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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筛选产孢效果好、成本低、操作简便的培养基。 ［方法］采用稻秸浸出液与 ＰＤＡ 培养基为主要成分配制 ６ 组不同培养基，
比较其稻瘟病菌的培养产孢情况。 ［结果］配组稻秸浸出液 ∶ＰＤＡ 培养基＝１ ∶１具有最快的培养速率和最大的产孢量，并且与燕麦片培养
基和大麦粒培养基相比在产孢效率和经济成本上也更具有优势。 ［结论］该新型培养基在水稻稻瘟病菌致病性与水稻品种抗瘟性鉴定
研究中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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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稻瘟病是水稻的首要病害［１－２］。 在稻瘟病菌（Ｐｙｒｉｃｕｌａｒｉａ
ｏｒｙｚａｅ）生理分化以及水稻种质资源的抗瘟性接种测定等研

究中都需要人工培养菌株，以获得大量分生孢子。 国内外曾

先后做过诱发稻瘟比较产孢方法及筛选适宜产孢培养

基［３－５］，最常见的是采用高粱、稻节、大麦或小麦粒等组织培

养基培养稻瘟病病菌分生孢子。 但这些产孢方法操作过程

繁琐、培养时间长，产孢效果不甚理想，且在培养过程中容易

受到杂菌污染［６］。 关于常用的燕麦片培养基、米糠培养基、
粗面粉培养基、玉米粉培养基和酵母淀粉培养基等的产孢试

验也有报道［６－９］，但有的产孢效果不理想，有的培养材料不易

获得。 为获得产孢效果好、成本低、操作简便的培养基，笔者

采用当地水稻副产物水稻秸秆为主要原料，通过不同配方的

配组确定了一种新型的稻瘟病菌培养产孢培养基。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１．１．１　 供试菌株。 １－１０（ＺＢ１３），由江西省农业科学院有害

生物控制重点实验室保存。
１．１．２　 供试培养基。 稻秸浸出液：３０ ｇ 稻秸剪碎，用 １ ０００ ｍＬ
清水浸泡 １６～２４ ｈ；马铃薯浸出液：２００ ｇ 马铃薯去皮，切碎，
用１ ０００ ｍＬ清水浸泡 ２ ｈ；稻秸玉米粉培养基：稻秸 ３０ ｇ，玉米

粉２０ ｇ，琼脂 １８ ｇ，清水 １ ０００ ｍＬ；ＰＤＡ 培养基：马铃薯 ２００ ｇ，
葡萄糖 ２０ ｇ，琼脂 １８ ｇ，清水 １ ０００ ｍＬ；燕麦片培养基：燕麦片

５０ ｇ，蔗糖 ２０ ｇ，琼脂 １６ ｇ，水 １ ０００ ｍＬ；配组①：稻秸浸出液＋
马铃薯浸出液（１ ∶ １）； 配组②：稻秸浸出液＋ＰＤＡ 培养基

（１ ∶１）；配组③：稻秸培养基＋马铃薯浸出液（１ ∶１）；配组④：稻
秸培养基＋ＰＤＡ 培养基（１ ∶１）；配组⑤：稻秸培养基； 配组⑥：
ＰＤＡ 培养基。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产孢方法。 从已纯培养的供试菌株中挑取大小相同

的菌块接种到 ６ 种供试配方培养基的培养皿（９ ｃｍ）上，置于

在 ２８ ℃恒温箱中培养。 待平板上菌丝长满后（约 ７ ｄ），置于

室内组织培养架上黑光灯光照培养 ３ ｄ，室温 ２５～２８ ℃。 待

充分产孢后，每皿用 １５ ｍＬ 蒸馏水洗下孢子，１００ 倍显微镜下

计数孢子数量。
１．２．２　 同一菌株在不同配方培养基上产孢量的比较。 供试

菌株 １－ １０ 在 ＰＤＡ 培养基上活化后，用打孔器获得直径

５ ｍｍ、成熟度一致的菌碟，接种于不同配方培养基中央，
２８ ℃培养 ７ ｄ，再置于黑光灯下照射 ３ ｄ，用 １５ ｍＬ 灭菌水洗

下表面菌丝，尼绒纱布过滤，即获得稻瘟菌分生孢子悬浮液，
用 １００ 倍显微镜观察，计数一个视野下孢子的数量，重复 ３
次，取平均值进行比较。
１．２．３　 同一菌株在不同产孢培养基上生长速度的比较。 供

试菌株 １－１０ 在不同配方培养基上 ２８ ℃培养 ７ ｄ 后，测量菌

落直径，计算稻瘟菌生长速度，重复 ３ 次，取平均值进行

比较。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同一菌株在不同配方培养基上生长速率比较　 由表 １
和图 １ 可知，６ 种不同配组的培养基对稻瘟病菌的培养速度

