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 西 植 物 Gu i h a : a3 ( 3 ) :2 5 1一 2 8 1
、
2 10

。
1 9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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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香草的斑枯病俗称
“ 点蜡烛 ”

病
,

历来是灵香草的毁灭性病害
。

此病分布于广西金秀

县各个灵香草产区
; 融水

、

龙胜等灵香草产地亦有此病发生
。

一般 发病率 60 ~ 70 %
,

严重的

往往达80 %~ 90 %
,

甚至失收
。

如 1 9 8 。年 8 月
,

金秀县外贸局为扶植 生产队发展灵香草生产
,

无偿拨给金秀二队种苗 3 00 斤
,

分给社员种植
。

灵香草生长到高约 2 3一27 厘米时
,

全部病死

腐烂
。

因此
,

要发展灵香草生产
,

必须有效地防治这种病害
。

一
、

症状和病原

灵香草受病嵘菌侵害后
,

从上而下叶片枯萎
,

茎秆溶烂
,

情形如点蜡烛
,

因此而得名
。

为了查清病原
,

自1 9 8 1年 9 月至 1 9 8 2年 5 月
,

我们收集金秀县仁四冲
、

鹤鸽冲
、

罗斑山
、

下里山
、

十八山
、

香炉山
、

九二冲
、

久圆山
、

罗梦山
、

水池冲等有代表性的灵香草种植区十个

沟谷及两个香草站的鲜标本
,

进行显微镜检查
,

先后观察 5 06 次
。

在 记 录 有 数的 7 4次检查

中
,

有 73 次观察到壳针抱菌 ( S
e p t or ia

S p
.

)
,

其中有 47 次未发现 其 他 病 原真菌的存在
,

而壳针抱菌的数量占绝对优势 , 在 74 次中
,

n 次发现有炭疽菌 ( V e 」: m i 。 u
la

r ia s p
.

)
,

16 次

发现叶斑病菌 ( P h川 l os it c at s p
.

)
,

它们的数量都不多
。

除冬冷季节外
,

在病株上还有无

吻针线虫
。

1 9 8 2年 2 ~ 4 月
,

我们还检查了灵香草斑枯病干标本
,

其结果如表 1
。

检查结果表明
: 在斑枯病株中

,
S e tP 。 :

ia
s p ,

占绝对优势
,

最值得研究
。

为了进一步证实其病原菌
,

曾在金秀和南宁进行分离和接种试验
。

分离培养用的马铃薯
、

蔗糖
、

琼脂培养基
,

用新鲜的和千的 ( 存放两个月左右 ) 病叶组

织接种
,

最好用 0
.

1%升汞水消毒
,

但时间不宜过长
,

以免杀死灵香草壳针抱菌
。

以冬 季低

温时培养为好
,

温度偏高易被细菌污染
。

先后分离培养 2 07 次
,

有 1药次获得壳针抱菌
,

结果

表明壳针抱菌为斑枯病的主要病原
。

简易挂种方法是
:

将供试无病灵香草植株剪成短的茎段
,

以茎上有 1 一 2 片叶为度
; 以

.

本调查研究 得到 广西农学院陈育新副教授 的指导
,

帮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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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灵 香 草 斑 枯 病 干 标 本 镜 检 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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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方法 . 以 7 6 x 2 5
.

4 m m载玻片
,

剪取灵香草斑枯病病叶大小为 18 x 1 8 m m两片
,

里于一载玻片上
,

盖上盖

玻片
。

然后 以 I Oo X镜检
,

按 梅花形 5 点抽样计分生抱 子器 ( 或盘 ) 数
,

即每片标本观察 5 个视野
,

每一载玻

片共 10 个视野
,

共观察 5 片
,

统计分生抱子器 ( 或盘 ) 数
。

针刺伤叶片后放人塑料薄膜袋或垫有吸水纸的培养皿内
,

同时接上病菌菌丝或病叶组织
,

保

持 2 一 3 天即开始看到病状
,

用壳针抱菌菌丝与病叶组织接种均使茎段变灰黑色
、

腐烂
,

用

病叶组织接种的发病较快
。

对照茎段的健叶以针刺伤后
,

接以没有接种病菌 的 马 铃 薯
、

蔗

糖
、

琼脂培养基
,

其后可生根发芽
。

其结果如表 2
。

表 2 灵 香 草 壳 针 抱 菌 接 种 试 验 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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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疽病菌菌丝接种 8 次
,

