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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蒜与黄瓜轮作控制黄瓜疫病及其化感作用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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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传统农业种植中常将目标作物与化感作物轮作控制土传病害#但对化感作物控病机制研究较少$本文研究

了温室大蒜与黄瓜轮作对黄瓜疫病的控制效果#并进一步研究了大蒜组织挥发物和浸提液对甜瓜疫霉
!4

=

%'

,

4<

%4'&#6("'$*8

及黄瓜种子萌发的影响#以期为利用大蒜与黄瓜轮作控制黄瓜疫病提供理论指导$结果表明#大蒜与

黄瓜轮作可以有效降低黄瓜疫病的发生&大蒜不同组织挥发物和浸提液对
!E6("'$*8

的各生长阶段都表现出显著

的抑菌活性#其中蒜瓣的抑菌活性最强#挥发物!紫皮蒜(白皮蒜"在含量
"8*

:

(皿时对菌丝生长的抑制率均为

#""@

&蒜瓣浸提液!紫皮蒜(白皮蒜"在浓度
#8&'-

:

(

-P

时对菌丝生长的抑制率分别为
7!@

和
)*@

&在浓度

"8!*-

:

(

-P

时对游动孢子萌发的抑制率分别为
$%@

和
*7@

$另外#大蒜挥发物和浸提液在低浓度或含量对黄瓜

种子的萌发并无显著抑制效果#但在中高浓度或含量会表现出延缓生长的现象$综上所述#大蒜不同组织产生和释

放的化合物对
!E6("'$*8

具有抑制活性#在生产上可以利用大蒜或大蒜秸秆与黄瓜轮作控制黄瓜疫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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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吴家庆等%大蒜与黄瓜轮作控制黄瓜疫病及其化感作用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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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物多样性是以自然生物多样性为基础'

以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为动力而形成的人与自然相互

作用的多样性系统'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相对于传统单一种植模式'作物多样性种植具备增

加作物产量)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促进养分吸收)持

续控制作物病害等一系列优势'是增产增效)减少化

肥农药使用的重要途径"

#

#

(已有的研究表明'作物

多样性种植可以通过以下机理控制地上部气传病

害%稀释病原菌)阻隔病虫害协同作用)诱导抗性)改

善田间小气候(同时'作物间作和轮作等多样性种

植模式也被广泛应用于作物土传病害的防控"

!

#

(

黄瓜疫病!

3=3=-1S610/

:

?5

$是由甜瓜疫霉

!4

=

%'

,

4%4'&#6("'$*8

"

7

#引起的黄瓜
:/)/6*88#%*<

2/8

上的重要病害'病原菌能侵染黄瓜茎)叶片及果

实'初期病部缢缩'后期整株枯死(该病菌主要在

土壤和受侵染的病残体中存活'且寄主范围广'国内

外报道的许多葫芦科
_=3=61/5.3S.S

瓜果疫病都由

该病原菌引起(黄瓜疫病具有潜育期短'雨季蔓延

快的特点'因此在防治时应采用栽培防病为主!合理

轮作)适时早播$'结合选择抗病品种和及时喷药的

综合措施"

)

#

(

轮作是一种传统的种植模式'该种植方式不仅

能有效利用耕地'还能减轻作物病害的发生'减少农

药用量"

!

'

*

#

(作物轮作过程中'前茬作物根系分泌物

和残留腐解物对病原菌产生的化感效应是轮作可控

制病害的主要原因"

&

#

(大蒜
G""*/68#%*2/6

是一

种具备强化感效应的作物'常被用于间作或轮作控

制土传病害的发生"

'

#

(大蒜与烤烟轮作可以有效地

控制烟草黑胫病"

%

#

(马铃薯与大蒜间作'可使马铃

薯晚疫病的发生受到抑制"

$

#

(大蒜不同组织产生的

化学物质对不同受体作物的化感作用及有效浓度不

同'大蒜鳞茎提取物"

#"##

#

)大蒜根系分泌物"

#!#7

#

)大

蒜秸秆浸提物以及腐解物"

#)#'

#

)大蒜地上部挥发物

等不同部位产生的化学物质均有一定的化感作

用"

#%

#

(已有研究表明'大蒜与黄瓜轮作能够有效控

制黄瓜枯萎病)黄瓜根结线虫等的发生"

#$!"

