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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莓间座壳茎溃疡病病原鉴定及生物学特性研究

李　媛，　石凌波，　费诺亚，　傅俊范，　严雪瑞

（沈阳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沈阳　１１０８６６）

摘要　在蓝莓园进行病样采集时，发现一种蓝莓茎部病害，病斑呈红褐色，溃疡状，长椭圆形。为明确该病害的病原

菌种类，对病枝进行组织分离，经单孢纯化后得到菌落形态一致的７株致病菌，对供试菌株的ＩＴＳ与ＥＦ１α基因联

合构建系统发育树，供试菌株与犇犻犪狆狅狉狋犺犲狆犺犪狊犲狅犾狅狉狌犿 处于同一分支，结合形态学特征，鉴定该病原菌为犇犻犪

狆狅狉狋犺犲狆犺犪狊犲狅犾狅狉狌犿。对病原菌的生物学特性研究结果表明，该菌最适培养基为ＰＤＡ，最适生长温度为２５℃，光照

对菌丝生长无明显影响。本文首次报道犇犻犪狆狅狉狋犺犲狆犺犪狊犲狅犾狅狉狌犿引起蓝莓茎溃疡病。

关键词　蓝莓；　间座壳属；　茎溃疡病；　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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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莓犞犪犮犮犻狀犻狌犿ｓｐｐ．，又名越橘、蓝浆果，属于

杜鹃花科Ｅｒｉｃａｃｅａｅ，越橘属犞犪犮犮犻狀犻狌犿 丛生灌木，

果实营养丰富，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引进国内并开

始大面积商业化种植栽培，随着种植面积不断扩大，

蓝莓病害问题也日益严重［１２］。

间座壳属病原菌可引起蓝莓茎溃疡病、蓝莓果腐

病等多种病害，国外已报道该属危害蓝莓种有犇犻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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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和犇．狊狋犲狉犻犾犻狊
［５］。我国目前

