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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格孢引起的病害严重危害农作物生产并危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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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链格孢属犃犾狋犲狉狀犪狉犻犪Ｎｅｅｓ真菌是一类在自然环境中广泛分布的真菌，该属的一些种可引起多种重要农作物

病害发生，严重危害农作物生产并造成巨大损失。另外，这些链格孢产生的毒素还积聚在农产品中，危及农产品食

用安全。为此有必要加强有关链格孢病害的研究和治理。本文介绍了有关链格孢分类研究进展，近些年来链格孢

危害农作物的主要种类及危害情况，以及世界范围内链格孢毒素所引发的农产品食用安全问题。在此基础上，也综

述了链格孢病害的主要防控策略和治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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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链格孢属于子囊菌Ａｓｃｏｍｙｃｏｔａ座囊菌纲Ｄｏ

ｔｈｉｄｅｏｍｙｃｅｔｅｓ格孢腔菌目Ｐｌｅｏｓｐｏｒａｌｅｓ格孢腔菌科

Ｐｌｅｏｓｐｏｒａｃｅａｅ链格孢属犃犾狋犲狉狀犪狉犻犪
［１］。链格孢广泛

分布在土壤、空气和农作物残体中［２］，主要以腐生、

内生或致病三种形式存在。其中植物病原菌可侵染

多种农作物，如小麦、水稻和高粱等谷类作物；油菜、

大豆、向日葵等油料作物；番茄、马铃薯、茄子、辣椒、

苹果、梨等蔬菜瓜果；芦荟、菊花等观赏花卉；人参、

甘草、田七等中草药材；还有棉花、烟草等经济作物，

给农业生产带来巨大损失［３］。链格孢除了引起农

作物病害外，还极易引起农产品霉变，导致蔬菜、

瓜果和储存食品腐败变质［４］。有些链格孢还具有

产毒能力，它们产生的植物毒素主要分为两类：即

寄主专化性毒素（ｈｏｓｔ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ｘｉｎｓ，ＨＳＴｓ）和非



２０１７

寄主专化性毒素（ｎｏｎｈｏｓｔ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ｘｉｎｓ，ＮＨ

ＳＴｓ）。这些毒素累积在农产品和食物中，严重威

胁农产品的食用安全。如欧洲曾对小麦中的链格

孢毒素进行了长达十年的监测，发现各国小麦样品

被毒素污染的情况较为严重［５］。一些谷类作物：小

麦、高粱、大麦、燕麦等；瓜果蔬菜：苹果、柑橘、番

茄、辣椒等；酒水饮品：苹果汁、葡萄汁、红酒等；食

用油：橄榄油、菜籽油、葵花油、芝麻油等，以及其

他农产品中均检测出链格孢毒素。此外，链格孢的

孢子还可以释放过敏原［６］引发哮喘病［７］等，严重威

胁人类的健康。链格孢引起的农作物病害危害如

此严重，加强有关链格孢的研究并建立起有针对性

的防控策略和技术，对保障农业生产、保证农产品

食用安全显得尤为重要。

１　链格孢属的分类研究

１８１６年Ｎｅｅｓ
［８］以细链格孢犃犾狋犲狉狀犪狉犻犪狋犲狀狌犻狊

狊犻犿犪为模式种，最先提出并描述了链格孢属的特

征：暗色，具横、纵隔膜的孢子成链着生，在较细的顶

端具喙。该属提出时，分类地位暂不明确，随后该属

的分类地位又历经变迁。１８３２年Ｆｒｉｅｓ
［９］在他所写

的《ＳｙｓｔｅｍａＭｙｃｏｌｏｇｉｃｕｍ》中否认了Ｎｅｅｓ对于链格

孢犃犾狋犲狉狀犪狉犻犪的描述，并把其与犜狅狉狌犾犪犪犾狋犲狉狀犪狋犲合

并为一类，并提出一个新属 犕犪犮狉狅狊狆狅狉犻狌犿。１９１２

年Ｋｅｉｓｓｌｅｒ
［１０］在Ｎｅｅｓ和Ｆｒｉｅｓ的基础上，又将犃．犪犾

狋犲狉狀犪狋犪与犃．狋犲狀狌犻狊狊犻犿犪和犜狅狉狌犾犪犪犾狋犲狉狀犪狋犲归为一类。

同时，犛狋犲犿狆犺狔犾犻狌犿和犝犾狅犮犾犪犱犻狌犿属也被描述为丝状

菌类中的有隔孢子类型。此后，因为越来越多新种的

发现，使该真菌类群的分类更加复杂化。直至１９１７

年，Ｅｌｌｉｏｔｔ
［１１］研究了链格孢属各种类后，界定该属的

典型特征是分生孢子倒棒状，具长喙，而孢子成链的

特征不稳定，易受环境条件影响，有关链格孢属这一

形态特征的界定得到人们认可。１９３３年Ｗｉｌｔｓｈｉｒｅ
［１２］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比较了犃犾狋犲狉狀犪狉犻犪和

犕犪犮狉狅狊狆狅狉犻狌犿的基本种，建议将犕犪犮狉狅狊狆狅狉犻狌犿废除，

使用犃犾狋犲狉狀犪狉犻犪为该属名称，该建议为大家所认同。

至此，链格孢属的分类地位大致确定下来。基于对链

格孢属系统的研究，Ｓｉｍｍｏｎｓ对链格孢属的形态学特

征进行了全面概括和归纳［１３］。我国张天宇也出版了

专著《中国真菌志－链格孢属》
［１４］。

一直以来，链格孢种级分类难度较大。传统的

种级分类主要是依据分生孢子和产孢结构的形态，

包括分生孢子的形状、大小、分隔、颜色、表面纹饰、

喙的有无及形态。菌丝特征、菌落特征、寄主范围等

作为分类的辅助依据。但来自寄主和来自培养基上

的链格孢（特别是小孢子种）分生孢子形态具有较大

差异。在培养条件下，分生孢子形态易受温湿度、光

照等培养条件的影响，而且小孢子种的孢子形态有

趋同的倾向，这给准确的种级分类鉴定带来了很大

困难［１５１６］。

鉴于从形态学特征难以对链格孢进行种级划

分，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分子序列特征分析

已发展成为对链格孢属种类进行鉴定和分类的重要

手段。目前多采用保守基因序列对犃犾狋犲狉狀犪狉犻犪进行

系统学分析，且逐渐由单基因分析向多基因联合分

析发展（表１）。

表１　链格孢分类中主要采用的基因序列

犜犪犫犾犲１　犌犲狀犲狊犲狇狌犲狀犮犲狊犿犪犻狀犾狔狌狊犲犱犻狀犮犾犪狊狊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狅犳犃犾狋犲狉狀犪狉犻犪
基因序列　Ｇｅｎｅ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缩写　Ａｂｂｒ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核糖体ＤＮＡ（ｒＤＮＡ）的转录间隔区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ｂｅｄｒｅｇｉｏｎｏｆｒｉｂｏｓｏｍａｌＤＮＡ（ｒＤＮＡ） ＩＴＳ

甘油醛３磷酸　Ｇｌｙｃｅｒａｌｄｅｈｙｄｅ３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ｇｐｄ

甘油醛３磷酸脱氢酶　Ｇｌｙｃｅｒａｌｄｅｈｙｄｅ３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ｄｅ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ａｓｅ ＧＡＰＤＨ

