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8#)'8/781'"

收稿日期"

!

'&%J &'&"

!!!

修订日期"

!

'&%J &! &%

基金项目"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J'

%

#

通信作者
G?1+-*

!

f

H.'"

!

%"#95)1

新疆鹰嘴豆壳二孢疫病病菌
9-)&)%

8

*#'#:"4"

交配型#致病力及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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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杀菌剂的敏感性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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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新疆是我国鹰嘴豆主要生产地$然而随着鹰嘴豆种植面积的扩大$集约化种植模式的发展以及广泛从国内外

引种$鹰嘴豆壳二孢疫病!

;,7'7+

&

8%2*-

I

6,

#开始发生&由于该病害在新疆发生历史较短$相关的研究还甚少&本研

究对新疆鹰嘴豆壳二孢疫病病菌
;,7'7+

&

8%)%31/1

的交配型%致病力及对
#

种杀菌剂敏感性进行测定$结果表明$

;D

)%31/1

的交配型
8LM%?%

和
8LM%?'

在新疆木垒地区的分离频率明显偏离
%k%

$以
8LM%?'

为优势种群$但其致病

力与
8LM%?%

无显著差异$而
8LM%?%

对
#&;

醚菌酯
GY

的敏感性显著低于
8L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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鹰嘴豆
-17/)%)1/81".(C9

是世界上种植面积居

第
'

位的食用豆类+

'&%$

年世界总种植面积为

%!="

万
61

'

+总产量约达
%!$>

万
,

)

%

*

'壳二孢疫

病$

;,7'7+

&

8%2*-

I

6,

+病原菌为
;,7'7+

&

8%)%31/1

%是

世界上危害鹰嘴豆最严重的病害)

'#

*

'该病原菌致

病力变异是影响病害发生和流行的关键因素+而有

性生殖是影响致病力变异的重要因素之一'真菌的

有性生殖主要是由交配型基因控制)

!

*

'

;D)%31/1

是

一种具有二极性交配系统的异宗结合子囊菌)

=$

*

'

在世界上大多数鹰嘴豆种植地区+病原菌有性态

$

614

&

(/!!%)%31/1

%在病残体上越冬+并在病害流行

中起着重要作用'与大多数子囊菌一样+

;D)%31/1

有性繁殖由具有两个等位基因的单个交配型基因位

点$

8LM

%控制)

>

*

'该位点基因控制雌雄配子配合

和两性亲和细胞的激素调节+控制性别分化和有性

发育+以及子囊孢子的大小等)

!

*

'调控有性生殖的

两种交配类型被称为
8LM%?%

和
8LM%?'

)

=$

*

'

;D)%31/1

的有性繁殖取决于地理邻近的两种交配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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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

期 蔡军等!新疆鹰嘴豆壳二孢疫病病菌
;,7'7+

&

8%)%31/1

交配型(致病力及其对
#

种杀菌剂的敏感性测定

的存在'地区间或地区内两种交配型的比例显著低

于
%k%

可能阻止有性阶段的形成+从而消除病原菌

的重要来源并改变该病害的流行病学'缺乏有性阶

段可能会对真菌在田间的传播(病害的流行病学或

在鹰嘴豆作物间的长期存活产生重大影响)

>

*

'

新疆是我国鹰嘴豆主要产地+然而随着鹰嘴豆

种植面积的扩大和集约化种植模式的发展以及广泛

从国内外引种+开始出现鹰嘴豆壳二孢疫病'鹰嘴

豆壳二孢疫病于
'&&>

在我国新疆首次报道)

J

*

+之后

相继报道了该病的防治措施(杀菌剂试验及抗性品

种试验等'由于该病害在我国属于新入侵病害+因

此相关研究工作非常少+主要以田间发病情况(造成

的损失及防治措施为主+对于鹰嘴豆壳二孢疫病病

原的生物学特性和基因组学研究较少'有性阶段的

发展在病害流行病学和病原多样性中起着重要作

用+增加病原菌群体之间的遗传变异性可能导致病

原菌对杀真菌剂产生抗性和栽培种质丧失抗性'因

此+确定鹰嘴豆种植地区病原菌的交配类型对于病

害管理非常重要'虽然交配型测定已广泛用于确定

病原菌群体样品中的交配型+但是相关研究多集中

于交配型的频率+对于两种交配型的致病力差异等

研究甚少'本试验通过对新疆鹰嘴豆主要种植区

木垒县的病害调查+并采集病株样品进行室内分离

纯化培养+完成交配型鉴定+对两种交配型的分离

物进行致病力的室内人工接种鉴定以及对杀菌剂

的敏感性测定+分析其在木垒的地理分布差异和两

种交配型分离物的致病力及对杀菌剂的敏感性

差异'

#

!