已报道可侵染蓝莓的种有犇．狏犪犮犮犻狀犻犻
［６］和犇．犲狉犲狊

［７］。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在辽宁庄河市、丹东市，黑龙江

伊春市，福建长汀县蓝莓园进行病样采集时发现了

一种蓝莓茎部病害。病斑溃疡状，长椭圆形，红褐

色，后期呈灰白色。本研究对该病害进行病原菌分

离纯化以及柯赫氏法则证病，将引起该病害的病原

菌与已经报道的间座壳属病原菌在形态学、分子生

物学以及发病症状上进行比较，确定在我国可侵染

蓝莓的间座壳属病原菌种类。

１　材料方法

１．１　病原菌分离

采用组织分离法和单孢分离法对病样进行病原

菌分离和纯化［８］。用无菌水冲洗病部枝条，在病健交

界处切取５ｍｍ×５ｍｍ组织块，用７５％乙醇进行表面

消毒３０ｓ后放入０．１％升汞溶液中浸泡３０ｓ，无菌水



２０１７

冲洗３次后置于ＰＤＡ（马铃薯２００ｇ，葡萄糖２０ｇ，琼

脂粉２０ｇ，水１０００ｍＬ）培养基上，在２５℃，１２ｈ光暗

交替条件下培养３～７ｄ，挑取尖端菌丝纯化，培养菌

株至产生分生孢子，进行单孢纯化，并将纯化后的菌

株保存在ＰＤＡ斜面上，于４℃下保存备用。

１．２　病原菌致病性测定

采取活体植株接种菌饼的方法对分离得到的７

株菌进行致病性测定，取两年生健康蓝莓植株，对蓝

莓枝条进行表面消毒，用无菌解剖刀制造环状伤口，

将直径５ｍｍ菌饼接种到伤口上，用无菌脱脂棉进

行保湿处理，以无菌ＰＤＡ块作为对照，重复３次
［４］。

置于培养箱中培养（２８℃，９０％ＲＨ）。培养３ｄ后去

掉菌饼，每隔３ｄ统计发病情况。

１．３　病原菌鉴定

（１）形态学鉴定：取直径５ｍｍ的菌饼置于

ＰＤＡ上，在２５℃、１２ｈ光暗交替条件下培养５～７

ｄ，观察菌落形态。将菌饼放置于无菌苜蓿秆＋ＷＡ

培养基上［９］于２５℃，黑暗培养，诱导菌株产生分生

孢子器，观察菌株产孢情况并测量两种类型分生孢

子及产孢结构大小，每种类型的孢子及分生孢子梗

测量１００个并取其平均值。

（２）分子生物学鉴定：用ＣＴＡＢ法提取菌株总

ＤＮＡ，以ＩＴＳ１（５′ＴＣＣＧＴＡＧＧＴＧＡＡＣＣＴＧＣＧＧ３′）／

ＩＴＳ４（５′ＴＣＣＴＣＣＧＣＴＴＡＴＴＧＡＴＡＴＧＣ３′）以及ＥＦ１

７２８Ｆ（５′ＣＡＴＣＧＡＧＡＡＧＴＴＣＧＡＧＡＡＧＧ３′）／ＥＦ１９８６Ｒ

（５′ＴＡＣＴＴＧＡＡＧＧＡＡＣＣＣＴＴＡＣＣ３′）为引物分

别扩增菌株ＩＴＳ及ＥＦ１α基因序列。反应体系以

及反应程序参照Ｕｄａｙａｎｇａ等
［１０］的方法。扩增产物

经凝胶电泳检测后送至生工生物工程（上海）有限公

司进行纯化，测序。

（３）序列分析：测序结果在ＮＣＢＩ／ＧｅｎＢａｎｋ中

进行比对，下载模式菌株及相关菌株序列以及蓝莓

上已经报道的间座壳属菌株序列［３４，７，１０１２］（表１）。

用Ｍａｆｆｔｗｉｎ软件进行序列比对后，对联合基因分

别采用最大简约法（ＭＰ）及贝叶斯法（ＢＩ）进行分析，

以犇犻犪狆狅狉狋犺犲犾犾犪犮狅狉狔犾犻狀犪 ＣＢＳ１２１１２４作为外群。

ＭＰ分析采用ＰＡＵＰ４．０ｂ１０进行，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重复值

采用１０００，将供试序列导入 ＭｒＭＴｇｕｉ软件，预测

出最佳进化模型，用 Ｍｒｂａｙｅｓ软件对供试序列进行

ＢＩ分析。结合系统发育分析结果，挑选与供试菌株

亲缘关系较近的代表菌株序列，分别进行二次系统

发育分析。

表１　用于犐犜犛和犈犉１α基因联合构建蓝莓间座壳溃疡病菌系统发育分析的相关模式菌株基因登录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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犇．狊犮犾犲狉狅狋犻狅犻犱犲狊 ＣＢＳ２９６．６７ 黄瓜犆狌犮狌犿犻狊狊犪狋犻狏狌狊 荷兰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ＫＣ３４３１９３ ＫＣ３４３９１９

犇．狊犻犪犿犲狀狊犻狊 ＭＦＬＵＣＣ１００５７３ — — ＪＱ６１９８７９ ＪＸ２７５３９３

犇．犪狌狊狋狉犪犾犪犳狉犻犮犪狀犪 ＣＢＳ１１１８８６ 葡萄犞犻狋犻狊狏犻狀犻犳犲狉犪 澳大利亚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ＫＣ３４３０３８ ＫＣ３４３７６４

犇．犳狅犲狀犻犮狌犾犪犮犲犪 ＣＢＳ１２３２０８ 小茴香犉狅犲狀犻犮狌犾狌犿狏狌犾犵犪狉犲 葡萄牙Ｐｏｒｔｕｇａｌ ＫＣ３４３１０４ ＫＣ３４３８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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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犜犪犫犾犲１（犆狅狀狋犻狀狌犲犱）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菌株号

