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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结线虫天敌真菌的筛选研究续报
苦

蒋冬荣 周广泉 周志权
(广西植物研究所

,

桂林 )

摘要 天敌真菌C N
.

了的二级培养基成份中
,

关键是C
:

N 的比例
:

蔗糖
,

硝按以 30 “ 雌 0
,

1
,

菌丝生
一

长最茂密
。

盆栽试验指出: 不施用 C N
.

7菌制剂者
,

指示植物— 蕃茄根系上的线虫痪 数为 1 1 5 2“ 1 3 4 3

个
,

平均 1: 48 个
,

每百克土壤中
,

含淤离线虫为 1 0 5。条 ; 而施入c N
.

7 菌制剂者
,

蕃茄根系上的

线虫澳数仅为15 、 3 34 个
,

平均145 个
,

每百克土壤中含游离线虫数为盯` 1肠条
.

平 均 137 条
,

经

过处理后线虫瘦及土壤中的游离线虫
.

都大幅度下降
。

盆栽试验证明
: C N

.

7 菌株捕捉线虫的能力
,

可投入防治线虫的田间试验
.

关键词 二级培养基 ; C N
.

了菌株 ; 盆栽试验

对 《 根结线 虫天敌真菌的筛选研究初报 》 中 〔 ’ 〕 ,

所提出的 C N
.

7 ( C 。 。 d el ab er l la 印
.

)

及其后所筛选出的 O N
.

n ( M on ac or
s P o r 。̀ m sP

.

)
,

根据室内掠捕线虫的 能 力 及其有关特

性
,

进行了二级培养基的筛选和盆栽掠捕线虫能力的试验
,

为田间生防线虫的实用技术积累

资料
。

现将有关试验汇总报告如下
:

一
、

试验方法与结果

( 一 ) 二级培养基的筛选研究 捕捉环的形成量是不同捕食真菌的特性之一
,

但为充分

发挥 肉食真菌的掠捕能力
:

必需具有大量的捕捉环
,

这是基本的要求
。

做为生防的菌株
,

繁

茂的菌丝体是必不可少的
,

因此
,

在筛选适宜的二级培养基时
,

不能忽略适宜筛选天敌真菌

的 培养基基本成份—
玉米粉 [ 2 己和蔗糖

;
高昭远等报道培养基中加入 少量黄 豆 粉 有 助 于

C o
l l

e 才o t r i c h o m 夕l o e o s P o r i o 才d e s ( P e n Z
) S a o e

.

f
.

s P
.

e o s c u才a e .

菌株致 病 性的稳定 [ “ 1
,

在此基础上加入适量麦糠和腐殖质
,

既做为填充料
,

又可持续提供营养成份
,

还能增加培养

基料的透气性
,

故其配 比如表 1 :

将各基料按比例混合均匀
,

加入适量水
,

使之湿而不粘
,

装入三角瓶
,

高压灭菌
。

然后接种
,

置于 25 ℃~ 28 ℃条件下
,

恒温培养
。

结果说明
:

这种培

养 基虽可使 CN
.

7 和 O N
.

n 生长
,

但生长缓慢
,

菌丝体稀 疏
。

为此
,

又做了适当的调整
,

加

入适量的速效性氮素 沐 ’ 5 」
,

于是加速了菌株的生长速度
,

菌丝体也随之茂密
。

为 了 探求适

宜的碳
、

氮比 ( C /N )
,

在基本成份不变的情况下
,

按不同的 C /N
,

加入基本基料中
。

方法

同上
,

每处理重复 3 次
,

结果 见表 2
。

从表召 可以看出
:

速效氮是供试的两个菌株菌丝体生长的关键元素
,

较高的碳
、

氮比
,

又

是促进菌体生长的适宜配比
,

特别是对 C N
.

7 菌株
。

其 C /N 以 30 ~ 40
: 1 为 最 宜

,

至于对

C N
.

