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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环素对多年生草本植物

类菌原体病害的施用时间与效果

周广泉 林国光 廖咏梅
( 广西植物研究所 )

摘要 影响四环素对多年生草本植物的类菌原体病害处理效果的限制因素是蒸腾作用
,

其中尤 以

适量的叶片和发达的根系 ( 抗生素营养液处理 ) 是必不可少的
。

渗透吸收是不能把药液输送到感病植

物组织的全部维管束组织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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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黄化型病害的不同病原
,

对不同抗生 素的敏;感性不同
,

所 以四环素对植物类菌原体

病害
.

( M y e o p l a s m a 一
l i k e o r g a n i s m s

一 M L O ) 的处理效果
,

主要有两重 意 义
: ( i ) 缓

解症状
,

( 2 ) 间接地鉴定了病原 [ 4 , 5 , “ ]
。

然而测定其敏感性
,

总是在患病植物上进行
,

因此
,

不同的处理方法
,

就可能产生不同

的效果
,

这 关系到实践中运用抗生素缓解症状的可能性和对病原鉴定的准确性
。

四环素处理

多年生木本植物的方法
,

多有介绍 〔 2 , 3 , 4 , 5 , a l
,

然而对草本植物
,

特别是对宿根的多 年 生

草本植物
,

如何能使所施用的四环素被患病植物吸收并在体内达到均匀的分布
,

未见详尽 报

道 〔“ 〕,

为此
,

我们近年来多次以罗汉果疤叶丛枝病为试验材料
,

进行了探讨
。

罗汉果 S i r a i t i a g r o s v e n o r i i ( S w i n g l e
) C

·

J e f f r e y 属多年彝落叶
、

宿根的攀缘性草本

植物
,

以种薯越冬
,

翌年春生根发芽
,

夏初成苗
,

随之开花结果 ; 罗汉果的疤叶丛枝病属黄

化型病害
,

病原经超薄切片的电镜检查
,

确认为 M L O 和病毒的复合侵染
。

R a n d o lp h a n d w i l l i a m s ( i g s x ) 明确指出
:

在一年生草本植物上施用四环素或 其 它

抗生素
,

尽管症状缓解的持续期较短
,

在实践中对病害症状的缓解效果远远低于木本植物
,

但对病原的鉴定意义
,

还是无可非议的 〔“ 1
。

对木木植物的类菌原体病害
,

施用四环素的效果和缓解期的长短
,

是随着施用剂量的大

小
、

处理的持续时间长短和处理时症状的严重度而定 [ “
, “ l

。

所用方法或滴注 ( 加压或 不 加

压 ) 或叶面喷洒
,

虽效果有所差异
,

但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
;
可是对于多年生的草本植

物来说
,

情况完全不是这样
。

根据我们近年来的多次试验
,

效果差异极为悬殊
,

可以完全缓

解症状 “ l
,

也可以看不出明显的效果
,

这种效果上的差异
,

虽也取决于处理的持续时间之长

短
、

剂量的大小和处理时症状的严重度
,

但关键是处理时患病植物的蒸腾吸收的能力
。

现将

有关资料汇总报告如下
:

一
、

最 初 的 试 验川

1 9 8 2年春
,

取初萌发但 已有 3 一奋张叶片的典型病株
,

分别采用薯块注入 ( 薯块用尖刀

膝帆同志参加了部分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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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切一△洞
,

往药后
,

仍用原切块的上部皮层封盖 )
、

叶面喷洒和灌根等三种施药方法
,

用

药浓度分别为 5 0 0
、

7 50 和 1 0 0 0个国际单位
,

不同的施药方式每次用药量不等
,

薯块注入 2 m l

左右
, 叶面喷洒

,

以叶片布满药液并开始滴落为准
; 灌根量每次不少于 15 m l; 逐 日施药

,

均处理 10 次
,

开始用药后的半个月彝进行 观察
,

以不处理和叶面喷洒清水为对照
。

试验结里表明
;
叶’ 书液注入薯块的处理

,

虽用药最最少
,

但效果最好
,

其中又以浓度为

1 0 0 0个国际单位的四环素效果最好
,

症状 缓解期可达两星期之久
,

使 9 一 16 张叶片的症状得

到缓解
,

相同方法而用药浓度为7 5 0和 5 00 个国际 单位者
,

分别只能使 7 一 1 2张和 6 一 7 张叶

片的症状得到缓解
,

缓解期也相应缩短
,
叶面喷药者

,

效果明显低 于薯块注入的用药方式
,

5 00 一 7 50 个国际单位省
,

只能使 2 一 3 张叶片为症状得到缓解
; 灌根者

,

不论用 药 浓 度 大

小
,

尽管用药量远远超过前者
,

由于实际的吸收量不多
,

均无 明显效果
。

上述结果表明
,

显不效果的关键因素
,

不是剂量的大小和用药量的多少
,

而是实际的吸

收量
。

二
、

田 间 试 验 [ ”

