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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土壤和病株上分离到 10个线虫的天敌真菌菌株
,

其中有三个菌株较有希 望
,

烛 台霉

属 ( C a o d e l a 6 r e 七10 s p
.

) 一个
,

孤抱 属 ( M o o a e r o s p o r 。̀ 二 s p p
.

) 两个
,

菌 株代 号 分 别 为

C N , ; C N一和 C N 一

据试验
:

C N , 较好
.

菌丝休生长的温度范围是 20 、 33 ℃
.

最适宜的温度范围是 25 ~ 30 ℃
,

以

式捕捉环捕食线虫
,

对培养基选择性不强
,

最适宜的 p H值是6
.

0` 7
.

5
,

但在 p H 4
.

5、 8
.

0都能进

收缩行捕捉
.

捕捉器官形成量多
,

捕虫势强且稳定
.

在水巾也能形成捕捉环并捕食线虫
.

关键词 根结线虫 ; 夭敌真菌

线虫对植物的损害既有直接的危害
,

也有继发性病害的伺接危害
,

因此
,

线虫所造成的

损失很难确切地估计
。

据美国准算
,

接近虫害的损失
,

大约 10 %左右
。

一般来说
,

线虫对寄

主的专化性不强
,

虽还不确切知道 某种线虫可以侵染所有植物
,

但可能没有一种 维 管 束 植

物
,

对所有寄生线虫都是免疫的 [ `飞 故线虫病危 害的广泛性和严重性可想而知
。

国外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对线虫所造成的损失就给予关注
,

四十年代生产出高效的杀线剂
,

但连续施用化学杀线剂后
,

出现了线虫密度迅速回升的现象 t ` ,

因而又必须增大施 药 量
,

于是不仅农药供应紧张
,

成本上升
,

尤其重要 的是对人畜的危害和对环境的污染更趋严重
,

这样天敌真菌的利用就得到了重视
,

随即在菠萝和玉米的根癌线虫
,

秋海棠属植物
、

蔬菜和

花卉等方面的根结线虫以及食用菌的食菌线虫等的 防治上
,

分别用 了 A r t hor b。 扮 y “ ” p p
.

;

刀 ac yt lar ia
。
PP

.
,

D ac t刃ell
a :

PP
.

。 ct
.

天 敌 真 菌进行生防
,

并取得明 显 效 果 〔 ’

几 尽管

如此
,

天敌真菌的利用
,

由于种种原因
,

当前仍未得到普及
。

我区近年对罗汉果根结线虫病 的防治
,

在某种意义土来 说
,

重复了
_ _

仁述 “
轨迹

” ,

为此

我们立题刘
·

线虫天敌典 菌的筛选和 利用进行研究
。

本文重点报道一年来对利用儿个较有希望 的天敌真菌方面所获得的资料
,

提供生产上应

用的依据
。

一
、

筛选的方法与结果

( 一 ) 筛选的方法

直接从不同地区富有腐植质的不同植物根际上壤中和病株的线虫上
,

分离线虫的夭敌真

菌
。

分离方法分别采用琼脂圆片法 ! “ 了 ,

直接解剖法 1 3 ,

贝曼漏斗法 〔 ’ ! ,

琼脂条带法 f ” 和

改进的土壤平板法 比 3等
。

参加部份工作的有滕帆
、

廖咏梅等同志
,

在此一并致 以谢意
。



广 西 植 物 9誉

(二 )蹄选的结果

根据表1 的统计
,

改进 的土壤平板法
,

共获五个菌株
,

检出率最高
,

还具有
一

方法简便的

优点
,

只是对寄生性天敌的筛选效果不 够理想
。

表 1 筛 选 结 果 统 计

入入入
J

...

选选选 编编
菌菌菌 介号号株株株 C N :::

数数数 C N :::

2222222

33333 C N :::

11111 C N `̀

CCCCC N `̀

CCCCC N ..... 王米粉
、

兔粪粪

11111 C N 77777 王米粉
、

兔粪粪

222222222222222
CCCCC N aaaaaaa

CCCCC N 。。。。

111111111 ””

D u d d i n g ot n
( 1 9 5 5 ) 指出土壤平板法筛选天敌真菌

,

应将培养皿置于 15 一 20 ℃条件 下

培养两个月后镜检观察 [ 2 〕
。

在我们的试验中
,

认为培养一个月左右
,

加入线虫
,

即能促其捕

捉器官的形成
,

同时又能将皿内滋生的杂菌 ( 如p yt 人l’u 二
s p

.