11 菌株或许需要更高的 C /N
。

在筛选过程中
,

我们还曾尝试加入琼脂和马铃薯等成份
,

但都无补于菌体的生长
, 也做

过加入不同量的水的试验
,

过干或过湿都影响或抑制菌丝体的生长 ( 加水至基料 松 散 为 过

干
、

加水至基料下部有积水为过湿 )
。

只有加水至培养基基料
,

可用手捏成团
,

而基料下部

爷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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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二级培养基的基本成份 表 2不同的 C / N加入基本基料后菌株生长情况

蔗粉ù旦黄爵严
重量 ( 克)

终

麦麦糠糠 玉米粉粉

888 000 l 000

糖腐殖质 } 水

上…二…兰{竺舅
4 } 6 { 0 } 3

又不积水为最宜加水量
。

( 二 ) 盆栽的防效试验 生物防治
,

从来需要人为地创造或利用有利于天敌的

生态条件后
,

才能发挥最大的效果
,

线虫

的天敌真菌更不例外
,

必需人为地把线虫

粼粼粼
重复复 5

:

111 1 0
:

111 2 0
:

111 3 0
, 111 4 0 : 111

CCC N
.

777 III 稀稀 稀稀 稀稀 满
、

密密 满
、

密密

1111111 满
、

稀稀满
、

稀稀 密密 满
、

密密 污染染

IIIIIII 稀稀 稀稀 满
、

稀稀满
、

密密满
、

密密

CCC N
.

1 111 III 满
。

稀稀 稀稀 污染染 满
、

稀稀满
、

密密

IIIIIII 污染染 满
、

稀稀 满
、

稀稀 满
、

密密 密密

lllllll 稀稀稀 稀稀 满
、

稀稀 满
.

稀稀

稀 :

培养基质上的菌丝体生长稀疏
, 满 : 培养基质上的

菌丝休盖满基质
, 密 : 菌丝 体茂密

。

的天敌真菌投入土壤后
,

把土壤环境改造成有利于天敌真菌的迅速生长
,

大量繁殖
,

才能最

大限度的发挥其掠捕能力 〔“ 〕
,

特别是大量的腐殖质对天敌真菌的生长和繁殖更有利
,

更有助

于天敌真菌掠捕线虫的能力 〔 7 〕
,

为此
,

本试验的盆土是 7 份火土
,

二份腐殖质和一份桐鼓
,

先将腐殖质和桐鼓混合后
,

使之腐熟
,

然后与火土混合均匀
,

装入盆中
,

备用
。

指示植物为蕃茄
,

重复三次
,

每盆最少种植三株
,

播种的蕃茄 29 日龄后
,

移植于盆中
,

特植株恢复生长后
,

开始处理 ( 约移植后 10 日 )
。

共分 3 个处理
:

( 1 ) 根结线虫和天敌真菌制剂 同时施入
。

( 2 ) 先将天 敌 真 菌 施入盆

中
,

2 4小时后
,

接种根结线虫
。

( 3 ) 先接种根结线虫于盆 中
,

24 小时后施入天敌 真 菌
。

以

( 4 ) 不接种线虫
,

不施天敌真菌和 ( 5 ) 只接种线虫
,

不施天敌真菌分别为C K : 和O K
: 。

各处理所用天敌真菌
,

分别为C N
.

7和 C N
.

n 菌制剂
。

所投入的菌制剂数量
,

每 盆 均为

菌丝长满二级培养基一并 (连同培养基约 50 克 ) , 每盆接种线虫 100 头二龄幼虫
。

处理后
,

置于阳光充足的自然条件下
,

常规管理
,

保证指示植物的正常生 长
。

两个月后分

别 检查不同处理指示植物根系着生的线虫痪数量和各处理土壤中的游离线虫量
,

结果见表 3 :

从表 3 的统计数据来看
,

供试的两个菌株对指示植物根系上线虫瘦数量的生 成量
,

与对

照相比
,

不同施用方法显示出不同的效果
,

最低效果为 5 5
.