Ｓｔｒａｉｎ

寄主

Ｈｏｓｔ

采集地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基因登录号

ＧｅｎＢａｎｋ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ｎｏ．

ＩＴＳ ＥＦ１α

ＣＢＳ１８７．２７ 茶树犆犪犿犲犾犾犻犪狊犻狀犲狀狊犻狊 意大利Ｉｔａｌｙ ＫＣ３４３１０７ ＫＣ３４３８３３

犇．狆犺犪狊犲狅犾狅狉狌犿 ＣＢＳ１１６０１９ 犆犪狆犲狉狅狀犻犪狆犪犾狌狊狋狉犻狊 美国ＵＳＡ ＫＣ３４３１７５ ＫＣ３４３９０１

ＣＢＳ１１６０２０ 犛狔犿狆犺狔狅狋狉犻犮犺狌犿狊狌犫狌犾犪狋狌犿 美国ＵＳＡ ＫＣ３４３１７６ ＫＣ３４３９０２

ＰＳ０３ 大豆犌犾狔犮犻狀犲犿犪狓 克罗地亚Ｃｒｏａｔｉａ ＨＭ３４７７０２ ＨＭ３４７６７０

Ａｒ２ 牛蒡犃狉犮狋犻狌犿犾犪狆狆犪 克罗地亚Ｃｒｏａｔｉａ ＨＭ３４７７０５ ＨＭ３４７６７９

犇．狊狅犼犪犲 ＣＢＳ１１６０２３ 大豆犌．犿犪狓 美国ＵＳＡ ＫＣ３４３１９８ ＫＣ３４３４４０

ＣＢＳ１２７２６７ 大豆犌．犿犪狓 克罗地亚Ｃｒｏａｔｉａ ＫＣ３４３１９９ ＫＣ３４３９２５

犇．犺狅狀犵犽狅狀犵犲狀狊犻狊 ＣＢＳ１１５４４８ 常山犇犻犮犺狉狅犪犳犲犫狉í犳狌犵犪 中国香港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ＫＣ３４３１１９ ＫＣ３４３８４５

犇．狀狅狏犲犿 ＣＢＳ３５４．７１ 玉竹犘狅犾狔犵狅狀犪狋狌犿狅犱狅狉犪狋狌犿 罗马尼亚Ｒｏｍａｎｉａ ＫＣ３４３１５８ ＫＣ３４３８８４

犇．犾狅狀犵犻犮狅犾犾犪 ＦＡＵ６４４ 大豆犌．犿犪狓 美国ＵＳＡ ＫＪ５９０７３０ ＫＪ５９０７６９

ＰＬ７ 大豆犌．犿犪狓 克罗地亚Ｃｒｏａｔｉａ ＨＭ３４７６９９ ＨＭ３４７６８３

犇犻犪狆狅狉狋犺犲犪狉犲狀犵犪犲 ＣＢＳ１１４９７９ 山棕犃狉犲狀犵犪犲狀犵犾犲狉犻 中国香港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ＣｈｉｎａＫＣ３４３０３４ ＫＣ３４３７６０

犇犻犪狆狅狉狋犺犲ｓｐ． ＣＢＳ１１５５９５ 台湾山桂花犕犪犲狊犪狆犲狉犾犪狉犻犪 中国香港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ＣｈｉｎａＫＣ３４３２０９ ＫＣ３４３９３５

ＣＢＳ１１５５８４ 台湾山桂花犕．狆犲狉犾犪狉犻犪 中国香港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ＣｈｉｎａＫＣ３４３２０８ ＫＣ３４３９３４