,

对淞or sP
.

,
尸h l’z o p us ` p

·

等 ) 清除
,

既便于观察
,

又不致将已分离出的天敌真菌遗漏
,

可缩短筛选期
,

而且实践证明

温度在 30 ℃以下
,

都不会影 响天敌真菌的筛选
,

只是在不同的温度条件下
,

筛选菌株的适退类

型可能有些不同
。

至于适用 的培养基报道不一 ￡毛
’

5 } ,

但据我们对玉米粉
、

兔粪和线 虫 液三

种培养基分离同一标样的结果 ( 表 1 )
,

玉米粉培养基效果最好 ( 筛选出 5 个菌株 )
,

兔粪

培养基筛选出其 中的 4 个菌株
,

最差的是线虫液培养基
,

只筛选出其 中的 2 个菌株
,

但兔粪

培养基色深透光性差
,

镜检 困难
,

配制也较麻烦
,

费工费时
。

根据统计
,

C N
:

在不同地区的 50 个土壤标样中
,

从 13 个标样里分检出 2 9 次 , C N
。
在 5 0

个 土壤标样的 3个标样里分检出 5次 ; C N
7

仅在低海拔地区的 2个标样里分离出 3次 , 而 C N
`

和 C N
。
却都在高海拔地区的一个标样里各分检出 2 次 ; 说明 C N

:

在土壤中的分布较广泛 ; 同

时海拔高度不 同所分离到的菌株也不尽相同
。

二
、

对 C N
3 、

C N
。

和 C N
7

应用前景的研究

在筛选获得的 10 个株 号里
,

据各菌株培养的难易
、

菌丝体生长速度和茂密度
、

捕捉器官

的形成数量以及捕食线虫的持续时间长短等因素
,

初选出 C N , 、

CN
。
和 C N

:

三个捕食菌株
,

经初步鉴定分别 为 M
o n a c r o s P o r `。 m m e 。夕a l o s P o r “ 。

、

M o n a e r o s P o r i 。二 p s 夕e h r o P h` l” 二

阵
、 ,

、 ` 、

`
、

〕 和 c助 d le a b。 “ 。 : p
.

并对他们在不同条件下捕食线虫的能 力
,

进 行 了测 定研

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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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影晌 , 丝休生长的
:因素 捕食器官形成量是不同

菌株的重要属性之一
,

菌丝体

生 长速度和茂密度会影 响捕食

器官的数量
,

为此我们首先进

行了菌丝体生长适宜条件的研

究
。

1
.

温 度时菌丝体 生 长 的

影响
:

设 3 个温度处理 ( 空调

表 2 温度对各菌株在不同培养基上生长的影响

称概川…淤一
.

味高公
算…:::…)…:

…:…:…)…)…l…:…)
注 : x

表示培养 1含天菌落直径仍未达到 Z c皿
。

⑧表示培养 17 夭菌落直径仍未达到 2 c m
。

控温 )
: 2 0~ 2 5 ℃

,

25 一 30 ℃ ,

30 一 33 ℃ ;
各温限内又分 3 种培养基

:

玉米粉培养基 ( C M A )
,

兔粪培养基 ( R d A ) 和水琼脂培养基 ( W A )
,

p H 值 5
.

5左右
,

各处理均观察 6 个 菌 落
,

记载菌落直径达 cZ m 的培养天数
,

结果如表 2
。

从表 2 看出
,

C N : 和 C N
。
生 长适温是 20 ~ 25 ℃

,

C N
:

在这温限内培养 2 天
,

在 3 种培养

基土菌落直径均达 cZ m
,

C N
S

则要培养 7 ~ 9 天
。

当温度升高到 25 ~ 30 ℃时
,

C N
,

仍能缓慢

生长
,

在 R d A 上培养 9 天菌落直径达 Z o m
,

而 C N
。
几乎停止生 长

,

说明 C N
:

属 中温型
,

C N
S

属中低温型
。

这 2 菌株在 30 ~ 33 ℃的条件下
,

尽管培养期长达 17 天
,

仍未见生长
,

转移到 20 ~

2 5 ℃时
,

一星期后又开始生 长
,

说明并未死亡
。

C N
7

在 由低到高的三个不同温度处理 中
,

在W A 和 R d A 上
,

培养 7 天
,

菌落 直 径 均 达

cZ m ; 在 C M A 上培养 8 天 也 达 cZ m
。

因 此我们认为 C N
7

是一个适宜温度范 围较广 的高温型

菌株
。

2
。

培养基时菌丝休生长的影响
:

根据表 2 所示
,

C N
3

在 20 ~ 25 ℃时
:

菌落直径达 cZ m
,

在 3 种培养基上均需 2 天
。

C N
。
菌落直径达 cZ m 时

,

在W A 和 C M A培养基 上需 9 天
,

而 在

R d A 培养基上只 需 7 天
。

C N ,
在 20 ~ 2 5 ℃ 和 30 ~ 33 ℃条件 下

,

培养 7 天
,

在 W A 和 R d A

上的菌落直径均达 Z c m
,

在 C M A 上 达 cZ m 则 需 8 天 ;
25 ~ 30 ℃时

,

在 3 种 培 养 基上 培

养 7 天均达 cZ m
。

这些数据说明不 同的培养基对菌落生长速度有些影 响
,

但不显著
,

特别需

表 3 p H值对菌丝体生长的影响

菌 …霏
株 }蠢

PH 值

菌落大小 5
.

0 }6
.

0

I 中c m

I 中c m

I 小c m

3
·

2 0…3
·

3 7

3
。

3 0 {3
。

4 7

.

4 3一3
.

0 3 !2
.

6 0

C N 5 0
13 17 !2

.

6 3

6
。

5 3 6
。

8 0
.

8 0 {6
.

2 0 ! 5

4 0

73

2 7

0
.

6 3 {o

C N , .

I中c m

I 中c m

I 中c m

2 0

5 3

1 3 {0
.

5 7

. 皿
、

皿组培养条件是 2 5 一 3 0℃
,

I 组是 2 0~ 2 5℃
。

要提出的是在 W A 培养基上 ( 只含微 量碳

源
、

氮源
、

矿 物质和生 长 物 质 )
,

菌丝体

仍能生长 ( 经多次重复 )
,

充分说明供试的

3 菌株
,

都能在短期内低营养状态下
,

较正

常地生存
,

这对生防制剂来说
,

无疑是有利

的
。

3
。

p H值衬菌丝体生长 的 影 响
:

以 我

区绝大部分土壤酸碱度界 于 4
.

5~ 8
.

0 之间

为依据
,

试验采用磷酸 盐缓冲液
,

将 C M A

培养基的 p H 值分别 调 到 4
.

5
,

5
.

0
,

6
.

0
,

7
.

0
,

7
.

5和 8
.

0六个档次
,

温度控制在 20 ~

2 5 ℃
,

试验结果见表 3
,

l|八|
一卜匡|队匡|巴|

其及别组

一洲
l

,lq白,曰一
一卜一

l
一一一̀ r一一一一一 J一.一.` ,

,口弓CJJndoùn.

|广仪陌晚|厄川|一!13|召

nJ八曰内了
八OJ任内匕

…
1一,自乃白

1. .`
一

…
八“nU几JJQ时nUJ峨

…
d.止O山q自

l

州州叫引妇
.

引
。

从表 3 可看出
,

C N
:

在各档次的 p H值下均能生长
,

只是 p H 值越高生长速度越慢
,

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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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pH是中性偏酸
,

而C N
?

所要求的 p H 值比 C N
,

窄
,

适宜 p H值是 5
.

。~ 6
.

00

( 二 ) 形晌产饱 , 的因亲 在观察不 同温度
、

培养基和 p H值对菌丝体 生 长 影 响的同

时
,

也观察了它们对产抱量的影响
,

其巾表 4 记载了不同温度
、

培养基对产抱量的影响
。

表 4 温度对各供试菌株在不同培养基上产抱 t 的影响

产 抱 量 ( 弓 )

2 0、 2 5 ℃ 2 5、 3 0 ℃ 3 0、 3 3℃

W A C M A
1

R d A { W A C M A

培养天数菌株

C N ,

C N 。

C N ,

.

4一

…
1 “ ’

一

G 一

…
一

竺
一 {

_

{
_

…
2 4 0、 2 9。

1

野
`

叩…鳖塑{塑酬
。
{

8 6
·

4

{
_

…
` 8 0

·

6

{理8 1
·

8 …
1

_ _

吧上竺生
_

_

…二竺弃
`

_

!
_

_ R

竺

二…
_ _ _

…
_

_ _

_ …_
_

9 2
.