Ａｌｔａ１基因　Ｍａｊｏｒ犃犾狋犲狉狀犪狉犻犪ａｌｌｅｒｇｅｎｇｅｎｅ，Ａｌｔａ１ Ａｌｔａ１

核糖体ＤＮＡ大小亚基　ＴｈｅｌａｒｇｅａｎｄｓｍａｌｌｓｕｂｕｎｉｔｓｏｆｒｉｂｏｓｏｍａｌＤＮＡ １８ＳｒＤＮＡ、２８ＳｒＤＮＡ、ＳＳＵ、ＬＳＵ

内聚半乳糖醛酸酶　Ｅｎｄｏｐｏｌｙｇａｌａｃｔｕｒｏｎａｓｅ ｅｎｄｏＰＧ

组蛋白　Ｈｉｓｔｏｎｅ Ｈ３、Ｈ４

翻译延伸因子１α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ｅｌｏｎｇａｔ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１ａｌｐｈａ ＴＥＦ１或ＥＦ１α

ＲＮＡ聚合酶第二大亚基　ＲＮＡｐｏｌｙｍｅｒａｓｅｓｅｃｏｎｄｌａｒｇｅｓｔｓｕｂｕｎｉｔ ＲＰＢ２

微管蛋白　βｔｕｂｕｌｉｎ ＢＴ１、ＢＴ２

质膜腺苷三磷酸酶　Ｐｌａｓｍａ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ａｄｅｎｏｓｉｎｅｔｒｉ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ａｓｅ ＡＴＰａｓｅ

肌动蛋白　Ａｃｔｉｎ Ａｃｔｉｎ

几丁质合成酶　Ｃｈｉｔｉｎｓｙｎｔｈａｓｅ ＣＨＳ

钙调蛋白　Ｃａｌｍｏｄｕｌｉｎ ＣＡ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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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Ｗｏｕｄｅｎｂｅｒｇ等曾利用 ＧＡＰＤＨ、ＲＰＢ２ 和

ＴＥＦ１三种基因序列的数据，对１２１株链格孢进行

了系统分类学分析并建立了系统发育树［１］。Ｌａｗ

ｒｅｎｃｅ等结合ｇｐｄ、Ａｌｔａｌ、Ａｃｔｉｎ、Ｐｌａｓｍａ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ＡＴＰａｓｅ和Ｃａｌｍｏｄｕｌｉｎ５个蛋白基因编码位点的数

据，对１７６个从多个资源库中收集到的链格孢种及

其相近种进行系统学分析并建树，揭示了８个特征

区分明显的链格孢无性繁殖系［１７］。Ｈｏｕ等对两株

从烟草中分离得到的链格孢进行了全基因组测序分

析和系统发育分析，发现犃．犾狅狀犵犻狆犲狊ｃｘ１和犃．犪犾

狋犲狉狀犪狋犪ｃｘ２在３３０万年前就发生了分离，并还发现了

一些可能与非寄主专化性毒素合成有关的基因［１８］。

代谢组学也开始应用于链格孢的分类研究中。

Ａｎｄｅｒｓｅｎ等利用ＨＰＬＣ技术对分离得到的１５３株链

格孢产生的次级代谢产物进行分析，最终根据所产生

次级代谢产物的不同，结合形态学特征，将其分为三

个链格孢菌群犃．犻狀犳犲犮狋狅狉犻犪ｓｐｅｃｉｅｓｇｒｏｕｐ，犃．犪狉犫狅狉犲狊

犮犲狀狊ｓｐｅｃｉｅｓｇｒｏｕｐ和犃．狋犲狀狌犻狊狊犻犿犪ｓｐｅｃｉｅｓｇｒｏｕｐ
［１９］。

２　链格孢对主要农作物的侵染危害情况

据不完全统计，链格孢属病原菌可侵染的农作

物和林果植物多达２００种以上。下面分别介绍此类

病原菌对谷类作物、油料作物、蔬菜瓜果、观赏花卉、

中草药材以及其他经济作物的侵染危害情况。

２．１　谷类作物

小麦是重要的粮食作物，近年来，随着我国矮秆

小麦品种的推广种植，土壤肥力的提高，肥水投入的

增加及成熟期气候变暖，链格孢引起的小麦黑胚病

在我国不时发生，严重影响小麦的产量和品质。据

报道我国小麦主产区河南省有些品种受到链格孢

犃．犪犾狋犲狉狀犪狋犪、细极链格孢犃．狋犲狀狌犻狊狊犻犿犪、小麦链格孢

犃．狋狉犻狋犻犮犻狀犪的侵染，经济损失严重
［２０２１］。Ｗｅｂｌｅｙ等

于１９９５－１９９６年调查了澳大利亚小麦、大麦、燕麦

和高粱等作物受链格孢侵染的情况，发现这些作物

均不同程度受到危害［２２］。小麦黑胚病还曾在德国

和阿根廷等国家暴发，导致小麦产量损失惨重，为此

欧洲长期监测链格孢对小麦的危害。

２．２　油料作物

油菜黑斑病是油菜上常见病害之一，目前已知

的致病菌有芸薹链格孢犃．犫狉犪狊狊犻犮犪犲、甘蓝链格孢

犃．犫狉犪狊狊犻犮犻犮狅犾犪和萝卜链格孢犃．狉犪狆犺犪狀犻３种，在我

国各油菜产区均有发生。西藏因其特殊的高原气

候，当地油菜品种具有抗寒、抗旱、耐贫瘠、含油量高

等特点，但随着种植面积的扩大，西藏地区的油菜黑

斑病也不断加重［２３］。

向日葵为世界第五大油料作物。在我国向日葵

是第四大油料作物，其栽培面积仅次于大豆、油菜和

花生，约为１１７万ｈｍ２，主要种植地区为内蒙古、黑龙

江、山西、新疆、吉林等省／自治区［２４］。引起向日葵黑

斑病的病原菌有８种，其中向日葵链格孢犃．犺犲犾犻犪狀狋犺犻

为优势病原菌［２５］。而在印度，向日葵黑斑病同样危害

严重，可导致结籽率降低３０％～８０％，出油率下降

３０％左右
［２６］。泰国首次发现长柄链格孢犃．犾狅狀犵犻狆犲狊

可侵染油棕并致其发生叶斑病［２７］。

２．３　蔬菜瓜果

番茄、马铃薯早疫病，又称为“轮纹病”，是由茄链

格孢犃．狊狅犾犪狀犻所导致的一种危害严重的世界性植物

真菌病害［２８］；茄子、辣椒早疫病的病原菌也是茄链格

孢。我们日常餐桌上的胡萝卜［２９３０］、洋葱［３１］、卷心

菜［３２］、芥菜等蔬菜也均可被链格孢属真菌侵染。

苹果落叶病这一先前危害并不严重的病害，目

前在我国很多果树种植区呈现严重的发病态势。据

调查不少果园平均病株率高达５５．６％～７２．８％，病

株率达１００％的果园也很常见，该病害一旦发生，大量

叶片过早脱落，树势趋衰［３３］。链格孢引起的苹果落叶

病对意大利南部果园危害同样严重［３４］。Ｚｈａｏ等在北

京首次发现了由细极链格孢犃．狋犲狀狌犻狊狊犻犿犪引起的甜

瓜叶部病害，且发病率达到３３．３％～８７．５％
［３５］。我国

新疆的库尔勒香梨［３６］、河北鸭梨［３７］、中华猕猴

桃［３８］、大樱桃［３９］、柑橘［４０］等瓜果上也发现了链格孢

引发的病害。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开心果［４１］、阿根

廷的蓝莓［４２］受链格孢危害严重。

２．４　观赏花卉

银胶菊犘犪狉狋犺犲狀犻狌犿犺狔狊狋犲狉狅狆犺狅狉狌狊是印度主要

鲜切花之一，具有重要的商业价值，近年来银胶菊早

疫病发病率呈增长趋势，Ｋａｕｒ等首次分离并鉴定其

病原菌是大孢链格孢犃．犿犪犮狉狅狊狆狅狉犪
［４３］。而同为菊

科的万寿菊犜犪犵犲狋犲狊犲狉犲犮狋犪是一种集观赏、药用、抗

菌等多种用途的作物，在我国种植面积呈逐年扩大

的趋势，而链格孢引起的万寿菊黑斑病发病严重，种

植田块发病率一般在２０％～３０％，严重时可达９５％

以上，尤其是７月中旬以后显著加重，而且蔓延迅

速，短时间内即可蔓延至全田，造成严重损失［４４４５］。

芦荟犃犾狅犲狏犲狉犪ｖａｒ．犮犺犻狀犲狀狊犻狊（Ｈａｗ．）Ｂｅｒ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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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观赏、医疗、食用等多种功能于一身的热带植物，