犇．狆犪狊狊犻犳犾狅狉犪犲 １５．３．１ｒ１ 大果蔓越莓犞犪犮犮犻狀犻狌犿犿犪犮狉狅犮犪狉狆狅狀 智利Ｃｈｉｌｅ ＫＣ１４３１９６ ＫＣ５３３４４４

犇．狏犻狋犻犮狅犾犪 ＣＢＳ１１３２０１ 葡萄犞犻狋犻狊狏犻狀犻犳犲狉犪 葡萄牙Ｐｏｒｔｕｇａｌ ＫＣ３４３２３４ ＫＣ３４３９６０

犇．犪狊犺犲犻犮狅犾犪 ＣＢＳ１３６９６７ 兔眼蓝莓犞犪犮犮犻狀犻狌犿犪狊犺犲犻 智利Ｃｈｉｌｅ ＫＪ１６０５６２ ＫＪ１６０５９４

犇．犫犪犮犮犪犲 ＣＢＳ１３６９７１ 高丛蓝莓犞犪犮犮犻狀犻狌犿犮狅狉狔犿犫狅狊狌犿 意大利Ｉｔａｌｙ ＫＪ１６０５６４ ＫＪ１６０５９６

犇．狊狋犲狉犻犾犻狊 ＣＢＳ１３６９６９ 高丛蓝莓犞．犮狅狉狔犿犫狅狊狌犿 意大利Ｉｔａｌｙ ＫＪ１６０５７９ ＫＪ１６０６１１

犇犻犪狆狅狉狋犺犲犾犾犪犮狅狉狔犾犻狀犪 ＣＢＳ１２１１２４ 榛属犆狅狉狔犾狌狊ｓｐ． 中国Ｃｈｉｎａ ＫＣ３４３００４ ＫＣ３４３７３０

１．４　病原菌生物学特性研究

将直径５ｍｍ 的菌饼分别置于不同培养基

（ＰＤＡ、Ｃｚａｐｅｋ培养基、ＷＡ，胡萝卜培养基、蓝莓茎

煎汁培养基），不同光照条件（分别在全光照、全黑

暗、１２ｈ光暗交替、２４ｈ光暗交替），在２５℃下培养，

分别于５、７、９ｄ后测量菌落直径，每个处理重复

３次。

研究不同温度对供试菌株生长状况的影响，选

用５ｍｍ的菌饼作为出发菌落直径，分别置于１５、

２０、２５、２７和３０℃的ＰＤＡ平板上培养，培养５、７和

９ｄ后分别测量菌落直径，每个处理重复３次。采

用软件Ｅｘｃｅｌ和ＳＰＳＳ１７．０对数据进行整理和

分析。

２　结果分析

２．１　病原菌分离

病样经过组织分离后得到菌落形态一致的７株

白色菌株，菌株编号及序列登录号见表２。

表２　从蓝莓上分离得到的茎溃疡病病原菌株

犜犪犫犾犲２　犐狊狅犾犪狋犲狊狅犳狋犺犲狆犪狋犺狅犵犲狀狅犳狋犺犲犫犾狌犲犫犲狉狉狔狊狋犲犿犮犪狀犽犲狉

菌株号Ｓｔｒａｉｎｎｏ． 寄主 Ｈｏｓｔ 采集地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基因登录号ＧｅｎＢａｎｋ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ｎｏ．

ＩＴＳ ＥＦ１α

ＬＮＺＨ０４１ 蓝莓犞犪犮犮犻狀犻狌犿ｓｐ． 辽宁庄河Ｚｈｕａｎｇｈｅ，Ｌｉａｏｎｉｎｇ ＫＵ３７５７４６ ＫＵ６８５３８０

ＬＮＺＨ０８７Ｂ 蓝莓犞犪犮犮犻狀犻狌犿ｓｐ． 辽宁庄河Ｚｈｕａｎｇｈｅ，Ｌｉａｏｎｉｎｇ ＫＵ３７５７４９ ＫＵ６８５３８３

ＬＮＺＨ０７６Ａ 蓝莓犞犪犮犮犻狀犻狌犿ｓｐ． 辽宁庄河Ｚｈｕａｎｇｈｅ，Ｌｉａｏｎｉｎｇ ＫＵ３７５７４８ ＫＵ６８５３８２

ＬＮＤＤ００７ 蓝莓犞犪犮犮犻狀犻狌犿ｓｐ． 辽宁丹东Ｄａｎｄｏｎｇ，Ｌｉａｏｎｉｎｇ ＫＵ３７５７３８ ＫＵ６８５３７１

ＬＮＤＤ０１１ 蓝莓犞犪犮犮犻狀犻狌犿ｓｐ． 辽宁丹东Ｄａｎｄｏｎｇ，Ｌｉａｏｎｉｎｇ ＫＵ３７５７４０ ＫＵ６８５３７３

ＦＺＸＭ０６１Ａ 蓝莓犞犪犮犮犻狀犻狌犿ｓｐ． 福建长汀Ｃｈａｎｇｔｉｎｇ，Ｆｕｊｉａｎ ＫＵ３７５７１６ ＫＵ６８５３４９

ＨＬＪＹＣ０１０ 蓝莓犞犪犮犮犻狀犻狌犿ｓｐ． 黑龙江伊春Ｙｉｃｈｕｎ，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ＫＵ３７５７１７ ＫＵ６８５３５０

２．２　病原菌致病性测定

在２８℃条件下，接种３ｄ后接种部位出现深褐

色凹陷病斑，病斑长３～５ｍｍ，病斑环茎，接种９ｄ

后，病斑继续扩展，病斑长１０～２０ｍｍ，病部中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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褐色，病斑周围淡褐色，对照不发病。将回接发病的

