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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尖孢镰刀菌培养滤液
室内鉴定百合品种抗病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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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百合尖孢镰刀菌培养滤液，首次在瓶内对百合组培苗 8 个品种进行镰刀菌枯萎病抗性鉴定，结果鉴
定出高抗品种 3 个，中抗品种 3 个，中感品种 2 个，初步建立起百合品种镰刀菌枯萎病抗性室内鉴定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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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Aseptic Identification of the Resistance of
Lily Varieties to Toxin Filtrate From Fusarium oxysporum f． sp． Lil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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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istance of eight lily varieties to toxin filtrate from Fusarium oxysporum f． sp． Lilii was
determined with aseptic seedlings for the first time． The result showed there were three highly resistant varie-
ties ，three moderately resistant varieties，and two moderately susceptible varieties． More importantly，a meth-
od to identify indoors the resistance of lily varieties to toxin filtrate from Fusarium oxysporum f． sp． Lil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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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合是世界四大鲜切花之一，也是云南省主栽花卉之一，深受人们喜爱，并且在生产和贸易中表现
出了较大的经济效益。但由于近年来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和连年种植，其病害变得日益严重，由百合尖孢
镰刀菌( Fusarium oxysporum f． sp． Lilii) 引起的枯萎病，又称茎腐病，是百合重要病害之一。该病导致百
合种球和鳞片腐烂，严重威胁百合种球和切花生产产量和质量。镰刀菌可随土壤、种球传播，百合种球
贮运、贸易以及二代种球的种植加速了该病在全世界百合种植区的蔓延和流行［1 － 2］。由于真菌对杀菌
剂抗性的不断增强和环境因子的影响，使用化学防治对该病收效甚微，因此应用抗病品种和选育抗病品
种是控制百合镰刀菌枯萎病的首选措施。但常规的抗性鉴定费时费工，且易受环境条件影响。而 Cur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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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病情分级标准
Tab． 1 Disease grading standars

等级 Rank 发病情况 Morbidity degree

0 不发病( 与对照相同)

1 基部切口处变灰黑色

2 基部切口处变灰黑色，外层叶片枯萎，病部长度不超过 1 /2

3 整个基部腐烂

4 整个基部腐烂，叶片向上部枯萎，病部长度不超过 1 /2

5 整个基部腐烂，叶片向上部枯萎，病部长度超过 1 /2

等［3］研究证实镰刀菌毒素会导致无菌培养的两个百合品种鳞片出现中毒现象。故在前人研究尖孢镰
刀菌产毒条件的基础上［4 － 6］，首次应用尖孢镰刀菌培养滤液，对 8 个品种百合组培苗进行瓶内抗病性鉴
定，旨在探索出一套快速、简便鉴定抗性的方法，以缩短选育抗病品种周期。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材料

供试的 8 个百合品种来自云南省农科院花卉所质检中心组培室，为生长正常、长势一致、无污染的
组培瓶苗。病原菌为百合枯萎病株上分离得到的尖孢镰刀菌致病菌株，于马铃薯( PSA) 培养基上保存
待用。
1． 2 试验方法
1． 2． 1 毒素滤液制备 菌株移接在 PSA 平板培养基上，于 25 ℃下培养 1 周，沿菌落边缘打出直径为
8 mm菌饼，接入装有 200 mL查氏培养液的 500 mL三角瓶内，每瓶接 8 片，置于摇床上，光照、振荡、室
温培养约 26 ～ 29 d［4 － 5］。培养滤液经过滤( 先用四层纱布，再用两层滤纸) ，滤液离心 30 min( 3 000 r /
min) ，弃去沉淀，上清液煮沸 15 min后，作为毒素原液保存于 4 ℃冰箱待用［7］。
1． 2． 2 接种 ( 1 ) 鉴定浓度的筛选。配制毒素体积分数为 ( 毒素原液与培养基体积比) 0%，20%，
40%，60%的百合繁殖培养基: MS + BA 1． 0 mg /L + NAA 0． 1 mg /L，pH 5． 8，高压灭菌 15 min，以 Sorbon-
na和“发光”为材料，待百合小植株长至 1 ～ 1． 5 cm 高，在基部切去一小薄片后，接入培养基中，每瓶接
15 棵，每个体积分数 5 瓶。( 2) 不同品种抗性鉴定。配制适宜毒素体积分数的百合繁殖培养基，按( 1)
中的方法接种 8 个百合品种组培
苗，每瓶接 15 棵，每个品种 5 瓶。
每个品种设一瓶对照，对照培养
基里不添加毒素滤液。
1． 2． 3 病情调查及抗性分级标
准 接种后，陆续观察记录发病
情况，并于 1 周后统计。病情分
级标准见表 1。

