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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桃花心木 (K hay
a : en e

ga le ns l’s A
.

Ju s s
.

)是著名的热带速生珍贵用材树种和优良的

行道及庭园绿化树种
。

非洲桃花心木苗病害过去有过调查报道
,

但未提到由小核菌 引起的病

害[1]
。

热带林业研究所海南试验站是海南岛目前最大的非洲桃花心木育苗点
。

1 9 90 年秋发现

苗木叶斑病相当严重
,

有的苗床发病率达 1 00 %
,

病情指数达 6 9
.

7
,

成片幼苗感病后生长不良
、

落叶
、

干枯死亡
。

因此我们对该病进行 了初步观察和试验
。

1 症状和病原

发病初期在叶上形成单个灰色或褐色其形状为圆形
、

多边形或不规则形的小病斑
,

随着病

斑的扩展有的相连成大病斑
。

在多雨潮湿时叶片感病后呈水渍状褪绿
,

2 ~ 3 d 内整片叶变灰

褐色或褐色
,

不久即脱落
。

病叶后期出现白色菌索和菌核
,

菌核逐渐变黑褐色
。

少数病叶上病

斑圆形
,

红褐色
,

正面可见清晰的同心轮纹
,

扩展较慢
。

1
.

1 病原菌的分离及菌落形态

从非洲桃花心木苗病叶上先后 4 次进行组织分离
,

以漂 白粉表面消毒
,

共分离组织 1 14

块
,

除 6 块被污染外
,

其余都出现小核菌菌落
。

菌落在 PD A 培养基上生长迅速
,

白色
,

平展疏

松
,

有丝绢状光泽
,

呈羽毛状或辐射状扩展
。

菌丝具锁状联合
,

菌核球形
,

稍扁平
,

初为 白色
,

成

熟后变为黑褐色
,

大小 0
.

5~ 2
.

0 m m
,

组织致密
,

表层细胞小而色深
,

内部细胞大而色浅
。

1
.

2 致病性测定
1

.

2
.

1 叶部接种 采用常规法大头针刺伤健康叶
,

然后用菌核碎片接种
,

并设健康对照和针

刺对照
,

以薄膜覆盖保湿
,

重复 2 株
,

每株 4 片叶
,

每天观察发病情况
。

结果
: 2一 3 d 内接种叶片

上出现浅褐色圆形病斑
,

直径 0
.

5 Cm 左右
。

以后病斑逐渐扩大以至整叶感病
,

6 ~ g d 内出现 白

色成束菌索和菌核
,

病叶开始脱落
。

再分离病原菌成功
。

1
.

2
.

2 根茎部接种 刺伤 5 株 1 年生幼苗的根茎部
,

然后在其周围土壤中接种 4 颗菌核
,

同

时设对照
,

淋水保湿
。

2 个月后检查未见发病
。

同样在广州本所重复接种试验
,

3 个月后检查
,

接种也未成功
。

根据苗圃病情观察和接种结果
,

该病原菌只引起叶斑病发生
,

不危害根茎部分
,

与白绢病症状有区别
。

L 3 病原菌鉴定

根据病原菌的形态特征
,

对非洲桃花心木的致病性和咖啡叶片的致病性测定结果
,

病原菌

1 9 92一0 8一1 3 收稿
。

李云助理研究员
,

骆土寿(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业研究所 广州 51 0 52 0)
.

, 本文为
“

七五
”

国家林业星火计划项 目
“
T W P 木材防腐剂及水溶性多菌灵研制和推广

”

的部分内容
。

华南农业大学戚

佩坤教授鉴定菌种
,

本所昊菊英副研 究员提供试验苗
,

谨致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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