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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柴锈病 ( Ur omyces hedysar i-mongol ici Yuan. ) 是毛乌素沙地先锋固沙树种杨柴

( H edy sarum mongolicum T ur cz. )的重要病害。由于受其危害,使杨柴提早落叶、枝条枯死,严

重影响了杨柴的生长发育,给治沙造林生产带来很大损失。锈寄生菌( Sphaerellop sis f ilum

( Biv . -Bern. ex Fr . ) Sut to)的存在对杨柴锈病的生物防治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该菌的形态鉴

定、分离、培养等作者已进行了报道
[ 1]
。本文报道锈寄生菌对杨柴锈病菌的寄生及控病作用的

研究结果。

1　材料与方法

1. 1　供试锈寄生菌

杨柴锈病菌的锈寄生菌标本为杨柴锈病当年发病的病枝叶及越冬病枝叶,分别于 1996年

8月和 1997年 4月采自伊盟乌审旗达镇林场。用组织分离法分离杨柴枝、叶冬孢子堆和夏孢

子堆上的锈寄生菌, 在解剖镜下挑取孢子堆上锈寄生菌的分生孢子器,置于 PDA 培养基上,

待长出菌丝, 移植后获得纯培养菌株
[ 1～2]
。

1. 2　锈寄生菌对锈病菌孢子的寄生作用

1996年 8月从林地采回杨柴锈病当年发病的病枝叶, 进行肉眼和显微观察及夏孢子萌发

试验。试验所用冬孢子,于 1997年 4月从林地采回。孢子萌发方法采用载片悬滴法[ 3]。

1. 3　碳源对菌丝生长及产孢的影响

分别以甘露醇、麦芽糖、乳糖、蔗糖、糊精和淀粉代替 PDA 培养基中的葡萄糖,制备成含

有不同碳源的培养基。置于 20℃下培养。3次重复,每 2 d观察 1次,均培养 30 d。

1. 4　温度对菌丝生长及产孢的影响

采用 PDA 平板法,每皿中央接 1个直径为 0. 5 cm 的菌饼, 分别置于 5、15、20、25、30、35

℃六个温度梯度下培养。每种处理重复 3次,每 2 d观察 1次产孢及菌丝生长情况。

1. 5　锈寄生菌回接试验

供试带有夏孢子堆而无锈寄生菌寄生的病枝叶为 1997年 7月采自伊盟乌审旗达镇林场。

室内水培10 d 后接种锈寄生菌,锈寄生菌的来源为室内纯培养, 配制成孢子悬浮液( 10×16倍

林业科学研究　2000, 13( 1) : 103～106

Forest Research 　　 　　



镜下每视野 60个左右孢子)。以此孢子悬浮液涂抹于事先选好的杨柴锈病病枝叶上,接菌后的

病枝叶套袋保湿 48 h,以涂抹无菌水套袋保湿作对照[ 4]。

1. 6　锈寄生菌对杨柴锈病自然控制力的调

查

1995～1997年, 每年 9月在伊盟乌审旗

达镇林场杨柴锈病重病区进行定点调查。了

解各年度锈寄生菌寄生情况和杨柴锈病的发

病程度,杨柴锈病的病情指数分为 5级,分级

标准见表 1。

表 1　病情分级标准

级别 代表值 病　　　　情

1 0 全株无孢子堆

2 1 全株 25%以下的枝叶有孢子堆

3 2 全株 26%～50%枝叶有孢子堆

4 3 全株 51%～75%枝叶有孢子堆

5 4
全株 76%以上的枝叶有孢子堆,叶片

开始卷曲、枯死、脱落、枝条枯死

2　结果与分析

2. 1　锈寄生菌对锈病菌孢子的寄生作用

　　观察被锈寄生菌寄生的冬孢子和夏孢子,以及未被寄生的冬孢子和夏孢子。肉眼明显可

见,被寄生的冬孢子和夏孢子失去原有的鲜色, 而褪为灰白色;将上述孢子在显微镜下观察,亦

见冬孢子和夏孢子失去原有的鲜色变为灰白色,且孢子形状不整, 有的孢壁破碎, 内含物释出,

死亡乃至消失。孢子萌发率对比试验结果表明, 被寄生的冬孢子堆中的冬孢子萌发率降低约

40%, 被寄生的夏孢子堆中夏孢子萌发率降低约 50% (表 2) ,由此可见,锈寄生菌对杨柴锈病

菌有很大的侵染寄生作用。
表 2　锈寄生菌对杨柴锈病菌夏孢子、冬孢子萌发率的影响

孢子类型
无锈寄生菌影响的夏孢子、冬孢子 有锈寄生菌影响的夏孢子、冬孢子

检查孢子数/个 孢子萌发数/个 萌发率/ % 检查孢子数/个 孢子萌发数/个 萌发率/ %

夏孢子 1 008 611 60. 1 992 108 10. 9

冬孢子 1 000 497 49. 7 1 000 99 9. 9

2. 2　碳源对菌丝生长及产孢的影响

锈寄生菌在 PDA 培养基上产孢量大, 在

20 ℃下, 10 d即可形成分生孢子器, 12 d可见

溢出淡黄色孢子角。使用等量的甘露醇代替

PDA 培养基中的葡萄糖, 菌丝生长快, 说明菌

丝生长和产孢对碳源的要求不同 (表 3) , 所

以,培养该菌时,应根据不同的目的和要求,适

当调节培养基中的碳源。

2. 3　温度对菌丝生长及产孢的影响

　　由表 4看出, 锈寄生菌的菌丝生长及产孢

温度范围为 5～30℃,最适温度为20～25 ℃。

表 3　碳源对菌丝生长及产孢的影响

碳　源 菌丝生长
菌落直径/

cm

分生孢子

产孢情况

出现孢子角

天数/d

甘露醇 + + + + 2. 0 较多 15

葡萄糖 + + + 1. 6 极多 12

麦芽糖 + + + 1. 5 较多 15

淀　粉 + + + 1. 5 较多 14

乳　糖 + + 1. 2 少 25

蔗　糖 + + 1. 2 多 20

糊　精 + 1. 0 少 25

　　注: + + + + 菌丝生长好, + + + 较好, + + 差, + 极

差,—菌丝不能生长,下同。

2. 4　锈寄生菌回接试验

