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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黄连 茎基腐病的分离鉴定及 防治 

何金祥 

(车 广西植物研究所，广西桂林541006) 

摘 要 ：对引起药用植物 岩黄莲茎基 部腐烂 的病原进行 分离 ，获得纯 的活体病 原 ，然后 进行病原菌 的致病性 

测定 ，确定致病病原 。根据病原形态 ，初步鉴定为 ：无性态 属于半 知菌类葡 萄孢属 (Botrytis sp．)，有性态属于 

子囊菌 门葡萄核盘菌属 (Botrytinia sp．)。并提 出岩黄连人工栽培 中该病 的防治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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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ar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the pathogen 

causing the basilar stem of Corydalis 

saxicola rotting and its prevention 

HE Jin—xiang 

(Guangxi Institute of Botany，Guangxi Zhuangzu Autonomous Region and Academia Sinica，Ouilin 541006，China) 

Abstract：After separating the pathogen causing the basilar stem of Corydalis saxicola Bunting rotting，we 

got the pure and living pathogen．Then we determined its ability tO cause the plant sickness and affirmed the 

relevant pathogen．According tO its morphologic character，the pathogen was primitively identified tO be Bot— 

rytis sp． on its asexual morphology and Botrytinia sp．on its sexual morphology．Finally we give the ways of 

prevention this pathogen in cultivation of Corydalis saxicola Bu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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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 黄连 (Corydalis saxicola Bunting)又名 石 

生黄堇 ，为紫堇科紫堇属植物，是石山地区特有的多 

年生草本药用植物 ，全草含脱氢卡维丁(岩黄连碱) 

等活性成分 柯珉珉等 ，1982)；有显著的抗菌、消炎、 

镇痛 和强安作 用 ，主 治肝炎 、肝硬 化 、肝癌 等症 。随 

着人们对岩黄连有效成分和药理作用认识的加深 ， 

目前己研制出相关的注射液和片剂等中成制剂和产 

品 ，成 为当前主治肝 炎特 别是 乙型肝 炎 、肝硬 化 、肝 

癌等的特效药品，己经投入工厂化生产，原料的需求 

量 日益加大。而岩黄连分布局限于石灰岩山区，属 

石山特有种(文和群等，1993)，生长在石缝 、石穴等 

恶劣的环境中，自然繁殖率低 ，多年来由于人们大量 

采挖和收购，导致野生资源濒于枯竭，市场供不应 

求 。 

近年来 ，为了发 展我 国 民族 医药 和发展地方经 

济，广西、贵州等岩黄连产区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 

对岩黄连的资源调查、快速繁殖、引种栽培及规范化 

栽培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研究 。岩黄连的种植规模也 

在逐年扩大，在广西东兰县，岩黄连的种植和成药产 

品的加工已经初具规模。然而，随着岩黄连种植面 

积的扩大，各种植区普遍感染一种危害十分严重的 

病害。该病一般在 3～5月份发生，使岩黄连茎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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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烂 ，萎焉倒伏 ，发病率在 50 9／5左右 ，死亡率达 2O 

