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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由犘犻犾犻犱犻狌犿犾狔狋犺狉犻引起的草莓褐色叶斑病是在草莓犉狉犪犵犪狉犻犪×犪狀犪狀犪狊狊犪上发现的一种新病害。病原菌在

ＰＤＡ（马铃薯葡萄糖琼脂）培养基上生长速度慢，产孢量低。为了探讨不同培养基对犘．犾狔狋犺狉犻菌丝生长和产孢的影

响，筛选适合该病原菌菌丝生长和大量产孢的培养基，本文比较了１０种培养基对犘．犾狔狋犺狉犻生长和产孢的影响，结

果表明，ＳＰＤＡ（添加１．２％草莓果汁的马铃薯葡萄糖琼脂）培养基可以促进犘．犾狔狋犺狉犻菌丝生长；ＣＡ（胡萝卜琼脂）培

养基、Ｖ８培养基和ＴＰＤＡ（胰蛋白胨马铃薯葡萄糖琼脂）培养基则可以促进犘．犾狔狋犺狉犻大量产生分生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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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犘犻犾犻犱犻狌犿犾狔狋犺狉犻是国内外报道危害草莓的又一

种病原真菌［１］。该病原菌首次在日本发现危害草

莓，之后在波兰、巴西、比利时、美国和伊朗等地也有

报道［２６］，国内目前仅在北京地区发现该病菌危害草

莓［７］。该病害发病初期在叶片中央或边缘形成圆

形、水浸状、褐色病斑，后期病斑逐渐扩大，褐色至黑

褐色，中间灰白色，边缘淡褐色，潮湿条件下病部产

生橘红色团状黏质小点。果实症状初期为浅褐色腐

烂，后期可导致全果腐烂，腐烂部位产生红色团状黏

质颗粒状物［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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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造成黄褐色、深褐色相间的同心轮纹，天气潮湿

时，病部可见橙红色或红褐色的小颗粒［１７］。目前，

关于犘．犾狔狋犺狉犻的生物学特性研究较多，主要采用

ＰＤＡ培养基对其进行培养，但一般需要培养７ｄ菌落

直径才能达到５ｃｍ左右，而且产孢量较少，存在犘．

犾狔狋犺狉犻生长速度慢、孢子产量不够用于开展相关研究

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本研究采用了１０种真菌培

养基进行研究，旨在探索更适于犘．犾狔狋犺狉犻病菌菌丝

生长和大量产孢的培养基，为后续该病菌的生物学

特性、致病机制等研究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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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供试菌株