也是近年来出现的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药用花卉资

源之一。有研究表明，倒梨形链格孢犃．狅犫狆狔狉犻犳狅狉

犿犻狊侵染导致芦荟黑斑病发生
［４６］。

２．５　中草药材

甘草这一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常用中药材，随着

近些年来种植面积增加，由豆链格孢犃．犪狕狌犽犻犪犲引起

的甘草叶斑病的发生也日趋严重，成为影响甘草生产

的主要障碍。甘草叶斑病严重发生时病叶率高达

８０．０％以上，光合作用受阻，产量明显降低，给种植农

户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豆链格孢犃．犪狕狌犽犻犪犲还

可侵染曼陀罗、藤三七、独活等药材［４７］。２００８年!

２０１０年，南京地区种植的传统中药材千金子早疫病

发生严重，其致病菌也是链格孢犃．犪犾狋犲狉狀犪狋犪
［４８］。

在韩国，人参链格孢犃．狆犪狀犪狓对高丽参的危害一直

是这一重要中药材种植所面临的难题［４９］。

２．６　其他经济作物

Ｚｈａｏ等发现，链格孢犃．犪犾狋犲狉狀犪狋犪易于侵染受

低温伤害的棉花叶片［５０］，引起棉花叶片轮纹斑病，

最终导致棉花早衰。低温和链格孢复合作用引起的

棉花早衰，一度遍及我国各主要棉区，严重危害我国

棉花生产，造成巨大损失［５１］。而在澳大利亚北部地

区，由链格孢引起的棉花叶部病害［５２］也曾广泛流行，

且该病害可贯穿于棉花生长的整个周期，危害十分严

重。Ｂｈｕｉｙａｎ等采用喷洒农药代森锰锌和硝酸钾的方

法来控制病害的发生，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５３］。链格

孢犃．犪犾狋犲狉狀犪狋犪还可侵染烟草，引起烟草赤星病的暴

发，严重威胁烟草生产［５４５５］。

３　链格孢毒素

一些链格孢产生的链格孢毒素还严重危及农产

品的食用安全。人或动物一旦摄入链格孢毒素污染

的食物，可能导致急性或慢性中毒，某些链格孢毒素

还有致畸、致癌、致突变作用［５６］。

３．１　寄主专化性毒素

由植物病原真菌产生的寄主专化性毒素（ｈｏｓｔ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ｘｉｎｓ，ＨＳＴｓ）多为低分子量的次生代谢

物，有多种多样的结构，在植物－病原互作中往往作

为病原菌的效应子，影响病原菌的致病性［５７］。

１９３３年，Ｔａｎａｋａ首次在日本梨黑斑病中发现

了参与植物－病原物互作的ＨＳＴ。梨黑斑病菌专

化性侵染‘Ｎｉｊｉｓｓｅｉｋｉ’梨品种。‘Ｎｉｊｉｓｓｅｉｋｉ’梨是１８８８

年在日本千叶县一个潮湿的院子里发现的自然突变

株，在其被发现２０年后才开始经济栽培。因‘Ｎｉｊｉｓ

ｓｅｉｋｉ’对菊池链格孢犃．犽犻犽狌犮犺犻犪狀犪极其敏感，黑斑

病一直严重威胁着‘Ｎｉｊｉｓｓｅｉｋｉ’梨的生产。Ｔａｎａｋａ

还发现，真菌滤液中含有危害‘Ｎｉｊｉｓｓｅｉｋｉ’梨的毒素，

但该毒素并不危害抗性梨品种。这是第一个通过培

养滤液的方法证实专化性毒素的例子，随后该毒素

被分离并鉴定为ＡＫｔｏｘｉｎ
［５７５９］。

目前仅在真菌中发现寄主专化性毒素（ＨＳＴｓ），

且不超过２０种，它们都是一些小分子的次生代谢产

物，其中由链格孢犃．犪犾狋犲狉狀犪狋犪产生的ＨＳＴｓ多达７

种（表２）。这７种毒素分别由其相应的病原菌致病

型产生，而这些病原菌致病型则是依据其所侵染的

寄主命名的［６０］。

表２　已知的由链格孢产生的寄主专化性毒素（犎犛犜狊）

犜犪犫犾犲２　犎狅狊狋狊犲犾犲犮狋犻狏犲狋狅狓犻狀狊（犎犛犜狊）狆狉狅犱狌犮犲犱犫狔犃犾狋犲狉狀犪狉犻犪犪犾狋犲狉狀犪狋犪

病害　Ｄｉｓｅａｓｅ 致病型　Ｐａｔｈｏｔｙｐｅ 毒素　Ｔｏｘｉｎ

苹果斑点落叶病　犃犾狋犲狉狀犪狉犻犪ｂｌｏｔｃｈｏｆａｐｐｌｅ 苹果致病型　Ａｐｐｌｅｐａｔｈｏｔｙｐｅ ＡＭｔｏｘｉｎⅠ Ⅱ，Ⅲ

草莓黑斑病　Ｂｌａｃｋｓｐｏｔｏｆｓｔｒａｗｂｅｒｒｙ 草莓致病型　Ｓｔｒａｗｂｅｒｒｙｐａｔｈｏｔｙｐｅ ＡＦｔｏｘｉｎⅠ Ⅱ，Ⅲ

日本梨黑斑病　Ｂｌａｃｋｓｐｏｔｏｆ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ｐｅａｒ 日本梨致病型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ｐｅａｒｐａｔｈｏｔｙｐｅ ＡＫｔｏｘｉｎⅠ，Ⅱ

柑橘褐斑病　Ｂｒｏｗｎｓｐｏｔｏｆｔａｎｇｅｒｉｎｅ 橘致病型　Ｔａｎｇｅｒｉｎｅｐａｔｈｏｔｙｐｅ ＡＣＴｔｏｘｉｎⅠ，Ⅱ

粗柠檬叶斑病　Ｌｅａｆｓｐｏｔｏｆｒｏｕｇｈｌｅｍｏｎ 粗柠檬致病型　Ｒｏｕｇｈｌｅｍｏｎｐａｔｈｏｔｙｐｅ ＡＣＲｔｏｘｉｎＩ

番茄早疫病　犃犾狋犲狉狀犪狉犻犪ｓｔｅｍｃａｎｋｅｒｏｆｔｏｍａｔｏ 番茄致病型　Ｔｏｍａｔｏｐａｔｈｏｔｙｐｅ ＡＡＬｔｏｘｉｎＴａ，Ｔｂ

烟草赤星病　Ｂｒｏｗｎｓｐｏｔｏｆｔｏｂａｃｃｏ 烟草致病型　Ｔｏｂａｃｃｏｐａｔｈｏｔｙｐｅ ＡＴｔｏｘｉｎ

　　ＨＳＴｓ作为专化性毒素，只危害特定种类植物，

而对于其他种类的植物，ＨＳＴｓ则作为效应子激发

植物防御反应的产生。ＨＳＴｓ毒素在病原菌分生孢

子萌发过程中产生，并在侵染过程中发挥作用。目

前在植物细胞中明确了 ＨＳＴｓ毒素的４个作用靶

点：质膜、线粒体、叶绿体和内质网上的鞘磷脂合成

酶（ｃｅｒａｍｉｄｅｓｙｎｔｈａｓｅ）。其中ＡＭｔｏｘｉｎ作用于叶

绿体、质膜；ＡＫｔｏｘｉｎ、ＡＦｔｏｘｉｎ、ＡＣＴｔｏｘｉｎ作用于

质膜；ＡＣＲｔｏｘｉｎ、ＡＴｔｏｘｉｎ作用于线粒体；ＡＡＬ

ｔｏｘｉｎ作用于内质网的鞘磷脂合成酶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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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非寄主专化性毒素