#

(但是

关于大蒜与黄瓜轮作控制土传疫病及其相关机制的

研究较少(

本文以生物多样性种植控制病害为基础'探讨

大蒜 黄瓜轮作对黄瓜疫病的控制效果)大蒜不同组

织挥发物和浸提液对黄瓜种子的化感作用及其对

!E6("'$*8

的抑菌活性'以期为利用大蒜与黄瓜轮

作减轻黄瓜疫病提供科学依据(

$

!

材料与方法

$%$

!

试验材料

黄瓜
:/)/6*88#%*2/8

选用昆明本地黄瓜(大

蒜
G""*/68#%*2/6

选用昆明呈贡紫皮蒜和白皮蒜(

供试菌为甜瓜疫霉
!4

=

%'

,

4%4'&#6("'$*8

'由中国

农业大学种子病理及杀菌剂药理学研究室提供(

$%&

!

试验方法

$8&8$

!

温室试验

为了探究前茬种植大蒜对后茬黄瓜疫病发生的

影响'设计
)

个处理%

#

$黄瓜
"*

黄瓜
*

黄瓜%黄瓜

连作三茬并在第一茬接种
!E6("'$*8

&

!

$黄瓜
"*

大

蒜
*

黄瓜%第一茬种植黄瓜并接种
!E6("'$*8

'第二

茬种植大蒜'第三茬种植黄瓜&

7

$黄瓜
"*

大蒜秸秆

*

黄瓜%第一茬种植黄瓜并接种
!E6("'$*8

'第二茬

将种植时间为
7"F

的大蒜秸秆!大蒜秸秆来源于

!"#'

年
#"

月
$

日种植的大蒜'种植规格等同于处

理
!

中第二茬大蒜$翻埋于土壤中'第三茬种植黄

瓜&

)

$黄瓜
*

黄瓜
*

黄瓜%连作三茬种植黄瓜但不接

种
!E6("'$*8

作为对照(黄瓜出苗后于
!"#'

年
##

月
#$

日)

##

月
!!

日)

##

月
!&

日)

#!

月
#

日)

#!

月

7

日)

#!

月
%

日)

#!

月
#"

日)

#!

月
#7

日)

#!

月
#&

日)

#!

月
!"

日)

#!

月
!%

日)

#!

月
7"

日)

#

月
)

日)

#

月
##

日)

#

月
#'

日进行发病率调查'共计
#*

次(试

验中将黄瓜种子保湿培养催芽
*F

'选择萌发情况一

致的黄瓜种子播种在长方形塑料盒!内部尺寸%长

%"3-l

宽
)*3-l

深
!"3-

$中'大蒜株距为
%3-

'

黄瓜株距为
*3-

'两种作物行距均为
##3-

'每个盒

子中黄瓜
%"

株'大蒜
)!

株!图
#

$(轮作中第一茬黄

瓜种植时间为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

第二茬为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第

三茬为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

$8&8&

!

!E6("'$*8

的培养

将
!E6("'$*8

接种在
$3-

马铃薯琼脂培养基

!

XQA

$上'于
!*L

恒温黑暗条件下培养
)F

后备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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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温室试验模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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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

大蒜不同部位挥发物对黄瓜种子萌发和生

长的影响

!!

用
'*@

乙醇对蒜瓣和蒜苗!幼苗期%出苗后
#

个

月$根)茎)叶进行表面消毒'并对不同组织进行破

碎(具体方法为%将蒜瓣)叶)茎和根浸入
'*@

乙醇

中
!-/4

后用无菌水冲洗
7

次'用吸水纸将表面水分

吸干'然后用消毒刀片将蒜瓣切碎成边长
"8*3-

的

小块'大蒜叶用剪刀剪成
#3-

!的叶片'大蒜茎和根

剪成
#3-

小段(分别称取
"8*

)

#

)

7

)

*

:

'放置于灭菌

的
&3-

小培养皿中&铺
7

张灭菌滤纸于直径为
#*3-

的大培养皿底'将装有大蒜不同组织的小培养皿放

置在大培养皿的中心位置'向滤纸上加入
#"-P

无

菌水'再将表面消毒后的黄瓜种子平铺于滤纸上'每

皿
#!

粒&以
&3-

培养皿底中不加入大蒜组织作为空

白对照'每个处理重复
7

次(在
!%L

'

P

#

QR#!?

#

#!?

的培养箱中分别培养'培养期间各处理通过添

加等量无菌水使滤纸保持湿润'每隔
!)?