～ 30 ，极 大影 响了岩黄连 种植 业 的发展 。 

我们 于 2002年 3月 在产 地对病 害进 行 了 田间 

调查 ，并 采 回病 株 标 样 ，用 PDA 培 养 基 组织 分 离 

法 ，取得 纯病原真菌 ；然后 用 Koch S法 进行病 原 菌 

的致病性测定 (方 中达 ，1979)；最 后根据病原真菌 的 

形态特征，确定病原菌的种属(魏景超 ，1979；张中义 

等 ，1988；周茂 繁 ，1989．)；并 根据 病 原 菌 的种 属特 

征 ，提 出相应 的防治方 法 。 

1 斌 与贺法 

1．1症状观察 

结合发病时间在 田间对该病株进行初步观察 ， 

并取回病株在生物解剖镜下观察其症状。 

1．2病原菌的分离与培养 

采回病株后 ，用常规组织分离法进行分离培养。 

选病株茎基部变褐组织，经 70 9／5酒精、0．1 升汞处 

理后，用灭菌水冲洗干净，移至马铃薯琼脂培养基 

(PDA)上 25℃恒温培 养 。培养所 得 的菌株在 无菌 

条件下接种于 PDA上 ，不断纯化后得到纯菌株，待 

接种用 。 

1．3病 原菌接种 

将分 离到 的纯 菌 株移 至 PDA 平 板上 培养 6 d 

作接种用 ，准备好健康的盆栽岩黄连。 

1．3．1微伤 口接 种法 将岩黄 连根 茎部稍扒 开一层 

薄土，用消毒的昆虫针在植株根茎部针刺数个微伤 

口，用单孢刀切取约 2 ITlm 的菌丝和孢子块 ，接种 

于微伤口处，盖上一层薄土，淋少量水 ，用保湿罩保 

湿 24 h后 ，置于常温管理，观察发病情况。对照株 

在根茎部造成微伤口后不接种 ，淋少量水保湿 24 h 

后，常规管理，观察发病情况。 

1．3．2无伤 口接 种法 在岩黄 连根 茎部稍扒 开一层 

薄 土 ，直接将菌龄 为 6 d的菌丝 和孢 子 块接 种 于根 

茎部 ，其 它方法 同上 。 

1．3．3接种后再分离 采用接种发病的病组织进行 

再分离，将所得病菌与 田问病株病菌相 比较。在显 

微镜下观测病原菌形态，进行初步鉴定。 

2 结果 

2。1症状观察结果 

分别于 4月 、5月 两 次进 行 田间调 查 和室 内观 

察，该病害在岩黄连茎叶生长盛期发生严重 ，多为害 

植株茎基部和叶片。茎基部受害，先产生水渍状暗 

绿色小点斑 ，以后逐 渐 围绕茎 部 呈暗褐 色软腐 状斑 

块，病部稍缢缩 ，边缘明显，其上密生灰霉。病斑进 

一 步扩展，缢缩更明显 ，靠近茎基部的叶柄变褐软腐 

断折，最后导致全株萎蔫倒伏。叶片受害先从叶缘 

开始 ，呈水渍状 暗绿色 ，近 圆形 或不规则形 。多雨高 

湿 (温度 20～25℃ ，相对 湿度在 90 以上)条件 下 ， 

病斑迅速向叶内扩展成大型水渍状暗褐色、湿腐状 

病斑 ，严重时病斑可沿叶柄蔓延至茎杆 ，形成长达数 

厘 米的长椭 圆形 暗褐色 条斑 ，病 部表 面密 生灰色霉 

层即病菌分生孢子梗和分生孢子。此病为害茎基部 

比上部叶片严重，每年 3月份开始，植株茎基部严重 

受害而导致茎部腐烂，使全株萎蔫枯死(图版 I：1)。 

2．2分离结果 

病 组织 在 PDA 培养 基 于 25℃ 恒 温 培 养 2 d 

后 ，产生 稀 疏 淡 灰 色 菌 落 ，后 变 成 灰 色 。培养 7 d 

后 ，在菌落上产生灰色霉层(病菌的分生孢子梗和分 

生孢 子)，经约 10 d培养 ，在菌落 表面开始形成灰 至 

黑色小菌核。两次分离的结果相同。 

2．3接种结果 

微伤口接种 3 d，植株茎基部开始产生水渍状暗 

绿色小点斑 ，5 d后 ，植 株零 星叶 片 出现 暗褐色不 规 

则形病斑，接种茎基部 的病斑逐渐围绕茎部产生暗 

褐色软腐状斑块，病部稍缢缩 ，边缘明显 ，其上密生 

灰霉(图版 I：2)。接种 d天 ，病 斑向上扩展 ，茎基部 

暗褐色病 斑不断增 长 ，缢缩更 明显 ，靠近茎基部 的叶 

柄变褐软腐断折 ，叶片萎蔫(图版 I：3)。接种 ll d， 

植株下部队 1／3茎部变黑褐色缢缩，全株萎蔫倒伏 

(图版 I：4、5)。无 伤 口接 种后 4 d开始 出现症 状 ， 

症状特点与微伤 口接种出现症状相同。两种接种方 

法所设对照均未发病。接种后在分离所得病菌与前 

述相同 。 

2．4形态观察结 果 

根据病原菌形态 ，初步鉴定为：无性态属于半知 

菌类葡萄孢属(Botrytis sp．)，有性态属于子囊菌门 

葡萄核盘菌属(Botrytinia sp．)(方中达，1979)。病 

菌的菌落扩 展生 长慢 ，初 为淡灰 色 ，后变 灰色 ，菌丝 

淡褐色，具隔膜 。分生孢子梗丛生 ，粗大，直立，260 
～ 1 250 m×5～20 g．m，淡褐色 至深褐色 ，顶端 1～ 

2次分枝，分枝未端膨大，其上密生小梗 ，聚生大量 

分生孢子 。分生 孢子 多球形 ，少 数卵球形 ，淡褐 色 ， 

单胞 ，6．3～ 13．8 m×5．6～ 12．5 m(图版 I：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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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菌核黑色 ，表面粗 糙 ，近 圆形 至不规 则形 ，大小 

为 0．5～1．8 mm×0．3～1．6 mm。 

3 防治 方 法 

防治上应 采 取生态 防 治 、农 业 防治 与化学 防治 

相结合的综合防治措施 。 

3．1生态防治 

棚室及田间围绕降低湿度，采用高垄栽培，垄高 

40 cm，或采用 龟 背畦 种 植 ，畦 宽 1．5 m 左 右 ，畦 沟 

深 40 cm，进行沟灌或采用避雨栽培技术。发病前 

后 ，控制浇水 ，适时 通风 ，减 少 棚顶及 叶面结 露持续 

时间和叶缘吐水，达到控病的 目的。干旱地区可考 

虑盖地膜栽培 ，保湿抑草，减少田间操作造成植株伤 

口传病。条件适合的地区可实行与非寄主作物轮作。 

3．2加强栽培管理 

增施磷钾肥 ，控制氮肥 ，提高植株抗病能力；田 

间操作时避免造成伤口；及时拔除病株，病穴撒施石 

灰，覆土踩紧；摘除病叶，集中烧毁或深埋，减少菌源。 

3．3化学 防治 

以预防为主，在每年 3月发病初期 ，隔 8～10 d 

喷施 1：0．7：200波 尔 多 液两 次 ，发 现 病株 后 ，用 

5O 9／5万霉灵 可 湿性 粉剂 1 000倍 液 ；5O 扑海 因可 

湿性粉剂 1 000～1 500倍液；5O 速克灵可湿性粉 

剂 1 000～2 000倍液 ；10 多氧霉素 1 000倍液；交 

叉 喷施 ，隔 7～10 d一 次 ，连续 喷洒 3～4次 ，可 以有 

效控 制该 病害 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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