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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菟丝子生防菌株的喷施条件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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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喷施菌制剂对日本菟些子 (Cu~cufa japonica)进行生物防治时，为提高防效．孢 

子悬浮液嚷前预浸3小时，并播加 2 蔗糖．可使菌制剂孢子提早萌发、提高萌发率。即使在大 

气干旱的条件下，喷施后在 3小时内孢子萌发率超过5O ，这对菌剂孢子的侵人寄主 (菟丝子 ) 

极为有利．高温高湿条件及重复多次喷洒是雄成病害流行的重要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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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IO—CONTROL STRAINS ON CUSCUTA JAP ON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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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raise the effect of control，before spraying the pharmaceu- 

tical preparation，the foltowing treatment is beneficial to the bio—control strains 

spores to invade Cuscute：add 2 sucrose into the spore suspension and let the spores 

fully absorb the moisture for 3 nours． Tnen the sprouting of spo res can be im— 

proved earlier alid raised the a1~routing rate Even at the dry atmosphere the spr— 

outing rate of spores is over 50 w idtn 3 hours after spraying． The impo rtant 

factors of the disease epidemy 缸 e h▲gh temperature， high humidity and repeated 

spra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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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的生长季中，在广西北部广西植物所内，运用22(2)和87'1菌株对寄生在桂花、冬 

青及泡桐等植物上的日本菟丝子 (C scuta japonica y进行生物防治，进 行得 很 顺 利，入 

秋，上述寄主上已不再有菟丝子的寄生，次年也未见到复发现象。用115h。等菌株 防治广西 

南部大新县龙眼树上寄生的日本菟 丝子时，由于遇到了1991年春夏的特大干旱，不同生理特 

性的菌株和不同的喷前菌液处理，产生了不同效果。为提高今后施用菌制剂的防治效果，现 

将具有不同生理特性的菌株与防效的关系以及应采取的喷前菌液处理报告如下。 

不论在广西北部，还是在南部，都根据已取得的研究成果，把菌制剂制成孢子悬浮液， 

将市售蔗糖按悬浮液总量的2％加入悬浮液中⋯ ，搅匀，用高压喷雾器喷洒在已人为造 成 

伤口 (术棍等物打伤 )的菟 丝子上 ]，尽力做到喷洒均匀，喷量充足|不 同的是在广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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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桂花和冬青植株上施用22(2)和8卜1菌株，在广西南部施用O4—3-、110fi和115hi菌株。 