记录黄瓜

种子发芽率'

'F

后分别测量种子的芽长和鲜重'计

算种子的发芽指数和活力指数(计算公式为%

发芽率
R

!发芽终期正常发芽种子数+种子总

数$

l#""@

'

发芽势
R

!第
7

天正常发芽种子数+种子总数$

l#""@

'

发芽指数!

O9

$

R

+

O

%

H

%

'活力指数
RO9l+

&

式中'

O

%

为浸种后
%

日的发芽数'

H

%

为相应发

芽日数'发芽势计算日期为
7F

'发芽率计算日期为

'F

&

O9

为发芽指数&

+

为胚芽长度!

3-

$或种子鲜重!

:

$(

$8&8E

!

大蒜不同部位浸提液母液制备及其对黄瓜

种子萌发和生长的影响

!!

将新鲜蒜瓣)叶)茎和根浸入
'*@

乙醇中
!-/4

后用无菌水冲洗
7

次'用吸水纸将表面水分吸干'分

别称取
!"

:

材料'用研钵研碎成匀浆'按组织
s

水
R

#s!

的比例加入
)"-P

无菌水并充分振荡'静置
)?

后过滤'

#!"""6

+

-/4

高速离心
#*-/4

'收集上清

液'并过
"8!!

$

-

滤膜'得到
"8*

:

+

-P

浸提液母

液'

)L

低温保存(用无菌水将各部位浸提液母液稀

释
!

)

#!

)

&"

)

#!"

倍'制成终浓度为
!*"

)

)#8'

)

%877

)

)8#'-

:

+

-P

的系列浓度浸提液(

铺
7

张灭菌滤纸于直径为
#*3-

的大培养皿

底'加入大蒜不同部位系列浓度浸提液
#"-P

'对照

加入无菌水
#"-P

'再将浸种消毒后的黄瓜种子放

置于滤纸上'每皿
#!

粒'每个处理
7

次重复(在

!%L

'

P

#

QR#!?

#

#!?

的培养箱中分别培养'培

养期间各处理通过添加等量无菌水使滤纸保持湿

润'每隔
!)?

记录黄瓜种子发芽率'

'F

后'分别测

量种子的芽长和鲜重'计算种子的发芽指数和活力

指数(计算公式同
#8!87

(

$8&8F

!

大蒜不同部位挥发物对
!E6("'$*8

的抑菌活性

用
'*@

乙醇对新鲜蒜苗!出苗约
#

个月$根)

茎)叶和蒜瓣进行表面消毒'并对不同组织进行破

碎(具体方法为%将蒜瓣)叶)茎和根浸入
'*@

乙醇

中
!-/4

后用无菌水冲洗
7

次'用吸水纸将表面水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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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

期 吴家庆等%大蒜与黄瓜轮作控制黄瓜疫病及其化感作用初探

分吸干'然后用刀片将蒜瓣切碎成
"8*3-

7的小方

块'大蒜叶则用剪刀剪成
#3-

!面积叶片'大蒜茎和

根剪成
#3-

长度(各称取
"8*

)

#

)

!

)

7

)

*

:

'置于倒

置的
$3-

平板培养皿盖上'沿生长
)F

的菌落边缘

打取直径为
'--

的
!E6("'$*8

菌饼'将菌饼接于

XQA

上'然后倒扣于添加不同质量大蒜组织的皿盖

上'制成大蒜不同组织挥发物系列含量平板&以不加

大蒜组织的
XQA

平板作为对照'每个处理重复
7

次'于
!*L

恒温黑暗培养'

)F

以后用十字交叉法测

量菌落直径(利用十字交叉法测量出每种含量下菌

株的菌落生长直径'求出各平均值带入公式计算(

计算公式为%

抑制率
R

"!对照菌落平均直径
E

处理菌落平均

直径$+对照菌落平均直径#

l#""@

(

$8&8W

!

大蒜不同部位浸提液对
!E6("'$*8

的抑菌活性

分别取大蒜浸提液母液
"8"!

)

"8"*

)

"8#

)

"8!

)

"8*

)

#

)

!-P

加入
XQA

平板培养基中'每个平板培

养基的体积为
#*-P

'使终浓度分别为
"8&'

)

#8&'

)

787

)

&8'

)

#&8'

)

778&'

)

&'-

:

+

-P

(在平板培养基中

央接入
'--

直径的
!E6("'$*8

菌饼'以不加任何

物质的
XQA

平板作为对照'每个处理重复
7

次'

!*L

恒温黑暗培养
)F

后用十字交叉法测量菌落直

径(计算公式同
#8!8*

(

制备休止孢悬浮液%将
!-P

游动孢子悬浮液

加至
!-P

冻存管中'用涡旋仪!型号
b265S;]S4/S

!

