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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用青枯病原 ( 尸 3。以 , ~
50 1

~
己

四 m )
、

西瓜萎蔫病原 (尸` ` 月“
m

一
. ) 和软腐病原 (五八“ 脱 : p

.

) 作

为指示病原物菌种
,

接种于葡萄糖一脉一酵母粉培养基
.

接种点与桂植捕线菌 ( CN
.

7) 的距离分别为 1
.

6
、

4
.

2
,

2
.

3
、

4
.

5
,

1
.

8
、

5
.

0 c m
.

结果表明
,

C N
.

7 有抑制病原物菌生长的作用
,

距离越近
.

效果越明显
,

C N
.

7代射产物中可能

含有抗生素
.

为了解 C N
.

7 与土壤肥分
、

同工醉的关系
,

设里 3个处理
: ( 1) C N

.

7 与等体积的有机肥混合
,

枢制

2d5 ; (2 ) C N
.

7 与等体积的有机肥混合
,

不沤制 ; ( 3) C N
.

7 培养荃 (无菌种 ) 与等体积的有机肥混合
,

不枢制

(对照 )
,

用烟草进行盆栽试验
,

结果表明
,

3 个处理对土壤肥分的利用率和土坡肥分的可吸收态的变化的影响均无

规律可寻
,

表明 CN
.

7 施用后
,

既不能提高寄主植物对肥分的吸收率
,

也不能促进肥分不可利用态变成水溶态
.

叶

片同工醉活性分析结果表明
,

处理 (1 ) 可提高寄主体细胞中醋醉同工醉
、

过氧化物同工酶的活性和醉谱带数 ; 不

同处理
,

过氧化氢醉同工醉和淀粉醉同工醉的活性或醉谱带数均明显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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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曾先后报道过桂植捕线菌七号 ( C N
.

7) 的生

物学特性 l[,
’ 〕及其在烟草

、

西瓜
、

罗汉果等植物上的施

用效果 .l[
3, ` ,

习
.

在近年的田间防效试验中
,

我们逐步

发现该菌剂的功效是多方面的
。

CN
.

7 除可捕食危害

寄主根系的各种线虫
,

对人
、

畜无毒
,

不污染环境外
,

1 9 9 5
一 0 3

一

1 6 收稿
。

还有兼防以根系或茎基为侵染点的某些顽固性病害

的作用
,

如茄科的青枯病
,

烟草的黑胫病及西瓜的萎

蔫病等
。

另外
,

采取施用前
,

C N
.

7预先与腐熟的有

机肥混拌并堆沤 2~ 3个星期后
,

集中施用在苗株的

根围的方法
,

效果更为显著
。

例如
:
1 9 9 4 年靖西的烟

草 生 产 中
,

对青 枯 病 ( 尸 s e “ d

~
s讨

~
ea “ ,

S m i t h ) 和黑胫病 ( P h yt o Pht h or a 户 rZ a S it z’c a

aD
s t

·

v a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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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o ta t.ae n ( Be r da de He a n) Tu e k e r) (以黑胫病为主 )

的综合防效高达 9 2
.

7 %
;
德保以青枯病为主的防效

达到 80
.

0%
,

且施用菌剂后
,

烟草整齐
,

生长旺盛
,

叶色深绿
,

根系发达
,

抗旱能力增强
,

同时还提高抗

其它病害的能力
。

对多年连作的瓜田萎蔫病的防效提

高到 90 % (琶宁五塘 )
,

且瓜农一致反映
,

施用菌剂

后瓜苗生长旺盛
,

茎杆粗壮
,

伸蔓快
,

叶色深绿
,

叶

片厚
,

花多蕾大
,

座果率高
,

瓜的大小一般要比对照

田的大 23/
,

商品率达到 90 写
,

甜度也有所增加
。

为

此
,

我们进行了抗病
,

促生长机理探讨
。

是在 C N
.

7 的代谢产物中含有抗生素
,

因而抑制其邻

近病原物的生长
。

病原生长被抑制的形式
,

主要表现

在菌落直径变小或面向测定物方 向的菌落的生长受

阻而凹入呈月牙形
.

1 兼防以根系或茎基为侵染点的顽固性病害

的机理试验

降低土壤中线虫的虫 口密度
,

无疑是可以减少寄

主根系的伤 口数量
,

这对预防细菌病害是有作用的
,

然而对真菌侵染的病害来说
,

伤 口却不是必需的
,

因

此我们测定了 C N
.

7 代谢产物对病原物菌的反映
。

测定的方法是
,

采用通用的葡萄糖一陈一酵母粉

测定抗生素培养基 6j[
,

在与测定物 (C N
.

7) 菌落的不

同距离接种病原物
,

观察病原物菌落的形状与生长状

况
。

试 验 中 指 示 病 原 物 菌 种 为
:

青 枯 病 菌

( 尸 s e

耐

omoasn
: o la acn

e a u m )
,

西 瓜 萎 蔫 病 原

( F us a

iur m 确 eu m ) 和软腐病原 (灵香草点蜡烛病原

之一 ) ( E刚￡n t’e s p
.

