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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嫁接苗对黑胫病的抗性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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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嫁接技术是植物病害绿色防控的有效措施之一，为探寻抗烟草黑胫病的高抗嫁接组合，本研究以４个高抗烟

草品种为砧木，生产上４个主栽品种为接穗，开展了不同嫁接组合烟苗对黑胫病的抗性鉴定。人工接种黑胫病菌

后，以‘Ｆｌｏｒｉｄａ３０１’作砧木时烟苗发病率和病情指数分别为０～４．７６％和０～２．８６；以‘革新３号’作砧木时分别为０

～２０．７１％和０～１５．７２；以‘Ｂｅｉｎｈａｒｔ１０００１’作砧木时分别为１．１１％～１３．１８％和１．１１～１１．４７；以‘Ｌ８’作砧木时分

别为２０．０２％～６５．３３％和１３．５８～６０．８９，而以接穗品种‘Ｋ３２６’、‘云烟８７’、‘ＮＣ５５’和‘红花大金元’自根苗的发病

率和病情指数分别为：‘Ｋ３２６’，３９．９８％和３５．４６，‘云烟８７’，４５．８１％和３９．１８，‘ＮＣ５５’３９．３３％和３５．９３，‘红花大金

元’，７４．６７％和６５．４８。统计分析结果表明，以‘Ｆｌｏｒｉｄａ３０１’、‘革新３号’和‘Ｂｅｉｎｈａｒｔ１０００１’品种为砧木的嫁接苗

发病率与病情指数均极显著低于接穗品种自根苗（犘＜０．０１）；‘Ｌ８’品种为砧木时，只有‘云烟８７’作接穗的发病率与

病情指数极显著低于‘云烟８７’自根苗（犘＜０．０１）。采用平板涂布计数法，对抗、感黑胫病烟草品种根际微生物数量

进行了测定，研究了抗、感病品种根际微生物群落结构，结果表明，抗、感病品种均是根际细菌＞根际放线菌＞根际

真菌，且根际细菌、放线菌数量远多于真菌数量，抗病品种的根际微生物数量整体上多于感病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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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草黑胫病 犘犺狔狋狅狆犺狋犺狅狉犪狆犪狉犪狊犻狋犻犮犪ｖａｒ．

狀犻犮狅狋犻犪狀犪犲（ＢｒｅｄａｄｅＨｅａｎ）Ｔｕｋｅｒ是世界烟草生

产上的一种毁灭性病害［１３］。重病区发病率高达

３０％以上，有的田块甚至绝产
［４］。现有的防治方

法尚不能有效控制烟草黑胫病的发生，生产上迫

切需要一种高效防治黑胫病的绿色环保措施。

嫁接技术已成功应用于多种蔬菜、果树等土传病

害的防治，该技术能够提高植株抗病力，减少产

量损失［５］。烟草作为高效经济作物，植株高大，

种植密度较低，采用嫁接技术防治其土传病害具

备一定的优势。兰绍华等曾经利用嫁接技术防

治烟草土传病害黑胫病［６］。但该项技术在生产

上仍然存在着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如嫁接烟株

的抗病性不高，因此探索新的高抗嫁接组合是该

项技术推广应用的关键。

植物品种抗病机理研究是植物病害防治的重要

内容，植物根部病害的发生与根际微生物有着紧密

的联系。已有研究表明，水稻、小麦、棉花、大豆、黄

瓜等多种作物根际微生物数量与根际微生物群落结

构与植物品种抗性有着紧密的联系［７］。植物土传病

害的发生是根际土壤微生物相互作用的结果，根际

环境生物多样性是影响土传病害的重要因素，根际

微生物群落结构越丰富，多样性越高，病原菌越难

存活［７］。

本研究以高抗黑胫病的烟草品种为砧木，生产

上主栽烟草品种为接穗，获得不同嫁接组合的嫁接

苗，人工接种鉴定嫁接苗对黑胫病的抗性，获得了对

黑胫病高抗的嫁接组合。在此基础上，对抗感黑胫

病烟草品种的根际微生物进行研究，从而探究不同

抗性烟草品种对黑胫病抗性的机理。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供试病菌：烟草黑胫病菌犘犺狔狋狅狆犺狋犺狅狉犪狆犪狉犪

