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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长喙霉( Op hiostoma minus Hedgc. )于 1906年作为新种定名为 Ceratostomella minor

Hedgc, 1981年更名为 Op hiostoma m inus Hedgc. , 此后一直沿用至今
[ 1]。小长喙霉以小蠹虫

( T omicus spp. )为媒介,通过小蠹虫对树木的蛀害, 被携带进入到寄主植物组织内,进行自身

生命过程并危害寄主植物[ 2] ,故也被称为小蠹虫伴生真菌[ 3, 4]。该菌的寄主植物主要是松树

( P inus spp. )
[ 4] , 它在协助小蠹虫蛀害松树树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3, 4]。

80年代以来,纵坑切梢小蠹( T omicus p inip er da Linnaeus)在云南 8个地州大面积暴发成

灾, 10余万 hm
2 云南松( P inus yunnanensis Fr anch. )林被毁灭。直到最近一次全省调查,蠹害

年发生面积仍为 2. 6～4. 0万hm
2[ 5]。纵坑切梢小蠹在云南大面积成灾有多方面原因[ 6]。纵坑

切梢小蠹伴生真菌是否其中的重要因素,国内尚无研究报道。

本研究属于纵坑切梢小蠹伴生真菌研究项目中的部分内容。该项研究旨在弄清纵坑切梢

小蠹伴生真菌的种类, 并测试其对寄主的危害能力, 从而揭示伴生真菌在纵坑切梢小蠹大量成

灾中的作用。研究已初步发现云南纵坑切梢小蠹至少携带有两种伴生真菌,本文对其中的一种

——小长喙霉的发生、分布及与蠹虫的伴生关系等进行报道。

1　材料与方法

　　野外取样调查于 1996～1998年分别在云南的丽江、大理、楚雄、玉溪、昆明、安宁和红河州

等地州展开。根据小蠹虫的不同危害时期,取样针对受蛀害枝梢和受蛀害树干而分别进行。

枝梢取样在小蠹虫的枝梢危害期进行
[ 6, 7]
。每个地点取受害枝梢及所带小蠹虫 50个。每个

枝梢分别投入一个新的塑料袋内, 以避免小蠹虫从枝梢内爬出后将所带真菌相互感染。在室

内,用消毒后的手术刀剖开枝梢虫坑,从枝梢内取出小蠹虫,在解剖镜下区分出纵坑切梢小蠹

和横坑切梢小蠹( Tomicus m inor Hart ig ) ;同时用消毒手术刀割取虫坑韧皮组织 3～4块,置培

养基内。每块大小为 0. 5 cm×0. 5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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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干取样是在小蠹虫的蛀干期进行的 [ 5, 6]。在野外,手术刀经消毒后剥去蠹虫虫坑上部的