) 试验结果如表 1
。

由表 1 可知
,

C N
.

7 菌株对病原菌有抑制生长的

作用
,

距离越近
,

抑制其生长的效果越明显
;
这可能

2 C N
.

7 促生长的机理研究

为了阐明 C N
.

7施用后
,

既可明显的促进寄主植

物的生长量
,

又可显著地改进品质 (提高西瓜的含糖

量
,

增加开花座果率等 ) 的机理
,

特从土壤肥分的利

用率和酶效应方面
。

进行了分析研究
。

试验的指示植物为烟草
。

具体试验方法是
:

盆栽

烟草
,

每盆 2 株
,

重复 5次
,

盆土由 8 份火土
、

2份

猪粪配制而成
,

每盆接入活线虫 100 条
,

分 3个处理
:

( 1) C N
.

7 与等体积的有机肥混合并经沤制 25 d
,

每

株根围加入 7
.

5 9 腐熟后的菌肥 ; ( 2) 每株根围加入

不经沤制的菌肥 7
.

5 9 ; ( 3) 仅把 CN
.

7 的培养基 (无

菌种 ) 与等体积有机肥混合
,

不经沤制
,

每株根围依

旧加入 7
.

5 9 (作为对照 )
。

定植后 27 d
,

进行生长量

统计
,

结果见表 2
。

待烟株显示出明显差异后
,

取各

处理根围附近的土壤及各处理的植株叶片进行土壤

肥分分析及有关酶的同工酶活性分析
。

2
.

1 土壤肥分分析

为减少取样的人为误差
,

每个处理取 3份土样
,

分别测其速效钾
、

磷
、

铁态氮
、

硝态氮
、

硼等
,

结果

见表 3
。

裹 1 C N
.

7 抑制病原菌生长的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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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wt ee n e o lo n ise of aP 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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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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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处理的生长且统计

1
’

a bl e S 2 a t ti si ts co fg ro wh tn ie e r me n to fd i f fe
比n t tre a tme n 妞

处 理
r re a tme n t

平均株高
Ave rage he ig h to f

Pl
n a ts (e ) m

平均每株叶数
Ae v a rge n um悦

ro f

l
e ave s

e p
r Pl

an t

平均单叶面积
A

ve rage a re ao
f

e p
r Pl

n a t(e mZ )

死苗率
R

a te o
fde ad

pl an ts
( % )

C N
.

7 、 肥
,

沤制 25 天
汀 、 x in g C N

.

7
a n d e o

w
一 b u n g

,

f
。

一

m
e r 、 t e

d 2 5 d
a y s

C N
.

7 + 肥
,

不经沤制
M ix in g C N

.

7 a n
d

e o
w

一 b u n g
.

n o t f
e r m e n t e d

对照 C
o n tr o l

表 3 不同处理土坡肥分的分析结果

T a bl e 3 A n a l y iss
r

esu l st ot 50 11 n u t ir e n st o f d if f e
r e n t t

ear
t m e n t

处理
T

r e a t m e n t

每 2 0 0 克土壤中 I n 1 0 0 g r a
m

o f 50 11 水溶性硼
E心 r o n d isso l vi n g

钾

K ( m g )

磷
P ( m g )

钱态氮
N H

`
一 N ( m g )

硝态氮
N O扩一 N (m g )

I n 丫V s t e r

( P Pm )

C N
.

7+ 肥
,

沤制 25 天

M ix in g C N
.

7 a n d co w 一 b u n g
,

f e r m e n t e d 2 5 d a y s

C N
.

7+ 肥
,

不以沤制
M ix in g C N

.

7 a n d

cow
一 b u n g

,

n o t f e r r n e n t e d

对照 oC
n t r o

l

1 4 8
.

3 1 7 7
.

5 2
.

2 0 4 1 3
.

6 0 0
.

0 9

1 3 9
.

2 1 4 6
.

3 1
.

8 9 5 1 6
.

1 0 0
.

2 9

1 7 3
.

3 1 86 2
.

0 5 1 1 3
.

6 6 0
.

1 2

表 3 的统计数据表明
:

不论是从土壤肥分的利用

率
,

还是从施用菌剂对土壤肥分的可吸收态的变化来

看
,

不同处理对土壤肥分的影响均无规律可寻
,

显然

C N
.

7 施用后
,

其代谢过程
,

既不能提高寄主植物对

肥分的吸收率
,

也不能促进肥分不可利用态变成水溶

态
,

说明该菌剂促进寄主植物的生长量
,

与土壤中的

肥分不存在任何相关关系
。

.2 2 酶效应的测定

把不同处理的指示植物叶片
,

经过处理后
,

采用

聚丙烯酞胺凝胶 电泳法
,

分别进行醋酶
、

过氧化物

酶
、

过氧化氢酶及淀粉酶等同工酶的活性分析
。

分析

结果其模式图分别见图 1
、

2
、

3
、

4
,

各酶带的 R , ( fR

一分离胶中酶带迁移的距离 /前沿指示剂迁移距离 )

见表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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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同图 1 )

从图 l
、

2
、

3
、

4
、

及表 4 可知
,

在 3 个处理中
,

只有施用 C N
.