狊犻狋犻犮犪ｖａｒ．狀犻犮狅狋犻犪狀犪犲０号生理小种，由中国农业科

学院烟草研究所植物保护研究室保存。

供试烟草犖犻犮狅狋犻犪狀犪狋犪犫犪犮狌犿：黑胫病抗病品种

‘Ｆｌｏｒｉｄａ３０１’、‘Ｂｅｉｎｈａｒｔ１０００１’、‘革新３号’和

‘Ｌ８’；生产上主栽烟草品种‘Ｋ３２６’、‘ＮＣ５５’、‘云烟

８７’和‘红花大金元’，以及黑胫病感病品种‘小黄金

１０２５’。在温室中按常规育苗方法育苗，育苗工具、

土壤、水和肥料均严格消毒。烟苗培育至６～７片真

叶期，用于试验。

供试培养基：燕麦培养基、孟加拉红固体培养

基、ＬＢ固体培养基、改良高氏一号培养基
［８９］。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烟草苗嫁接

分别以‘Ｋ３２６’、云烟８７’、‘ＮＣ５５’和‘红花大金

元’品种的烟苗作接穗，以‘Ｆｌｏｒｉｄａ３０１’、‘Ｂｅｉｎｈａｒｔ

１０００１’、‘Ｌ８’和‘革新３号’４个品种的烟苗作砧

木，每个接穗都与这４个砧木进行嫁接，共设１６个

嫁接组合，并以接穗品种‘Ｋ３２６’、‘云烟８７’、

‘ＮＣ５５’和‘红花大金元’自根苗作对照。

嫁接方法：分别培育作为砧木和接穗的烟草品

种的烟苗，当烟苗长至５～６片真叶时，利用劈接法

进行嫁接，烟茎嫁接口距离地面约６～８ｃｍ。嫁接

后于温度２０～２５℃、湿度ＲＨ８０％～９０％遮光保湿

培养。７ｄ后逐步通风与见光，进行炼苗。炼苗５～

７ｄ后移栽至小花盆中（直径×高＝１１ｃｍ×８ｃｍ），

于无菌温室中正常栽培管理。

１．２．２　烟草嫁接苗黑胫病抗性鉴定

采用菌谷法［１０］人工接种每个嫁接组合６～７片

真叶期的烟苗，一次每个组合接种１２株，重复３次。

试验烟苗发病后参照ＧＢ／Ｔ２３２２２２００８
［１１］进行调

查，以后每隔７～１０ｄ调查１次，共调查５次，计算发

病率与病情指数［１２］。

１．２．３　抗感病品种根际微生物数量的测定

分别于烟株团棵期、开花现蕾期和成熟期，采用

抖根法采集抗病品种‘Ｆｌｏｒｉｄａ３０１’、‘革新３号’，与

感病品种‘红花大金元’、‘小黄金１０２５’的根际土壤

样品，混匀后分别放入无菌自封袋，４℃保存，用于根

际土壤微生物菌落数量的测定［１３］。

根际微生物菌落数量采用稀释平板分离方

法［１４１７］。称取健康烟株根际土壤１０ｇ，置于２５０ｍＬ

锥形瓶中；随后加入１００ｍＬ无菌水和几粒沸石，

１２０ｒ／ｍｉｎ振荡３０ｍｉｎ；然后稀释成不同浓度的土壤

悬浮液。细菌和放线菌稀释梯度为１０－２、１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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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４，真菌稀释梯度为１０－１、１０－２、１０－３。吸取１００μＬ

不同稀释度的土壤悬浮液，均匀涂布于ＬＢ固体培

养基平板，于３７℃培养，测定细菌数量，重复３次。

吸取１００μＬ不同稀释度的土壤悬浮液，均匀涂布于

孟加拉红和改良高氏一号培养基平板于２８℃条件

下培养，分别测定真菌和放线菌数量，重复３次。

１．３　数据处理

利用ＤＰＳ数据分析软件，采用Ｄｕｎｃａｎ’ｓ新复

极差法对数据进行差异显著性检验［１８］。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烟草嫁接苗黑胫病抗性鉴定