分别于２０１５年和２０１７年从北京市昌平区小汤

山、湖南省娄底市和山东省诸城市采集草莓病叶，经

常规组织分离、单孢纯化［１８］，获得的病原菌纯培养

物，编号分别为ＢＪ４、ＨＮＬＤ７、ＨＮＬＤ１２、ＳＤ１７６

和ＳＤ１７１０。菌株ＩＴＳ序列的测序工作由北京六合

华大基因科技有限公司完成，将测序结果在ＮＣＢＩ

上进行序列比对，并结合病原菌形态学观察、柯赫氏

法则验证后确定为草莓褐色叶斑病菌犘．犾狔狋犺狉犻，保

存于北京农学院植物保护实验室。

１．２　供试培养基

ＰＤＡ培养基：将２００ｇ去皮的马铃薯切块，煮

３０ｍｉｎ至软烂，４层纱布过滤后，加入２０ｇ葡萄糖和

２０ｇ琼脂粉定容于１Ｌ水中，于１２１℃高压湿热灭菌

２０ｍｉｎ。

ＹＤＡ培养基：酵母粉５ｇ，葡萄糖２０ｇ，琼脂粉２０

ｇ，定容于１Ｌ水中，于１２１℃高压湿热灭菌２０ｍｉｎ。

ＳＰＤＡ培养基：将２００ｇ去皮的马铃薯切块，煮

３０ｍｉｎ至软烂，４层纱布过滤后，加入２０ｇ葡萄糖，

２０ｇ琼脂粉，加入１２０ｍＬ鲜榨草莓汁定容于１Ｌ水

中，于１２１℃高压湿热灭菌２０ｍｉｎ。

ＹＰＤＡ培养基：将２００ｇ去皮的马铃薯切块，煮

３０ｍｉｎ至软烂，４层纱布过滤后，加入２０ｇ葡萄糖，

２０ｇ琼脂粉，５ｇ酵母粉定容于１Ｌ水中，于１２１℃

高压湿热灭菌２０ｍｉｎ。

ＣＰＤＡ培养基：将２００ｇ马铃薯同１００ｇ胡萝卜

去皮、切块，煮３０ｍｉｎ至软烂，４层纱布过滤后，加入

２０ｇ葡萄糖，２０ｇ琼脂粉定容于１Ｌ水中，于１２１℃

高压湿热灭菌２０ｍｉｎ。

ＣＡ培养基：２００ｇ胡萝卜榨汁后过滤，加入２０ｇ

琼脂定容于１Ｌ水中，于１２１℃高压湿热灭菌２０ｍｉｎ。

ＴＰＤＡ培养基：将２００ｇ马铃薯去皮、切块，煮

３０ｍｉｎ至软烂，４层纱布过滤后，加入２０ｇ葡萄糖，

２０ｇ琼脂粉，２ｇ胰蛋白胨定容于１Ｌ水中，于

１２１℃高压湿热灭菌２０ｍｉｎ。

２Ｐ２ＤＡ培养基：将４００ｇ马铃薯去皮、切块，煮

３０ｍｉｎ至软烂，４层纱布过滤后，加入４０ｇ葡萄糖，２０ｇ

琼脂粉，２ｇ胰蛋白胨定容于１Ｌ水中，于１２１℃高压

湿热灭菌２０ｍｉｎ。

Ｐ２ＤＡ培养基：将２００ｇ马铃薯去皮、切块，煮

３０ｍｉｎ至软烂，４层纱布过滤后，加入４０ｇ葡萄糖，

２０ｇ琼脂粉定容于１Ｌ水中，于１２１℃高压湿热灭菌

２０ｍｉｎ。

Ｖ８培养基：Ｖ８蔬菜汁２００ｍＬ，加碳酸钙３ｇ，

琼脂粉２０ｇ定容于１Ｌ水中，于１２１℃高压湿热灭

菌２０ｍｉｎ。

１．３　不同培养基对病原菌菌丝生长影响测定

１．３．１　菌丝生长速率的测定

打取直径５ｍｍ的草莓褐色叶斑病菌菌饼，分

别接种于ＰＤＡ、ＹＤＡ、ＳＰＤＡ、ＹＰＤＡ、ＣＰＤＡ、ＣＡ、

ＴＰＤＡ、２Ｐ２ＤＡ、Ｐ２ＤＡ和Ｖ８培养基上，２５℃黑暗培

养７ｄ，采用十字交叉法测量菌落直径，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软件中的最小显著差异法进行统计分析。每

