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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试验对甘薯黑斑病接种方法的影响因素
、

发病条件
、

对接种用薯块的要求和抗病
、

感病标准品

种的设置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

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甘薯黑斑病采用薯块接种时
,

正确和规范的甘薯黑斑病

鉴定操作规程及注意事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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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薯在生产上极需要具有抗病虫性的品种
,

因而在育种中对病虫害抗性的鉴定成为必

须的手段
,

特别希望简便
、

快速
、

准确的鉴定方法
。

我国 自 年代以来各地陆续开展了甘薯

黑斑病抗性鉴定方法的研究
,

先后提 出田间 自然诱发鉴定
、

田间人工接种鉴定
、

室内薯块
、

薯

苗人工接种鉴定等
。

由于 田间鉴定法费时费工
,

占地面积大
,

而且常因土壤菌量分布不均匀

或其他外界条件的影响
,

鉴定结果往往不准确 而室 内薯块
、

薯苗人工接种鉴定方法较易掌

握
,

一般多采用薯块人工接种鉴定法
。

具体方法见参考文献〔‘〕。

一 年代又陆续提出了一

些新方法
,

如测量病斑深度〔, 〕,

荧光反射 目测法川等
,

各具优缺点
。

量病斑深度较快速简便
,

但易受薯块内维管束分布的影响
,

如北京农大
一 一

品系是干物质含量高
,

抗黑斑病和茎

收稿 日期
一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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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虫病的材料
,