7 与腐熟有机肥混合并经过沤制的菌

G u a n g x i S e i e n e e s ,

V o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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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的处理 才具有醋酶 同工酶 的第三条酶带( R
,
一

0
.

58 )
,

其它两个处理均缺少这一酶带
;
第四条酶带

( R f一 .0 8 1) 从对照~ 不经沤制~ 经过沤制
,

颜色逐渐

变深
,

说明活性逐渐加强
。

过氧化物酶 的第 1条酶带 ( R f一 0
.

56 ) 和第 2 条

酶带 ( R f ~ 0
.

6 3 )
,

其色泽也是按对照~ 不经沤制一经

过沤制的次序
,

依次变深
;
说明经过沤制的过氧化物

酶同工酶的活性最强
。

过氧化氢酶及淀粉酶同工酶
,

不论是活性或谱带

数
,

均无明显变化
。

酷酶同工酶在光合作用中是糖的合成酶
,

它控制

光合环多个反应
,

其活性增强
,

光合环运转加快
,

光

合效率提高
,

从而使得植株生长旺盛
,

糖的合成和积

累增多8j[
。

这可能就是西瓜等植物施用 C N
.

7 后
,

产

量和含糖量提高 的原因
。

过氧化物酶 同工酶的活性与生长发育的关系
,

一

些学者在不同植物上
,

出于不同的目
.

的
,

得出一些不

尽相同的结论 .8[
’ 〕

。

欧毅等
仁̀ 。〕认为

,

过氧化物酶具有

叫噪乙酸 l( A A ) 氧化酶的某些效应
,

一方面表现 出

抑制树体生长的效应
,

另一方面又使植物表现出叶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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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

功能强
、

经济效益高的特点
。

这一结果与我们的

研究结果虽不尽相 同
,

但却有相似之处
,

即施用 了

CN
.

7 后
,

可在不到一个月的短短时间内
,

烟株的株

高
、

叶片数以及单叶面积都明显增大
,

同时叶片体细

胞内过氧化物酶同工酶活性增强
。

显然并非单一地体

现 比该酶氧化 I A A 的效应
。

因此
,

我们认为
,

过氧化

物配是一个与 I A A 有关的多功能酶
,

在某一特定条

件下
,

某一功能占优势或者多个功能复合作用
,

就产

生相应的效果
。

尤其在醋酶和过氧化物酶的共同作用

下
,

植物一方面表现出植株茁壮
,

叶片增多
,

单叶面

积增大
; 另一方面植株增高

、

生长迅速等
。

最终结果

是提高农作物的经济产量
。

过氧化物酶同工酶的活性与寄主植物抗病性的

关系
,

许多植物病理工作者
,

在不同的植物上
,

对多

种病害
,

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
。

S t a v e l e y a n d H a m
-

s o n 【“ 〕 2 9 6 7 年对三叶草白粉病
; v e e e h [` , 〕 1 9 6 9 年对烟

草黑胫病
;
沈其益等 〔̀ 31 19 7 6 年对棉花枯萎病以及陈

璋 〔 , `〕 1 9 9 3 年在水稻抗瘟病等方面
,

都提出感病品种

或抗性低的品种
,

在接种后
,

过氧化物酶 同工酶的活

性显著增强或出现新的谱带
;
而抗病品种则无此变

化
。

然而 吕成群 l[ s〕 1 99 1年在芒果幼苗感染炭疽病
,

李

冠〔 ’ `〕 1 9 9 3 年对新疆甜瓜抗病性与酶活性关系中
,

则

认为抗病性强的品种
,

过 氧化物酶同工酶的活性加

强
,

酶带增多
。

这些差异的出现
,

不仅仅是由于寄主

多样
,

病害种类繁多以及研究手段各异
,

特别是取材

的抗性水平的差异
,

无法取得抗性或感性的统一水

平
,

于是余晓明 lj[ 认为过氧化物酶同工酶 的活性增

强
,

仅仅是寄主植物对病原物侵染的一种反应
。

结合

我们的试验材料及其对病害抗性的表现
,

尽管还不能

确切地认为过氧化物酶同工酶活性的增强或酶带数

的增多
,

是抗性增强还是减弱
,

但却可以认为这种表

现很可能是寄主对病原物侵染的一种自卫反应
。

因

此
,

应该认为在病原物入侵寄主之前
,

C N
.

7 促使寄

主的过氧化物酶同工酶的活性增强
,

从而提高了寄主

的抗性水平
。

因此 CN
.

7 施用后
,

寄主植物表现 出对

某些病害的抗性可能是寄主植物 自卫反应和菌株持

续产生抗生素的综合结果
。

CN
.

7 的抗病性
,

很可能

是相对广谱的
,

这一点有待进一步验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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