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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材线虫病木削片传播线虫试验

杨 宝 君

(
,

l
,

国林业 科学研究院林业 研究所 )

摘要 本试验于 198 8年在加拿大太平洋林业中心进行
。

结果表明
:

木削片中的松材线虫可 通

过土壤侵染松苗
,

而松苗根部的伤口对线虫的侵染非常重要
。

来源于安大略省的松材线虫 在松苗

根部无伤 口的情况下
,

也可使部分松苗感病而死亡
,

说明松材线虫有从根部或茎基部直接侵入 的

可能
,

但不 同来源的松材线虫致病力有差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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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材线虫 B :‘r sa phe le n chu s 尤夕lo p几ilu s (St e in e r & B u h re r ) N ie k le 为重要 的 松 树 病

原线虫
。

此线虫从病树传播到健康树上要依靠媒介昆虫
,

媒介昆虫主要是墨 天 牛 属 的天牛

(叮。的ch ,
。:

SP p
.

)
。

而远距离的传播主要是人为运输病木造成的
。

一般认为病木经过处理
,

天牛幼虫被杀死后
,

病木的运输就不会有传播松材线虫的危险了
。

处理病木的措施一般分为两

种
,

一种是用化学药剂 ; 另一种是物理方法
,

其中包括高温
、

水浸
、

射线照射及将病木切削

成木削片 (加工纸浆及人造板的原材料)等
。

木削片厚约 0
.

5 c m
,

天牛幼虫无法存活
,

这个方

法在日本作为处理病木的措施之一
。

自从 1 9 8 4一 19 8 6年
,

芬兰
、

瑞典
、

挪威三个北欧国家从

北美进口的针叶树木削片中发现了松材线虫
,

并相继中止从美国及加拿大进口木削片
。

木削

片能否传播松材线虫的问题引起了人们的重视
。

本试验就此问题进行了研究
,

试验于1 9 8 8年

在加拿大太平洋林业中心进行
。

1 材料与方法

1
.

1 松材姚虫来派

来自三个地方
: ¹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B ri t is h Col u m bi a) 的针叶树木削片

,

简称

B C ; º 加拿大安大略省 ( o n ta r io )
,

寄主为南欧黑松 尸i n u s o fg : a A r n o ld ,

简称 ST W , » [1

本岛根 ( Sh im a n e ) ,

寄主为黑松 ( Pi n o s th。从b e r g fi Pa r l
.

)
,

简称 S 一 10
。

1 .

2 钱虫培养和木削片接种

将这三种来源的松材线虫分别培养在裂褶菌(s ch i动ph班彻
; sP

.

)的菌丝层
_

L..
。

后 用漏斗

法分别分离线虫
,

并用线虫悬浮液分别接种于木削片上
。

将接过线虫的木削片分别装在塑料

袋里
,

置于 25 ec 温度下培养
,

备用
。

木削片为云杉 (尸i c e a s p p
.

)
、

松 ( p in u s c o n t o : ta D o u g -

la s )和铁杉( T s u g a he te r o p彻lla ( R a f
.

) S a r g
.

) 的 混合木肖lj片
,

厚度约 o . s e m ,

在接种松

材线虫前用漏斗法检查
,

确定木削片不含线虫
。

本文于 19 89 年12月 27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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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3 松苗接种

接种用松苗为 4 年生欧洲赤松(Pi
n : 5 5 梦Iv es tr is L

.