有显著差异。 供试菌株 １－１０ 在培养基配组①、配组②、配组

③、配组④、配组⑤、配组⑥上 ２８ ℃培养 ７ ｄ 的平均菌落直径

　 　 　安徽农业科学，Ｊ．Ａｎｈｕｉ Ａｇｒｉｃ．Ｓｃｉ． ２０１８，４６（１８）：１１８－１２０



表 １　 同一菌株在不同配组培养基上的生长速度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 ｆｏｒ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ｓｔｒａｉｎ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ｅｄｉｕｍｓ ｃｍ

培养基组方
Ｍｅｄｉｕｍ
ｆｏｒｍｕｌａ

培养 ７ ｄ 菌落直径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ｌｏｎｙ ａｆｔｅｒ ７ ｄａｙｓ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
Ⅰ Ⅱ Ⅲ

平均值
Ａｖｅｒａｇｅ

① ７．６８ ７．７２ ７．５９ ７．６６ ａ
② ７．５６ ７．６３ ７．６６ ７．６２ ａｂ
③ ７．５９ ７．０８ ７．４６ ７．３８ ｂ
④ ７．４３ ７．５１ ７．５８ ７．５１ ａｂ
⑤ ６．５１ ６．４４ ６．３９ ６．４５ ｃ
⑥ ７．４９ ７．２７ ７．４３ ７．３９ ｂ
　 注：同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处理间在 ０．０５ 水平差异显著
　 Ｎｏｔ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ｏｌｕｍ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ｔ ０．０５ ｌｅｖｅｌ ａｍｏｎｇ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分别为 ７．６６、７．６２、７．３８、７．５１、６．４５、７．３９ ｃｍ，配组①、配组②与

配组④菌株生长最好，三者之间无显著差异，配组③与配组

⑥培养菌株速度次之，配组⑤最差。
２．２　 同一菌株在不同配方培养基上产孢量比较　 由表 ２ 可

知，供试菌株 １－１０ 在 ６ 种不同配组培养基上的产孢量相差

较大，差异显著。 利用培养基配组①、配组②、配组③、配组

④、配组⑤、配组⑥产孢在一个显微视野下的平均孢子数分

别为 ３５．３、５０．３、４３．３、３５．６、４４．６、１９．３ 个。 配组②产孢最好，其
次为配组③和配组⑤，再其次为配组①和配组④，配组⑥产

孢最差。

图 １　 菌株 １－１０在 ６种不同配组培养基上的生长情况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ｔｒａｉｎ １⁃１０ ｉｎ ｔｈｅ ｓｉｘ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ｍｅｄｉｕｍｓ

表 ２　 同一菌株在不同配组培养基上的产孢量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 ｆｏｒ ｓｐｏｒ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ｓｔｒａｉｎ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ｅｄｉｕｍｓ 个

培养基组方
Ｍｅｄｉｕｍ
ｆｏｒｍｕｌａ

１００ 倍显微镜视野下孢子数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ｐｏｒｅｓ ｕｎｄｅｒ １００×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ａｌ ｖｉｓｉｏｎ

Ⅰ Ⅱ Ⅲ

平均数
Ａｖｅｒａｇｅ

① ３５ ３７ ３４ ３５．３ ａ
② ５２ ４９ ５０ ５０．３ ｂ
③ ４６ ４１ ４３ ４３．３ ｃ
④ ３８ ３４ ３５ ３５．６ ａ
⑤ ４５ ４３ ４６ ４４．６ ｃ
⑥ １８ ２１ １９ １９．３ ｄ
　 注：同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处理间在 ０．０５ 水平差异显著
　 Ｎｏｔ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ｏｌｕｍ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ｔ ０．０５ ｌｅｖｅｌ ａｍｏｎｇ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２．３　 配组②与燕麦片培养基、大麦粒培养基培养、产孢的优

势比较　 利用配组②、燕麦片培养基、大麦粒培养基各培养

供试菌株 １－１０ 并产孢，比较整个产孢周期长度、产孢量和经

济成本。 其中，产孢量的比较利用燕麦片培养基各 １ Ｌ 制成

５０ 个培养平板培养稻瘟病菌并产孢，并用 １ ０００ ｍＬ 无菌水

洗下所有平板上的菌丝、孢子，用双层纱布过滤获得孢子悬

液，１００ 倍显微镜下镜检孢子数，记录一个视野下的孢子数

量，３ 次重复，取平均值。 用容器量取 １ Ｌ 大麦粒做成大麦粒

培养基，接种供试稻瘟病菌产孢，产孢后用 １ ０００ ｍＬ 洗下大

麦粒上的稻瘟病菌孢子，双层纱布过滤，１００ 倍显微镜下镜检

孢子数，记录一个视野下的孢子数量，３ 次重复，取平均值。
由表 ３ 可知，３ 种培养基配组②、燕麦片培养基、大麦粒

培养基整个产孢周期所需要的天数分别为１０、１２、１５ ｄ，每个

表 ３　 ３种不同培养基培养稻瘟病菌产孢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３　 Ｓｐｏｒ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ｍｅｄｉｕｍｓ ｔｏ ｃｕｌｔｕｒｅ