在 田间对株高已一米以上的病株
,

进行薯块灌注四环素
,

浓度为 1 0 0 0个国际单位
,

连续

处理次数仍为10 次
,

半月后观察时
,

看不出明显的效果
。

分析其原因
, 要么是药量不足

,

要

么是处理时病株已有数十张叶片
一 ,

相对来说病原较多
,

且处于大量的繁殖阶段
。

归根结底是

药量不足的问题
。

三
、

再 次 试 验

在上述试验结果的基础上
,

为进一步明确处理时寄主植物症状严重度与效果的相关性和

施药方式影响效果的原因
,

又做了进一步的探讨
。

为使病株内所含病原量达到相对最少
,

芽萌动初期进行施药
,

甚至除掉部分或全部已展

开的叶片
,

减少寄主体内的含病原量
。

为促使寄主植物对所施抗生素的吸收量
,

采用了两种处理方法
:

(1 ) 种薯 挖 穴 灌 注
;

(2 ) 四环素营养液水培 (改 良的 R
o vi ar 1 9 5 6 )

。

为便于吸收
,

均选用 已生长一定量根系的病

株为供试材料
。

为避免四环素因某种因素 ( 钝化或被吸附等 ) 而降低效果
,

使试验受到干扰
,

在四 环素

营养液水培液内所加之四环素
,

每次均更换新药
,

所加浓度分别为 1 0 0 0和 50 0个国际单位
。

经验结果
:

1
.

种薯挖洞灌注四环素
,

所施药量多于初次试验
,

一般为 4 一 s m l
,

最多为 10 m l
,

可

是在所处理的病株中
,

均看不出明显的效果
。

在 观察中注意到了初次试 验时所灌 注 的 四 环

素
,

在极短时间内 ( 数分钟之内 ) 全部被吸收
; 而本次试验中

,

直到用 药后的翌日 , 仍有半

量或半量 以上的药液未被吸收
。 两次试验的寄主植株最主要的不同是

,

前次试验 中 所 用 病

株
,

已有数片叶片 , 而本沐试验中所采用的病株
,

叶片全部被摘除
, 因此

,

我们有理由认为
,

吸收量是影 响效果的关键 因素
, 特别是蒸腾作用的吸收极为重要

,

渗透吸收是不足以使所施

药液均匀地分布到患广植株中病原所 存在的各个部位
. ,

因此
,

也就达不到抑制病原繁殖的目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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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提出的是后期我们观察到了这个问题
,

因此对已长出的叶片不再摘除
,

但由于 10 00

国际单位的四环素
,

对寄主较长期的刺激而产生的药害 ( 组织木栓化 )
,

吸收量 总 是 有 限

的
。

2
.

四环素营养液的水培处理试验
,

发现两株症状得到了缓解
,

经仔细检查
:
症状 得 到

缓解的病株
,

根系极为发达
,

并有一定量的叶片 .

有趣的是为促使其它病株迅速生根
,

一度

短期停止了用药
,

于是症状重新显现
。

为验证上述结果
,

再度恢复用药
,

这两株症状曾得到

缓解而后症状又重新出现的病株
,

随即又缓解了症状 ( 缓解的速度较迅速
,

可能与体内菌原

量较少有关 )
。

试验结果表明 :
为了促进吸收

,

足够的根系是必需的
, 为了加速和提高蒸腾 作 用 的 吸

收
,

而又不使患病植株体内的病原量过多
,

从而把所施药液均匀地输送到各个部位
,

还必须

有适量的叶片
。

单纯依靠渗透吸收
,

对植物体内药液的输导效果是微不足道的
。

在试验中还发现
: 10 0 0国际单位的四环素

,

对根系的生长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

甚至可使

部分根毛腐烂
,

特别是对新生的幼根影响更大
,

因此
,

水培试验所加药液的浓度 不 宜 大 于

5 0 0国际单位
。

对照株症状依旧
。

四
、

小 结

对多年生草本植物
,

施用四环素处理时
,

必须具备产生最大蒸腾作用的一切条件
,

而又

在病原量相对较少的状态
,

其中就寄主植物来说
,

足够的根系和适量的叶片
,

对蒸腾吸收是

有利的
。

在实践中利用四环素缓解草本植物的黄化型病害症状
,

一般持续期短
。

故为达到防治病

害的目的是不可取的
。

五
、

讨 论

在一定限度内
,

药量
、

浓度与效果成正相关
,

与药害的程度也成正相关
,

但不在同一水

平上
,

故产生了药害势必影 响效果
。

因此
,

是否可以 增加施药次数
,

适当降低浓度和用量
,

使药害减到最低限度
,

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

抗生素对草本植物的治疗效果
,

因症状缓解期不长
,

所以实用价值不高
,

但有否可能在

症状缓解的持续期内 ( 病原量已达到极低水平 )
,

采用其 它化学治疗剂
,

巩固并延长已有的

疗效
,

是值得研究的另一个问题
。

黄化型病害的病原株系研究以及利用不同株系
,

进行交互 保 护 ( C r时 “ 一

Pr ot e c t oi n) 的可

能性研究
,

在国际上 尚处于初萌阶段
,

这是一个在学术上有价值
、

在 实践上有前途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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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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