粗皮,割取整块虫坑韧皮组织,并与虫坑内的小蠹虫一并放入一个新的塑料袋内带回。各地取

样 50余个。在室内,在消毒条件下, 取虫坑韧皮组织 4～5块,置培养基内。

经上述取样获得的小蠹虫分别接入新鲜的云南松木段内, 经 2～3周后, 用消毒手术刀割

取接虫部位附近的韧皮组织 3～4块,置培养基内。

上述培养基均为 PDA培养基。在 26℃恒温下, 样品在 PDA 培养基内培养 6～8 d,然后

对培养基内长出的真菌进行观察鉴定。

2　结果与分析

2. 1　分布与寄主植物

小长喙霉分布于云南大部分地区, 主要地州有丽江、大理、楚雄、玉溪、昆明、安宁和红河。

分布范围为 23°01′～27°26 N, 99°58′～103°50′E,海拔高度从红河的 1 300 m 至丽江的 3 500

m。分布区内除丽江以外,其余地州均是切梢小蠹严重发生地。小长喙霉在上述分布区内的寄

主植物有云南松( P inus yunnanensis Franch)、高山松( Pinus densata Mast )和思茅松 ( Pinus

kesiya Gravssen)。其中,云南松的分布区域最大,是小长喙霉的主要寄主植物。

2. 2　伴生虫种

在云南, 小长喙霉的分布和发生与纵坑切梢小蠹和横坑切梢小蠹的关系密切。从这两种虫

体及虫坑上均分离得到小长喙霉,表明这两种昆虫均是小长喙霉的携带者。一般情况下,小蠹

虫可以通过体表或肠道携带真菌。但切梢小蠹是如何携带该菌的至今尚无报道。

两种小蠹虫携带同一种伴生真菌的现象与这两种小蠹虫的危害和分布特征有关。在云南,

纵坑切梢小蠹比横坑切梢小蠹蛀害树干的时间要早几天;横坑切梢小蠹通常选择在已为纵坑

切梢小蠹蛀害的树木上进行繁殖。由此,纵坑切梢小蠹与横坑切梢小蠹往往出现在同一株树的

树干上[ 8, 9]。在云南中部,纵坑切梢小蠹多分布于树干中上部, 横坑切梢小蠹多分布于树干的中

下部。两种蠹虫的分布区域在树干中部出现重叠[ 8, 9]。在蠹虫蛀干期内,小长喙霉通过在受害树

木中的生长蔓延, 形成在这两种小蠹虫之间交互感染,最终造成两种小蠹虫均携带小长喙霉的

现象。

2. 3　与蠹害发生期的关系

在云南, 切梢小蠹明显区分为蛀干和蛀梢两个危害时期, 小长喙霉在这两个时期内的发生

量也有相应变化。在蛀梢期,小长喙霉仅从蠹虫虫体上分离得到, 且发生量较小。这种现象可

以解释为,由于小蠹虫在每个枝梢上停留的时间相对较短,加上枝梢受害部位分泌大量的松脂

又限制了该菌的生长, 所以枝梢上难以分离得到小长喙霉。而虫体上的真菌孢子在蠹虫蛀梢过

程中必然会有部分脱落,所以从虫体上分离得到的小长喙霉也不多。

蛀干期包括了小蠹虫繁殖产卵、幼虫生长、蛹羽化,及至新成虫离开树干等整个过程,历时

2个多月 [ 8]。在此期间,小蠹虫的蛀坑活动破坏了树木韧皮组织,为小长喙霉生长创造了较好

的环境条件;同时, 小长喙霉在此期间也有足够的时间得以生长,在韧皮部和木质部内迅速蔓

延,进而感染下一代小蠹虫的幼虫和新成虫,使蛀干期小蠹虫带菌量得以快速增加。

小蠹虫带菌量在蛀干期达到高峰。在蛀梢期,随着部分蠹虫的死亡和小蠹虫所携带真菌孢

子的脱落等原因, 小蠹虫带菌量又逐渐下降,直到蛀干前期达到最低值。这一过程构成了小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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喙霉随小蠹虫蛀害活动而形成的循环危害和发生量的变化。

2. 4　病害特征

小长喙霉在寄主韧皮部组织内先沿植物细胞排列垂直方向发展。树木受到该菌的刺激后,

分泌出松脂包围并限制该菌生长,从而在韧皮部表面垂直方向上形成深棕色长椭圆形反应区。

在小长喙霉侵染过程中,树木将不断合成次生性松脂和其它代谢产物,由此也将消耗一定的养

分[ 10 ]。所以, 小长喙霉对韧皮组织的危害主要体现为树木养分的消耗。

小长喙霉在寄主木质部组织内的生长较多的是沿着射线薄壁细胞向径向方向进行[ 11] , 同

时也向纵向和切向方向发展。在木质部横截面上,受该菌侵染的区域变成蓝色,常称为蓝色菌

斑
[ 3, 4]

,也由此该菌又被称为蓝变菌( Blue stain fungi)。蓝色菌斑多以树心为圆心,以树木外周

为弓形呈扇形状。除了直接侵染之外,该菌还导致蓝色菌斑周边的木质部组织形成松脂斑和失

水斑。松脂斑和失水斑内的管胞均在不同程度上失去了正常的输送水分的功能,因而也被作为

是受害组织
[ 3, 4]
。

小长喙霉在木质部内生长发展给树木造成的危害最大。其主要表现为:通过菌丝的大量繁

衍堵塞了木质部导管, 或通过诱导作用使木质部组织形成松脂斑和失水斑从而丧失了正常的

生理功能。由于上述作用,导致树木内水分输送减小, 蒸腾流下降。受害树木因此失水枯萎,病

害严重时,受害树木将干枯死亡
[ 3, 4]
。

参考文献:

[ 1] 　Upadhyay H P. A monograph of Ceratocy st is and Ceratocy stiop sis [ M ] . Georgia T 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 s,

1981. 100～102.