２．１．１　不同嫁接组合嫁接成活率

以４个抗病品种为砧木的嫁接组合成活率均在

９８％以上，这说明，各嫁接组合亲和性良好（表１）。

表１　不同砧木嫁接苗成活情况

犜犪犫犾犲１　犌狉犪犳狋犻狀犵狊狌狉狏犻狏犪犾狉犪狋犲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狉狅狅狋狊狋狅犮犽狊

砧木

Ｒｏｏｔｓｔｏｃｋ

调查植株数／株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ｐｌａｎｔ

成活株数／株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ｐｌａｎｔ

成活率／％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ｒａｔｅ

Ｆｌｏｒｉｄａ３０１ １００ ９９ ９９．０

革新３号ＧｅｘｉｎＮｏ．３ １００ ９８ ９８．０

Ｂｅｉｎｈａｒｔ１０００１ １００ ９９ ９９．０

Ｌ８ ５０ ４９ ９８．０

２．１．２　嫁接苗对黑胫病的抗性鉴定

接种黑胫病菌６～７ｄ后烟株开始发病，调查分析

结果列于表２，数据显示，‘Ｆｌｏｒｉｄａ３０１’、‘革新３号’、

‘Ｂｅｉｎｈａｒｔ１０００１’为砧木的嫁接苗发病率和病情指数

均显著小于相应接穗品种（犘＜０．０５）；而以‘Ｌ８’为砧

木的嫁接苗中，只有以‘云烟８７’为接穗的嫁接苗发病

率和病情指数显著小于‘云烟８７’自根苗（犘＜０．０５）。

表２　人工接种黑胫病菌后嫁接苗的发病率与病情指数１
）

犜犪犫犾犲２　犐狀犮犻犱犲狀犮犲犪狀犱犱犻狊犲犪狊犲犻狀犱犲狓狅犳犵狉犪犳狋犲犱狊犲犲犱犾犻狀犵狊犪犵犪犻狀狊狋狋狅犫犪犮犮狅犫犾犪犮犽狊犺犪狀犽狋犺狉狅狌犵犺犪狉狋犻犳犻犮犻犪犾犻狀狅犮狌犾犪狋犻狅狀

砧木

Ｒｏｏｔｓｔｏｃｋ

接穗　Ｓｃｉｏｎ

发病率／％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Ｋ３２６
云烟８７

Ｙｕｎｙａｎ８７
ＮＣ５５

红花大金元

Ｈｏｎｇｈｕａｄａｊｉｎｙｕａｎ

病情指数　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ｄｅｘ

Ｋ３２６
云烟８７

Ｙｕｎｙａｎ８７
ＮＣ５５

红花大金元

Ｈｏｎｇｈｕａｄａｊｉｎｙｕａｎ

Ｆｌｏｒｉｄａ３０１ １．４７ｂＢ ４．７６ｂＢ ０．００ｂＣ ０．００ｃＢ １．４８ｂＢ ２．８６ｂＢ ０．００ｃＣ　 ０．００ｂＢ

革新３号　ＧｅｘｉｎＮｏ．３ ０．００ｂＢ ３．６９ｂＢ ０．００ｂＣ ２０．７１ｂＢ ０．００ｂＢ ２．６６ｂＢ ０．００ｃＣ １５．７２ｂＢ

Ｂｅｉｎｈａｒｔ１０００１ １．１１ｂＢ １１．２５ｂＢ １３．１８ｂＢＣ － １．１１ｂＢ ８．６２ｂＢ １１．４７ｂｃＢＣ －

Ｌ８ ３１．５４ａＡ ２０．０２ｂＢ ３０．９８ａｂＡ ６５．３３ａＡ ２６．９２ａＡ １３．５８ｂＢ ２１．１８ａｂＡ ６０．８９ａＡ

对照Ｃｏｎｔｒｏｌ ３９．９８ａＡ ４５．８１ａＡ ３９．３３ａＡ ７４．６７ａＡ ３５．４６ａＡ ３９．１８ａＡ ３５．９３ａＡ ６５．４８ａＡ

　１）表中数据为５次调查平均值。同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和大写字母者分别表示犘＜０．０５和犘＜０．０１水平上差异显著。下同。