链格孢产生的各类非寄主专化性毒素（ｎｏｎ

ｈｏｓｔ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ｘｉｎｓ，ＮＨＳＴｓ）可导致各种农产品

腐烂变质，并危及农产品的食用安全［６１］。链格孢产

生的ＮＨＳＴｓ主要有７种，分别是：链格孢酚（ａｌｔｅｒｎａｒ

ｉｏｌ，ＡＯＨ）、交链孢酚单甲醚（ａｌｔｅｒｎａｒｉｏｌｍｏｎｏｍｅｔｈｙｌ

ｅｔｈｅｒ，ＡＭＥ）、链格孢霉素（ａｌｔｅｎｕｅｎｅ，ＡＬＴ）、细格菌

毒素Ⅰ，Ⅱ，Ⅲ（ａｌｔｅｒｔｏｘｉｎｓⅠ，Ⅱ，Ⅲ，ＡＴＸⅠ，Ⅱ，Ⅲ）、细交链

孢菌酮酸（ｔｅｎｕａｚｏｎｉｃａｃｉｄ，ＴｅＡ）
［４］

４　链格孢毒素引发的农产品安全问题

链格孢毒素存在谷类作物中，危及主粮的食用安

全。Ｍüｌｌｅｒ等
［５］于２００１年!２０１０年，调查了１０６４

个从德国勃兰登堡地区收获的冬小麦样本，结果发现

有３０．３％的样本检测出细交链孢菌酮酸（ＴｅＡ），

８．１％的样本检测出链格孢酚（ＡＯＨ），３．１％的样本检

测出交链孢酚单甲醚（ＡＭＥ），２．６％的样本检测出链

格孢霉素（ＡＬＴ）。ＴｅＡ是该地区最为常见的毒素，每

年都能在小麦样本中检测到，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十年间，

该毒素从小麦样本的检出率从１％～４％突增至１００％，

呈现暴发式发展趋势［５］。

而Ｈａｊｎａｌ等于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３年对塞尔维亚

地区小麦含链格孢毒素情况进行了检测，发现

６８．５％的样本含细交链孢菌酮酸（ＴｅＡ），１２％的样

本检出链格孢酚（ＡＯＨ），６．５％的样本检出交链孢

酚单甲醚（ＡＭＥ）
［６２］。

阿根廷是欧洲新鲜水果和加工食品的第二大出

口国，从阿根廷出口的谷类、水果和蔬菜中均检出链

格孢毒素和其他一些次生代谢产物。Ａｎｄｅｒｓｅｎ等

对阿根廷地区番茄、小麦、蓝莓和核桃中链格孢的产

毒能力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在其所检测的菌系中

至少有７５％有潜在的产毒能力
［６３］。

Ｓｃｏｔｔ报道了链格孢毒素在各类农产品中的检

出情况。其中ＡＯＨ、ＡＭＥ和ＴｅＡ三种毒素通常可

以在苹果、苹果制品、苹果汁、柑橘、橄榄、辣椒、红辣

椒、番茄、番茄制品、向日葵籽、高粱、小麦、阿根廷蓝

莓和食用油（橄榄油、菜籽油、芝麻油、葵花籽油）中

检测到。ＡＯＨ和ＡＭＥ在西梅汁、树莓、红醋栗、大

麦、燕麦、日本梨、柑橘类和胡萝卜中检测到。ＡＭＥ

和ＴｅＡ在柠檬中被检测到。ＡＯＨ在黑莓、草莓、蔓

越莓汁、葡萄汁、覆盆子汁等果汁和红酒中一般也可

以检测到。ＡＴＸⅠ和ＡＴＸⅡ在链格孢侵染的苹

果、高粱和小麦中也被检测到［６４６５］。

５　链格孢病害的防控策略

链格孢引起农作物病害的暴发流行与品种、气

候、逆境、土壤、耕作模式等许多因素有关。近年来

报道的危害作物的链格孢种类逐年增多，危害越发

严重，加上链格孢产生的毒素还严重危及各类农产

品的食用安全，为此防控链格孢病害的发生和危害

已成为保障农业安全生产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对

于不同种类不同经济价值的作物，可以采取不同的

防控策略。

在北欧马铃薯早疫病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

ＲｕｎｎｏＰａｕｒｓｏｎ等对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１年当地种植的

马铃薯进行了调查，发现感病品种发病极为严重，

２０１０年马铃薯幼苗的发病率达到了７０％，而２０１１

年马铃薯幼苗早疫病的发病更为严重，发病率从

２％暴增至９１％，五周之内马铃薯幼苗全部死亡。

相比较而言，抗病品种基本不发病或发病轻。由此

可见，培育种植抗病的马铃薯品种是早疫病防治的

首要任务［６６］。在韩国，分别利用防和治两种方法控

制高丽参发生链格孢病害。Ｋｉｍ等先利用避雨遮阳

的工具、除去死掉的植株等方法预防病害发生，再喷

洒一些杀菌剂控制病情的发展［４９］。冬枣在贮藏过

程中经常会因链格孢侵染而腐烂，造成相当大的损

失，Ｙａｎ等研究表明，将采摘后的冬枣蘸取一定量的

氨基丁酸（βａｍｉｎｏｂｕｔｙｒｉｃａｃｉｄ，ＢＡＢＡ），可以有效

地控制冬枣腐烂病害的发生，并且能提高贮藏冬枣

的品质［６７］。ｄｅＬｉｍａ等发现大蒜提取物和橘子精油

对胡萝卜链格孢犃．犱犪狌犮犻和链格孢犃．犪犾狋犲狉狀犪狋犪有

一定控制作用［６８］。

链格孢种类繁多，分布范围广泛，引起的病害种

类多，危害广，已成为世界范围的病害，并直接影响

农产品国际贸易。就我国而言，由链格孢引起的病

害暴发在近些年显得尤为突出。由于对该病害的认

识不足，研究投入缺乏，使得广大农户在病害发生后

不仅不能明晰病因，也缺乏有效的防控措施，导致病

情逐年递增，损失惨重，已成为我国农业生产中病害

防控的突出问题之一。更何况链格孢毒素直接危及

农产品食用安全，如何有效解决这一问题理应引起

足够的重视。

参考文献

［１］　ＷｏｕｄｅｎｂｅｒｇＪＨ，ＧｒｏｅｎｅｗａｌｄＪＺ，ＢｉｎｄｅｒＭ，ｅｔａｌ．犃犾狋犲狉狀犪狉犻犪

·３１·



２０１７

ｒｅｄｅｆｉｎｅｄ［Ｊ］．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Ｍｙ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３，７５（１）：１７１ ２１２．

［２］　孙霞．链格孢属真菌现代分类方法研究［Ｄ］．泰安：山东农业

大学，２００６．

［３］　ＴｈｏｍｍａＢＰＨＪ．犃犾狋犲狉狀犪狉犻犪ｓｐｐ．：ｆｒｏｍｇｅｎｅｒａｌｓａｐｒｏｐｈｙｔｅｔｏ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ｐａｒａｓｉｔｅ［Ｊ］．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Ｐｌａｎｔ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３，４（４）：