)
。

1 9 8 4年容器育苗
, 1 9 5 5 年移栽到

直径为30 c m 的塑料盆中
。

试验共分四组
,

用分别含有来自三个地方的松材线虫的木削片接

种各一组
,

另一组为用不含线虫的木削片接种做对照
。

每组均作如下四种处理
,

每个处理 5

株松苗
: ¹ 将木削片覆盖于土壤表面 ; º 将木削片混于土壤中; » 在松苗的粗根上切三个约

1 c m 长的伤口
,

切去表皮露出木质部
。

复原松苗后将木削片覆盖于土壤表面 ; ¼ 将松苗的

粗根切三个伤口 (方法同上) ,

将木削片混于土壤中
。

每盆接木削片50 9 ,

其中含线虫 10 0 00

头左右
。

接种时间为 19 8 8年 7 月27 日
。

接种后将松苗置于培养室中
,

室内温度为28 ℃
。

接种

后浇一次水
,

然后用塑料袋将盆从底部兜住
,

以防多次浇水后线虫随水流失
。

10 天后除去塑

料袋
。

以后每三天浇水一次
。

每天观察松苗变化
。

松苗死后
,

将苗拔出
,

洗净根
,

将整株全

部剪碎
,

用漏斗法分离线虫并计数
。

2 结果

当松苗根部有伤口时
,

将含线虫的木削片覆盖于土壤表面或混入土中
,

30 株供试松苗中

29 株感染了线虫
,

并很快死亡
。

当松苗根部无伤口
,

将含线虫的木削片混入土中时
, 15 株供

试松苗中14 株死亡
,

其中13 株带有大量线虫 ;
将含线虫的木削片覆盖于土表时

,

15 株供试苗

木中 5 株死亡
,

其中 3 株带有大量线虫
。

对照中有两株死亡
,

但均不带线虫
。

详细结果见表 1 。

表 1 木 削 片 接 种 试 验 结 果

死 苗数

(株)

死 苗 带 线 虫 状 况

(株 ) 平均 (条/ 株 ) 平均 ( 条 / 克苗 )

接种到死 苗期 (平均 )

( d )

1 0 0 0 21

2 0~ 31 ( 26
.

8 )
2 6 ~ 48 ( 33

.

4 )
2 0 ~ 37 ( 31

.

2)

31一 7 0 (44
.

5 )
2 6 ~ 6 0 (35

.

5 )
31~ 4G (36

.

6 )

3 7一 7 。( 48
.

8 )
26一 31( 20

.

0 )
25 ~ 32( 27

.

6 )
20一37 (2 7

.

6 )

nU�b闪了一�一匕51一O曰,臼咋山引肠610邹幼45招村474600000

供试松苗
处 理

(株 )

B C 覆盖土表 5

混于土中 5

伤 根
,

覆盖土表 5

伤 根
,

混子土中 5

S
一
1 0 农盖土表 5

混于土中 5

伤 根
,

覆 盖土表 5

伤根
,

馄 于土中 5

S T W 覆盖土表 5

混于土中 5

伤根
,

覆盖土表 5

伤根
,

混于土中 5

对 照 未 处 理 5

覆盖 土表 5

混于土 中 5

伤根
,

砚盖土表 5

伤根
,

混于土中 5

5 7 4 8 6

3 0 7 5 5

13 3 1 9 0

4 1 85 7

4 5 4 6 0

1 0 0 4已7

2 2 了1 8

1 16 6 0 2

4 7 7 2 8

1 1 5 9 8 4

3 讨论

接种带松材线虫的木削片
,

多数松苗感染了松材线虫并死亡
,

这一现象说明木削片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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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虫可通过土壤侵染松苗
。

而根部有伤口
,

再接种的 30 株松苗中有29 株死亡
,

从所有的死苗

中分离的线虫数量均高于接种量
,

证明伤 口对线虫的侵染非常重要
。

在将木削片混于土中
,

而松苗根部无伤 口 的处理中
,

15 株松苗有 14 株死亡
,

其中13 株带有大量线虫
。

一方面可能由

于操作不慎
,

造成了根上有伤口的缘故
。

因 4 年生的松苗高已近 l m
,

根系发达
。

将木 削片

棍入土中时
,

可能有些小根受到伤害
。

但由此看出线虫对伤 口的大小要求并不严格
。

另一方

面也存在着线虫可以直接从松苗的根或茎基部侵入的可能性
。

将接种木削片置于土表的 15 株

松苗中也有 5 株死亡
,

其中 3 株带有大量线虫
。

松苗移栽已历 3 年之久
,

移栽时的伤口应已

愈合
,

接种时更没有触及根
,

所以说松材线虫有从松苗根部或茎基部直接侵 入 的可 能
。

因

此
,

将松材线虫病木切削成木削片运出病区加以利用
,

并不是一项保险的防止病害扩散的措

施
,

这点应引起人们的重视
。

用来源于三个地区
、

不同寄主的松材线虫感染木削片
,

然后接种欧洲赤松 苗
,

其 死 亡

率
、

从接种到死亡的时间均有差别
。

来源于安大略省的线虫致病力最高
。

将含此线 虫的木削

片覆盖于土表
,

松苗根无任何伤口的情况下
,

亦有 3 株死于松材线虫的感染
。

由此证明
,

来

源不同的松材线虫对同一种松树的致病力有所差别
,

这可能与松材线虫
一

长期对环境和寄主的

适应有关
。

对照中有 2 株松苗死亡
;
接种线虫的有 3 株松苗死亡而未带线虫

,

其中 2 株是将木削片

混入土中处理的
,

这可能是由于处理不慎伤根所致 , 另 3 株是未伤根的
,

可能有其它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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