但薯块内维管束分布密
,

以量病斑深度为依据则该材料为感黑斑病的
。

荧光

反射 目测法
,

比较快速
,

有一定稳定性
,

但需要有荧光显微镜
,

较难普及
。

近年来仍一直采用

室 内薯块人工接种法
,

并作为国家审定品种对抗黑斑病鉴定的权威方法
。

但在使用过程中
,

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
,

造成相同材料在不同地点试验
,

或同一地点的多次试验结果间差异很

大
,

甚至出现相反的结论
。

鉴于这种在实施过程中的发病稳定性仍存在一定问题
,

为改善和

规范这一抗病鉴定方法
,

本研究从 年至 年采用这种方法进行抗病鉴定
,

连续考查

出现不稳定性的原因
,

并找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

试验材料和方法

材料 供试的甘薯品种有对黑斑病表现抗
、

中
、

感的三组品种
,

如绵粉一号
、 一 、

宁

南瑞若
、

胜利百号
、

冀
一

丰收白
、

宁二
、 ,

北京农大选育 等 个品种
。

方法 以常规薯块针刺人工接种方法 见前言 为基本方法
,

并对造成鉴定结果不稳定的

几个问题进行试验 接种方法中有关的影响因素 发病条件 对接种用薯块的要求

抗黑斑病鉴定试验接种时的标准品种的设置
。

计算的统计方法 计算出几个基本统计数
,

平均数 厘米
,

标准差 厘米
,

变异

系数
,

所有计算都是以病斑为单位
,

仅表 的计算是以薯块为单位的
,

因为这是表

达薯块间的病斑变异
。

部分试验进行方差分析
,

以比较其间的差异显著性
,

有些试验结果由

于差异明显
,

未作统计分析
。

。

试验结果和分析

有关接种方法的几个影响因素
接种用 的工具 刺破薯皮

,

接种含黑斑病病菌分生抱子的悬浮液
,

发病后测量病斑

大小
,

是这种接种方法的主要手段
。

我们使用两种接种工具做对 比试验
。

一种是针刺后用接

种环接种
,

另一种是用直径约为 的小圆钉
,

固定深度为 一
,

刺成小圆孔
,

用微

型注射器从小孔中注入定量的抱子液
。

经过观察
,

发现第一种用接种环接种
,

抱子液易在薯

皮上流淌
,

形成不规则的印渍
,

影响病斑的整齐性
,

直接关系到病斑直径测量的稳定性
。

第二

种
,

抱子液是通过注射器的针头直接送入小圆孔内
,

使抱子大部分直接触及薯肉
,

抱子液在

表面流淌的现象少
,

保持了抱子处于湿润的环境
,

有利于发病
,

病斑形状也多呈规则的圆形
。

抱子液的浓度 为了了解接种用的抱子液所含的抱子数对发病有无影响
,

特设计了

如下试验
。

在 倍显微镜下观察
,

每个视野平均分别是 个
、

个
、

个抱子的 个处

理
,

个处理同时在 个品种上进行
。

每个品种用 个薯块
,

取薯块的中部作接种区
,

在一个

薯块上每个处理各接种 个孔
。

把每一个薯块看作一个区组
,

试验数据用随机区组方差分析

方法联合分析 个品种的结果
,

所得试验的平均数据见表
。

由于该试验所用薯块的贮存期

超过 个月
,

品种间发病差异不大
,

但不影响在相同条件下比较抱子液浓度对病斑大小的影

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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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用不 同浓度抱子液接种 时黑斑病病斑 的大小

在不同抱子液浓度下黑斑病病斑大小
品 种

—
‘

宁
一 ·

郑红 号
·

宁二
·

一

平 均
·

, 以抱子数 目 视野 表示

方差分析结果 抱子数处理间的 值 一
,

差异不显著 一
, ,

。

说明接种的抱子数
,

每个视野 个抱子之间无明显差异
。

可根据情况随意采用

任何一种浓度
。

但要求在同一次接种鉴定试验用的抱子液浓度均匀
,

用针管每抽取一次抱子

液前都要用玻璃棒搅匀
。

袍子液 的容量 采用两个品种 郑红 号一抗病
、

宁二一感病
,

各取 个薯块
,

每个

薯块上每个处理接种 孔
,

每个孔注入的抱子液容量处理分别为
, , , 拌 ,

其中宁二

品种增加 拜 一个处理
。

每个处理 个病斑的平均直径见表
。

本试验所用薯块的贮存期超过 个月
,

病斑大小的变异较大
。

分别对两个品种的试验结

果作方差分析
。

郑红 号处理间的 值一 一
,

一
,

差异不显著 宁二的处理

间 值一 一
,

一
,

差异不显著
。

表明无论抗病品种或感病品种用不同容量

的抱子液接种
,

对病斑大小的影响不大
。

在实际应用时
,

以每孔注入 拌 的抱子液较为

恰当
。

虽然用 拜 接种也可以发病
,

但接种技术要求较高
,

抱子在悬浮液中分布稍有不均

匀
,

易造成病斑大小不一
,

影响病斑测量结果的稳定性
。

抱子液容量过大
,

容易溢出小孔
。

我

们观察到每孔注入 拌 的
,

病斑形状明显地不够规则
。

表 不 同容量 的抱子液对甘薯黑斑病病斑大小 的影响

品 种 统计数
。

即

丹。口连﹄月了夕﹄口

⋯
几

,上

︻了一吕,通任内匕移自

⋯,曰

郑红 号

宁二

几尸

。

, 抱子液容量

发病条件

对发病条件的控制
,

往往是接种能否成功的关键
。

接种 的时期 接种时期实际是指薯块收获后贮存一定时间其新鲜程度和新收获时

薯块的新鲜程度相近似的时期
,

即含水量是否充足
,

是否受到其他病菌的侵染
。

表 是对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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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期在 个月内和超过两个月的薯块
,