锈寄生菌回接到杨柴锈病病枝叶上的结果表明,经接菌的 10枝病叶的夏孢子堆上有 6枝

发现了锈寄生菌, 对照经保湿的未发现锈寄生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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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锈寄生菌的分生孢子器及夏孢子堆( 10×40倍) ;

　B.锈寄生菌的分生孢子器丛生于夏孢子堆上( 10×20倍) ;

　C .锈寄生菌的分生孢子器生于冬孢子堆上( 10×40倍)。

图 1　杨柴锈病锈寄生菌

表 4　温度对菌丝生长及产孢的影响

　温度/℃ 菌丝生长 分生孢子产孢情况

5 + -

15 + + 多

20 + + + + 极多

25 + + + + 较多

30 + + + 少

35 - —

2. 5　锈寄生菌对杨柴锈病的林间自然控制作

用

经过 3 a 的调查看出,在伊盟乌审旗达镇

林场杨柴锈病发病林中,杨柴锈病的发生程度

随着锈寄生菌寄生率的逐年增加而减轻 (表

5)。主要是由于锈寄生菌的寄生,大量杨柴锈病

菌的孢子受到破坏,失去萌发能力,因此减少了

第 2年锈病的侵染源。

表 5　杨柴锈病的调查

时　间

(年-月)
锈寄生率/ %

第 2年 9月锈病

株发生率/ %
病情指数

1995-09 36. 2 65. 0 52. 2

1996-09 58. 5 55. 0 28. 0

1997-09 65. 3 27. 3 12. 5

　　室内切片镜检表明,锈寄生菌的分子孢子

器丛生于冬孢子堆及夏孢子堆上(图 1) ,纵剖

面可见分生孢子器底部伸入孢子堆内, 将冬孢

子和夏孢子封死在堆内而最终消解, 从而使锈

病的侵染循环受阻,控制锈病的发生。

3　小　结

　　进行锈寄生菌室内培养的最适温度为 20

～25 ℃。锈寄生菌在 PDA 培养基上产孢量最大, 在使用等量的甘露醇代替 PDA 培养基中的

葡萄糖,菌丝生长快,说明菌丝生长和产孢对碳源要求不同。从锈寄生菌对杨柴锈病菌孢子的

寄生作用及对林间自然控制力的研究结果看出,锈寄生菌对杨柴锈病菌有较强的寄生杀菌作

用,锈寄生菌是防治杨柴锈病很有价值的生物防治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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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perparastism and Biocontrol of Hedysarum mongolicum

Rust by Sphaerellopsis f ilum

YUA N X iu-y ing, H A N Yan-j ie
( In ner Mongol ia For est ry College, Hohhot　010019, In ner Mongol ia, Ch ina)

Abstract: The hyperparasite Sp haerellop si s f ilum parasit izing on H edy sar um mongolicum

rust ( Uromyces hedy sari-mong olici) forms conidia after 10 day s at the temper ature of 20 ℃

on PDA, and yellow white spo re horn w as also pr oduced af ter 12 day s. T he teliospore and

urediospore of U . hedysar i-mongol ici parasit ized by S . f i lum faded colour, the cell w all

dest ructed and the cell contents released in the late stage. T he germ inat ion r ate of parasit ized

telio spore low er ed by 40% . To control H . mongolicum rust , the spo re suspension of the

hyperparasite w as inoculated on uredium . The results o f 3 years′invest igat ion in f ield

show ed that the deg ree o f the rust infestat ion decreased w ith the increase of parasit ization o f

S . f ilum in the forest . It seems that S . f ilum has good potent ial to be an ef fect iv e biolog ical

cont rol agent of the H . mongolicum r ust .

Key words : H edy sarum mongolicum rust ; Sp haerellop sis f ilum; bio control of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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