'转速
!"""6

+

-/4

$振荡
&-/4

'此时游动孢子鞭

毛脱落'游动孢子转变为休止孢'所得液体即为休

止孢悬浮液(悬浮液含有的游动孢子或休止孢的

数量是
!l#"

*个+
-P

(用无菌水将浸提液母液梯

度稀释
!"

)

#""

)

!""

)

#"""

)

!"""

)

#""""

倍'使浓

度分别为
!*

)

*

)

!8*

)

"8*

)

"8!*

)

"8"*-

:

+

-P

'然

后和孢子悬浮液按照
#s#

比例进行混合'混合液中

大蒜不同部位浸提液最终质量浓度为
#!8*

)

!8*

)

#8!*

)

"8!*

)

"8#!*

)

"8"!*-

:

+

-P

'取
!E6("'$*8

游

动孢子悬浮液和休止孢悬浮液各
!"

$

P

分别与不同

浓度的浸提液各
!"

$

P

在凹玻片上混匀'

!"L

黑暗

保湿培养(

*-/4

后观察休止孢的数量'计算游动

孢子休止率(

7?

后观察休止孢萌发的数量'计算显

微镜视野中休止孢的萌发率(每个处理
7

次重复(

计算公式%

休止率
R

休止孢数量+总孢子数量
l#""@

'

萌发率
R

萌发孢子数量+总孢子数量
l#""@

(

$8&8X

!

统计分析

试验数据采用
VẐ >X>>95.5/95/39#$

以及
/̂,

36292T5+;3S0!"#7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采用
Q=43.4

氏新复极差法进行差异显著性分析'利用
/̂36292T5

+;3S0!"#7

软件进行图表制作(

&

!

结果与分析

&%$

!

大蒜 黄瓜不同种植模式防控黄瓜疫病的效果

定期监测大蒜与黄瓜轮作对黄瓜疫病发生的影

响(结果表明!图
!

$'大蒜与黄瓜轮作能够显著抑

制黄瓜疫病的发生和扩散'不同种植模式全生育期

黄瓜疫病的平均发病率为%黄瓜
"*

黄瓜
*

黄瓜

!

)!8)%@

$

&

黄瓜
"*

大蒜
*

黄瓜!

7*8%$@

$

&

黄瓜

"*

大蒜秸秆
*

黄瓜!

!$8%"@

$

&

黄瓜
*

黄瓜
*

黄

瓜!

#)87*@

$(其中'黄瓜
"*

大蒜秸秆
*

黄瓜对第

三茬黄瓜出苗时!

#

"

!#F

$的疫病发生有较好的抑

制效果'其发病率为
$8'7@

"

#'8'&@

(但黄瓜
"

*

大蒜
*

黄瓜模式在黄瓜快速生长期!

!#

"

&'F

$有

较强的抑菌效果!黄瓜发病率为
!$8$*@

"

*"8"&@

$'

而在前期!

#

"

!#F

$并无抑菌效果(

图
&

!

大蒜与黄瓜不同种植模式下黄瓜疫病发生情况

<5

=

%&

!

"--.//,0-,12-.-.7*,/*+5

=

86.0?,/?522,/,06

-/1

33

50

=3

)66,/0412

=

)/+5-)0?-.-.7*,/

&%&

!

大蒜不同部位挥发物和浸提液对黄瓜种子萌

发和生长的影响

&8&8$

!

大蒜挥发物对黄瓜种子萌发和生长的影响

大蒜不同品种不同部位的挥发物对黄瓜种子萌发

的影响表现为低含量无影响或促进'高含量抑制!表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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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

期 吴家庆等%大蒜与黄瓜轮作控制黄瓜疫病及其化感作用初探
*

$##

*



!"#$

!!