菌株每种培养基３次重复，试验重复２次。

１．３．２　菌丝干重的测定

选择１．３．１中菌丝生长量较大的培养基配方进

行菌丝干重的测定。在不同培养基平板表面铺放灭

菌玻璃纸，接种菌饼后于２５℃黑暗培养７ｄ，刮取菌

丝，烘干，测量菌丝干重，数据采用ＳＰＳＳ软件中的

最小显著差异法进行统计分析。

１．４　不同培养基对病原菌产孢量影响测定

打取直径５ｍｍ的草莓褐色叶斑病菌菌饼，分

别接种于ＰＤＡ、ＹＤＡ、ＳＰＤＡ、ＹＰＤＡ、ＣＰＤＡ、ＣＡ、

ＴＰＤＡ、２Ｐ２ＤＡ、Ｐ２ＤＡ和Ｖ８培养基的平板上，２５℃

黑暗培养８ｄ。采用直径５ｍｍ的打孔器分别从上

述培养平板中心接菌处向外依次辐射状打取一定数

量的菌饼，并记录打取的菌饼数，置于加有１０ｍＬ

无菌水（添加０．１％吐温 ２０）的离心管中，加入５～８

粒灭菌玻璃珠，振荡２ｍｉｎ洗脱孢子，用血球计数板

计算孢子数，每处理重复３次，计算每平方厘米的孢

子数量，并采用ＳＰＳＳ软件中的最小显著差异法进

行统计分析，试验重复２次。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培养基对菌丝生长速率的影响

草莓褐色叶斑病病菌ＢＪ４、ＨＮＬＤ７、ＨＮＬＤ１２、

ＳＤ１７６和ＳＤ１７１０在ＰＤＡ、ＹＤＡ、ＳＰＤＡ等培养基

上，于２５℃恒温条件下培养，７ｄ后测定菌落直径，

结果表明，５株供试菌株在ＳＰＤＡ培养基上生长最

快，其菌丝生长速率最大，为０．８７ｃｍ／ｄ，其次在

Ｐ２ＤＡ、ＣＰＤＡ、ＴＰＤＡ、２Ｐ２ＤＡ和ＣＡ培养基上生长

也较快，Ｖ８和ＹＤＡ培养基上生长较慢，其中以在Ｖ８

培养基上生长最慢，菌丝生长速率最小，为０．６３ｃｍ／ｄ

（表１）。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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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不同培养基对犘犻犾犻犱犻狌犿犾狔狋犺狉犻菌丝生长速率的影响
１）

犜犪犫犾犲１　犈犳犳犲犮狋狊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犿犲犱犻狌犿狅狀狋犺犲犵狉狅狑狋犺狅犳犘犻犾犻犱犻狌犿犾狔狋犺狉犻犿狔犮犲犾犻狌犿

培养基

Ｍｅｄｉｕｍ

生长速率／ｃｍ·ｄ－１　Ｇｒｏｗｔｈｒａｔｅ

ＢＪ４ ＨＮＬＤ７ ＨＮＬＤ１２ ＳＤ１７６ ＳＤ１７１０

ＰＤＡ （０．８０±０．０１２）ｃ （０．７９±０．００１）ｃ （０．７７±０．０１４）ｃ （０．７６±０．０１４）ｄ （０．７７±０．００５）ｃ

ＹＤＡ （０．６９±０．０１４）ｄ （０．８３±０．００２）ａｂｃ （０．７０±０．００７）ｄ （０．６７±０．００８）ｅ （０．７０±０．００２）ｄ

ＳＰＤＡ （０．８７±０．０２２）ａ （０．８５±０．００４）ａｂ （０．８７±０．００７）ａ （０．８４±０．００７）ａ （０．８６±０．００４）ａ

ＹＰＤＡ （０．８２±０．０２０）ｂ （０．６４±０．００４）ｅ （０．７７±０．００６）ｃ （０．７６±０．０１０）ｄ （０．７７±０．００２）ｃ

ＣＰＤＡ （０．８６±０．０１７）ａ （０．８０±０．００１）ｂｃ （０．８２±０．０２２）ｂ （０．７７±０．００８）ｃｄ （０．８２±０．００７）ｂ

ＣＡ （０．８１±０．０２５）ｃ （０．８０±０．００１）ｂｃ （０．８３±０．０１６）ａｂ （０．８１±０．０１７）ｂ （０．８３±０．００７）ａｂ

ＴＰＤＡ （０．８６±０．０１３）ａ （０．８０±０．００４）ｂｃ （０．８２±０．００７）ｂ （０．７５±０．０２４）ｄ （０．８２±０．００５）ｂ

２Ｐ２ＤＡ （０．８１±０．０１１）ｃ （０．８５±０．００３）ａｂ （０．８３±０．００７）ａｂ （０．８１±０．０１０）ｂ （０．８３±０．０１０）ａｂ

Ｐ２ＤＡ （０．８６±０．０１３）ａ （０．８６±０．００５）ａ （０．８４±０．０１６）ａｂ （０．８３±０．００７）ａｂ （０．８４±０．００５）ａｂ

Ｖ８ （０．６３±０．０１６）ｅ （０．７１±０．００２）ｄ （０．７０±０．００９）ｄ （０．６５±０．００８）ｃｅ （０．７０±０．００３）ｄ

　１）小写字母表示在０．０５水平的差异显著性。下同。

Ｄａｔａｆｏｌｌｏｗｅｄｂｙ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ｌｅｔｔｅｒｓａ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ｔ犘＝０．０５．Ｔｈｅｓａｍｅａｐｐｌｉｅｓｂｅｌｏｗ．