２２５ ２３６．

［４］　ＯｓｔｒｙＶ．犃犾狋犲狉狀犪狉犻犪ｍｙｃｏｔｏｘｉｎｓ：ａｎ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ｏｆ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ｈａｒ

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ｄｕｃｅｒｓ，ｔｏｘｉｃ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ｉｎ

ｆｏｏｄｓｔｕｆｆｓ［Ｊ］．ＷｏｒｌｄＭｙｃｏｔｏｘｉ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０８，１（２）：１７５ １８８．

［５］　ＭüｌｌｅｒＭＥＨ，ＫｏｒｎＵ．犃犾狋犲狉狀犪狉犻犪ｍｙｃｏｔｏｘｉｎｓｉｎｗｈｅａｔ—Ａ

１０ｙｅａｒｓ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ｏｆＧｅｒｍａｎｙ［Ｊ］．ＦｏｏｄＣｏｎ

ｔｒｏｌ，２０１３，３４（１）：１９１ １９７．

［６］　ＭｉｔａｋａｋｉｓＴＺ，ＢａｒｎｅｓＣ，ＴｏｖｅｙＥＲ．Ｓｐｏｒｅ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ｉｎ

ｃｒｅａｓｅｓａｌｌｅｒｇｅｎｒｅｌｅａｓｅｆｒｏｍ犃犾狋犲狉狀犪狉犻犪［Ｊ］．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Ａｌｌｅｒｇｙａｎ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Ｉｍｍｕ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１，１０７（２）：３８８ ３９０．

［７］　ＢｕｓｈＲＫ，ＰｒｏｃｈｎａｕＪＪ．犃犾狋犲狉狀犪狉犻犪ｉｎｄｕｃｅｄａｓｔｈｍａ［Ｊ］．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ｌｌｅｒｇｙａｎ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Ｉｍｍｕ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４，１１３（２）：

２２７ ２３４．

［８］　ＮｅｅｓｖｏｎＥｓｅｎｂｅｃｋＣＧＤ．ＤａｓｓｙｓｔｅｍｄｅｒＰｉｌｚｅｕｎｄＳｃｈｗｍｍｅ：

ｅｉｎｖｅｒｓｕｃｈ［Ｍ］．Ｗｕｒｚｂｕｒｇ，Ｇｅｒｍａｎｙ，１８１７．

［９］　ＦｒｉｅｓＥＭ．Ｓｙｓｔｅｍａｍｙｃｏｌｏｇｉｃｕｍ［…］ＶｏｌｕｍｅｎⅢ［Ｍ］．Ｇｅｒ

ｍａｎｙ：Ｇｒｙｐｈｉｓｗａｌｄａｅ ［ｓｉｃ］：ＳｕｍｔｉｂｕｓＥｒｎｅｓｔｉ Ｍａｕｒｉｔｔｉｉ，

１８２９：４１９ ４２５．

［１０］ＫｅｉｓｓｌｅｒＫ．Ｚｕｒｋｅｎｎｔｎｉｓｄｅｒｐｉｌｚｆｌｏｒａｋｒａｉｎｓ［Ｊ］．Ｂｅｉｈｅｆｔｅｚｕｍ

ＢｏｔａｎｉｓｃｈｅｎＺｅｎｔｒａｌｂｌａｔｔ，１９１２，２９：３９５ ４４０．

［１１］ＥｌｌｉｏｔｔＪＡ．Ｔａｘｏｎｏｍ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ｏｆ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犃犾狋犲狉狀犪狉犻犪ａｎｄ

犕犪犮狉狅狊狆狅狉犻狌犿［Ｊ］．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ｏｔａｎｙ，１９１７，４（８）：

４３９ ４７６．

［１２］ＷｉｌｔｓｈｉｒｅＳＰ．Ｔｈ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ｐｅｃｉｅｓｏｆ犃犾狋犲狉狀犪狉犻犪ａｎｄ犕犪犮

狉狅狊狆狅狉犻狌犿 ［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Ｂｒｉｔｉｓｈ Ｍｙ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

１９３３，１８：１３５ １６０．

［１３］ＳｉｍｍｏｎｓＥＧ．犃犾狋犲狉狀犪狉犻犪：ａｎ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ｍａｎｕａｌ［Ｍ］．ＴｈｅＮｅｔｈ

ｅｒｌａｎｄｓＵｔｒｅｃｈｔ：ＣＢＳＦｕｎｇａｌ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ｅｎｔｒｅ，Ｕｔｒｅｃｈｔ，２００７．

［１４］张天宇．中国真菌志，第１６卷：链格孢属［Ｍ］．北京：科学出

版社，２００３．

［１５］ＲｏｂｅｒｔｓＲＧ，ＲｅｙｍｏｎｄＳＴ，ＡｎｄｅｒｓｅｎＢ．ＲＡＰＤ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ｐａｔ

ｔｅｒ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ｅ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ｍａｌｌｓｐｏｒｅｄ犃犾

狋犲狉狀犪狉犻犪ｓｐｅｃｉｅｓａｎｄｓｐｅｃｉｅｓｇｒｏｕｐｓ［Ｊ］．Ｍｙ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００，１０４（２）：１５１ １６０．

［１６］ＴｙｍｏｎＬＳ，ＰｅｅｖｅｒＴＬ，ＪｏｈｎｓｏｎＤＡ．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ｎｕ

ｍ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ｍａｌｌｓｐｏｒｅｄ犃犾狋犲狉狀犪狉犻犪ｓｐｅｃｉｅ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ｐｏ

ｔａｔｏｉｎｔｈｅＵ．Ｓ．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Ｊ］．Ｐｌａｎ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２０１６，１００

（２）：４６５ ４７２．

［１７］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ＤＰ，ＧａｎｎｉｂａｌＰＢ，ＰｅｅｖｅｒＴＬ，ｅｔａｌ．Ｔｈ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犃犾狋犲狉狀犪狉犻犪：ｆｏｒｍａｌｉｚｉｎｇｓｐｅｃｉｅｓｇｒｏｕｐ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Ｊ］．Ｍｙｃｏｌｏ

ｇｉａ，２０１３，１０５（３）：５３０ ５４６．

［１８］ＨｏｕＹｕｊｉｅ，ＭａＸｉａｏ，ＷａｎＷｅｎｔｉｎｇ，ｅｔ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ｇｅ

ｎｏｍｉｃｓｏｆ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ｓｃａｕｓｉｎｇｂｒｏｗｎｓｐｏ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ｏｆｔｏｂａｃｃｏ：

犃犾狋犲狉狀犪狉犻犪犾狅狀犵犻狆犲狊ａｎｄ犃犾狋犲狉狀犪狉犻犪犪犾狋犲狉狀犪狋犪［Ｊ］．ＰＬｏＳＯＮＥ，

２０１６，１１（５）：ｅ０１５５２５８．

［１９］ＡｎｄｅｒｓｅｎＢ，ＫｒｇｅｒＥ，ＲｏｂｅｒｔｓＲＧ．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ａｎｄｍｏｒｐｈ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ｅ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ｏｆ犃犾狋犲狉狀犪狉犻犪犪狉犫狅狉犲狊犮犲狀狊，犃．犻狀犳犲犮狋狅狉犻犪ａｎｄ

犃．狋犲狀狌犻狊狊犻犿犪 ｓｐｅｃｉｅｓｇｒｏｕｐｓ ［Ｊ］．Ｍｙ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０２，１０６（２）：１７０ １８２．