6%
,

最高为 8 8
。

3% , 对土壤中游

离线虫的撑捕效果为 40
.

9~ 8 6
.

9%
。

从菌株木身来说
,

不论那种施用方法
,

O N
.

7 在制约线虫澳的生成量优于 C N
.

1 1
。

C N
.

7菌

株在不 同施用方法中
,

对制约线虫瘦生长量的效果为 61
.

2~ 8 8
.

3 % , 而 C N
.

1 1则为 5 5
.

6~

6 6
。

9%
。

对掠捕土壤游离线虫能力的效果
,

两个菌株之间
,

最高效果分别 为 8 6
。

9%和 8 4
.

5%
,

相

差不大
,

而最低效果 CN
.

n 相对稍高
,

例如 C N
.

7 最低效果为 40
.

9%而 C N
.

n 却为 4 5
.

4%
。

既便是对抑制指示植 物根系上的的线虫瘦数量来说
,

也有不 同的表现方式
,

C N
.

7 在土

壤 中对根系的上
、

中
、

下三个部位都有相对较稳定的效果
,

而 C N
.

n 对根系的中
、

下部位抑制

力较强
,

也就是说 CN
.

n 在土壤中
,

可能主要在根系的中
、

下部位分布
。

在三种不 同的施用方法中
,

不论是抑制线虫瘦的生成量
,

还是捕捉土壤中的游离线虫
,

都

是以先施用菌株
,

廿四小时后再接种线虫者
,

效果最好
,
C N

.

7 抑制线虫瘦的效果为 8 8
.

3%
,

而 C N
.

n 为 6 6
.

9% , 掠捕土壤中线虫的效果 0 N
.

7 为 8 6
.

9%
,

而 O N
.

n 为 8 4
.

5%
,

这就更能

说明施用方法得当
,

C N
.

n 菌株捕捉土壤线虫的能力与 C N
.

7 菌株
,

无 明显差异
。

从指示植物的株高来说
,

与天敌真菌的掠捕效果有正相关的趋势
,

在施用方法中
,

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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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矮的是先接线虫
,

后施菌株
,

其防效也最差
。

至于 C K
,

和 O K :
植 株较矮

,
可能在这两组中

,

都缺少 50 克左右的二级培养基
,

无疑这 50 克的培养基料
,

提供了指示植物所需要的部份营养
。

二
、

讨 论

生物界中普遍的存在着相互制约的现象
,

土壤中的线虫也不例外
。

根据报道至少有 50 种

表 3 不同处理指示植物根系的线虫瘦量及土壤中游离线虫量

{根系上的线虫瘦数
理 }

}

}部 位 }数量 (个 )

根系上的

总线虫数

效果 每百克土壤中

游离线虫数
效果

平均株高及

生 长 情 况

C N
.

了菌株

与线虫同时

施入

8 0
。
ZC

m

4 8 4 2 6 8

生长正常

1一一ǹ41.上Olt一一吕1T工上一中一下

C N
.

2 1菌株

与线虫同时

施入

C N
.

7 菌株

先施 24 小时

后
,

接种线虫

C N
.

2 1菌株

先施24 小时

后
,

接种线虫

先接种线虫

24 小时后施

C N
.

7 菌株

先接种线虫

24 小时后施

C N
.