２．２　不同培养基对菌落生长形态的影响

如图１～图５所示，５株供试菌株在ＰＤＡ、

ＹＤＡ、ＳＰＤＡ、ＴＰＤＡ和Ｖ８培养基上生长的菌落厚

实，菌丝浓密，边缘整齐，尤其是在ＳＰＤＡ培养基上

生长快，２～３ｄ即可形成肉眼看见的菌落，中央菌丝

茂密、隆起；供试菌株虽然在 ＹＰＤＡ、ＣＰＤＡ、ＣＡ、

２Ｐ２ＤＡ和Ｐ２ＤＡ培养基上生长也较快，但是在ＹＰ

ＤＡ、ＣＰＤＡ、ＣＡ和２Ｐ２ＤＡ培养基上菌丝生长稀疏；

在Ｐ２ＤＡ培养基上虽然菌落呈圆形，边缘整齐，但几

乎没有菌丝。

图１　菌株犅犑４在不同培养基上的培养性状

犉犻犵．１　犆狌犾狋狌狉犲犮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狊狅犳犘犻犾犻犱犻狌犿犾狔狋犺狉犻犅犑４狅狀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犿犲犱犻狌犿

图２　菌株犎犖犔犇７在不同培养基上的培养性状

犉犻犵．２　犆狌犾狋狌狉犲犮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狊狅犳犘犻犾犻犱犻狌犿犾狔狋犺狉犻犎犖犔犇７狅狀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犿犲犱犻狌犿

·１５·



２０１８

图３　菌株犎犖犔犇１２在不同培养基上的培养性状

犉犻犵．３　犆狌犾狋狌狉犲犮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狊狅犳犘犻犾犻犱犻狌犿犾狔狋犺狉犻犎犖犔犇１２狅狀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犿犲犱犻狌犿

图４　菌株犛犇１７６在不同培养基上的培养性状

犉犻犵．４　犆狌犾狋狌狉犲犮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狊狅犳犘犻犾犻犱犻狌犿犾狔狋犺狉犻犛犇１７６狅狀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犿犲犱犻狌犿

图５　菌株犛犇１７１０在不同培养基上的培养性状

犉犻犵．５　犆狌犾狋狌狉犲犮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狊狅犳犘犻犾犻犱犻狌犿犾狔狋犺狉犻犛犇１７１０狅狀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犿犲犱犻狌犿

２．３　不同培养基对菌丝干重的影响

选择上述菌株培养性状较好的ＰＤＡ、ＹＤＡ、ＳＰ

ＤＡ、ＴＰＤＡ和Ｖ８培养基进行菌丝干重的测定，结

果如表２所示，供试菌株经ＳＰＤＡ培养基培养后收

集到的菌丝量最多，菌丝干重最大，为１４５．５ｍｇ，其

次为ＴＰＤＡ培养基，５株供试菌株在Ｖ８培养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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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后获得的菌丝量最少，仅为１２．１ｍｇ。结合不

同培养基对草莓褐色叶斑病菌菌丝生长情况以及菌

丝干重的影响，结果表明，ＳＰＤＡ培养基在菌丝生长

速度、菌丝厚度及菌丝干重方面均为供试培养基中

最适合供试菌株ＢＪ４、ＨＮＬＤ７、ＨＮＬＤ１２、ＳＤ１７６

和ＳＤ１７１０生长的培养基。

表２　不同培养基对犘犻犾犻犱犻狌犿犾狔狋犺狉犻菌丝干重的影响

犜犪犫犾犲２　犈犳犳犲犮狋狊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犿犲犱犻狌犿狅狀狋犺犲犱狉狔狑犲犻犵犺狋狅犳犘犻犾犻犱犻狌犿犾狔狋犺狉犻犿狔犮犲犾犻狌犿