材料与方法

#<#

!

试验材料

#9#9#

!

病株收集及病原菌分离纯化

'&%$

年
$

月在新疆昌吉木垒县鹰嘴豆主要种

植区收集有黄褐色轮纹斑症状)

%&

*的病株'在
=

个

乡村随机采样+收集的病株风干后选取部分材料的

病叶或病枝从病斑外围
%

"

'11

处剪下+若是枝

干+则将带有病斑的皮层剥下'将待分离材料放入

%&1C

灭菌小烧杯+倒入
&9%;

升汞表面消毒

%9=1-7

+用无菌水冲洗
#

次+保留最后
%

次无菌水

冲洗液'用灭菌镊子(剪刀在无菌水中将病健相间

组织剪成
'

"

#11

大小的方块'放入鹰嘴豆煎汁

KEL

培养基平板上培养$

'&&

I

马铃薯+

'&

I

鹰嘴豆

粉+

'&

I

葡萄糖+

'&

I

琼脂+

&9%

I

氯霉素加水到

%&&&1C

%+

'"j

条件下培养
%!<

左右+对培养出的

菌落进行常规生物学鉴定并完成纯化'

#9#9!

!

主要试剂及仪器

'g9%

I

KYR 8+H,.38-A

$含染料%(

EC'&&&

E/L8+3c.3

均购于新疆乌鲁木齐市庄盟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真菌基因组
E/L

快速抽提试剂盒

$

T=%>''J?&%&&

%购于上海生工生物工程公司+

KYR

引物合成由上海生工生物工程公司完成'

试验仪器包括台式高速冷冻离心机$

G

SS

.7<)34

Y.7,3-40

I

.=!'!

#

'!'!R

%(

KYR

扩增仪$

T-)1.,3+

&$&?>=%

%(电泳仪$北京市六一仪器厂
Ê ?̂"Y

%(凝

胶成像仪$

Z0+7,01DM=

%(水浴锅$金坛市医疗仪器

厂
E]?>E

数显恒温水浴锅%(低温冰箱等'

#9#9=

!

供试杀菌剂

%&;

苯醚甲环唑
_X

+山东碧奥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

苯甲"丙环唑
GY

+青岛金尔农化研制开发

有限公司&

#&;

醚菌酯
GY

+山东碧奥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

!

试验方法

#9!9#

!

多重
KYR

鉴定鹰嘴豆壳二孢疫病病菌交

配型

!!

收集菌丝+按照真菌总
E/L

快速提取试剂

盒使用说明提取分离物总
E/L

+置于
e'&j

保存

备用'使 用
8LM%?%

特 异 性 引 物
D

S

'%

$

=l?

LYLXMXLXYYMXYLYLXMMY?#l

%+

8LM%?'

特

异性引物
M+-*=

$

=l?YXYMLMMMMLMYYLLXL?

YLYLYY?#l

%和侧翼特异性引物
Y)1%

$

=l?XYLM?

XYYLMLMYXYYLXM?#l

%进行多重
KYR

扩增+

8LM%?%

和
8LM%?'

扩增产物分别为约
$&&2

S

和

!&&2

S

)

>

*

'

KYR

反应体系为
'=

#

C

+其中包含
'g

9%

I

KYR 8+H,.38-A%'9=

#

C

+

E/L

模板
'

#

C

+

%&

#

1)*

#

C

引物
D

S

'%

+

M+-*=

和
Y)1%

各
%

#

C

+

<<V

'

P$9=

#

C

'

KYR

程序!