1 1菌株

接种线虫不

施天敌真菌

4 1 7 8 1
。

7C m

5 5 4 3 0 0 基本正常
,

个

别株顶叶枯

8 7
。

g Cm

正常
,

个别株

结蕃茄果

5一
J任一O口一,勺一O甘4一i一6一4一07一行rù

OUweùU一月,

92一45

上一中一下

1 4 6 1 3 8

一心乙一6ùnJ一O甘一Q
ó一泣一

乙/一1一一一勺一8一6一厅了一8一

一no一口O一8ūe口一
舟七一ùbù

96一37一13上一中一下

3 0 4 8 5
。

Z C斑

万…二二
卜 } 3 1

4 1 3 1 6 3

4 0 1

3 2 1

1 4 1 5 1 9 4 5
。

下

基本正常
,

个

别株顶叶枯

7 6
。
4 Cm

基本正常
,

少

部植株顶叶枯

7 6
。

S C
m

基本正常
,

少

部植株顶叶枯

O口一几口八J工冲̀八O一民」

拼

一
。

一
?

阵

4 6 1

5 8 5

7 0
。

I Cm

1 2 4 8 1 0 5 0

上一中

CK ,

{ 下 2 0 2

部分植株顶叶

枯

不接种线虫

不施天敌真

菌 C K :

一上
-

卜生
一

中 } O

65
.

0 C m

1 0 0 1 0 0 生长较细弱
,

个别株顶叶枯

一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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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食真菌
,

在土壤
、

有机质等处掠捕并杀死线虫 〔 ” 〕
,

可是在 自然界中 寄 主植物仍然遭受着

线虫的严重为害
、

说明土壤中栖息的大量天敌真菌在 自然情况下
,

并不能有效地抑制线虫的

危害
,

当然这不是说寻求肉食真菌防治线虫
,

要根绝病原
。

实质上不论是杀线剂
,

还是肉食

真菌
,

彻底的根绝线虫
,

只能是一种妄想 〔 “ 1
,

正如我 们 的试验中所提供的数据那样
,
施用

方法得当的情况下
,

防效达到 85 % 以上
,

而方法不 当 则 极 低
,

说明从土壤中筛选一个较好

( 当然不一定是最好的 ) 的肉食真菌菌株
,

并不是最困难
,

相对来说
,

关键还在于如何发挥
’

肉食真菌的最大掠捕能力
。

事实上确也如此
,

近年许多工作者把捕食线虫的天敌真菌引入到

土壤中
,

并对植物寄生性线虫
,

进行生物控制
,

做过不少尝试
,

但收 效 甚微 〔“ ’ “ ]
,

我们的

施用方法试验
,

证实了这一点
。

从理论上来说
,

施用杀线剂
,

由于用后
,

杀线剂在土壤中的流失或被钝化
,

杀线效果会

逐 日下降 ; 而施用天敌真菌如果能与有机质联用
,

不理是盆栽
,

还是 田间都有增加菌株量的

作用 , 〕 ,

如果这种因素能够持续下去
,

那么无疑掠捕线虫的能力也将得以 持 续
。

因此利用

天敌真菌生物控制土壤 中寄生性线虫与可以增加天敌真菌迅速而大量繁殖的某种营养基料做

为肥料
,

同时和陆续加入
,

将能提高并持续发挥 其掠捕能力
。

这一点绝不容忽视
。

另外
,

从我们的试验中得知
,

先投入菌制剂后接线虫
,

防效最好
,

这对一年生植物可以

做到
,

但对多年生寄主
,

就不可能存在这种情况
。

常是寄主已被寄生
,

然后投入菌制剂
,

正

如我们试验中
,

效果最差的处理所表现的那样
,

这种情况采用那种方法施用
,

值得研究
。

也

许在投入菌制剂的同时
,

施入大量腐殖质
,

经过较长期的繁殖与掠捕
,

在土壤 中游离线虫大

幅度下降的情况下
,

通过根系的正常新陈代谢
,

而逐渐减少线虫座数量
,

有待验证
。

既然 C N
.

7 菌株对寄主植物接近土壤表层的上部根系线虫瘦的形成有较强的阻抑力
,

而

C N
.

11 相反可使根系的中
、

下部位较少着生线虫廖
,

为此或使其共生或分别 制成菌制剂
,

混

合施用
,

可能收到更好的防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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