[ 2]　McC al lum B D. S ome w ood-stain fungi [ J ] . T rans Brit Mycol S oc, 1922, 7: 231～236.

[ 3]　Solh eim H, Lan gst rom B. Blu e s tain fungi ass ociated with T omicu s pinip erd a in Sw eden and prel iminary observat ions

on th eir path ogenicity [ J ] . Ann Sci For, 1991, 48: 149～156.

[ 4] 　Piou D, L ieut ier F. Observat ions s ymtom atologiques et roles p os sibles d Op hiostom a minus Hedgc et al Tomicus

p inip erd a L . Dans le deperis sem ent du pin s ylvest re en foret d Orleans [ J ] . Ann S ci For , 1989, 46: 39～53.

[ 5]　刘明德,卢南.云南纵坑切梢小蠹的扩散危害及防治初报[ J] .森林病虫通讯, 1992, ( 3) : 15～16.

[ 6]　叶辉.纵坑切梢小蠹大发生原因探讨[ J ] .云南大学学报, 1992, 14( 2) : 211～215.

[ 7]　叶辉,李隆术.纵坑切梢小蠹蛀梢期空间分布[ J] .昆虫学报, 1994, 37( 3) : 311～315.

[ 8]　叶辉.纵坑切梢小蠹蛀梢期生物学研究[ J] .昆虫学报, 1996, 39( 1) : 58～62.

[ 9]　Ye Hui. Mas s at tack by Tomicus pinip erd a L. ( Col . , S colyt idae) on Pinus yu nnanensi s t ree in th e Kunmin g region,

southw estern China [ C] . General T echnical Report NE -236. Radn or , PA: Northeastern Forest Experiment S tat ion,

Fores t Service, U . 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1997. 225～227.

[ 10]　Hemingw ay R W , McGraw G W, Barras S S J. Polyphen ols in Ceratocy stis minor in fected P inus taeda , fungal

m etab ol it es , ph loem and x ylem ph enols [ J] . J our Ag r Food Chem, 1997, 25: 717～722.

[ 11]　Bal lard R G, Walsh M A, Cole W E. T he penet rat ion and g row th of blue-s tain fun gi in the sapw ood of lodgepole pin e

at tacked by m ountain pine b eetle [ J] . Can J Bot , 1984, 62: 1724～1729.

453第 4 期　　　　　　　　　叶　辉等: 切梢小蠹伴生真菌发生及病害特征的初步研究



A Preliminary Study on Occurrences and Pathogenicity of the

Fungi Associated with Tomicus

YE H ui
1
, ZH OU X iu-d ong

1
, LU Jun

1
, YAN G L i-yuan

2
, DIN G H ua-sun

3

( 1. Inst itute of Ecology and Geobotan y,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 Yunnan, Chin a;

2. M icrob iology Ins t itu te of Yunnan Province, Kunmin g　650091,Yunnan , Ch ina;

3. Department of Biology, Yunnan Un iversi ty, Kunmin g　650091,Yunnan , Ch ina)

Abstract: Information of Ophiostoma minus in Yunnan of China w as pro vided, w hich includes

the geog raphical dist ribut ion, pine t ree hosts, relatedness w ith bar k beet les and

temperatures, and the pathogenicity features. O. minus was pro ved to be a fungus associated

w ith Tomicus p inip er da and T . minor, exhibit ing the posit ive cor relat ion betw een beetle

damage level and the fungal occur rence. T he blue stain fungus in Yunnan w as mainly

isolated fr om Pinus yunnanensis, w ith a few isolat ions f rom P . d ensata and P. kesi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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