找 5 0 4
。

6 2 0 0
。

4 } 7 2 1 8
.

0

4 9 2
.

6

注
.

9表示 20 x 3 视野下平均抱 子数
。

从表 4 可见
,

在 20 ~ 2 5 ℃条件下
,

C N
:

和 C N
,

两个菌株分别培养 7 天和 9 天
,

其产抱量

( 3 又 2 0 ) 在W A
、

C M A 和 R d A 3 乖!
,

培养华
一

! : 分别为 14
.

4
,

1 0 1
.

6
,

4 8
.

8 ; 和 1 0 0一 1 5 0
,

4 0 0

~ 50 0 ,

24 0一 2 9 0
。

显然在营养
一

仁富的 C M A 上比在营养寡薄的W A 土
,

其产抱员高出 2 一 3 倍

多
, 但当温度升到 25 一 3。℃日寸

,

只 c N . 在营养较丰富的 c M A 上可产生一定数量的抱子奋一

C N
?

在供试的 3 个温度范围和 3 种营养墓上均可产生一定数量的抱子
,

只是营养较丰富

者产抱量高而已
,

说明 C N
7

适应温度较广
。

此外
,

对供试的 3 个菌株
,

在 P D A (马铃薯葡萄搪琼脂培养基 ) 和 C M A 上的生长情况也

作了观察
:

菌落大小差别不 明显
,

但在菌丝体茂密度和产抱量方面
,

P D A 优于 C M A
,

是否

与可利用的 C : N 比有关
,

值得进一步研究
。

p H值影响抱产的时间和产抱量
,

甚至抱子形态
,

例如 p H 值 7
.

0 ~ 7
.

5比 p H值 7
.

0 以下的

各处理产抱延迟 1 ~ 2 天
,

产抱最明显减少
,

及至 p H 值达到 8
.

0时
,

极难找到抱子
。

并且在

碱性条件下抱子呈纺锤形
,

顶端细饱膨大
,

若将这 种形态变异了的抱子重新转移到微酸性条

件下培养
,

又会恢复原来接近长棒形的双 )atJ 袍子
。

( 三 ) 影晌捕捉器官形成的因紊
1

.

温 度对捕捉 器官形 成的影响
:

在对温度和营养条件影响菌丝体生长的同时观 测 中
,

还观察了温度和营养条件对捕捉器官形成的影响
,

结果见表 5
。

从表 5 统计
,

捕捉器官形成适温 与菌丝体生 长适温基本是一致的
。

C N
3

和 C N
。

在 20 ~ 25 ℃

条件下菌丝体可正常生长
,

在投入线虫后
,

分别在 2 一 3 天就开始形成捕捉器
,

进行摘捉
。

但在 28 ℃以上C N
3

和 C N
。
都很少形成捕捉器

。

另据试验
,

低于 2 0 ( 1 4一 20 ) ℃时
,
C N

。
捕捉器形

成量和捕捉能力与 20 ~ 25 ℃时
,

没有显著差异
; 但 C N

。
则明显推迟捕捉器形成时间

。

显然捕

捉器形成对温度的要求是不同菌株的种性之一
。

而 C N
7

在 20 ~ 33 ℃的温限内均能生长
,

很快

形成捕捉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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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及营养条件对捕捉器官形成的影响

一
一_

一一
一

一
口

一一
- 一-

笠尸 ~一 ~

一
接线虫

5 2、 30 ℃

数

0 3、 3 3℃

R d A! W A C MAR d A

一

州一 M
、

C天 数

0 2 ~25 ℃

… C MAR d A
,

W A

。

4

。

3

,ónJ六七

微五

1 9
.

6

9 3
.

3

微量

1 9
。

7

] 0 5
.

6

.。成。一微233G

一1

WA
ù

.09.33.133附

,ó心dOU

开始捕捉

献
ù

NtCNeCsNC

1 0成
.

4 { 9通
.

4 1 9 2
.

5 1 3 7
.

0 } 2 0 7
.

6 } 2 0 6
.

9 1 15 4
.

2 1 2 4 8
.

7 } 2 0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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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条件对捕捉 器形成量的影响
:

由表 5 可见
,

C N
:

在W A 上
,

2 天开始 形 成捕捉

器
,

而在 C M A 和 R d A 土
,

至少 3 天才能产生 ; 当接虫后第 6 天
,

捕捉器形 成 仍 以 W A 比

C M A 和 R d A 为多
,

炼视野 ( 3 义 2 0 ) 之比为 2 3
.