发病 8 次
,

叶斑病菌菌丝接种 6 次
,

发病 5 次
。

上述结果表明
:

三种病菌均可致病
。

现将上述三种病原菌及其所引起的症状概述如下
:

1
.

壳针抱菌 ( S e p t or ia s p
.

) 属于半知菌亚门
,

球壳抱科
,

壳抱属
。

分生抱子器球形或

偏球形
,

有乳头状突起的明显孔口 ,

幼嫩时浅青灰色
,

成熟时褐色至黑褐色
。

直径 76
.

7内

孔口 2 7
.

9卜: ,

分生抱 J立圆柱形
,

基部钝圆
,

向顶端渐细
,

直或微恋曲
, 0 一 3 个分隔

,

多为

1 ~ 3 分隔
,

无色或浅绿色
,

有油点
,

平均大小为 2 9 丫 3件 ,

大小范围为 川一沮 X l
.

8一 5卜
。

( 如图 4 ) 在马铃薯
、

蔗糖
、

琼脂培乔荃上菌落灰黑色
、

平铺
、

呢绒状
,

背面棕黑色
,

菌丝

整齐
,

略粗
,

如鸡狼毛状
。

壳针抱菌所引起的病斑多在上
、

中部叶片
4

上
,

呈 水 渍状或稍褪

绿
,

渐下陷
,

呈浅紫色
,

椭圆或不规则
,

后变灰黑
,

灰绿
,

叶变薄
,

半透明
,

上 生 小 灰黑

点
,

即为分生抱子器
,

散生
,

主要分布于叶面
,

病斑中心枯白
,

雨后易穿洞
,

多为
`

2 ~ 10 毫



一

3 期 何有乾
:

灵香草的一种严重病害调查研究初报

米左右
。

有时叶上有几 个病斑
,

使叶片枯死更快
,

可蔓延至叶柄处
。

病叶组织落在健叶上
,

再引起斑枯
,

直至植株仅留下茎秆
。

2
.

炭疽病菌 ( V er m ic ul
a r ia s p

.

)
,

属半知菌亚门
,

黑盘袍目
,

丛刺胶盘抱属
。

其分

生抱子盘中有丛生黑褐色刚毛
,

基部粗
,

向顶渐细
,

有 5 一 8 分隔
,

平均长度 16 7件 ,

分生抱

子呈新月形或长椭圆形
,

大小为2 1 又 3
.

5件 ,

在马铃薯
、

蔗糖
、

琼脂培养基上正而菌落灰 白至

暗灰色
,

棉絮状
,

呈环层
,

背面暗绿至墨绿
,

底部整齐
,

新生顶女〔藻状
。

它引起的叶斑呈灰

黑色或暗揭色
,

黑粒点较粗
,

病斑不透明
。

3
.

叶斑病菌 ( P h y l l o s t i c t a s p
.

) 属于半知菌亚门
,

球抱菌 目
, 日十点属

。

其分生抱子器

为淡黄色
,

呈球形
,

大小为 8 7件左右
,

孔口 较小
,

大小为 I F ll 左右
,

埋生于叶组织内
,

分生抱

子器吸水
,

析 出大量透明无色椭圆形的分生袍子
,

其大小为 2
.

4一 5
.

3 又 1
.

1一 2
.

