  a g yc n s
) ~炭疽病 (co    o   c   Sp. )和锈病 (co  ospo    
Sp. ) O
2. 1 斑点病

症状:初期叶片表面呈深紫色小斑点 后扩大为

圆形至近圆 形 病 斑 直 径 为 3~ 8 mm 中 间 呈 灰 白

色 周缘有 1~ 2 mm 的深紫色带 病斑的病健交界

不明显;湿度大时 病斑增多 叶片逐渐变黄枯死 O在
茎杆上的病斑一般为条形或梭形 严重时病部绕着

茎杆上下扩展 使整个枝条枯死 O后期病斑上可见到

黑褐色的茸毛状霉层 O
病原:病原菌在 PSA 培养基上极易生长 菌落

为灰青色 气生菌丝发达 密集 茸毛状;有时可在培

养基里产生红色的色素;菌丝体初无色 后期颜色加

深 有分隔 O 分生孢子梗从寄主表皮细胞伸出 顶部

略为膨大 单生或 2~ 6 根丛生 直立 不分枝 淡褐

色 多细胞 有 1~ 4 个分隔 大小为( 131. 2~ 712. 5)
pmX ( 4. 0~ 7. 5) pm;湿度较大时 新的分生孢子梗

从旧的孢子梗顶孔伸出 形成结节状 O分生孢子顶端

单生 新分生孢子在前一分生孢子脱落时所留的孢

痕伸出的新枝顶端形成 偶尔见有 2~ 3 个链生 两

个分生孢子或分生孢子与分生孢子梗相连处有时有

无色的连接体 倒棍棒形至长圆筒形 淡 褐 色 有 3
~ 16 个 分 隔 大 小 为 ( 31. 0~ 287. 5) pmX ( 6. 2~
13. 8) pm 平均大小为 135. 02 pmX 10. 76 pmO

PCR 测 序 表 明 该 菌 的 rDNA-ITS区 PCR 产

物序列长度为 561 bp 与山扁豆生棒孢 ATCC64204
菌 株 (co yn spo a cass  co a Strain ATCC64204 
GenBank 登录号为 AY238606)有 99%的同源性 O 因

此 我 们 将 该 病 原 菌 鉴 定 为 山 扁 豆 生 棒 孢 菌

[ co yn spo a cass  co a (Berk. et Curt. Wei) ]O 山扁

豆生棒孢菌的分生孢子梗和分生孢子如图 1 所示 O

图 1 山扁豆生棒孢菌的形态

A.分生孢子梗( 10X 10) ; B.分生孢子( 10X 40)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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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灰霉病

症状:一般在叶片基部或两个枝条的分叉处呈

淡褐色 \ 水渍状腐烂9随着病害的发展9水渍状的腐

烂绕着茎杆一周9然后向上向下扩展9病斑中间呈黄

褐色9两端呈暗褐色 O 湿度较大时91~ 2  后在发病

部位可见到灰色的绒状霉层9即病原的分生孢子梗

及分生孢子 O 有时病枝的表皮脱落9仅剩白色的纤

维9并在上面见到不规则的黑色小菌核 O 如果遇上干

燥天气9下部病斑呈黑色干缩9上部枝条很快枯萎 O
当病害向茎基部扩展 \ 向周边枝条蔓延时9会导致植

株枯死 O
病原:病原菌在 PSA 培养基上生长迅速9在 25

C下培养 3  即可长满整个培养皿(直径 9 Cm) 9菌

落白色9气生菌丝稀疏9后期可形成很多菌核 O 菌核

黑色9形状不规则但比较扁平9表面粗糙9似鼠粪状9
大小为 0. 1~ 1. 2 Cm;分生孢子梗成 丛 地 从 菌 丝 体

或菌核上长出9直立9灰褐色9有分隔9顶部不规则树

状 分 枝9顶 端 尖 削9大 小 为 ( 143. 7~ 6000) pm >
( 10. 0~ 18. 8) pm;分生孢子较疏松地着生在各分枝

的顶端9球形至卵圆形9淡褐色9单胞9大小为( 6. 2~
17. 5) pm> ( 6. 2~ 12. 5) pm9平均大小为 10. 13 pm
> 9. 04 pmO