［２０］康业斌，张有聚，李会娟，等．我国小麦黑胚病研究现状［Ｊ］．

麦类作物学报，１９９９（２）：５８ ６０．

［２１］代君丽，于巧丽，袁虹霞，等．河南省小麦黑胚病菌的分离鉴

定及致病性测定［Ｊ］．植物病理学报，２０１１，４１（３）：２２５ ２３１．

［２２］ＷｅｂｌｅｙＤＪ，ＪａｃｋｓｏｎＫＬ，ＭｕｌｌｉｎｓＪＤ，ｅｔａｌ．犃犾狋犲狉狀犪狉犻犪ｔｏｘ

ｉｎｓｉｎｗｅａｔｈｅｒｄａｍａｇｅｄｗｈｅａｔａｎｄｓｏｒｇｈｕｍｉｎｔｈｅ１９９５ １９９６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ｈａｒｖｅｓｔ［Ｊ］．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１９９７，４８（８）：１２４９ １２５５．

［２３］岳海梅，庄华，巩文峰，等．一株西藏白菜型黄籽油菜黑斑病

菌的鉴定及生物学特性［Ｊ］．中国油料作物学报，２０１５，３７

（３）：３７７ ３８２．

［２４］中国农业年鉴编辑委员会．中国农业年鉴［Ｍ］．北京：中国农

业出版社，２００６：４６２ ４６４．

［２５］兰巍巍，陈倩，王文君，等．向日葵黑斑病研究进展及其综合

防治［Ｊ］．植物保护，２００９，３５（５）：２４ ２９．

［２６］ＵｄａｙａｓｈａｎｋａｒＡＣ，ＮａｙａｋａＳＣ，ＡｒｃｈａｎａＢ，ｅｔａｌ．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ＰＣＲｂａｓｅｄ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犃犾狋犲狉狀犪狉犻犪犺犲犾犻犪狀狋犺犻：ｔｈｅｃａｕｓｅｏｆ

ｂｌｉｇｈｔａｎｄｌｅａｆｓｐｏｔｉｎｓｕｎｆｌｏｗｅｒ［Ｊ］．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ｏｆ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

ｇｙ，２０１２，１９４（１１）：９２３ ９３２．

［２７］ＳｕｗａｎｎａｒａｃｈＮ，ＫｕｍｌａＪ，ＬｕｍｙｏｎｇＳ．Ｆｉｒｓｔｒｅｐｏｒｔｏｆ犃犾狋犲狉

狀犪狉犻犪ｌｅａｆｂｌｉｇｈ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ｏｎｏｉｌｐａｌｍｃａｕｓｅｄｂｙ犃犾狋犲狉狀犪狉犻犪犾狅狀犵犻

狆犲狊ｉｎＴｈａｉｌａｎｄ［Ｊ］．Ｐｈｙｔｏ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ｃａ，２０１４，４３（１）：５７ ５９．

［２８］ＰａｔｅｌＳＪ，ＳｕｂｒａｍａｎｉａｎＲＢ，ＪｈａＹＳ．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ａｎｄｍｏｌｅｃｕ

ｌａｒ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ｅａｒｌｙｂｌｉｇｈ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ｔｏｍａｔｏ［Ｊ］．Ｐｈｙｔｏｐａｒａｓｉｔｉ

ｃａ，２０１１，３９（３）：２６９ ２８３．

［２９］ＳｏｙｌｕＳ，ＫｕｒｔＳ，ＳｏｙｌｕＥＭ，ｅｔａｌ．Ｆｉｒｓｔｒｅｐｏｒｔｏｆ犃犾狋犲狉狀犪狉犻犪

ｌｅａｆｂｌｉｇｈｔｃａｕｓｅｄｂｙ犃犾狋犲狉狀犪狉犻犪犱犪狌犮犻ｏｎｃａｒｒｏｔｉｎｔｕｒｋｅｙ［Ｊ］．

Ｐｌａｎｔ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５，５４：２５２．

［３０］ＦａｒｒａｒＪＪ，ＰｒｙｏｒＢＡ，ＤａｖｉｓＲＭ．犃犾狋犲狉狀犪狉犻犪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ｏｆｃａｒ

ｒｏｔ［Ｊ］．Ｐｌａｎ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２００４，８８（８）：７７６ ７８４．

［３１］ＢｉｈｏｎＷ，ＣｌｏｅｔｅＭ，ＧｅｒｒａｎｏＡＳ，ｅｔａｌ．Ｄｒａｆｔｇｅｎｏｍｅｓｅ

ｑｕｅｎｃｅｏｆ犃犾狋犲狉狀犪狉犻犪犪犾狋犲狉狀犪狋犪ｉｓｏｌ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ｏｎｉｏｎｌｅａｖｅｓｉｎ

ＳｏｕｔｈＡｆｒｉｃａ［Ｊ］．Ｇｅｎｏｍｅ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ｍｅｎｔｓ，２０１６，４（５）：

ｅ０１０２２ １６．

［３２］ＣｈｅｎＬＹ，ＰｒｉｃｅＴＶ，ＳｉｌｖａｐｕｌｌｅＭＪ．Ｄａｒｋｌｅａｆｓｐｏｔ（犃犾狋犲狉狀犪

狉犻犪犫狉犪狊狊犻犮犻犮狅犾犪）ｏ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ａｂｂａｇ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Ｊ］．Ａｕｓ

ｔｒａｌｉ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５，５６（７）：６９９ ７１４．

［３３］王岩，孙丽梅．苹果斑点落叶病的发生与防治［Ｊ］．北方果树，

２０１５（２）：４３．

［３４］ＲｏｔｏｎｄｏＦ，ＣｏｌｌｉｎａＭ，ＢｒｕｎｅｌｌｉＡ，ｅｔ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犃犾

狋犲狉狀犪狉犻犪ｓｐｐ．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ｉｎＩｔａｌｙｆｒｏｍａｐｐｌｅｗｉｔｈ犃．犿犪犾犻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ＡＭｔｏｘｉｎ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ｓｔｒａｉｎｓ［Ｊ］．Ｐｈｙｔ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２，

１０２（１２）：１１３０ １１４２．

［３５］ＺｈａｏＪｕａｎ，ＢａｏＳｈｕｗｅｎ，ＭａＧｕｏｐｉｎｇ，ｅｔ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犃犾狋犲狉狀犪狉犻犪ｓｐｅｃｉｅ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ｍｕｓｋｍｅｌｏｎｆｏｌｉａｒ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ｉｎＢｅｉｊｉｎｇ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ａ［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ｌａｎｔ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５，８２（１）：２９ ３２．

［３６］宋博，朱晓锋，徐兵强，等．库尔勒香梨果萼黑斑病病原鉴定

及其犐犜犛、犌犘犇和犈犉１α序列分析［Ｊ］．园艺学报，２０１６，４３

（２）：３２９ ３３６．

·４１·



４３卷第４期 王婧等：链格孢引起的病害严重危害农作物生产并危及农产品安全

［３７］严进，施宗伟，宋福，等．河北和山东鸭梨果实上链格孢菌鉴

定［Ｊ］．植物保护学报，２００９，３６（１）：３７ ４３．

［３８］赵金梅，高贵田，谷留杰，等．中华猕猴桃褐斑病病原鉴定及抑

菌药剂筛选［Ｊ］．中国农业科学，２０１３，４６（２３）：４９１６ ４９２５．

［３９］赵远征，刘志恒，李俞涛，等．大樱桃黑斑病病原鉴定及其致

病性研究［Ｊ］．园艺学报，２０１３，４０（８）：１５６０ １５６６．

［４０］ＡｋｉｍｉｔｓｕＫ，ＰｅｅｖｅｒＴＬ，ＴｉｍｍｅｒＬＷ．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ｔｏ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犃犾狋犲狉狀犪狉犻犪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ｏｆｃｉｔｒｕｓ［Ｊ］．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Ｐｌａｎｔ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３，４（６）：４３５ ４４６．

