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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利用菌根菌地表球囊霉对黄藤及单叶省藤等幼苗进行人工接种
,

一年后进行观测
,

其菌

根感染率达 写一  对苗木有促生效果
,

特别是配合适当施肥措施条件下
,

效果更明显
。

无论平均叶片数
、

叶片长
、

根长
、

地上及地下干重
,

均有不同程度增加
,

其中以黄藤地上干重增加尤

为显著
,

比对照增加
,

显著性测验表明
,

差异十分显著 接种处理的苗木
,

地上及地下部分含

磷量增加亦非常明显
,

特别是地下部分增加较多
,

为对照的 倍
。

关键词 棕搁藤
、

菌根
、

接种
、

效应

棕搁藤在 自然条件下确有 菌根感染仁’〕
,

而人工接种某些 菌根菌对白藤
、

马兰省藤

具促生作用亦已被证实￡
,

〕。 这些 菌根菌对其它藤种是否亦有相同效果
,

或哪些菌根菌对

哪些藤种有实际应用价值
,

其促生效果及利用前景如何
,

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之一
。

一  年
,

在广州热林所 苗 圃开展有关试验
,

利用地 表球 囊霉

乙 对黄藤
, , ,

馆
、

白藤
,

及单叶省藤   , 的幼苗进行人工试验
,

本文仅报道黄藤及单叶省藤

幼苗接种 菌研究的有关结果
。

材料及方法

供试藤种

供试藤种有黄藤
、

白藤及单叶省藤
,

其种子经去皮处理后
,

用清水洗净
,

放入干净河沙沙床

中保湿催芽 待芽高 一 时
,

轻轻拔起幼苗并用清水洗去泥沙
,

放入灭菌水中
,

备用
。

全部

试验藤苗由本所藤类课题组提供
。

供试菌种及菌种繁殖

供试菌种地表球囊霉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及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的土肥研究所提供
。

菌种经

本课题采用盆栽法
,

在高温 消毒土中利用白车轴草 了,  的根 系生长进行繁

殖
,

个月后去其茎叶
,

将盆中带根系的土壤取出
,

晾干
,

捣碎后作接种用
。

苗木接种

供试土壤为广州市郊一般林地表土
,

一
,

腐殖质含量 一
,

经充分混

合后
,

在 压力条件下高温消毒 盆栽用的花盆为必 的陶质花盆
,

使用前

用清水洗净
,

并用  酒精喷洒两次
,

进行表面消毒 每个盆中先装入消毒林地表土
,

再均匀撒入 上述菌种土
,

最后再盖 消毒土
。

移栽藤苗时
,

按每行
, , ,

的数量

一 一 收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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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规则地排列
,