表中各列的对照为对应的接穗品种自根苗。

Ｔｈｅｄａｔａｉｎｔｈｅｔａｂｌｅａｒ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ｖａｌｕｅｓｆｒｏｍｆｉｖｅｓｕｒｖｅｙｓａｍｐｌｅ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ｌｅｔｔｅｒｓｏｒｃａｐｉｔａｌｌｅｔｔ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ｃｏｌｕｍ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ｔ犘＜０．０５ａｎｄ犘＜０．０１ｌｅｖｅｌｓ．Ｔｈｅｓａｍｅｂｅｌｏｗ．

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ｌｉｓｔｅｄｉｎｔｈｅｔａｂｌｅａｒｅｓｅｌｆｒｏｏｔｓｃｉｏｎｓｏｆ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ｔｏｂａｃｃｏ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以‘Ｋ３２６’为接穗，‘Ｆｌｏｒｉｄａ３０１’、‘革新３号’和

‘Ｂｅｉｎｈａｒｔ１０００１’为砧木的嫁接苗发病率与病情指

数差异不显著，但与对照（‘Ｋ３２６’自根苗）差异达到

极显著水平（犘＜０．０１）；而以‘Ｌ８’品种为砧木的嫁

接苗，其发病率与病情指数都与自根苗对照相近，差

异不显著。以‘云烟８７’为接穗的嫁接苗，其发病率

和病情指数均极显著小于对照（‘云烟８７’自根苗）

（犘＜０．０１）。以‘ＮＣ５５’为接穗时，以‘Ｆｌｏｒｉｄａ３０１’和

‘革新３号’为砧木的嫁接苗未发病，表现出极高的抗

病性，而以‘Ｂｅｉｎｈａｒｔ１０００１’及‘Ｌ８’为砧木的嫁接苗

发病率分别达１３．１８％和３０．９８％。以‘红花大金元’

为接穗时，以‘Ｆｌｏｒｉｄａ３０１’为砧木的嫁接苗未发病，以

‘革新３号’为砧木的嫁接苗发病率为２０．７１％，而以

‘Ｌ８’为砧木的嫁接苗和对照（‘红花大金元’自根苗）

的发病率相近，分别为６５．３３％和７４．６７％。

２．２　抗感病品种根际微生物数量测定

２．２．１　抗感黑胫病烟草品种根际细菌数量测定

根际土壤细菌数量因品种和生育期的不同而

存在差异（表３）。除抗病品种‘Ｆｌｏｒｉｄａ３０１’根际细

菌数量随生育期的发展逐渐增加外，‘革新３号’、

‘红花大金元’和‘小黄金１０２５’根际细菌数量均呈

现先少后多的趋势。不同品种间比较发现，团棵期

和开花现蕾期，抗病品种‘Ｆｌｏｒｉｄａ３０１’和‘革新３

号’根际细菌数量均显著多于感病品种‘红花大金

元’和‘小黄金１０２５’（犘＜０．０５）。成熟期抗病品种

‘Ｆｌｏｒｉｄａ３０１’极显著高于感病品种‘红花大金元’

（犘＜０．０１），但与抗病品种‘革新３号’和感病品种

‘小黄金１０２５’差异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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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不同抗性烟草品种根际细菌数量

犜犪犫犾犲３　犅犪犮狋犲狉犻犪狀狌犿犫犲狉狊犻狀狉犺犻狕狅狊狆犺犲狉犲狊狅犻犾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狉犲狊犻狊狋犪狀狋狋狅犫犪犮犮狅犮狌犾狋犻狏犪狉狊犪狋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犵狉狅狑狋犺狊狋犪犵犲狊

品种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

细菌数量／×１０６ｃｆｕ·ｇ－１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团棵期　Ｒｏｓｅｔｔｅｓｔａｇｅ 开花现蕾期　Ｂｌｏｏｍｉｎｇｓｔａｇｅ 成熟期　Ｍａｔｕｒｅｓｔａｇｅ