3 : 5
.

3 : 3
.

1
。

C N
S

不 论在那种培养 堪 卜
,

均在接虫 1 一 2 天后形成捕捉器
,

差异不明显
,

但接 虫后的

第 9 天 C M A !
_

的量较 R d A 和 W A
_

.I 的都多
,

每视野依次是 1 3 6
.

7
、

1 05
.

6和 9 3 一 3
。

C N
7

在这 3 种培养基上
,

接虫一天均形成捕捉器
,

但在不同营养上温度条件对其影 响也

不同
,

在 W A
_

L
,

从低到高 3 个温限
,

每视野分别为 10 4
.

4
,

1 37
.

0和 15 4
.

2 ; 在 C M A上则分

别为 9 4
.

4
,

20 7
.

6和 24 2
.

7 ; 在 R d A 仁为 9 2
.

8
,

2 06
.

9和 2 04
.

2
,

可见后 2 种培养基上形 成 量

受温度影 响较大
。

因此
,

我们认为营养条件对捕捉器形成量的影 响较复杂
,

无法概括成一种规律
,

只能说

不同菌株对营养的要求不 同
,

一般来说营养较丰富时
,

受温度影 响较大
,

反之受温度影响较

小
,

至少在前期观察到这种现象
。

3
。

线虫的 刺激对捕捉 器形成量的影响
:

用加否线虫处 理
,

C N
:

和 C N
。

在 20 ~ 25 ℃
,

C N
7

在 25 一 30 ℃条件下培养
,

处理结果见表 6
。

表 6 表明
,

3 个供试菌株在加线虫后
,

都能刺激它们迅速且大量地形成捕捉器
,

只是不

同菌株所受刺激作用不同
。

线虫的刺激是天敌真菌形成捕捉器的关键因素
,

这 与已有的报道

咽符 更’ 。 了。

C N
:

没有线虫刺激则不能形成捕捉器
,

接 虫后 2 一 3 天开始形成 , C N
。
虽在不接

虫时也能形成少量的捕捉器 ( 一般每视野不超过 5 个 )
,

但接虫后平均每视野可达 13 6
.

7个
,

最高可达 2 30 个
; C N 7在不接虫和营养较差时

,

不能形成捕捉器
; 营养较丰富时少量 形 成

,

二

妾虫 3 天后则是大量形成
,

其 中最多每视野可达 25 0个 以上
。

4
。

水对捕捉 器形成的影响
:

将 培养的 C N
S

( 已开始形成捕捉器和 捕 食 线虫 ) 分 成 3

组
, 一

组加蒸馏水使其流过菌落并展布均匀 ; 另一组加蒸馏水的同时加少量线虫磨碎液
,

并

淹没 3 天
,

在 淹浸期间镜检
,

可发现大量萌发的抱子
,

但未发现捕捉器
,

3 天后倾除水液
,

1 ~ 2 天后观察发现凡加水或加水及线虫汁液者捕捉器形成量明显增 多
,

尤其是后者
。

第 3



” 广
一

西 植 物 9卷

表 6 线虫刺激对捕捉器官形成影响及不同菌落部位捕捉器的形成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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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菌株及接虫天数下

,

菌落内
、

中
、

外 3 部位形成捕捉 器量及平均值
。

组作为对照
,

捕捉器形成量少
。

在 C N
?

培养皿内
,

加水和线虫汁液处理
,

并 以单纯加水作对

照
,

2 天后观察
,

凡加水和线虫磨碎液者
,

同一菌落有水痕处捕 捉 器 官 为 1 81 ~ 3 59 个 / 视

野
,

无水痕处仅为 72 ~ 79 个 / 视野 ; 对照只发现大最萌发的抱子而无捕捉器 ; 观察中还发现

C N
,

在水和线虫液的淹浸中仍能形成大量捕捉器
,

少宇能正常捕食线虫
。

结果表明
,

加水和线

虫汁液能促使抱子萌发
、

分布
,

并刺激捕食器官的形成 ; 但在 C N
3

的培养皿 中加水和线虫磨

碎液
,

并使之淹没
,

一周 内连续观察
,

未发现捕捉器
。

这可能是 线虫汁液虽能刺激捕捉器形

成
,

但由于该菌株耐水性极差而受到抑制
,

显然
,

不 同菌株耐水性也不同
。

5
。

p H 值对捕捉器形成的影响
:
以磷酸盐缓冲液配制 C M A 培养基

,

使其 p H值分成 6 个

档次
,

供试菌株为 C N
:

和 C N
7 ,

每皿加线虫 5 00 条左右
,

在 20 ~ 25 ℃条件 下培养
,

结果见表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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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表 7
,

C N
3

不 论 从 开 始 捕捉的时

间上
,

还是捕捉器形成量上来说
,

都是 p H

值 7 一 8 最 高 , 而 C N
7

虽 是 p H位 6
.