其中'蒜瓣)蒜苗叶)茎)根在含量
(

7

:

+皿时对

黄瓜种子的发芽势)发芽率和发芽指数都无显著影

响'只有含量达到
*

:

+皿时才表现出抑制效果(另

外'大蒜不同品种不同部位对黄瓜种子活力指数的

抑制强于其对种子萌发的影响(其中紫皮蒜和白皮

蒜在含量
7

:

+皿时对活力指数!鲜重+胚芽长$的抑

制率分别为
#*@

+

*#@

和
&*@

+

'#@

&紫皮蒜蒜苗叶

和茎对黄瓜种子活力指数的影响也弱于白蒜'在蒜

苗叶组织含量为
#

:

+皿时对黄瓜种子活力指数无影

响'而白皮蒜蒜苗叶和茎在此含量下表现出显著的

抑制效果(

&8&8&

!

大蒜浸提液对黄瓜种子萌发和生长的影响

结果见表
!

(紫皮蒜各部位不同浓度浸提液均对

黄瓜种子萌发!发芽势)发芽率和发芽指数$无影响&

而白皮蒜蒜苗叶和根也仅在最高浓度
!*"-

:

+

-P

时

分别对黄瓜种子发芽率和发芽势产生显著抑制效

果(同时'大蒜不同部位浸提液对黄瓜种子生长均

表现出低浓度促进)高浓度抑制的效果%紫皮蒜和白

皮蒜蒜瓣浸提液在浓度为
)8#'-

:

+

-P

时黄瓜种子

活力指数!鲜重+胚芽长$的增长率分别为
!#@

+

!"@

和
*7@

+

*7@

&紫蒜蒜苗叶)茎和根浸提液在浓

度
)#8'-

:

+

-P

时表现出最大促生长作用'对黄瓜

种子活力指数!鲜重+胚芽长$的增长率分别为

!!@

+

'*@

)

!!@

+

!#@

和
!*@

+

7#@

&而白蒜蒜苗

叶)茎和根浸提液在低浓度并未表现出显著的促生

长效果'只是在浓度
!*"-

:

+

-P

表现出对黄瓜种子

活力指数!鲜重+胚芽长$的抑制现象(

&%'

!

大蒜不同组织挥发物和浸提液对
451&6#2,3

生长的影响

&8'8$

!

大蒜不同组织挥发物对
!E6("'$*8

菌丝生

长的影响

!!

试验结果表明!图
7

$'大蒜不同组织的挥发物

在较低浓度下对
!E6("'$*8

菌丝生长就有较强的抑

制作用'且随着挥发物的浓度增加抑菌效果进一步

增强(其中'蒜瓣和蒜苗茎挥发物对菌丝生长的抑

制效果最强'在含量仅为
"8*

:

+皿时抑菌率!紫皮蒜+

白皮蒜$分别达到了
#""@

+

#""@

和
%"@

+

#""@

(蒜

苗叶和白皮蒜蒜苗根对菌丝生长则无显著的抑制效

果(另外'紫皮蒜蒜苗根对
!E6("'$*8

菌丝生长的

抑制效果显著强于白皮蒜'在
#

:

+皿时的抑制率比

白皮蒜的抑制率高
'%@

(

图
'

!

大蒜不同组织挥发物对
40

/

%#

"

0%0#'(1&6#2,3

的抑菌活性

<5

=

%'

!

(8,)065*)-6,/5)+)-65;56

D

1268,;1+)65+,42/17?522,/,066544.,412

=

)/+5-)

=

)504640

/

%#

"

0%0#'(1&6#2,3

&8'8&

!

大蒜不同组织浸提液对
!E6("'$*8

菌丝生

长的影响

!!

试验结果表明!图
)

$'紫皮蒜和白皮蒜蒜瓣浸

提液对
!E6("'$*8

菌丝生长都具有很强的抑制活

性'且随着浸提液浓度增加抑制活性逐渐增强'在浓

度
&8'-

:

+

-P

时抑制率分别达到
'#@

和
'"@

(紫

皮蒜蒜苗根和白皮蒜蒜苗叶也能显著的抑制
!E

6("'$*8

菌丝生长'在浓度
77-

:

+

-P

时的抑制率分

别为
&)@

和
*&@

(另外'白皮蒜苗茎)根对
!E6("<

'$*8

菌丝生长的抑制较弱'在
&'-

:

+

-P

的抑制率

仅为
!'@

和
7%@

'紫皮蒜叶和茎对
!E6("'$*8

菌丝

生长没有显著影响(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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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

期 吴家庆等%大蒜与黄瓜轮作控制黄瓜疫病及其化感作用初探

图
E

!

大蒜不同组织浸提液对
40

/

%#

"

0%0#'(1&6#2,3

的抑菌活性

<5

=

%E

!