Ｆｌｏｒｉｄａ３０１ （６１．４４±１．５７）ａｂＡ （７２．５６±１．０４）ａＡ （７３．７８±１．１６）ａＡ

革新３号　ＧｅｘｉｎＮｏ．３ （７２．２２±１．７３）ａＡ （５３．４４±１．９６）ｂＢ （６１．５６±２．１７）ａｂＡＢ

红花大金元　Ｈｏｎｇｈｕａｄａｊｉｎｙｕａｎ （４８．６７±１．５２）ｂＡ （３１．００±１．０２）ｄＣ （５０．１１±１．７２）ｂＢ

小黄金１０２５　Ｘｉａｏｈｕａｎｇｊｉｎ１０２５ （５２．５６±１．８３）ｂＡ （４２．４４±１．３１）ｃＢＣ （６４．１１±１．６８）ａＡＢ

２．２．２　抗感黑胫病烟草品种根际真菌数量测定

表４数据显示，根际土壤真菌数量因品种和生

育期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对比不同品种发现，团棵

期和开花现蕾期，抗病品种‘Ｆｌｏｒｉｄａ３０１’和‘革新３

号’根际真菌数量显著多于感病品种‘红花大金元’

和‘小黄金１０２５’（犘＜０．０５）；成熟期，‘革新３号’根

际真菌数量显著多于其他３个品种（犘＜０．０５），

‘Ｆｌｏｒｉｄａ３０１’也显著多于‘红花大金元’，‘小黄金

１０２５’和‘红花大金元’之间差异显著（犘＜０．０５）。

表４　不同抗性烟草品种根际真菌数量

犜犪犫犾犲４　犉狌狀犵犻狀狌犿犫犲狉狊犻狀狉犺犻狕狅狊狆犺犲狉犲狊狅犻犾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狉犲狊犻狊狋犪狀狋狋狅犫犪犮犮狅犮狌犾狋犻狏犪狉狊犪狋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犵狉狅狑狋犺狊狋犪犵犲狊

品种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

真菌数量／×１０３ｃｆｕ·ｇ－１　Ｆｕｎｇｉ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团棵期　Ｒｏｓｅｔｔｅｓｔａｇｅ 开花现蕾期　Ｂｌｏｏｍｉｎｇｓｔａｇｅ 成熟期　Ｍａｔｕｒｅｓｔａｇｅ

Ｆｌｏｒｉｄａ３０１ （３６．７８±１．２４）ａＡ （５５．２２±２．０１）ａＡ （２９．３３±１．０２）ｂＢ

革新３号　ＧｅｘｉｎＮｏ．３ （３９．６７±１．２８）ａＡ （６６．３３±１．０２）ａＡ （３９．７８±１．６１）ａＡ

红花大金元　Ｈｏｎｇｈｕａｄａｊｉｎｙｕａｎ （１１．６７±０．９７）ｂＢ （２８．００±１．４６）ｂＢ （１５．４４±１．０２）ｃＣ

小黄金１０２５　Ｘｉａｏｈｕａｎｇｊｉｎ１０２５ （７．７８±１．５２）ｂＢ （１４．３３±１．２５）ｃＢ （２６．１１±１．２１）ｂＢ

２．２．３　抗感黑胫病烟草品种根际放线菌数量测定

表５数据显示，根际土壤放线菌数量因品种和

生育期的不同而存在差异。‘Ｆｌｏｒｉｄａ３０１’、‘革新３

号’和‘红花大金元’根际放线菌数量随生育期的推

移呈现先少后多的趋势，而‘小黄金１０２５’则一直明

显增加。对比不同品种发现，团棵期，抗病品种

‘Ｆｌｏｒｉｄａ３０１’和‘革新３号’根际放线菌数量显著多

于感病品种‘红花大金元’和‘小黄金１０２５’（犘＜

０．０５）；开花现蕾期，‘Ｆｌｏｒｉｄａ３０１’和‘小黄金１０２５’