J!j=1-7

&

J!j

变性

%1-7

+

="j

退火
!=H

+

$'j

延伸
%1-7

+

#&

个循环&

$'j

延伸
=1-7

'反应产物在
%;

琼脂糖凝胶上于

%&&(

电泳
#&1-7

+溴化乙锭染色+在紫外光下显现

并拍照'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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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

鹰嘴豆壳二孢疫病病菌两种交配型的致病

力测定

!!

选取
#

个不同抗性水平的鹰嘴豆品系,系选

&#

-,北园春-和,

!=##

-为寄主材料)

%%

*

'选用健康饱

满种子+室内用
&9%;

升汞消毒
%&1-7

+流水冲洗

#&1-7

+用
!&

"

=&j

温水浸种
"6

后于
'>

"

#&j

恒温箱内催芽+出芽后播种在装有灭菌土壤的花盆

中+出苗后
$<

+分别用浓度为
=g%&

= 个#
1C

的

8LM%?%

+

8LM%?'

分离物的分生孢子悬浮液于叶

片正反面均匀喷雾接种+每处理
#

次重复+每重复

%&

株+以清水为对照'每种交配型的分生孢子悬

浮液分别使用
=

个以上分离物混合配制+接种后在

室温为
'"j:!j

+湿度为
=&;

"

"&;

条件下培

养'接种第
%=

天进行发病情况调查+统计病斑等

级+计算病情指数'

病情指数
L

'

$各级病株数
O

该病级值%#$调

查总株数
O

最高级值%

O

%&&

'

根据
K+7<.

等)

%'

*的分级标准稍作修改将鹰嘴

豆壳二孢疫病分为
>

级'

&

级!无病害症状&

%

级!植

株仅表现轻微受损+病症发生于茎秆顶端&

'

级!病

斑扩展为
=11

大小+茎秆顶端出现萎蔫(下垂现象&

#

级!整株出现病症+且明显由茎秆顶端向下移&

!

级!整株出现病斑+开始出现落叶+部分枝条折断+

分枝轻微干枯&

=

级!整株出现病症+分枝普遍干枯+

部分植株折断(死亡&

"

级!整株出现病症+大部分分

枝干枯+部分植株折断+

'=;

的植株死亡&

$

级!整株

出现病症+大部分分枝干枯+部分植株折断+

=&;

的

植株死亡&

>

级!整株出现病症+大部分分枝干枯+部

分植株折断+

%&&;

的植株死亡'

#9!9=

!

鹰嘴豆壳二孢疫病病菌两种交配型对杀菌

剂的敏感性测定

!!

测定采用生长速率法'根据各种杀菌剂有效成

分含量配制质量浓度梯度+配制含药鹰嘴豆煎汁

KEL

培养基$表
%

%+以加入灭菌蒸馏水的培养基平

板为对照'每种交配型使用
=

个以上分离物+分别

将
&9=51

菌饼接至含
#

种杀菌剂的培养基平板中

央+重复
#

次'置于
'"j

培养箱中黑暗培养'药后

%&<

与
'&<

采用十字交叉法测量菌落直径+计算各

杀菌剂处理对菌落扩展的生长抑制率!

抑制率
i

$对照菌落直径
e

处理菌落直径%#$对

照菌落直径
e&9=

%

g%&&;

'

通过
K)*)K*0H

软件计算
GY

=&

'当
'

个比较组

的
GY

=&

的
J=;

置信限互相重叠时+认为其差异不

显著'

表
#

!

不同杀菌剂的处理设置

$%&'(#

!

$-(%6+(06/(66.0

9

/1*-5.11(-(06120

9

.3.5(/

杀菌剂

W07

I

-5-<.

有效成分质量浓度#
1

I

"

C

e%

8+HH5)75.7,3+,-)7)4+5,-B.-7

I

3.<-.7,

%&;

苯醚甲环唑
_X<-4.7)5)7+a)*.%&; _X !& > %9" &9#' &9&"!

#&;

苯甲"丙环唑
GY<-4.7)5)7+a)*.

"

S

3)

S

-5)7+a)*.#&;GY !& > %9" &9#' &9&"!

#&;

醚菌酯
GYc3.H)A-1?1.,6

@

*#&;GY !& > %9" &9#' &9&"!

!

!

结果与分析

!<#

!