(8,)065*)-6,/5)+)-65;56

D

12

=

)/+5-,G6/)-642/17?522,/,066544.,4)

=

)504640

/

%#

"

0%0#'(1&6#2,3

&8'8'

!

大蒜不同部位浸提液对
!E6("'$*8

游动孢

子的影响

!!

试验结果表明!表
7

$'大蒜各部位浸提液都能

有效抑制
!E6("'$*8

游动孢子游动'其中蒜瓣浸提

液对游动孢子游动的抑制最强'紫皮蒜瓣浸提液浓

度为
"8#!*-

:

+

-P

时在
*-/4

内即可以使
'"@

以

上
!E6("'$*8

游动孢子停止游动'抑制效果显著高

于白皮蒜(白皮蒜瓣)蒜苗叶)蒜苗茎的浸提液浓度

为
!8*-

:

+

-P

时在
*-/4

内使
'"@

以上
!E6("'<

$*8

游动孢子停止游动(

同时'大蒜各部位浸提液对
!E6("'$*8

休止孢的

萌发也有良好的抑制效果(其中蒜瓣浸提液的抑制效

果最强'紫皮蒜和白皮蒜蒜瓣浸提液在
#8!*-

:

+

-P

时

能够完全抑制
!E6("'$*8

休止孢的萌发(另外'紫

皮蒜其他部位浸提液对
!E6("'$*8

休止孢萌发的抑

制效果要强于白皮蒜'在浸提液浓度为
!8*-

:

+

-P

时紫皮蒜蒜苗叶)茎和根的抑制率分别为
'%@

)

$)@

和
$)@

'而白皮蒜在相同浓度下只有蒜苗茎浸提液能

够抑制
!E6("'$*8

休止孢萌发!抑制率
*#@

$'蒜苗叶

和根浸提液还会促进休止孢的萌发(

表
'

!

大蒜不同部位浸提液对
40

/

%#

"

0%0#'(1&6#2,3

游动孢子休止的影响$

%

()*+,'

!

L22,-6412,G6/)-6412?522,/,06

=

)/+5-6544.,41068,:114

3

1/,41240

/

%#

"

0%0#'(1&6#2,3

浓度+
-

:

*

-P

E#

_243S456.5/24

紫皮蒜
X=6

U

0S,9K/44SF

:

.60/3

蒜瓣
_02WS

叶
PS.T

茎
>5S-

根
N225

白皮蒜
f?/5S,9K/44SF

:

.60/3

蒜瓣
_02WS

叶
PS.T

茎
>5S-

根
N225

#!8*"" E n E n E n n nn

!8*"" n nn n n n n n nn

#8!*" n nn n n nn nn n nn

"8!*" n nn nn nn nn nn nn nn

"8#!* n nnn nn nn nn nn nn nnn

"8"!* nn nnn nn nn nn nnn nn nnn

"8""" nn nnn nn nnn nnn nnn nn nnn

!

#

$

E

为全部游动孢子静止&

n

为
'"@

以上游动孢子静止&

nn

为
7"@

"

'"@

的游动孢子静止&

nnn

为
7"@

以下的游动孢子静止&

nnnn

为没有游动孢子静止(

E

%

A00C229

U

26S9.6S95.5/24.6

<

&

n

%

2̂6S5?.4'"@2T5?SC229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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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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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2T5?SC229

U

26S9.6S95.5/24.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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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995?.47"@2T5?SC229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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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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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2C229

U

26S9.6S95.5/24.6

<

8

'

!

结论与讨论

'%$

!

研究结论

大蒜+大蒜秸秆和黄瓜轮作可以有效地减轻黄

瓜疫病的发生(其中大蒜残留组织分解产生的挥发

物和浸提液对
!E6("'$*8

生长的抑制作用可能是轮

作控病的重要原因'同时大蒜挥发物和浸提液还能

有效抑制
!E6("'$*8

游动孢子游动和休止孢萌发'

*

#!#

*



!"#$

这一过程能够干扰黄瓜疫病的传播和发生(本研究

为生产上利用黄瓜和大蒜轮作降低黄瓜疫病在田间

的传播'降低化学农药的使用量'实现病害的生态防

控供了理论依据(

图
F

!

大蒜不同部位浸提液对
40

/

%#

"

0%0#'(1&6#2,3

游动孢子萌发的影响

<5

=

%F

!