培养基

Ｍｅｄｉｕｍ

菌丝干重／ｍｇ　Ｄｒｙｗｅｉｇｈｔｏｆｍｙｃｅｌｉａ

ＢＪ４ ＨＮＬＤ７ ＨＮＬＤ１２ ＳＤ１７６ ＳＤ１７１０

ＰＤＡ （２７．９±６．００）ｃ （３６．９±５．７０）ｃ （４５．８±１．２６）ｃ （４１．３±６．９６）ｃ （２６．３±１．４７）ｃ

ＹＤＡ （３３．７±０．８４）ｂｃ （２４．９±２．５６）ｃｄ （３８．５±６．４７）ｃ （３２．９±１．８３）ｃｄ （３４．２±０．２３）ｂｃ

ＳＰＤＡ （１１０．６±１４．９０）ａ （１４５．５±２．２５）ａ （１０７．３±１．８４）ａ （１１２．２±３０．５６）ａ （１０５．２±０．７０）ａ

ＴＰＤＡ （４２．５±２．０６）ｂ （５１．８±２．０５）ｂ （６６．８±３．１６）ｂ （５２．６±１７．７４）ｂ （４１．３±１．３６）ｂ

Ｖ８ （１３．９±１．３５）ｄ （１６．５±２．３１）ｃ （１７．１±１．９０）ｄ （１２．１±１．２３）ｄ （１４．３±２．２０）ｄ

２．４　不同培养基对产孢量的影响

将５株供试菌株接种于不同培养基平板上，培

养８ｄ后测定产孢量，结果如表３所示，不同菌株其

最适于产孢的培养基存在差异。ＣＡ培养基适于供

试菌株ＢＪ４产孢，产孢量为３９．８９×１０４ 个／ｃｍ２；

ＴＰＤＡ为供试培养基中菌株ＳＤ１７６和ＳＤ１７１０单

位面积产孢量最高的培养基，产孢量最大为９．３２×

１０４个／ｃｍ２；菌株ＨＮＬＤ７和ＨＮＬＤ１２在Ｖ８培养基

上的产孢最多，产孢量最大为２１．１２×１０４ 个／ｃｍ２。

所有供试菌株在ＰＤＡ和ＹＤＡ培养基上产孢最少，

产孢量最少仅为０．２８×１０４个／ｃｍ２。

表３　不同培养基对犘犻犾犻犱犻狌犿犾狔狋犺狉犻产孢量的影响

犜犪犫犾犲３　犈犳犳犲犮狋狊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犿犲犱犻狌犿狅狀狋犺犲犘犻犾犻犱犻狌犿犾狔狋犺狉犻狊狆狅狉狌犾犪狋犻狅狀

培养基

Ｍｅｄｉｕｍ

产孢量／×１０４个·ｃｍ－２　Ｓｐｏｒｕｌａｔｉｏｎ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ＢＪ４ ＨＮＬＤ７ ＨＮＬＤ１２ ＳＤ１７６ ＳＤ１７１０

ＰＤＡ （０．５３±０．１０１）ｄｅ （１．３５±０．１９３）ｃ （１．４２±０．０７３）ｃｄ （０．３２±０．０９２）ｃ （０．３２±０．０６７）ｃ

ＹＤＡ （０．２８±０．０７０）ｅ （０．５９±０．０５７）ｃ （０．５９±０．１５６）ｄ （２．３９±０．３２３）ｂｃ （２．３９±０．３２３）ｂｃ

ＳＰＤＡ （０．３９±０．１０８）ｄｅ （１．３７±０．２４０）ｃ （０．９１±０．０６３）ｄ （０．３２±０．０６７）ｃ （０．２７±０．１０７）ｃ

ＹＰＤＡ （５．８１±１．１１２）ｂ （０．７８±０．１８８）ｃ （０．８５±０．２４５）ｄ （２．７１±０．４７５）ｂ （２．５８±０．４８８）ｂ

ＣＰＤＡ （０．４８±０．１１７）ｄｅ （３．１９±０．９３１）ｃ （３．４２±０．２９７）ｃ （０．３４±０．０９８）ｃ （０．３４±０．０９８）ｃ

ＣＡ （３９．８９±４．４３０）ａ （２．４７±０．２５５）ｃ （２．３３±０．３２４）ｃｄ （６．３０±１．６０７）ａ （６．１２±１．７５３）ａ

ＴＰＤＡ （５．４１±０．４８６）ｂｃ （１１．７８±１．７４２）ｂ （９．１５±０．４８９）ｂ （８．１５±０．９２９）ａ （９．３２±１．０４８）ａ

２Ｐ２ＤＡ （１．２４±０．３３０）ｂｃｄｅ （１．３７±０．３７４）ｃ （１．９６±０．１７７）ｃｄ （０．６５±０．１３０）ｂｃ （０．７１±０．０６７）ｂｃ