9;'#:"4"

的分离结果及其交配型分子鉴定

共分离纯化
'''

个
;D)%31/1

分离物+其详细来

源见表
'

'用特异性引物
Y)1%

(

M+-*=

和
D

S

'%

进行

多重
KYR

分析+结果显示+

=

个地点均发现两种交

配类型$表
'

%+除了西吉尔镇水墨沟村以
8LM%?%

为优势交配型外+其他
!

个村镇
8LM%?'

的出现频

率均比
8LM%?%

多'卡方检验发现+在显著水平为

%;

时+英格堡乡一道沟村种群和东城乡沈家沟村种

群的两种交配型分离频率没有显著偏离
%k%

+其余

#

个地区均显著偏离
%k%

'本研究每个地点测试的

样本量少+没有足够的群体数量来分析确定两种交

配型的分离频率是否显著偏离
%k%

'因此+采用木

垒县全部
'''

个分离物来分析该地区的交配型分

布和频率+结果表明两种交配型分离频率显著偏离

%k%

+

8LM%?'

比
8LM%?%

分离频率更高+卡方值为

%$h#%=

$

#

"

&9&&%

%'

!<!

!

鹰嘴豆壳二孢疫病病菌两种交配型的致病力差异

由表
#

可知+接菌后
%=<

+仅,北园春-对病原菌

的
8LM%?%

和
8LM%?'

都表现出严重的病害症状+

平均病情指数分别为
"J9'J

和
>&9!$

',系选
&#

-与

,

!=##

-两个品种只对
8LM%?'

表现出了轻微的病

害症状'从病情指数来看+

8LM%?'

的致病力大于

"

'''

"



!"

卷第
#

期 蔡军等!新疆鹰嘴豆壳二孢疫病病菌
;,7'7+

&

8%)%31/1

交配型(致病力及其对
#

种杀菌剂的敏感性测定

8LM%?%

+但差异分析表明+两个交配型对
#

个品种 的致病力并没有显著差异'

表
!

!

多重
L)J

测定
9-)&)%

8

*#'#:"4"

分离物两种交配型的分离频率#

!

$%&'(!

!

:(6(-+.0%6.*0*1./*'%6.*01-(

M

2(03

B

*1+%6.0

9

6

B,

(-%6.**19-)&)%

8

*#'#:"4"./*'%6(/&

B

+2'6.

,

'(OL)J

采集地点

Y)**.5,-)7H-,.

分离株数#株

/012.3)4

-H)*+,.H

8LM%?%k

8LM%?'

"

'

#

地理位置

X.)

I

3+

S

6-5+*

S

)H-,-)7

英格堡乡一道沟村
-̂<+)

I

)0B-**+

I

.

+

-̂7

II

.2+),)F7H6-

S

'J Jk'& !9%$' &9&!% J&m%!l!#nG

!

!#m!Jl!=n/

东城乡南闸村
/+7a6+B-**+

I

.

+

E)7

I

56.7

I

,)F7H6-

S

!> %!k#! >9### &9&&! J&m%%l!%nG

!

!#m!"l=>n/

东城乡沈家沟村
D6.7

`

-+

I

)0B-**+

I

.

+

E)7

I

56.7

I

,)F7H6-

S

#J %!k'= #9%&# &9&$> J&m&Jl&>nG

!

!#m!=l'%n/

西吉尔镇水墨沟村
D60-1)

I

)0B-**+

I

.

+

D-

`

-.3,)F7H6-

S

!! #'k%' J9&J% &9&&# J&m&=l&=nG

!

!#m!!l%Jn/

东城乡孙家沟村
D07

`

-+

I

)0B-**+

I

.

+

E)7

I

56.7

I

,)F7H6-

S

$= '!k=% J9$'& &9&&' J&m&$l!>nG

!

=!m==l#=n/

总计
M),+* ''' >&k%!' %$9#%=

"

&9&&%

!

%

%

"

'为
%k%

比率检验的卡方值&

#

为
%k%

比率$

%

自由度%无效假设下的较大值概率+显著水平为
%;

'

"

'

!

Y6-?H

f

0+3.<B+*0.4)3,6.,.H,)4%k%3+,-)

&

#

!

K3)2+2-*-,

@

)4

I

3.+,.3

"

'

?B+*0.07<.3,6.70**6

@S

),6.H-H)4%k%3+,-)

$

%<.