［４１］ＭａＺｈｏｎｇｈｕａ，ＦｅｌｔｓＤ，ＭｉｃｈａｉｌｉｄｅｓＴＪ．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ｔｏａｚｏｘｙｓ

ｔｒｏｂｉｎｉｎ犃犾狋犲狉狀犪狉犻犪ｉｓｏｌａｔｅｓｆｒｏｍｐｉｓｔａｃｈｉｏｉｎ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Ｊ］．

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ａｎｄ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３，７７（２）：６６ ７４．

［４２］ＧｒｅｃｏＭ，ＰａｔｒｉａｒｃａＡ，ＴｅｒｍｉｎｉｅｌｌｏＬ，ｅｔａｌ．Ｔｏｘｉｇｅｎｉｃ犃犾狋犲狉

狀犪狉犻犪ｓｐｅｃｉｅｓｆｒｏｍ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ｅａｎｂｌｕｅｂｅｒｒｉｅ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ｏｏｄ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２，１５４（３）：１８７ １９１．

［４３］ＫａｕｒＭ，ＡｇｇａｒｗａｌＮＫ．Ｆｉｒｓｔｒｅｐｏｒｔｏｆ犃犾狋犲狉狀犪狉犻犪ｓｐ．ｃａｕ

ｓｉｎｇｌｅａｆｂｌｉｇｈ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ｏｎｐａｒｔｈｅｎｉｕｍｗｅｅｄｉｎＩｎｄｉａ［Ｊ］．Ｎｅｗ

ＤｉｓｅａｓｅＲｅｐｏｒｔｓ，２０１５，３１：２５．

［４４］冯倩倩，陈东亮，程曦，等．万寿菊黑斑病的研究进展［Ｊ］．北

方园艺，２０１５（２０）：１８１ １８５．

［４５］ＬｉＹ，ＳｈｅｎＪ，ＰａｎＢＨ，ｅｔａｌ．Ｆｉｒｓｔ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ｌｅａｆｓｐｏｔ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犃犾狋犲狉狀犪狉犻犪犪犾狋犲狉狀犪狋犪ｏｎｍａｒｉｇｏｌｄ（犜犪犵犲狋犲狊犲狉犲犮狋犪）ｉｎＢｅｉ

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Ｊ］．Ｐｌａｎ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２０１４，９８（８）：１１５３ １１５４．

［４６］鲁红学，赵明敏，李建强．芦荟黑斑病病原鉴定及培养特性的

研究［Ｊ］．华北农学报，２００７，２２（１）：１５６ １６０．

［４７］阎合，徐秉良，梁巧兰，等．甘草叶斑病的发生与病原菌鉴定

［Ｊ］．植物保护，２００９，３５（３）：１１１ １１４．

［４８］ＹｕＸ，ＺｈａｎｇＷＭ，ＺｈａｏＢＴ，ｅｔａｌ．Ｆｉｒｓｔｒｅｐｏｒｔｏｆ犃犾狋犲狉狀犪狉

犻犪犪犾狋犲狉狀犪狋犪ｃａｕｓｉｎｇａｂｌｉｇｈ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ｏｆ犈狌狆犺狅狉犫犻犪犾犪狋犺狔狉犻狊ｉｎ

Ｃｈｉｎａ［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ｌａｎｔ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１，９３（４）：８５．

［４９］ＫｉｍＹＣ，ＬｅｅＪＨ，ＢａｅＹＳ，ｅｔ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ｌｙｆｒｉｅｎｄｌｙ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ｔｏ ｃｏｎｔｒｏｌ 犃犾狋犲狉狀犪狉犻犪

ｂｌｉｇｈｔａｎｄａｎｔｈｒａｃｎｏｓｅ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ｏｆＫｏｒｅａｎｇｉｎｓｅｎｇ［Ｊ］．Ｅｕｒｏ

ｐｅ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ｌａｎｔ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０，１２７（４）：４４３ ４５０．

［５０］ＺｈａｏＪｉｎｇｑｉｎｇ，ＬｉＳｈａ，ＪｉａｎｇＴｅｎｇｆｅｉ，ｅｔａｌ．Ｃｈｉｌｌｉｎｇｓｔｒｅｓｓ—

Ｔｈｅｋｅｙｐｒｅｄｉｓｐｏｓ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ｆｏｒｃａｕｓｉｎｇ犃犾狋犲狉狀犪狉犻犪犪犾狋犲狉狀犪狋犪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ｌｅａｄｉｎｇｔｏｃｏｔｔｏｎ（犌狅狊狊狔狆犻狌犿犺犻狉狊狌狋狌犿Ｌ．）ｌｅａｆ

ｓｅ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Ｊ］．ＰＬｏＳＯＮＥ，２０１２，７（４）：ｅ３６１２６．

［５１］齐放军，简桂良，李家胜．棉花早衰、红叶茎枯病与棉花轮纹

斑病间关系辨析［Ｊ］．棉花学报，２０１３，２５（１）：８１ ８５．

［５２］ＢｈｕｉｙａｎＳＡ，ＢｏｙｄＭＣ，ＭａｒｔｉｎＣ，ｅｔ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犃犾

狋犲狉狀犪狉犻犪ｌｅａｆｂｌｉｇｈｔｏｎｎｏｒｔｈ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ｃｏｔｔｏｎ（犌狅狊狊狔狆犻狌犿犺犻狉

狊狌狋狌犿），ｓｐｅｃｉｅｓ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ａｎｄｉｔ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ｕｓｉｎｇｍａｎｃｏｚｅｂ

［Ｊ］．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Ｐｌａｎｔ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７，３６（５）：４８８ ４９７．

［５３］ＢｈｕｉｙａｎＳＡ，ＢｏｙｄＭＣ，ＤｏｕｇａｌｌＡＪ，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ｆｏｌｉａ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ｎｉｔｒａｔｅｏｎ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Ａｌｔｅｒｎａｒｉａ

ｌｅａｆｂｌｉｇｈｔｏｆｃｏｔｔｏｎ（犌狅狊狊狔狆犻狌犿犺犻狉狊狌狋狌犿）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ｒｎ犃狌狊

狋狉犪犾犻犪［Ｊ］．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Ｐｌａｎｔ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７，３６（５）：４６２ ４６５．

［５４］ＳｕｎＨｕａｎｈｕａｎ，ＷａｎｇＬｅｉ，ＺｈａｎｇＢａｏｑｉｎ，ｅｔａｌ．Ｓｃｏｐｏｌｅｔｉｎｉｓ

ａｐｈｙｔｏａｌｅｘｉｎａｇａｉｎｓｔ犃犾狋犲狉狀犪狉犻犪犪犾狋犲狉狀犪狋犪ｉｎｗｉｌｄｔｏｂａｃｃｏｄｅ

ｐｅｎｄｅｎｔｏｎｊａｓｍｏｎａｔｅｓｉｇｎａｌｌｉｎｇ［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Ｂｏｔａｎｙ，２０１４，６５（１５）：４３０５ ４３１５．

［５５］ＳｕｎＨ，ＨｕＸ，ＭａＪ，ｅｔａｌ．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ｏｆＡＢＡｓｉｇｎａｌｌｉｎｇ

ｍｅｄｉａｔｅｄｓｔｏｍａｔａｌｃｌｏｓｕｒｅｆｏｒ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ｏｆｗｉｌｄｔｏｂａｃｃｏｔｏ犃犾狋犲狉

狀犪狉犻犪犪犾狋犲狉狀犪狋犪［Ｊ］．Ｐｌａｎｔ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４，６３（５）：１０７０ １０７７．