根际放线菌数量显著多于‘革新３号’和‘红花大金

元’（犘＜０．０５）；成熟期，‘Ｆｌｏｒｉｄａ３０１’根际放线菌数

量显著多于其他３个品种，而‘革新３号’、‘小黄金

１０２５’和‘红花大金元’３个品种间差异不显著，感病

品种‘红花大金元’最低。

表５　不同抗性烟草品种根际放线菌数量

犜犪犫犾犲５　犃犮狋犻狀狅犿狔犮犲狊狀狌犿犫犲狉狊犻狀狉犺犻狕狅狊狆犺犲狉犲狊狅犻犾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狉犲狊犻狊狋犪狀狋狋狅犫犪犮犮狅犮狌犾狋犻狏犪狉狊犪狋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犵狉狅狑狋犺狊狋犪犵犲狊

品种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

放线菌数量／×１０５ｃｆｕ·ｇ－１　Ａｃｔｉｎｏｍｙｃｅｓ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团棵期　Ｒｏｓｅｔｔｅｓｔａｇｅ 开花现蕾期　Ｂｌｏｏｍｉｎｇｓｔａｇｅ 成熟期　Ｍａｔｕｒｅｓｔａｇｅ

Ｆｌｏｒｉｄａ３０１ （１０２．６７±２．２２）ａＡ （９０．５６±１．４３）ａＡ （１３６．３３±１．２２）ａＡ

革新３号　ＧｅｘｉｎＮｏ．３ （８２．８９±２．０８）ａＡＢ （５５．７８±２．１１）ｂＢＣ （９８．７７±１．１４）ｂＡＢ

红花大金元　Ｈｏｎｇｈｕａｄａｊｉｎｙｕａｎ （５３．５６±２．０８）ｂＢ （４２．３３±１．２０）ｂＣ （７６．３３±１．７２）ｂＢ

小黄金１０２５　Ｘｉａｏｈｕａｎｇｊｉｎ１０２５ （４９．５６±１．７９）ｂＢ （７６．１１±１．７１）ａＡＢ （１０５．００±１．８７）ｂＡＢ

３　结论与讨论

对不同组合嫁接苗进行黑胫病抗性鉴定发现，

以抗病品种‘Ｆｌｏｒｉｄａ３０１’和‘革新３号’为砧木的嫁

接苗对烟草黑胫病具有很高的抗性，几个嫁接组合

在人工接种压力下，发病率为零，对黑胫病表现出极

高的抗病水平，可作为抗黑胫病烟草嫁接高抗砧木。

尽管‘Ｌ８’品种是烟草黑胫病生理小种的鉴别寄主

之一，抗０号生理小种，但在本研究中‘Ｌ８’品种作砧

木、红花大金元作接穗的嫁接苗发病重，这可能是由

于‘Ｌ８’品种茎的节间距小，因此砧木与地表的间距

小，嫁接苗表现出接穗的感病性造成的。另外，

‘Ｌ８’品种属于白肋烟，白肋烟是嗜氮烟草类型，需

氮量大于烤烟，可能施肥量不足也间接影响了嫁接

苗的抗病性。

（下转２２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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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感黑胫病品种根际微生物数量研究发现，烟

草根际微生物数量与品种抗性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试验发现团棵期和开花现蕾期，抗病品种和感病品

种根际细菌数量差异显著（犘＜０．０５），抗病品种显

著高于感病品种，这说明根际微生物细菌数量与品

种对黑胫病的抗性有关，团棵期和开花现蕾期是烟

草对黑胫病的两个敏感期，尤其是开花现蕾期是烟

草最感病的时期，详尽的机理有待进一步研究。研

究结果还表明，团棵期和开花现蕾期抗病品种

‘Ｆｌｏｒｉｄａ３０１’和‘革新３号’根际真菌数量显著多于

感病品种‘红花大金元’和‘小黄金１０２５’（犘＜

０．０５）。为此我们对抗病品种根际微生物的优势真

菌菌落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其对黑胫病具有抑制

作用［１９］。团棵期，抗病品种‘Ｆｌｏｒｉｄａ３０１’和‘革新３

号’根际放线菌数量显著多于感病品种‘红花大金

元’和‘小黄金１０２５’（犘＜０．０５），成熟期烟草根际放

线菌数量与品种抗性没有相关性。

本试验结果显示的团棵期与开花现蕾期烟草黑

胫病抗病品种根际微生物数量多于黑胫病感病品种

的结论，与根际微生物群落结构越丰富，多样性越

高，病原菌越难存活［７］的观点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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