PCR 测 序 显 示9该 菌 的 FDNA-ITS区 PCR 产

物 序 列 长 度 为 529 bp9与 灰 葡 萄 孢 菌 (Bot7}tlS
Cln676C9 Genbank 登录号为 AJ716294)有 99%同源

性 O 因 此9我 们 将 该 病 原 菌 鉴 定 为 灰 葡 萄 孢 菌

(Bot7}tlS Cln676C PeFs. ) O 灰葡萄孢菌的分生孢子梗

和分生孢子如图 2 所示 O

图 2 灰葡萄孢菌的形态

A.分生孢子梗( 10> 10) ; b.分生孢子( 10> 40) O

2. 3 黑斑病

症状:主要是从叶尖或叶缘开始发病9初期呈开

水烫伤状9然后向叶片中央扩展9形状为 V 形或不

规则形9一般为暗褐色9病健交界明显9几个病斑汇

合成片引起叶片枯死;或是病害向枝条发展9引起枝

条或植株死亡 O 潮湿天气9病叶容易腐烂穿孔9有时

在病叶或病枝上长出墨绿色的霉状物 O

病原:病原菌在 PSA 培养基上极易生长9菌落

圆形 \ 等径长9初无色9后变成墨绿色;菌丝细长9淡

色至褐色 O 分生孢子梗簇生或单生9比菌丝粗壮9淡
褐色到褐色9直立或呈屈膝状弯曲9不分枝9大小为

( 31. 2~ 125. 0) pm> ( 3. 7~ 6. 3) pmO 分生孢子卵形

或倒棍棒形9基部钝圆9有纵横分隔9一般纵或斜隔

0~ 6 个9横 隔 3~ 6 个9孢 身 大 小 为 ( 17. 5~ 42. 5)
pm> ( 8. 7~ 17. 5) pm9平均大小为 33. 21 pm> 10. 7
pmO 喙的大小为( 5. 0~ 41. 3) pm> ( 3. 7~ 6. 3) pmO

PCR 测序显示9该菌的 FDNA-ITS区 PCR 产

物 序 列 长 度 为 565 bp9 与 长 柄 链 格 孢 菌 株

(Alt67nC7lC longlP6S EGS30-0339Genbank 登录号为

AY751457)有 99%的同源性 O 因此9我们将该病原

菌鉴定为长柄链格孢菌 (Alt67nC7lC longlP6S Ellis et
EveFhaFt) O 长柄链格孢的分生孢子梗和分生孢子如

图 3 所示 O

图 3 长柄链格孢的形态

A.分生孢子梗( 10> 10) ; b.分生孢子( 10> 40) O

2. 4 斑枯病

症状:发病初期叶片局部呈不规则的皱缩9然后

渐渐干枯成 圆 形 或 近 圆 形 病 斑9直 径 约 2~ 9 mm9
天气湿度较大时9病斑呈深褐色;遇上干燥的天气9
病斑多呈灰白色 O 后期9病斑上生有很多排列不规则

的小黑点9即病原的分生孢子器9分生孢子器在叶面

生长9初埋生9后突破寄主表皮 O 严重发生时9多个病

斑汇合9导致叶片大面积焦枯 O
病原:病原菌在 PSA 培养基上生长极为缓慢9

组织分离 5~ 6  才长出菌落9菌落为灰色9主要以

颗粒状的分生孢子器存在 O 分生孢子器球形或近球

形9直径约为 50~ 118 pm9有孔口9孔口圆形9暗褐

色9居中 O 分生孢子针形至线形9无色透明9微弯曲9
有 1~ 4 个隔膜9大 小 为 ( 16. 2~ 43. 8) pm> ( 1. 2~
2. 0) pmO

PCR 测 序 显 示9该 菌 的 FDNA-ITS区 PCR 产

物 序 列 长 度 为 527 bp9与 大 豆 褐 纹 壳 针 孢 SGMI-1
菌株 (S6Pto7lC gl}Cln6S isOlate SGMI-19Genbank 登

录号为 AY826767)有 99. 2%的同源性 O 因此9我们

将 该 病 原 菌 鉴 定 为 大 豆 褐 纹 壳 针 孢 (S6Pto7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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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ycln6S) O 大豆褐纹壳针孢的分生孢子器和分生孢

子如图 4 所示 O

图 4 大豆褐纹壳针孢的形态

A.分生孢子器( 1OX 1O) ; B.分生孢子( 1OX 4O) O

2. 5 炭疽病

症状:主要引起枝梢黄褐色枯死 后期在病部上

形成小黑点 O 很少看见在叶片上发生 O
病原:病原菌的菌落为白色 后期可形成粉红色

的孢 子 团 O 分 生 孢 子 盘 色 深 大 小 为 87. 5 pm~
175. O pmO 分生孢子长椭圆形 两头钝圆 无色 ~ 单

孢 具 1~ 3 个 油 滴 大 小 为 ( 9. 6~ 16. 8) pmX ( 3. 1
~ 6. O) pm 平均大小为 14. 98 pmX 5. 26 pmO 如图 5
所 示 O 我 们 初 步 鉴 定 该 病 原 菌 为 炭 疽 菌 属