I

3..)443..?

<)1

%

+,,6.H-

I

7-4-5+7,*.B.*)4%;9

表
=

!

鹰嘴豆
=

个品种接种不同交配型后的病情指数#

!

$%&'(=

!

:./(%/(.05(O*164-((34.3P

,

(%32'6.7%-/%16(-.0*32'%6.*0A.645.11(-(06+%6.0

9

6

B,

(/

交配型

8+,-7

I

,

@S

.

平均病情指数
LB.3+

I

.<-H.+H.-7<.A

系选
&#

!

[-A0+7&#

北园春
!

T.-

@

0+75607 !=##

清水对照
Y]

$

&9>#:&9$'

%

+

$

#9$$:#9=J

%

2

$

$9&!:!9"%

%

+

8LM%?%

$

%9'=:%9'=

%

+

$

"J9'J:$9&&

%

+

$

$9>':%%9&=

%

+

8LM%?'

$

'"9"":'#9&"

%

+

$

>&9!$:%>9""

%

+

$

'!9J!:%#9#=

%

+

!

%

%同列数据后标注不同字母表示在
=;

水平上差异显著'

M6.<+,+-7H+1.5)*0174)**)F.<F-,6<-44.3.7,H1+***.,,.3H+3.H-

I

7-4-5+7,*

@

<-44.3.7,+,,6.=;*.B.*9

!<=

!

鹰嘴豆壳二孢疫病病菌两种交配型对防治药

剂的敏感性差异

!!

药后
%&<

病原菌的两种交配型对
%&;

苯醚甲

环唑
_X

(

#&;

苯甲"丙环唑
GY

(

#&;

醚菌酯
GY

都

表现敏感+其
GY

=&

"

&9#1

I

#

C

'两种交配型对
#&;

苯甲"丙环唑
GY

的敏感性较高+

GY

=&

"

&9%1

I

#

C

+

对
%&;

苯醚甲环唑
_X

的敏感性次之+但彼此间均

不存在显著差异&病原菌的两种交配型对
#&;

醚菌

酯
GY

的敏感性存在显著差异+

8LM%?'

的敏感性

大于
8LM%?%

$表
!

%'

表
@

!

药后
#D59-)&)%

8

*#'#:"4"

不同交配型对
=

种杀菌剂的敏感性#

!

$%&'(@

!

>(0/.6.7.6

B

*15.11(-(06+%6.0

9

6

B,

(/*19-)&)%

8

*#'#:"4"6*64-((120

9

.3.5(/#D5%

B

/%16(-6-(%6+(06

杀菌剂

W07

I

-5-<.

GY

=&

#

1

I

"

C

e%

J=;

置信限#

1

I

"

C

e%

J=;YC

回归方程

R.

I

3.HH-)7

.

f

0+,-)7

相关系数$

)

%

Y)33.*+,-)7

5).44-5-.7,

交配型

8+,-7

I

,

@S

.

%&;

苯醚甲环唑
_X<-4.7)5)7+a)*.%&; _X &9''> &9%!$

"

&9#'J

&

i&9=&=#*70o=9"J&> &9J&J! 8LM%?%

#&;

苯甲"丙环唑
GY<-4.7)5)7+a)*.

"

S

3)

S

-5)7+a)*.#&;GY &9&J# &9&"'

"

&9%'J

&

i&9=#>J*70o"9'!!$ &9J%##

#&;

醚菌酯
GYc3.H)A-1?1.,6

@

*#&;GY &9'&= &9%'$

"

&9#&#

&

i&9'='>*70o=9!&## &9J#J>

%&;

苯醚甲环唑
_X<-4.7)5)7+a)*.%&; _X &9'!' &9%$=

"

&9#'%

&

i&9=%=#*70o=9"J>! &9J#'! 8LM%?'

#&;

苯甲"丙环唑
GY<-4.7)5)7+a)*.

"

S

3)

S

-5)7+a)*.#&;GY &9&=> &9&#"

"

&9&>=

&

i&9=&%>*70o"9#$!' &9J%!"

#&;

醚菌酯
GYc3.H)A-1?1.,6

@

*#&;GY &9&'$ &9&%&

"

&9&='

&

i&9'!%%*70o=9J%!= &9J&J=

!