3件 ,

此 菌引

起的病斑为淡褐色至灰褐色
,

外围呈褐色晕环
。

灵香草 “ 点蜡烛 ”
病是瑶胞对几种真菌性病害的统称

。

不同的病原真菌所引 致的症状不

同
。

t’, 汽蜡烛 ”
病最常见

,

大最的病原真菌是壳针抱菌 ( S e p t or ia
s p

.

)
。

因此
,

这种严重

的病害可以称为灵香草斑枯病
。

为了迅速解决生产上的问题
,

在大瑶 山野外考察人力少
、

时间短的情况下
,

因陋就简
,

初步确定病原后
,

即进行了防治试验
。

二
、

传播途径

在考察过程中
,

我们曾初步调查病害的传播途径
,

主要有下述三种
。

1
.

种苗带病是主要传播途径
。

如金秀镇多种纤营场在十七公里水池冲种植 灵香草 30 多

亩
, 1 9 8 1年有一半以上发病

,

严重发病的拔去三亩
。

金秀镇干部灵香草试验地发病率达 1 00 %
。

全部腐烂
。

这两个单位的种苗都是从病区白沙一队买入的
。

金秀镇香草站从各队买人种苗种

于山坡下
,

经调查
,

从无病区引种的无病
,

从病区引种的
,

均先后不同程度地发病
。

2
.

人
、

畜传病
,

人
、

畜走过病地
,

或踩踏过病株
,

再进人未发病的灵香草地
,

可以引

起发病
。

有小路通过的灵香草地
,

路边灵香草往往成行发病
,

路边发病率较种植地内部高得

多
。

3
.

风雨传播
。

这是近距离传播
。

风口 附近的灵香草
,

发病率高
。

灵香草多种于林下
,

常

有雨露水滴滴下
,

病菌分生抱子能随水滴飞溅扩散
。

此外
,

长脚蜘蛛和昆虫也可以近距离传播病害
。

三
、

影响病害发生蔓延的因素

从调查中了解到 , 灵香草从开始种植至收获
,

不分幼苗或成株
,

不分季节
,

均可受害发

病
,

只是轻重不同而已
。

在四月至五月
,

灵香草发病最为严重
。

病害传播也极为迅速
,

往往

在数天之内
,

即可摧毁整块灵香草地
。

因此
,

许多社员被迫提前收获出售
。

从金秀县 1 95 9~

1 9 8 0年气象资料来看
:

四月份平均气温 1 7
.

9℃
,

五月21
.

4℃
,

相对湿度均在 86 %左右
,

是多

雨季节
,

适于病害发生流行
。

六
、

七
、

八月份
,

雨量虽不少
,

但气温平均在 23 ℃ 以上
,

蒸发

快
,

持久潮湿的天气少
,

病情减轻
。

十二月至翌年一二月
,

气温平均 8 一 10 ℃之间
,

湿度较

小 ,
是一年中发病最少

、

流行传播缓慢的季节
。

上述资料说明
:
湿度和雨量对病害的发生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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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起主要作用
,

湿度起促进作用
。

在调查 中也发现
:

不同的灵香草品种抗病 力也不同
,

竹叶
、

小叶品种较抗病
,

中叶品种

次之
,

大叶品种最易感染
。

林木过于荫蔽
,

通风透光差
,

湿度大
,

利于病害的发生
。

灵香草种植过密也易于引起病

害蔓延
。

四
、

防治措施

通过调查和试验研究
,

找到了灵香草斑枯病的综合防治措施
,

经过初步检验
,

认为切实

可行
。

其具体措施如下
:

1
.

实行检疫
。

划分疫区
、

非疫区
,

严禁把带病种苗运进非疫区
。

1 9 8 2年金秀县决定
,

由

金秀镇组织技术力量对种苗进行检验
、

调配
,

总数达五万余斤
,

保证了无病种苗的供应
。

农

民普遍反映良好
。

2
.

建立无病苗圃
,

繁植种苗
。 1 9 8 2年金秀镇已开始建立

。

3
.

选用抗病品种
。

小叶
、

竹叶品种较为抗病
,

在严重发病的生产队
,

应多种植
。

大叶品

种易感染
,

目前宜少种
。

4
.