蓝莓茎部进行再次组织分离，得到与原接种菌株相

同的菌株（图１ａ，ｄ）。

２．３　病原菌形态学鉴定及生物学特性

菌株在ＰＤＡ培养基上，２５℃、１２ｈ光暗条件下

培养７ｄ。菌落直径达到９０ｍｍ，菌落白色毛毡状，

菌丝较为致密，形成不规则的同心轮纹（图１ｂ）。在

ＰＤＡ上２０ｄ左右可无规则散生或聚生球形或近球

形黑色分生孢子器，分生孢子器顶部分泌不规则黄

色分生孢子角。在苜蓿秆上培养１５ｄ左右可以诱

导出分生孢子器，通过诱导产生的分生孢子器形态

与ＰＤＡ上产生的分生孢子器相同（图１ｅ，ｆ）。镜检

分生孢子器及孢子，分生孢子梗（１６．０４～２４．５７）μｍ

×（１．９２～２．４２）μｍ（图１ｇ），产生两种类型分生孢

子，α型孢子（５．９５～７．９２）μｍ×（１．６４～２．５９）μｍ，

无色透明，单孢，椭圆形，含２个油球，β型孢子（６．６９

～１９．７９）μｍ×（０．６２～１．１８）μｍ无色透明，单胞，线

形，一端较直，另一端稍弯，没有观察到γ型分生孢

子（图１ｃ）。

在不同培养基、不同光照及不同温度条件的试

验结果表明：供试菌株适宜在ＰＤＡ上生长，在

ＰＤＡ上生长最快，７ｄ菌落直径９０ｍｍ。在不同温

度条件下菌株生长速度快慢顺序为２５℃＞３０℃＞

２７℃＞２０℃＞１５℃，菌株在２５℃条件下生长快，

７ｄ菌落直径为９０ｍｍ，在１５℃和２０℃条件下菌丝

生长速度最慢，培养９ｄ菌丝仍未长满整个培养皿

（９０ｍｍ）。光照对菌丝生长无明显影响，在４种条

件下菌丝均能正常生长。

图１　蓝莓茎溃疡病症状及病原菌形态特征

犉犻犵．１　犛狔犿狆狋狅犿狊狅犳狋犺犲犫犾狌犲犫犲狉狉狔狊狋犲犿犮犪狀犽犲狉犪狀犱犿狅狉狆犺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犮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狊狅犳狋犺犲狆犪狋犺狅犵犲狀

２．４　分子生物学鉴定

供试菌株的ＩＴＳ序列长度为５５５～５８４ｂｐ，

ＥＦ１α序列长度为３２３ｂｐ，将其与ＧｅｎＢａｎｋ下载的

模式菌株的序列进行单独及联合系统发育树分析。

基于联合基因的系统发育树结果显示，供试菌株与

Ａｒ２、ＰＳ０３、ＣＢＳ１１６０１９及ＣＢＳ１１６０２０归为一个类群

（ＰＰ值１／ＢＳ值９９），位于犇犻犪狆狅狉狋犺犲狆犺犪狊犲狅犾狅狉狌犿种群

内，与已报道的犇．狏犪犮犮犻狀犻犻、犇．犪犿犫犻犵狌犪、犇．犪狌狊狋狉犪犾犪犳

狉犻犮犪狀犪、犇．狀犲狅狋犺犲犻犮狅犾犪（现已归入犇．犳狅犲狀犻犮狌犾犪犮犲犪）、犇．

狏犻狋犻犮狅犾犪、犇．犪狊犺犲犻犮狅犾犪、犇．犫犪犮犮犪犲、犇．狊狋犲狉犻犾犻狊和犇．狆犪狊

狊犻犳犾狅狉犪犲及犇．犲狉犲狊处于不同的分支（图２）。结合形态

学特征，鉴定该病原菌为犇犻犪狆狅狉狋犺犲狆犺犪狊犲狅犾狅狉狌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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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基于犐犜犛和犈犉１α基因联合构建的蓝莓间座壳溃疡病菌的系统发育树

犉犻犵．２　犘犺狔犾狅犵犲狀犲狋犻犮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犫犪狊犲犱狅狀犮狅犿犫犻狀犲犱犐犜犛犪狀犱犈犉１α犵犲狀犲狊犲狇狌犲狀犮犲狊狅犳狋犺犲犫犾狌犲犫犲狉狉狔狊狋犲犿犮犪狀犽犲狉