%

%不同
GY

=&

的
J=;

置信限如果重叠表明无显著差异+

0

!药剂浓度+

&

!死亡率'

M6.<-44.3.7,GY

=&

B+*0.HF-,6)B.3*+

SS

.<J=;5)74-<.75.*-1-,+3.7),H-

I

7-4-5+7,*

@

<-44.3.7,

+

0

!

Y)75.7,3+,-)7)4407

I

-5-<.

+

&

!

8)3,+*-,

@

9

!!

药后
'&<

供试杀菌剂对病原菌的抑制作用如

表
=

所示+

#

种杀菌剂均显示了较长的持效期'病

原菌的两种交配型对
%&;

苯醚甲环唑
_X

(

#&;

苯

甲"丙环唑
GY

(

#&;

醚菌酯
GY

仍然表现出较高的敏

感性+其
GY

=&

"

%1

I

#

C

'两种交配型对
#&;

苯甲"丙

环唑
GY

和
#&;

醚菌酯
GY

的敏感性都表现出显著差

异+

8LM%?'

的敏感性都大于
8LM%?%

'结合表
!

和

表
=

的结果+

8LM%?'

对
#&;

醚菌酯
GY

的敏感性

"

#''

"



'&'&

最高+其
GY

=&

分别是
&9&'$1

I

#

C

和
&9&$%1

I

#

C

+ 且与
8LM%?%

的
GY

=&

相差较大'

表
"

!

药后
!D59-)&)%

8

*#'#:"4"

不同交配型对
=

种杀菌剂的敏感性

$%&'("

!

>(0/.6.7.6

B

*15.11(-(06+%6.0

9

6

B,

(/*19-)&)%

8

*#'#:"4"6*64-((120

9

.3.5(/!D5%

B

/%16(-6-(%6+(06

杀菌剂

W07

I

-5-<.

GY

=&

#

1

I

"

C

e%

J=;

置信限#

1

I

"

C

e%

J=;YC

回归方程

R.

I

3.HH-)7

.

f

0+,-)7

相关系数$

)

%

Y)33.*+,-)7

5).44-5-.7,

交配型

8+,-7

I

,

@S

.

%&;

苯醚甲环唑
_X<-4.7)5)7+a)*.%&; _X &9!'! &9##"

"

&9='$

&

i&9=&&'*70o=9!%%J &9J!$# 8LM%?%

#&;

苯甲"丙环唑
GY<-4.7)5)7+a)*.

"

S

3)

S

-5)7+a)*.#&;GY &9%J$ &9%"#

"

&9'#"

&

i&9"'%=*70o"9&$"" &9J!%!

#&;

醚菌酯
GYc3.H)A-1?1.,6

@

*#&;GY &9J&! &9=&%

"

%9=#$

&

i&9%$$!*70o=9&%!! &9>$&"

%&;

苯醚甲环唑
_X<-4.7)5)7+a)*.%&; _X &9#J' &9#%=

"

&9!>%

&

i&9=>"'*70o=9==># &9J"$' 8LM%?'

#&;

苯甲"丙环唑
GY<-4.7)5)7+a)*.

"

S

3)

S

-5)7+a)*.#&;GY &9%'" &9%%'

"

&9%!&

&

i&9=$!"*70o"9'>=" &9J!==

#&;

醚菌酯
GYc3.H)A-1?1.,6

@

*#&;GY &9&$% &9&#%

"

&9%#&

&

i&9%$'=*70o=9!='' &9J%'=

=

!

讨论

本研究在木垒县的
=

个地区都发现了
;D)%31/1

的两种交配型'在两种交配型共存的情况下+除了

西吉尔镇水墨沟村的分离物以
8LM%?%

居多外+其

他地点分离物大多数是
8LM%?'

'本研究对所有分

离物的总体分析显示+两种交配型呈高度偏态分布+

8LM%?'

分离物的数量约是
8LM%?%

分离物的
'

倍

$

%!'k>&

%'这表明+该地区
8LM%?'

可能比
8LM%?%

更具竞争优势+并且木垒县
;D)%31/1

的种群可能不

会随机交配'虽然该地区的总体交配型分离频率明

显地偏离
%k%

+表明在木垒县种群中可能发生了较

少的有性重组'但是在木垒县部分地区
8LM%?%

和
8LM%?'