每盆 株 需要施肥的
,

按设计数量均匀撒入盆中
,

淋水定根
。

以后则按照常规

方法进行 日常管理
,

每天定时淋水
,

但不再施肥
。

试验处理

本试验共 个藤种
,

每个藤种设 个处理 施菌种土 施肥 每次每盆施复合

肥
,

含量为
、 、

各占  
,

每 个月施一次 接菌种土 施肥 用量均同上 对

照 不接菌也不施肥
。

每处理重复 次
,

每重复共 盆
,

每盆 株苗
,

每个藤种苗木 株
。

试

验各处理间随机排列
。

全部试验苗木均在 遮光度的荫棚条件下生长
。

试验观测

苗末生长情况观测 苗木定植时测量一次苗高
,

以后每隔 个月观测一次
,

同时观察

苗木生势情况
。

生物 量浏定 苗木接种后 个月 单叶省藤为 个月
,

从每次重复中随机抽取一

盆
,

共 盆 株幼苗
,

洗净根部泥沙
,

量测每株藤苗的叶片数
、

叶片长度
、

根长
、

地上和地下

部分的鲜重及干重等项 目
。

菌根感染情况观浏 分别在每种处理的藤苗中
,

随机剪取 条 长的细根根段
,

共计 条
,

按照研究 川报告中报道的方法进行有关处理
,

并逐段在 倍显微镜下进行检

查
,

统计其菌根感染率及感染指数等
。

叶片及根部的 成分分析 每处理 个重复的样品称完干重后
,

将叶和根部分别粉碎并

进行有关
、 、 , 、

的成分分析
。

的测定使用开氏蒸馏法 的测定采用钥蓝比色法

的测定使用
一

型火焰光度计测定 和 的测定使用络合滴定法
。

数据处理

根据有关调查观测结果
,

将有关资料输入电脑
,

进行统计分析
。

试验结果

菌根真菌感染情况

菌根菌感染情况观测结果见表
。

表 不同处理的两种藤苗菌根感染情况

处 理

一亡父‘八曰八乙八兮卜件卜
月

‘遥络卜口曰,,一

接种 施肥

接种 菌根

施肥

对照
 

藤 种

黄 藤

单 叶省藤

黄藤

单叶省藤

黄藤

单叶省藤

黄藤

单叶省藤

观测根段数 条 有菌根根段数 条 菌根感 染率 写 感染级 感染强度

十

表 结果说明
,

地表球囊霉菌对两种棕搁藤都可形成侵染
,

两个接种处理的藤苗均有较高

的感染率
,

特别是单接种的处理菌根感染率较高
,

达 以上 感染级和感染强度也较高
。

但

是
,

在相同接种剂量的情况下
,

另加施肥的处理其感染率却下降
,

这主要 由于土壤中养分含量

增加
,

抑制了菌根菌的生长
,

这在国内外许多研究中已经得到了证明闭
。

在施肥不接种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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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也见有少数菌根菌感染
,

这主要由于藤苗穿根
,

在花盆下面出现根系交叉感染所致
。

藤苗生长情况

苗木生长情况观测结果见表
。

表 不同处理对两种藤苗生长的影响

广州
,

一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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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结果表明
,

两个藤种中除对照以外的 3 种处理
,

其幼苗的叶片数
、

叶片长比对照略有

增长
,

但不明显 ;对根系长及地上地下干重增加
,

以单叶省藤表现突出
,

具明显促进作用
,

而黄

藤则仅以地下部分干重增加较为明显
;
黄藤试验结果经统计分析表明

,

地上部分干重增长差异

十分显著(表 3)
。

调查结果还表明
,

无论哪个生长指标
,

黄藤以接种加施肥处理的效果最好
,

各

生长指标均有不同的增加
;而单一接种或施肥的处理

,

其效果都在综合效果之下
,

这同其它国

内外研究结果一致
仁‘〕

。

而单叶省藤则相反
,

多以施肥处理 的效果为好
,

接种与综合处理效果反

而差
,

这可能是因为单叶省藤对 N 肥较为敏感
,

对 P 的反应较迟钝的缘故
。

具体情况尚待进一

步研究
。

表 3 不同处理黄藤苗木生长效果分析

处理

G

S

G + S

C K

叶片数量

(片/株)

3.45 a

3
.4 5 a

3
.
78 b

3
.
10 a

D十片 长

(en、/ 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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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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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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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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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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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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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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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6 e

地下干重

(2/株 )

0
.
635 a

0.597 a

0
.
773 b

0
.
668 a

注
:
同列数字英文字母 相同者差异显著(p > 5写)

。

2

.

3 不同处理的黄藤幼苗养分分析结果

藤苗养分分析结果见表 4
。

表 4 不同处理的黄藤苗营养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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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分析结果说明
,

N

、

C
a

、

M
g

、

K 等元素
,

无论地上或地下部分在不同处理间均无多大的

差异
,

仅有接种处理的 K 含量稍高于其它处理
。

而元素 P 则大不一样
,

地上部分两个接种处理

的含 P 量比对照分别提高 41
.
9%

、

88

.

3
%

; 地下部分也有增加
,

特别是单接种的处理
,

其含 P

量是对照的 1
.
13 倍

,

显示出 V A 菌根对磷的代谢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

试验结果还表明
,

土壤

中养分含量的增加对菌根菌进行磷的转化有抑制作用
,

因而在接菌加施肥的处理中
,

无论地上

或地下部分
,

其磷的积累远远低于单接种的处理
。

这个结果也同在其它作物上的应用效果一

致仁‘]
。

地上及地下部分 P 含量分析结果的统计分析表明 (表 5)
,

接种处理的苗木与其它处理间

在磷含量方面的差 异极显著
。

表 5 黄藤根部含磷量多重分析结果(9, % )