［５６］ＢｅｎｓａｓｓｉＦ，ＧａｌｌｅｒｎｅＣ，ＥｌＤｅｉｎＯＳ，ｅｔａｌ．Ｃｅｌｌｄｅａｔｈｉｎｄｕｃｅｄ

ｂｙｔｈｅ犃犾狋犲狉狀犪狉犻犪ｍｙｃｏｔｏｘｉｎＡｌｔｅｒｎａｒｉｏｌ［Ｊ］．Ｔｏｘｉｃｏｌｏｇｙｉｎ

Ｖｉｔｒｏ，２０１２，２６（６）：９１５ ９２３．

［５７］ＡｋｉｍｉｔｓｕＫ，ＴｓｕｇｅＴ，ＫｏｄａｍａＭ，ｅｔａｌ．犃犾狋犲狉狀犪狉犻犪ｈｏｓｔｓｅ

ｌ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ｘｉｎｓ：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ｐｌａｎ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ｌａｎｔ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４，８０（２）：１０９ １２２．

［５８］ＴｓｕｇｅＴ，ＨａｒｉｍｏｔｏＹ，ＡｋｉｍｉｔｓｕＫ，ｅｔａｌ．Ｈｏｓｔ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ｘ

ｉｎｓｐｒｏｄｕｃｅｄｂｙｔｈｅｐｌａｎｔ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ｉｃｆｕｎｇｕｓ犃犾狋犲狉狀犪狉犻犪犪犾狋犲狉

狀犪狋犪［Ｊ］．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Ｍｉ

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Ｒｅｖｉｅｗｓ，２０１３，３７（１）：４４ ６６．

［５９］ＴａｎａｋａＡ，ＳｈｉｏｔａｎｉＨ，ＹａｍａｍｏｔｏＭ，ｅｔａｌ．Ｉｎｓｅｒｔｉｏｎａｌｍｕｔａ

ｇｅｎｅｓｉｓａｎｄｃｌｏｎ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ｇｅｎｅｓｒｅｑｕｉｒｅｄｆｏｒｂｉｏ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ｏｆｔｈｅ

ｈｏｓｔ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Ｋｔｏｘｉｎｉｎｔｈｅ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ｐｅａｒｐａｔｈｏｔｙｐｅｏｆ犃犾狋犲狉

狀犪狉犻犪犪犾狋犲狉狀犪狋犪［Ｊ］．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ＰｌａｎｔＭｉｃｒｏｂｅ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１９９９，１２（８）：６９１ ７０２．

［６０］ＷａｌｔｏｎＪＤ．Ｈｏｓｔ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ｘｉｎｓ：Ａｇｅｎｔｓｏｆ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Ｊ］．ＰｌａｎｔＣｅｌｌ，１９９６，８（１０）：１７２３ １７３３．

［６１］ＬｏｐｅｚＰ，ＶｅｎｅｍａＤ，ＭｏｌＨ，ｅｔａｌ．犃犾狋犲狉狀犪狉犻犪ｔｏｘｉｎｓａｎｄｃｏｎ

ｊｕｇａｔｅｓｉｎ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ｆｏｏｄｓｉｎｔｈｅ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Ｊ］．ＦｏｏｄＣｏｎｔｒｏｌ，

２０１６，６９：１５３ １５９．

［６２］ＨａｊｎａｌＥＪ，Ｏｒｉ Ｄ，ＴｏｒｂｉｃａＡ，ｅｔａｌ．犃犾狋犲狉狀犪狉犻犪ｔｏｘｉｎｓｉｎ

ｗｈｅａｔｆｒｏｍｔｈｅ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ｏｆＶｏｊｖｏｄｉｎａ，Ｓｅｒｂｉａ：ａ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ｓｕｒｖｅｙ［Ｊ］．ＦｏｏｄＡｄｄｉｔｉｖｅｓ＆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ｎｔｓ：Ｐａｒｔ

Ａ，２０１５，３２（３）：３６１ ３７０．

［６３］ＡｎｄｅｒｓｅｎＢ，ＮｉｅｌｓｅｎＫＦ，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ｚＰｉｎｔｏＶ，ｅｔａｌ．Ｃｈａｒａｃ

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犃犾狋犲狉狀犪狉犻犪ｓｔｒａｉｎｓｆｒｏｍ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ｅａｎｂｌｕｅｂｅｒｒｙ，

ｔｏｍａｔｏ，ｗａｌｎｕｔａｎｄｗｈｅａｔ［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ｏｏｄ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５，１９６：１ １０．

［６４］ＳｃｏｔｔＰＭ．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ｆｏｏｄｓｆｏｒ

犃犾狋犲狉狀犪狉犻犪ｍｙｃｏｔｏｘｉｎ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ＯＡＣ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２００１，８４（６）：１８０９ １８１７．

［６５］ＳｃｏｔｔＰＭ，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ＧＡ，ＬａｕＢＰ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ｗｉｎｅｓ，

ｇｒａｐｅｊｕｉｃｅｓａｎｄｃｒａｎｂｅｒｒｙｊｕｉｃｅｓｆｏｒ犃犾狋犲狉狀犪狉犻犪ｔｏｘｉｎｓ［Ｊ］．

Ｍｙｃｏｔｏｘｉ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６，２２（２）：１４２ １４７．

［６６］ＲｕｎｎｏＰａｕｒｓｏｎＥ，ＬｏｉｔＫ，ＨａｎｓｅｎＭ，ｅｔａｌ．Ｅａｒｌｙｂｌｉｇｈｔｄｅ

ｓｔｒｏｙｓｐｏｔａｔｏｆｏｌｉａｇｅ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Ｂａｌｔｉｃｒｅｇｉｏｎ［Ｊ］．Ａｃｔ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ｅＳｃａｎｄｉｎａｖｉｃａ，ＳｅｃｔｉｏｎＢ：ＳｏｉｌａｎｄＰｌａｎｔ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５，６５（５）：４２２ ４３２．

［６７］ＹａｎＪｉａｑｉ，ＹｕａｎＳｈｕｚｈｉ，ＷａｎｇＣｈｕｎｙｕｅ，ｅｔａｌ．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ｒｅ

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ｏｆｊｕｊｕｂｅ（犣犻狕狔狆犺狌狊犼狌犼狌犫犪Ｍｉｌｌ．ｃｖ．Ｄｏｎｇｚａｏ）ｆｒｕｉｔ

ａｇａｉｎｓｔｐｏｓｔｈａｒｖｅｓｔ犃犾狋犲狉狀犪狉犻犪ｒｏｔｂｙβａｍｉｎｏｂｕｔｙｒｉｃａｃｉｄｄｉｐ

ｐｉｎｇ［Ｊ］．ＳｃｉｅｎｔｉａＨｏｒ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ｅ，２０１５，１８６：１０８ １１４．

［６８］ｄｅＬｉｍａＣＢ，ＲｅｎｔｓｃｈｌｅｒＬＬＡ，ＢｕｅｎｏＪＴ，ｅｔａｌ．Ｐｌａｎｔｅｘ

ｔｒａｃｔｓａｎｄ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ｏｉｌｓｏ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犃犾狋犲狉狀犪狉犻犪犪犾狋犲狉狀犪狋犪，

犃犾狋犲狉狀犪狉犻犪犱犪狌犮犻ａｎｄｏｎｔｈｅ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ｏｆｃａｒ

ｒｏｔｓｅｅｄｓ（犇犪狌犮狌狊犮犪狉狅狋犪Ｌ．）［Ｊ］．ＣｉêｎｃｉａＲｕｒａｌ，２０１６，４６

（５）：７６４ ７７０．

（责任编辑：杨明丽）

·５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