喷洒后30—4O天检查，目测各菌株对菟丝子的致死率，作为统计防效的依据。 

一

、 各喷洒点的观察结果 

1．广西北部广西植物研究所喷洒点 

1991年春夏之际， 桂jE是一个多雨季节，选择 “南风天” (具有高温高湿的气候 )，先 

后对 桂花和冬青等植物上寄生的日本菟丝子喷洒 2— 4次，每月观察一次效果，对那些死亡 

率较低的菟丝子进行补喷；入秋，不仅已喷过菌剂的菟丝子已全部枯死，就是那些零星未经 

喷过菌制剂的菟丝子也已全部枯死 (讨论病害继发展的有关问题将另文报道 )，次年亦未见 

到复发现象。试验结果说明，在桂北采用22(2)菌株，在具备有利菌株入侵、发病和再侵染 

的条件时，完全可以消灭桂花、冬青等植物上寄生的 日本菟丝子。 

2．广西南部大新县喷洒点 

大新县本是一个高温干旱地 区， 4月初已有两个多月滴雨未降，气温高达36℃以上，空 

气相对湿度极低，经测试，傍晚 7时，喷洒在植株叶面上的 2％蔗糖水， 8小时后观察 已全 

部被蒸发。就是在这种条件下， 与谈县科委情报所及水果办合作，在该县的雷平乡和县府大 

院，分别采用04—3 、ll0f。和l15h z于下午五时左右对龙跟树上寄生的紫色日本菟丝子进行 

生防。40天后检查；施用04-3 z菌株进行生防的 5株 中，有两株树上寄生的菟丝子致死率 已达 

60 左右，另两株致死率约4O ，还有一株致死率约为10 左右，ll0f,菌株对菟丝子 的 致 

死率更低，仅为10％左右。两个月后，分别各用原菌株补喷一次，但喷后立即被 大 雨 冲 届4 

掉，三个月后再次检查，病情有所发展， 04—3 z菌株 的致死率分别达5O一80％， 只有一株为 

2O％，且有新茎长出，而喷洒llOfj菌株的其致死率仍然很低，仅为20％。 

上述结果说明：04-3l和llOf。在干旱条件下的致死率不 高，早期发病程度直接影响后舰 

病害的延续发展，干旱抑制了再侵染。 

在雷平点进行生防的同时，用115ht菌株防治县府大院内 8株龙眼树上寄生的菟丝子，气 

候同样是高温干旱，所不同的是喷洒前 8小时已把菌制剂配制完毕。喷后40天检查I凡喷到之 

处，菟丝子的致死率已达9O ，检查后补喷一次 (因第一次喷洒时，所用高压喷雾器漏气， 

压力不足，树尖处的菟丝子未能喷到 )， 8个月后检查，整株的菟丝子均 已全部死亡。 

在基本相 同的气候条件下采用不同菌株的防效差异如此之大，说明l15ht菌株的致 病 办 

强或因菌制剂预浸 3小时的作用。据室内致病力 测定，l15h，的前期致病力弱于其它 两 个菌 

株，而后期致病力增强，但孢子的萌发率高于其它两个菌株，试验结果如表 1。 

在其与8 7-1菌株的致病力进行比较时，也证实了l15h,后期致病力较强，接种后 13天检 

查，l15h z的致死率为77％，而87_1的致死率仅为5O J可是15天后的检查，8 1的致 死 率 

仅发展到60 ，而llSht的致死率已发展到90 ，115h,后期致死率高的原因可能与孢子在短  

时闻内萌发率高有关． 

然而，菌株孢子在 6小时后的萌发率还不足以说明大新县府大院内施用tlSh t的生 防效 

果，因为根据测试，8小时以后，叶面已无水膜存在，因此菌剂悬浮液的预浸8小时，能吾 

进一步提早孢子的萌发率?为此进行了莆剂悬浮液中添加不同添加物和预浸后对孢于萌发的 
关系试验 ⋯ ，试验结果如表 2。 I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广 西 植 物 l3卷 

从表 2看出：在菌制剂孢子悬浮液中加入 2％的市售蔗糖，预浸 8小时 再进 行 喷 洒， 

即能使悬液中的浮孢子在喷洒后 3小时就有5O％以上的孢子萌发。至此，可 以清 楚 地 看 到 

115h 菌株对龙眼上寄生的日本菟丝子生防效果高于其它两个菌株的原因，主要在-~nsht菌 

株具有孢子萌发率高的生理特性，再加上预浸进一步提早了孢子的萌发时间，在干旱的条件 

下，得到了侵入菟丝子的时间和机会。 

二、影响生防效果的其它目素 

三月中旬，在广西植物研究所宿舍区田阔边，用22(2)菌株防治寄生在冬青上的黄色菟 

丝子，喷后4小时降雨，气温降到17℃，15天后检查；仅下层菟丝子部分死亡，但不成片I 

两个月后检查：凡菟丝子长得繁茂之处，底层的菟丝子太部分死亡，补喷一次后·又遇低于 

盘0℃的低温，再过一个月检查，密生的菟丝子切已死亡，而疏生的菟丝子又长出新茎，直至 

六月份高温来临时，寄生的菟 丝子才全部死亡。此情况说明低温不利于孢子的萌发、侵染和 

蔓延，而繁茂生长之处可能相对形成了一个温湿度稍高于稀疏之处的小环境，致使菌荆导致 

钧菟丝子病害得以再次发生和发展 (侵染与再侵染 )，当然不排除繁茂之处保湿力相对的较 

强，且易积存孢子而不被雨水全部冲刷掉。 

从上述试验还可看出，各防治点均不是 

仅喷洒一次，而是重复喷洒才能获得理想的 

防治效果。试验地里的生防效果也说明了这 
一 点，仅进行一次喷洒 的处理， 3个月后致 

死率仅为80％左右，说明多次施用、重复喷 

洒对彻底消灭菟丝子的危害极为重要。其重 

要性还在于髓在空间中积累大量的有致病力 

的孢子，在适宜的条件下，导致 病 害 的 流 

行 ¨1，使那些未经喷到的菟丝子或 零 星未 

经喷洒防治的菟丝子，也会发病而死亡。因 

此，多次重复喷洒的结果，是加强空间致死 

率强的菌株的优势，在生产实践中，常见菟 

丝 子的突然死亡就是很好的倒证。 

表1 各菌株的孢子萌发率和对龙眼树上寄生的 

菟丝子的致病力比较 

表2 不同泽加物和j|i浸三小时后对孢子萌发的影响 

在水琼脂平面上的发芽率 。 

不 同 幂 加 物 — —  
A B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2期 廖咏梅等：日本菟丝子生防菌株的喷施条件与效果 183 

如此周而复始，形成多次侵染。因此，自然需要维持或创造侵染时应具备的气候条件，简言 

之，再侵染如处于高温多湿的季节是最理想的。 

3．病害的继发性发展——流行t即再侵染的进一步扩展，使病害流行，导致未经喷洒 

过制剂的生防对象，也因空间具有大量的孢子而被侵染发病，为此，就显示 出各个环节中多 

次的，重复的喷洒菌液的重要性。 

四、讨 论 

1．多次的重复喷施，需要从两个方面进行讨论经济上和防效上的意义，病虫害的防治 

从来都是 以经济防治 (E~nomie~ntro])为基础，多次喷洒似乎与此有矛盾。然而如果把 

防效的意义同时考虑，就会感到不仅没有矛盾，反而更符舍原则。本文 已提到，重复喷洒不 

仅可 以提高防效，还有不断积累菌原的作用，即在空间的孢子遇到适宜入侵的条件时，就会 

导致病害的流行，使那些未曾喷洒过菌剂的生防对象也能发病。从这一点上来说，生物防洽 

的优点不仅不污染环境、不危害人畜，在适宜条件下，还能形成病害的流行 ，使未经喷洒过 

菌剂的生防对象也发病、死亡。 

2．病害的继发性发展——病害的流行t在某个时期，多在高温多雨季节之后，常可发 

现用过菌剂的菟丝子集发地区，成片菟丝子死亡I另外，在广西植物研究所内，多年寄生在 

桂花上的菟丝子，经过1 992年的多次生防后，零星的未经喷洒过生防制剂的菟丝子，都在入 

秋后逐渐死亡，可说明施用菌剂后，病害的继发性和持久性。为提高防效，减少喷施次数及 

菌制剂用量，空中有效孢子的积累与病害的继发性关系等 尚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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