(8,,22,-6412,G6/)-6412?522,/,06

=

)/+5-6544.,41068,

=

,/750)65101240

/

%#

"

0%0#'(1&6#2,3:114

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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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与展望

生产实践表明'生物多样性种植是减轻土传病

害的有效方法之一"

!#

#

(轮作是从时间上利用生物

多样性的种植模式'轮作对土传病害)叶部病害)线

虫病害具有较好的防治效果(本研究的结果表明'

黄瓜单作时黄瓜疫病发病率达到
)!8!%@

'与大蒜

轮作或者将大蒜秸秆还田后发病率分别降低至

7*8%$@

和
!$8%"@

'因此'利用大蒜及大蒜秸秆与

黄瓜轮作能够有效控制黄瓜疫病的发生(其他人的

研究也表明'前茬作物选择洋葱)大蒜)葱等作物时'

后茬作物病害比如马铃薯晚疫病和辣椒疫病的发生

和危害显著减轻"

!!

#

(金扬秀等发现大蒜与瓜类轮

作能够显著减轻瓜类枯萎病的危害"

#$

#

(大蒜与烤

烟轮作对烟草黑胫病也有良好的防治效果"

%

#

(由此

可见'采用具备强化感效应的植物与农作物轮作能

够有效控制土传病害的发生(

化感作用是植物通过向环境释放化学物质而对

其他植物!包括微生物$产生有益作用)伤害作用以

及自毒作用'释放出来的化学物质被称作化感物质(

化感物质主要通过地上部挥发)雨雾淋溶)根分泌)

残渣降解等途径进入环境中(轮作中前茬植物通过

残体挥发物和浸提液抑制土壤中病原菌的生长'减

轻后茬植物病害的发生"

!7

#

(本研究发现'大蒜挥发

物和浸提液都能显著抑制
!E6("'$*8

菌丝生长'其

中蒜瓣抑菌效果最强(大蒜是一种具有较强化感作

用的物质'大蒜素)大蒜鳞茎水提液以及大蒜植株水

提液均可通过使病菌孢子变形)孢壁或分生孢子梗

破裂'内含物外渗而使蔬菜上常见病害的病原菌失

去活力'对其产生明显的抑制作用(大葱提取物对

植物土传病害例如番茄枯萎病菌)水稻纹枯病菌)番

茄黄萎病菌和茄根腐疫病菌的菌丝生长具有不同程

度的抑菌活性'对这些病原菌引起的病害也有较好

的防治效果"

!)!&

#

(同时'在本研究中'大蒜各部位浸

提液还能有效抑制
!E6("'$*8

游动孢子游动和休止

孢萌发(疫霉属卵菌通过游动孢子搜索寄主'并转

化为休止孢萌发后侵染寄主'这一过程对于疫病发

生和传播非常重要(周清等的研究发现大蒜素对辣

椒疫霉游动孢子的萌发有抑制作用"

!'

#

&廖静静等的

研究也表明'大蒜浸提液对辣椒疫霉游动孢子的游

动具有显著的影响"

!%

#

(因此'大蒜残体挥发物和浸

提液对
!E6("'$*8

的抑制效果可能是大蒜 黄瓜轮

作降低疫病发生的重要原因(

董林林等的研究结果表明'

!"-

:

+

-P

浓度范

围内的大蒜鳞茎浸提液对黄瓜生长有益'但当浓度

为
)"-

:

+

-P

时'浸提液对黄瓜发芽率)苗高)根长

的抑制作用显著"

!$

#

(刘素慧等研究表明大蒜秸秆水

浸液对番茄)辣椒和黄瓜具有有利的化感作用'但同

时对同属作物具有有害的化感作用"

7"

#

(本研究也证

明'大蒜挥发物和浸提液在低浓度时对黄瓜种子的萌

发无显著抑制效果'但在中高浓度!挥发物
%

7

:

+皿或

浸提液
R!*"-

:

+

-P

$时会表现出延缓生长的现象'

因此'在生产中应当制定合理的轮作体系'尽可能地

避免化感植物的有害影响并充分利用其有益价值(

综上所述'大蒜能够成为有益的前茬作物'主

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大蒜的化感物质对病原菌

!E6("'$*8

的各个阶段有较强的抑制作用'二是大蒜

的化感物质在低浓度下对黄瓜等蔬菜有促生作用(因

此'大蒜可以作为前茬有益化感作物控制黄瓜疫病(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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