(C0ll6 0 7lc /?Sp. )的一种 O

图 5 炭疽菌的形态

A.分生孢子盘( 1OX 1O) ; B.分生孢子( 1OX 4O) O

2. 6 锈病

症状:为害一点红的叶片和茎杆 O叶面病斑初呈

青黄色 后颜色逐渐变黄 病斑逐渐增多 使整张叶

面呈青黄的斑驳状;叶背面可见铁锈色疱状物 即病

原菌的夏孢子堆 夏孢子堆破裂后露出粉状物即夏

孢子 初期为锈黄色 后期呈灰色 O 茎杆上的病斑初

期呈疱状突起 后期破裂呈溃疡状 O
病原:夏孢子堆有包被 外形近球形至杯形 大

小 为( 1OO~ 225) pmX ( 13O~ 23O) pmO 夏孢子成串

形成 排列整齐 近圆形或呈方块状 成熟时为灰白

色 大小为( 14. 4~ 32. 5) pmX ( 12. 2~ 2O. 2) pm;夏

孢子壁双层 有明显的细疣 厚度为 1. 3~ 4. 5 pm;
有两个芽孔 O 未见冬孢子 O 夏孢子堆和夏孢子如图

6 所 示 O 我 们 初 步 鉴 定 该 病 原 菌 为 鞘 锈 菌 属

(C0l60SP07l/?Sp. )的一种 O

图 6 鞘锈菌的形态

A:夏孢子堆( 1OX 1O) ; B:夏孢子( 1OX 4O) O

3 结束语

目前 生物物种鉴定的趋势是传统分类与分子

生物学方法分类相结合 O 在一点红病害病原真菌鉴

定上 我们遵循了这一原则 在传统的形态特征分类

鉴定的基础上 尽可能地结合了分子生物学的方法

进行鉴定 O 但由于时间关系 我们只对斑点病菌 灰
霉病菌 ~ 黑斑病菌和斑枯病菌进行了 TDNA-ITS区

的测定及鉴定;有的病原菌还没有进行分子生物学

鉴定 下一步将对炭疽病等病害的病原菌进行分子

生物学方法的鉴定 O
经田间调查及病原鉴定 我们初步明确了广西

一点红发生的主要真菌性病害有斑点病等 6 种 这

些病害均为国内首次报道 O但是 田间调查结果还表

明 除了以上 6 种真菌性病害以外 一点红还有细菌

性 ~病毒性病害 甚至新的真菌性病害 因此 病害调

查和病原鉴定工作还要继续进行 O
一点红病害的病原菌鉴定仅仅是病害研究工作

的一部分 病害的发生规律和防治技术需要更进一

步的研究 特别是斑点病是一点红的主要病害 它危

害期长(有两个高峰期 分别在 5~ 7 月和 1O~ 11 月

份)  枝叶被害枯死 损失非常严重 必须深入研究 O
这样才能提出综合防治措施 为病害的有效防治提

供科学依据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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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壮 所以 林下表土+草皮灰+农家肥按 1OO = 3O
= Z O 比例混合的配方 aZ 较适合苗木生长要求 效果

也显著 是本次育苗试验中营养土配方的最佳选择 O
因素 C对本试验影响不大 O 14 cmX ZO cm 的营

养杯规格稍大 使用会造成不必要的浪费; 1O cmX
16 cm 的营养杯规格偏小 苗木生长至两个月后 根
部容易在杯内卷曲或易穿杯; 1Z cmX 18 cm 的营养

杯规格 基本满足于短期内培育大叶栎杯苗生长要

求 是本次育苗试验营养杯规格的合理选择 O
致谢

参加本试验部分工作的尚有邓艳 ~秦元丽同志 

在此一并致谢 O

参考文献:

[1] 中 国 树 木 志 编 委 会 .中 国 主 要 树 种 造 林 技 术[M].北

京:农业出版社 1978.

[Z] 广西林业局 广西林 学 会 .阔 叶 树 种 造 林 技 术[M].南

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O.

[3] 北 京 林 学 院 .数 理 统 计[M].北 京:中 国 林 业 出 版 社 

1979.

(责任编辑:韦廷宗)

781农彦贤等:广西一点红真菌性病害病原鉴定初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