Ｐ２ＤＡ （０．７９±０．２１５）ｃｄｅ （４．４１±１．０１２）ｃ （３．３９±０．６１２０）ｃ （１．８１±０．２９１）ｂｃ （１．６２±０．３８２）ｂｃ

Ｖ８ （５．０３±０．５４３）ｂｃｄ （１８．６２±５．０２７）ａ （２１．１２±３．６０８）ａ （６．０３±０．８３０）ａ （６．４３±０．０９８）ａ

３　讨论

２０１２年在北京市昌平区兴寿镇日光温室中首

次发现的由犘犻犾犻犱犻狌犿犾狔狋犺狉犻引起的草莓褐色叶斑

病是在草莓上发现的一种新病害［７］。草莓褐色叶斑

病菌犘．犾狔狋犺狉犻为丝分孢子真菌，主要危害草莓的下

部叶片，也可引起果实腐烂。目前，关于犘．犾狔狋犺狉犻

的生物学特性研究较多，Ｚｈａｎｇ等
［１９］首先报道了犘．

犾狔狋犺狉犻在河南洛阳可以侵染牡丹，引起牡丹红点病，

并对该病的症状、病原菌特征及其生物学特性等做

了比较详细的描述。已有的研究是采用ＰＤＡ培养

基对犘．犾狔狋犺狉犻进行培养
［２０］，但其一般需要培养７ｄ才

能长至５ｃｍ左右，而且产孢量较少，存在犘．犾狔狋犺狉犻生

长速度慢、孢子产量不够开展相关研究所用的问题。

本试验以采自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湖南省娄

底市和山东省诸城市的犘．犾狔狋犺狉犻菌株ＢＪ４、ＨＮＬＤ

７、ＨＮＬＤ１２、ＳＤ１７６和ＳＤ１７１０为供试菌株，分别

测定了ＰＤＡ、ＹＤＡ、ＳＰＤＡ、ＹＰＤＡ、ＣＰＤＡ、ＣＡ、ＴＰ

ＤＡ、２Ｐ２ＤＡ、Ｐ２ＤＡ和Ｖ８培养基对５株供试菌株菌

丝生长和产孢量的影响。通过对多种培养基的筛选

发现，在菌丝生长速度、菌丝厚度及菌丝干重方面

ＳＰＤＡ均为供试培养基中最适合所有供试菌株生长

的培养基，７ｄ后菌落直径可达６．０９ｃｍ，大于文献

报道的ＰＤＡ培养基上的菌落直径（４．８０ｃｍ）
［２０］，菌

丝干重是常用ＰＤＡ培养基的４倍。该培养基在配

制过程中方便、简单，可以较好地促进草莓褐色叶斑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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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菌犘．犾狔狋犺狉犻菌丝生长，提高菌丝量，极大地改善

了传统培养中使用ＰＤＡ培养基进行培养的生长慢，

菌丝偏少的缺点，可实现犘．犾狔狋犺狉犻的快速培养，且

产生的大量菌丝提高了该病菌分子生物学相关研究

的工作效率。

段亚冰等报道，最有利于犘．犾狔狋犺狉犻菌丝生长及

产孢的碳源为葡萄糖，氮源为酵母膏，最适温度是

２５～３０℃，在ｐＨ６～１１范围内该菌均能生长和产

孢，光照对菌丝生长和产孢无显著影响［２０］。本试验

采用２５℃黑暗培养，通过对供试菌株在不同培养基

上的产孢量测定发现，经ｐＨ处于中性的ＣＡ、Ｖ８和

添加有胰蛋白胨的ＴＰＤＡ培养基培养的５株供试菌

株的平均产孢量分别为１１．４３×１０４个／ｃｍ２、５７．２３×

１０４个／ｃｍ２和８．７６×１０４个／ｃｍ２，要远远大于添加

酵母的ＹＤＡ（产孢量为１．２５×１０４ 个／ｃｍ２）和ＹＰ

ＤＡ培养基（产孢量为２．５５×１０４ 个／ｃｍ２），因此我

们推测犘．犾狔狋犺狉犻的菌丝生长及产孢更需要碳源。

此外，本试验研究发现，不同菌株其最适产孢的培养

基也存在差异，采自北京的犘．犾狔狋犺狉犻菌株ＢＪ４在

ＣＡ培养基上产孢量最大；ＴＰＤＡ培养基最适于采

自山东的菌株ＳＤ１７６和ＳＤ１７１０产孢；Ｖ８培养基

则适于采自湖南的菌株 ＨＮＬＤ７和 ＨＮＬＤ１２产

孢。而所有的供试菌株在ＰＤＡ和ＹＤＡ培养基上

产孢量是最少的。因此，ＣＡ、Ｖ８和ＴＰＤＡ培养基

可用于促进犘．犾狔狋犺狉犻的大量产孢，为该病菌的后续

研究提供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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