培养基
Ｍｅｄｉｕｍ

产孢周期
Ｓｐｏｒ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ｄ

平均产孢量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ｓｐｏｒｕｌａｔｉｏｎ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个 ／ 视野

经济成本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ｓｔｓ

原料来源
Ｒａｗ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ｓｏｕｒｃｅ

配组② Ｆｏｒｍｕｌａ １０ ４２ ＋ ＋
燕麦片培养基
Ｏａｔｍｅａｌ ｍｅｄｉｕｍ

１２ ３２ ＋＋ ＋＋

大麦粒培养基
Ｂａｒｌｅｙ ｍｅｄｉｕｍ

１５ ３５ ＋＋ ＋＋

　 注：“＋”表示成本的高低以及来源的难易程度，“＋”越多表示成本越
高，原料来源越难易获得

　 Ｎｏｔ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ｓｔ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ｏｒｅ “＋”ｗａｓ，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ｓｔ ｗａｓ，ｔｈｅ ｈａｒｄｅｒ ｔｈｅ ｒａｗ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ｓｏｕｒｃｅ ｗ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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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微视野下平均产孢量分别为 ４２、３２、３５ 个。 可见，配组②
在产孢量与产孢周期上均优于燕麦片培养基和大麦粒培养

基，综合培养基原料的经济成本与获得难易程度，认为配组

②在稻瘟病菌培养产孢方面是一种非常理想的新型培养基

组方，适宜广泛推广应用。
３　 结论与讨论

从总体趋势看，该研究配制的 ６ 种稻瘟病菌产孢培养基

菌株生长速率从快到慢依次为配组②、配组①、配组④、配组

③、配组⑥、配组⑤；产孢量在 ６ 种不同配制培养基上从多到

少依次为配组①、配组⑤、配组③、配组④、配组①、配组⑥。
由此可见，配组②是最佳的稻瘟病菌培养、产孢培养基，其主

要成分为 １ 份稻秸浸出液与 １ 份 ＰＤＡ 培养基等比例混合而

成。 供试菌株在该培养基上生长最快，菌丝生长最旺，产孢

量最多，并且菌丝生长状态与产孢量之间呈正相关。
该研究配制的配组②培养基（稻秸浸出液 ∶ＰＤＡ 培养基

＝１ ∶１，Ｖ ／ Ｖ）接种稻瘟病菌生长速度最快，产孢量最多，这对

于一般的稻瘟病菌生理小种鉴定、致病性分化研究和水稻品

种抗性鉴定研究完全能够达到要求。 该研究进行了配组②、
燕麦片培养基、大麦粒培养基稻瘟病菌产孢培养各项指标比

较，发现供试菌株在配组②培养基上从接菌到产孢所需时间

为 １０ ｄ，燕麦片培养基为 １２ ｄ，大麦粒培养基为 １５ ｄ；产孢量

从多到少分别是配组②（４２ 个 ／显微视野）、大麦粒培养基

（３５ 个 ／显微视野）、燕麦片培养基（３２ 个 ／显微视野）。 可见，
配组②培养基在稻瘟病菌产孢等各项指标上不比燕麦片培

养基和大麦粒培养基差，反而略有优势，综合考虑培养基原

料的经济成本及来源难易程度，认为在配组②是在稻瘟病菌

培养、产孢研究中更具有优势的培养基，至少是目前主要稻

瘟病菌产孢培养基的有益补充，具有很高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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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２０１２：９９－１００．

［２２］ ＳＯ Ｈ，ＡＹＬＭＯＲＥ Ｌ．Ｈｏｗ ｄｏ ｓｏｄｉｃ ｓｏｉｌｓ ｂｅｈａｖ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ｏｄｉｃｉｔｙ
ｏｎ ｓｏｉｌ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Ｊ］．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ｉ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９９３，３１
（６）： ７６１－７７７．

























 



科技论文写作规范

作者　 论文署名一般不超过 ５ 个。 中国人姓名的英文名采用汉语拼音拼写，姓氏字母与名字的首字母分别大写；外国人姓

名、名字缩写可不加缩写点。
文内标题　 文章内标题力求简短，一般不超过 ２０ 字，标题内尽量不用标点符号。 标题顶格书写，文内标题层次不宜过多，一
般不超过 ４ 级，分别以 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 方式表示。

０２１ 　 　 　 　 　 　 　 　 　 　 安徽农业科学　 　 　 　 　 　 　 　 　 　 　 　 　 　 　 　 　 　 　 　 　 　 　 　 　 ２０１８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