注意修剪过密林木枝条
,

增强通风透光
,

降低湿度
,

以达防病壮苗的 目的
。

5
.

加强种植地的清园卫生
。

进人种植地要避免带人病菌
,

拔除的病株 一 定要深埋或烧

毁
。

6
.

种苗进行消毒处理
。

以托布津 0
.

1写药液浸种苗 10 分钟
,

防病效果较好
。

这办法经济

有效
,

深受瑶胞的欢迎
。

我们曾用 0
.

1 %的托布津药液在四至五月间进行三次试验气 用重病苗
、

轻病苗和无病苗

植株在上述药液中浸 10 分钟
,

均取得良好的防病效果
,

结果如表 3
。

表 3 。 .

1 % 托布津消毒对灵香草种苗斑枯病防治效果

种苗情况 试 脸 处 理 处理 日期 { 检查 日期 }发病株数 { 发病率 {防治效果%

无 病苗 60 株

对 照无病苗 60 株

盆病苗 6 0株

, 病苗 60 株

轻病苗 6。株

对照轻病苗 60 株

脚苗 6 0株

病苗 6 0株

对服脚苗七。株

0
.

1%托布津处理 5 分钟

清水处理 6 分钟

0
.

1% 托布津处理 20 分钟

0
.

1%托布津处理 10 分钟

0
.

1% 托布津处理 10 分钟

清水处理 10 分钟

0
.

1%托布津处理 10 分钟

0
.

1%托布津处理 10 分钟

清水处理 1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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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药剂防治
。

灵香草开始发病时
,

必须及时进行药剂防治
。

在 1 9 8 1一 1 9 8 2年
,

我们曾多

. 金秀俄 香草站金荣
、

其树安
、

肉喜华同志参加农药防治试脸
,

特此致谢
。

( 下转 2 1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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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进行药剂防治试验
。

从供试药剂的防治效果来看
,

以托布津为最好
,

退 菌 特
、

波 尔多液

( 1 : 2 :1 0 0 )
, _

万七哇
,

也有一定效果
。

1 9 8 2年 4 月底
,

金秀县曾发托布津给 1 9 7户社

员试用
,

无不反映效果良好
。

托布津的一些主要试验结果如表 4
。

表 4

药 剂 处 理

托布津对灵香草斑枯病的防治效果
.

试 验 地 点 喷 药 时 间 检 查 日 期
喷药前
病株数

喷药后

病株数
防洽效果%

216151515别24
,
上45弓555乙 纂托布津 0

.

1%

甲基托布津 0
.

1%

甲
_

鳞托布津 0
.

1%

甲基托布津 0 1%

甲基托布津 0 1%

甲基托布津 0
.

1%

甲基托布津 0
.

1%

金秀镇 香草站

金秀镇 香草站

下 里 山

下 里 山

下 里 山

水 池 冲

水 池 冲

1 98 1

19 8 2

19 8 2

1 98 2

19 8 2

19 8 2

19 8 2

1 2 , 24 1 9 8 2
,

1 9 8 2 ,

1 9 8 2 ,

19 8 2 ,

1 9 8 2 ,

1 9 8 2 ,

19 8 2 ,

1 0 0

6 0

5 3

9 6

6 3

9 9

8 0

1 0 0

1 0 0

1 0 0

1 0 0

9 6
.

8

1 0 0

1 0 0

。99。拓15455555

苦 检查效果的方法是在喷药前 以梅花点取样检查病株数
,

在喷药后检查效果 时
,

仍在原来的点检查病株数
,

算 出防治效果
。

由于植株发病后
,

如不防治
,

即全株死 亡
,

故不计病悄指数
。

我们对灵香草斑枯病的调查及防治试验是初步的
,

此病的一些方面 ( 特别是病 咏菌的寄

主范围 )
,

还有待深人的试验研究
,

才能更好地防托
:

病害的发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