病情指数 /% =［Σ ( 病级苗
数 ×病级) / ( 苗数总和 ×发病最
重级) ］× 100 ( 1)

抗性等级按样本的平均病情指数划分，高抗( HR) ≤40． 00，中抗( MR) 40． 01 ～ 60． 00，中感( MS)
60． 01 ～ 80． 00，高感 ( HS) ≥80． 01。

2 结果与分析
2． 1 百合组培苗室内抗性鉴定适宜毒素浓度

接种 1 周后，两品种不同浓度处理的培养基中，百合苗切口处变灰黑色，并扩散到周围培养基，有的
还出现出基盘及叶片枯腐等损伤表现，株高也明显低于对照，并随浓度增加，损伤加重。两品种随浓度
增加，损伤变化趋势相同，但“发光”较 Sorbonna受损轻，“发光”受损大部分只是切口处灰黑，或基部外
层叶片枯腐，少有整个基盘枯腐的。毒素浓度 60%培养基中，苗受损率达到 100%，其中 Sorbonna 大部
分整个基盘都枯腐;毒素浓度 40%时，苗受损率超过 80%，其中 Sorbonna 大部分整个基盘都枯腐;毒素
浓度 20%时，苗受损率约 50% 。借鉴辐射诱变育种和抗性筛选中的半致死剂量和浓度的原则［8 － 10］，可
见 20%为百合组培苗室内抗性鉴定的适宜浓度。
2． 2 不同品种百合组培苗对镰刀菌毒素抗性

接种 2 ～ 3 d后，可见百合组培苗基部切口处变灰黑，并扩散到周围培养基，随培养天数增加，基盘
出现不同程度枯腐，并向上蔓延至外层叶片，乃至内层叶片。不同品种表现出不同的受伤程度，接种 1
周后统计发病情况。抗性鉴定结果( 表 2) 表明，发光、兰州百合、Elite 的病情指数分别是 30． 22、22． 50、

·672·



第 2 期 彭绿春等:应用尖孢镰刀菌培养滤液室内鉴定百合品种抗病性研究

表 2 百合 8 个品种对镰刀菌枯萎病抗性鉴定结果
Tab． 2 The identification results of eight lily varieties to

Fusarium oxysporum f． sp． Lilii

品种 Variety 病情指数 Disease index 抗性 Resistance

Elite 18． 21 HR

兰州百合 22． 50 HR

发光 30． 22 HR

Lyon 48． 62 MR

Sorbonna 50． 25 MR

T3 56． 10 MR

Siberia 62． 25 MS

Marco Polon 70． 30 MS

18． 21，为高抗品种; Lyon、sorbonna、T3 的病情指数分别是 48． 62、50． 25、56． 10，为中抗品种; Siberia、Mar-
co Polon的病情指数分别是 62． 25、70． 30，为中感品种。所供试的 8 个品种中无高感品种。

3 讨论与结论
试验中同一品种在不同培养滤液浓度的培养基中，受损程度不同，随毒素浓度提高，受损加重;不同

品种在同一浓度培养滤液培养基中受损程度也不同，鉴定结果与杨秀梅等［11］以鳞片为材料进行的田间
鉴定结果一致，初步可以说明用镰刀菌培养滤液室内鉴定百合品种枯萎病抗性是可行的。鉴于试验只
是初探阶段，仅从形态学方面对其病
情分级，划分抗性，以后一方面应增加
室内鉴定供试品种，并结合田间鉴定;
另一方面深入从防御酶系酶活性［12］、
组织超微结构［13］、植株再生能力变
化［14 － 15］等方面来共同划分抗性，以优
化完善室内鉴定这一技术体系。

国内外前人关于抗病性室内鉴定
方面的研究，大多是先提取镰刀菌粗
毒素，再用固体粗毒素配制一定浓度
毒素溶液进行抗性鉴定。鉴于提取粗
毒素比较费时，且产量低，每次提取需
要的培养滤液量大，本研究对前人方
法稍作改进，省去镰刀菌粗毒素的提
取这一步，首次直接用培养滤液作为毒素原液进行鉴定。当然，两种方法各有优势，粗毒素法虽然比较
费时、工作量大，但固体粗毒素能保存的时间长、稳定、体积小、易保存;培养滤液法省时、省力、但保存时
间短，具体根据需要来选择不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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