0一

7
.

5之间捕捉器形成量最多
,

捕食量也大
,

但总的来说
,

p H 值的适 应 范 围 比 C N
:

的

宽
,

尤其 3 天后
,

捕 捉 器形成量的差异很

J/ 、
。

( 四 ) 供试菌株捕捉器形 成 的特性观

案
:

表 6 说明
,

不同菌株在同一菌 落 中
,

表 7

菌株及其
培养天数

不同 p H值对捕捉器形成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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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

首先开始形成捕捉器的部位不同
。

C N :
是在菌落中心首先开始形成

,

逐渐向外扩 展
,

最 后

布满全菌落
, C N

。
也一样

,

特别是加入线虫后 , 此外
,

这两菌株的捕捉器均形成于培养基的

表面
。

而C N
7

的捕捉器可在菌落的任一部位形成
,

月
.

从时间和数量上差异都不明显
,

甚至抱

子萌发后
,

立即由芽管形成捕捉环
,

培养基质表面和内部都能形成捕捉器
。

上述观察到的现象
,

C N
。
和 C N

,

的捕捉器形成可能与菌丝体老熟丫度有关
,

C N
:

则与此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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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

但它能在培养基质内形成捕捉器
,

是否是该菌株具有某种程度的厌氧特性
。

三
、

供试菌株捕捉势的比较

通过一个月的连续观察 ( p H S
.

5
,

20 一 25 ℃
,

C M A 培养基
,

不断加入活线虫 )
,

获 得

3 个不同的捕食线虫曲线图
。

CN ,

00a0的劝匆

甫足今
JJJJJ一
.

J研」

, 1 2 一, 一a 2 . 扔 刀 元

日 数

C N
,

在加入线虫后的第 1 天就开始捕食
,

2 一 3

天后大 量形成捕食器官
,

在这 期间不断加入线虫
,

均

能在 1 ~ 2 天内全部捕食完毕
,

因此曲线稳定
,

近乎

一条直 线 , C N 。
在加入线虫后第 1 天

,

可见少量被捕

食
,

随菌落增大
,

捕食器增多
,

捕食线虫的能力逐步

增强
,

呈一条圆滑的抛物线
; C N :

在加入线虫后
,

开

始捕捉 的时 间随培养基而定
,

在W A上 1
.

5~ 2
.

0天形

成
,

在 C M A和 R d A 上 3 ~ 4 天才形成
,

且捕捉 器大

量形成后
,

每次加入的线虫均在 2 ~ 3 夭 内 捕 食 完

但这种较高的捕食能力保持半个月左右后
,

开始下降
,

过一段时间
,

捕食能 力 虽 又 回

总是低于第 1 次的捕捉 势
,

曲线呈马鞍形
,

且是前高后低
。

华叶

四
、

讨 论

在整个试验中所用 的线虫
,

既有根结线虫也有其他线 虫 ( 包括腐生 线虫 )
,

供试的 3 菌株

均未发现捕捉上的差异
。

说明供试菌株的专化性不强
,

这对生防的运用
,

无疑是有利的
,

但

是也必须指出的是
,

当用根结线虫为供试材料时
,

未发现雌 虫被捕食
,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考

虑与寄生性天敌真 菌混合使用的必要性
。

另外
,

在实践中还观察到
,

长期施用二嗅氯丙烷 的地方
,

并未因此而消除根结线虫的危

害 ; 相反在供试材料
,

从未施过杀线剂的采集地里
,

经过大约半年后
,

虫痪明显减少
,

被害症

状较前显著减轻
,

这现象是否与土壤中广泛分布着多种天敌真菌
,

诸如H a rP os P or `“ 明 s p p 二

材
a n a C or S夕o r i o m s p p

.

和 C a n d e
l
a b r e

l l
a s p p

.

等有关
,

尚需在今后的研究中加以验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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