３　结论与讨论

间座壳属真菌无性型为拟茎点霉属犘犺狅犿狅狆

狊犻狊，可作为植物的致病菌及内生菌
［１０］，也可侵染人

类皮肤［１３］，具有广泛的寄主范围，间座壳属真菌作

为致病菌通常引起植物的溃疡、枯死、根腐、果腐、叶

斑病、枯萎病，可造成植物大面积枯萎［１４］。

犇犻犪狆狅狉狋犺犲狆犺犪狊犲狅犾狅狉狌犿 可引起大豆茎溃疡

病［１５］，也是葡萄、菜豆等重要经济作物的病原菌［１１］，

本研究首次在蓝莓上分离到该种。现在对于间座壳

属真菌的鉴定通常采用分子生物学的方法，已经有

许多运用ＩＴＳ序列结合形态学特征来鉴定间座壳属

真菌的研究：Ｍｕｒａｌｉ等
［１６］研究来自柚木犜犲犮狋狅狀犪

犵狉犪狀犱犻狊叶片内的１１个内生菌株的ＩＴＳ序列，支持来

自柚木的间座壳属菌株没有寄主专化性这一结论。

但ＩＴＳ序列分析也在属间显示大量的交叉，多基因联

合分析比单个基因分析能够更好地对菌株进行区分。

例如Ｓａｎｔｏｓ等和ｖａｎＲｅｎｓｂｕｒｇ等
［１４，１７］运用ＩＴＳ和

ＥＦ１α序列结合形态学和菌落特征将引起南非博士

茶犃狊狆犪犾犪狋犺狌狊犾犻狀犲犪狉犻狊顶梢枯死的间座壳属菌株分

为５个种。本文选择供试菌株以及相关菌株的ＩＴＳ

与ＥＦ１α基因联合构建系统发育树，能够很好地将

供试菌株与其近缘种（犇．狊狅犼犪犲、犇．犾狅狀犵犻犮狅犾犾犪）及蓝

莓上已报道的间座壳属其他种真菌进行区分。

本研究系统发育树结果显示犇．狏犪犮犮犻狀犻犻与

犇．犲狉犲狊亲缘关系较近，犇．狀犲狅狋犺犲犻犮狅犾犪（现已归入犇．

犳狅犲狀犻犮狌犾犪犮犲犪）与犇．犫犪犮犮犪犲具有较近的亲缘关系，

而犇．狏犻狋犻犮狅犾犪和犇．犪狊犺犲犻犮狅犾犪为犇．犪狌狊狋狉犪犾犪犳狉犻犮犪狀犪

的近缘种，此结果与Ｌｏｒｅｎｚｏ等的研究结果一致
［５］。

本文报道的犇．狆犺犪狊犲狅犾狅狉狌犿 不仅在系统发育上与

蓝莓上已报道的间座壳属菌株处于不同分支，在菌

落形态、侵染症状上也存在差异，犇犻犪狆狅狉狋犺犲狏犪犮犮犻狀犻犻

在ＰＤＡ上生长的菌落形态具有非常明显的环状轮

纹，分层明显［３］，本试验菌株菌落边缘平坦，无明显

分层现象。由犇．犪犿犫犻犵狌犪，犇．犪狌狊狋狉犪犾犪犳狉犻犮犪狀犪，犇．

狀犲狅狋犺犲犻犮狅犾犪和犇．狆犪狊狊犻犳犾狅狉犪犲引起的茎部病害呈不

规则病斑，病斑周围红色，病菌从嫩枝侵入造成嫩枝

枯死［７］。我国报道的犇犻犪狆狅狉狋犺犲犲狉犲狊从蓝莓枝条芽

眼侵入，造成蓝莓芽枯病［７］。在国外 犇犻犪狆狅狉狋犺犲

狏犪犮犮犻狀犻犻主要危害蓝莓
［３］，我国已经报道犇．狏犪犮犮犻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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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ｉｉ
［６］和犇．犲狉犲狊

［７］两个种侵染蓝莓，造成蓝莓枝枯病

和芽枯病，对蓝莓造成严重危害。本研究结果表明

犇．狆犺犪狊犲狅犾狅狉狌犿也可侵染蓝莓，造成蓝莓茎部溃疡

病，这是在我国新发现的可以引起蓝莓病害的间座

壳属真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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