分离物的频率接近
%k%

+表明在自然条

件下可能发生随机交配+并产生可作为引发病害流

行的主要接种体的子囊孢子'两种交配型接种鹰嘴

豆的室内试验结果表明+

8LM%?'

的致病力略高于

8LM%?%

+但二者没有显著差异+

8LM%?'

可能存在

细微的竞争优势'由上可推测+交配型致病力的强

弱可能直接影响其在种群的频率与分布'

但是很多研究报道了
8LM%?%

的竞争优势+如

R6+-.1

等)

%#

*的研究中突尼斯
;D)%31/1

种群中
8LM%?%

比
8LM%?'

更多+总体比例为
JJk''

+与
]+-H.3

)

%!

*

的结果一致'

'&%%

年
P1+3

等)

%=

*报道了叙利亚

;D)%31/1

交配型的分布情况+在
%##

个测试的分离

物中+

8LM%?%

占
"!;

+

8LM%?'

占
#";

'

'&%$

年

La-a

S

)03

和
R)063+a-

)

%"

*的研究显示+大多数分离物

为
8LM%?%

+占
=>9%';

+

8LM%?'

占
!%h>>;

'这

表明
8LM%?%

可能更具竞争优势)

%$

*

'阿尔及利亚(

利比亚(摩洛哥(意大利和希腊等地中海国家也报告

了
8LM%?%

相对于
8LM%?'

的优势'也有报道显

示交配型
8LM%?'

在土耳其等国家占主导地位+例如

印度只报道了
8LM%?'

)

%!

+

%>'&

*

'然而在西班牙(加拿

大和美国的大多数种群中+两种交配类型都以相似的

频率发生)

>

+

%>

+

'%''

*

'从上述报道可知+不同地区的优

势交配类型并不完全一致+因此本研究结果只代表木

垒县
;D)%31/1

种群目前的情况'

两种交配型对
#

种杀菌剂的敏感性测定显示+

8LM%?%

对
#&;

苯甲"丙环唑
GY

和
#&;

醚菌酯
GY

的敏感性都低于
8LM%?'

+表明
8LM%?%

相对于

8LM%?'

具有抵抗杀菌剂的优势'苯醚甲环唑和苯

甲"丙环唑的作用机理都是抑制麦角甾醇的生物合

成)

'#

*

+醚菌酯的作用机理是抑制线粒体的电子传递

从而破坏能量生成)

'!

*

'而两种交配型仅对
#&;

醚

菌酯
GY

表现出显著的敏感性差异'这说明+木垒

地区同一交配型不同分离物之间差异较小+且不同

作用机理的杀菌剂可能对两种交配型的抑制程度存

在差异+杀菌剂的配合使用能够对病菌达到更好的

控制效果+且杀菌剂的使用或许会影响
;D)%31/1

两

种交配型的分布频率'

;D)%31/1

是新疆昌吉木垒县最为普遍和具有破

坏性的鹰嘴豆壳二孢疫病病原菌+实地调查可以获

得关于鹰嘴豆壳二孢疫病病情和严重程度现状的信

息+这是对病害进行综合管理的基础'鹰嘴豆壳二

孢疫病的防治应以种植抗病品种为主+辅以农业防

治和化学防治+重点提高鹰嘴豆抗病性+创造有利于

鹰嘴豆生长(不利于病原菌入侵危害的环境+实施有

效(可持续控制的防治策略'但在木垒县的实际生

产中+鹰嘴豆壳二孢疫病发病率高+发病程度重'由

于鹰嘴豆的种植成本低+经济效益高+重茬面积不断

"

!''

"



!"

卷第
#

期 蔡军等!新疆鹰嘴豆壳二孢疫病病菌
;,7'7+

&

8%)%31/1

交配型(致病力及其对
#

种杀菌剂的敏感性测定

增加+存在田间病残体处理不当以及种子带菌+缺乏

持久有效的抗病品种+杀菌剂使用不规范等情况+一

旦遇到适合该病害发生的温度和湿度条件便可暴发

成灾'因此+鹰嘴豆壳二孢疫病的防控仍然面临严

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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