处 理 C K S G + S G

G 0. 134 二 0
.
118 ” 0

.
089
. “

一

5 0
.
0 4 5二 0

.
029 一 一

G + 5 0
.
0 16 一 一 一

C K 一 一 一 一

3 结果与讨论

(1) 本试验结果表明
,

V A 菌根真菌地表球囊霉菌可以感染黄藤和单 叶省藤形成菌根
,

其

感染率可达 43
.
3% 一81

.
25 %

,

感染级及感染强度也较高
。

但是
,

该菌种是一个典型的北方菌

种
,

在我国北方分布较广
,

北京
、

新疆许多土壤中均见分布[s]
,

其生境土壤为草甸土及潮褐土
,

最适 pH 为 7
.
巧一8

.
75

。

该菌种在华南酸性土壤条件下虽然亦可感染棕搁藤
,

也有一定的促生

效果
,

但该菌种对棕搁藤是否最适合
,

则尚待进一步研究
。

在本项研究报告 I 中
〔’」

,

已报道我国

棕桐藤菌根菌资源 13 种
,

有不少还是常见的优势种
。

因此
,

选择适合华南热带地区棕搁藤共生

的优良菌株
,

是今后的重要任务
。

( 2) 菌根真菌地表球囊霉菌对黄藤有一定的促生作用
,

但必须配合以适当的营养
,

否则效

果不佳 ;对单叶省藤该菌的促生效果并不明显
,

不如单施肥的效果好
。

然而
,

土壤营养过于丰富

反而抑制菌根作用的发挥
,

也不利于菌根菌 自身的生长与繁殖
。

因此
,

针对一定的藤种选择适

合的菌种或菌株
,

配合以适当施肥
,

可达到最佳接种效果及效益
。

( 3) 黄藤幼苗对氮的需求大于对磷的需求[6]
,

因此
,

有少量的磷就足够生长所需
。

事实上
,

复合肥 中能被植物直接吸收的磷并不多
,

从上述有关试验结果说明
,

单做施肥处理的藤苗其大

部分营养指标均低于接种苗
,

只有接菌加施肥处理效果最佳
。

因此
,

V A 菌根在棕桐藤育苗上

仍有应用前途
。

V A 菌根接种不仅方法简单
,

生产容易
,

也不会造成土壤或环境污染
,

只要选择适合的优

良菌株
,

配合以适当的施肥
,

完全应成为棕搁藤速生丰产栽培的可行技术措施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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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农村信息咨询公司为你提供服务

农村
、

农业的发展既要靠政策
、

靠投入
、

靠技术
,

在市场经济下还需要及时掌握可靠的信息
。

为发展信息

事业
,

更好更多地为农村
、

农业
、

农资企业服务
,

浙江 农村信自
、

咨询公司(农村信息市场协作网 )充实
、

调整了机

构和人员
,

公司 已有职工 20 多人
,

其中高级职称 7 人
,

中级 5 人
,

办公及其它用房 2 500 多 平方米
,

有复印
、

胶

印
、

摄影
、

计算机等情报
、

信息系列技术服务设备
。

公司 下设业 务部
、

编辑部
、

技术服务部
、

咨询检索部
、

广告部
、

公关部和财务部等
。

公司工作 已在广度和深度上不断 延伸
,

已与中外合资国际腾龙信息公司
、

全国农业新技

术产品传播办公 室及有关信息
、

情报部门和 广大网员合作
,

进行多向信息交流
,

并利用本单位的计算机数据

库
,

使 网员能更快而准确地 了解国家政策
、

国内外市场信息
、

新技术
、

新产品的研制开发状况和各类农副产品
、

农资产品的市场信息
。

公司服务内容有
:
(l) 编辑

、

出版《农村信息咨询 》网刊
,

设有
“

政策指南
、

国内外市场透

视
、

开发之窗
、

新产品
、

新技术
、

供求信息
、

农资市场快讯
、

实用技术咨询
、

技术转让园地
、

项 目合作
”

等栏目
,

并

根据读者和 网员的要求
,

适当调整
;
(2 )农业生产资料和农副产品经贸信息

、

联销
、

代销
;(3) 农

、

林
、

畜牧
、

水产

及其加工业等技术转让中介
;(4 )科技成果

、

专刊
、

资料查新检索
,

项目可行性分析
;(5) 代编代印书刊

、

资料
,

制

作广告宣传品
,

复印胶印
,

中外文资料翻译
;(6) 广告宣传

、

企业形象策划
,

代企业寻找合作伙伴
。

凡入网单位可

免费得到一年进农村信息咨询》网刊
,

免费刊登供求信息和需要服务的启事
;
公司免费或优惠为网员进行中介

服务
,

协助供求双方可靠成交
,

优惠为网员编辑
、

出版
、

印刷各种书籍
、

资料
;
优惠为网员邀请技术专家解决技

术难题等
。

欢迎随时加入农村信息市场协作网
。

该公司地址
:
杭州市石桥路 198 号(3 10021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