用相同的品种在相同的接种条件下发病的病斑大小
。

表 不 同接种时期对黑斑病病斑大小 的影响

抗病品种 感病品种
接种 日期 统计数

绵粉 号
一

。

。

。

丰收白 宁 二

一 一

贮存期在 个月内

一 一

贮存期超过 个月

写

试验结果表明
,

在两个不同时期接种的 个品种
,

仅绵粉 号的病斑大小相似
,

而其他

个品种均有变化
。

如抗病品种
一

的病斑变大
,

感病品种丰收白和宁二的病斑相对变小

了
,

使抗
、

感病的表现差距大大缩小
,

不易得出正确的结论
。

又如绵粉 号和丰收白在贮存后

期易感染干腐或软腐病
,

也影响黑斑病发病的整齐性
,

从变异系数的增大可以看出
。

对一些比较容易失水的品种 多数是切干率较低的品种
,

接种效果差异更突出
。

在我们

试验过的品种
,

如冀
一 、

丰收白等失水较快
,

贮存期稍长
,

薯皮即出现皱缩
。

采用这种薯

块接种
,

即使接种条件相同
,

也比新鲜薯块发病困难
。

而像绵粉 号
,

贮存期水分保持较好
,

虽经历时期较长
,

影响也不太大
。

薯块贮存期超过 个月
,

所得试验结果不太典型
,

不能代表该品种的真实情况
,

可能 比

正常发病更轻或更重
。

所以用薯块做抗黑斑病的鉴定试验
,

应以贮存期不超过 个月为宜
,

而且贮存期越短些越好
。

要保证所抽取的薯块是新鲜的
,

表皮不皱缩
,

无其他病菌侵染
,

才能

得出较为可靠的试验结果
。

温湿度的保持 一定的温湿度是保证发病的基本条件
。

温度比较容易掌握
,

把培养

箱的温度调至
’

即可
,

同时还要保持 以上的相对湿度
,

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 了

发病的速度
。

据了解一般做这种鉴定时
,

往往只能保持到 左右的湿度
。

我们经过试验认

为
,

可以在接种后把薯块放在白瓷盘内
,

在旁边放上湿毛巾
,

盘外用塑料薄膜罩上效果较好
,

但必须注意各种用具的消毒
。

培养病斑 的天数 接种后在恒温条件下培养多少天后取出现观察病斑的大小
,

也是

需要考虑的因素
。

因为甘薯对黑斑病没有绝对免疫的品种
,

在人工接种的条件下
,

给以适合

的发病条件
,

无论是抗
、

感病品种都能发病
。

天数太少
,

各类品种均未发病
,

或病斑很小
,

不易

区分出抗
、

感病的差异
。

培养时间过长
,

抗病品种有了充足的病源
,

也会使病斑再增大
,

导至

抗感病之间的差异缩小
,

所以必须掌握好适当的培养天数
。

发病初期
,

每个薯块上接种的不

同孔穴间发病快慢的差异较大
。

到一定天数
,

病斑大小才渐趋均匀
,

这正是观察病斑大小的

恰当时间
。

用农大 作接种培养 日期的观察
。

用 个薯块
,

每个接种 个病斑
,

接种后从 一

每隔
,

测量一次病斑
,

并计算每个薯块病斑间的变异
。

对 个薯块 其中一块烂掉 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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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测量病斑的纵
、

横直径
,

求平均直径
,

并计算每个薯块病斑间的变异系数
。

比较接种后
, ,

薯块病斑的变异分别 比各 自的前两天的变异有何变化
。

发现第 天测量的

变异 比第 天增加或减少变异的块数大致持平
。

接种后第 夭观测的比第 夭变异
,

有

个薯块病斑间变异减少
,

块增加
,

块持平
。

接种后第 天 比第 天的变异
,

则有

个薯块的病斑间变异是增加的
,

块减少
。

详见表
。

表 农大 薯块内病斑 间的变异

接种后天数 观察薯块总数 变异增加的薯块数 ① 变异相同的薯块数 ② 变异减少的薯块数 ③

①变异增加 的署块数 ②变异相同的署块数 ③变异减少的署块数
。

从表 可以看出在接种后 左右观测病斑大小较合适
,

此时署块内病斑的大小比较

整齐
,

病斑的平均数代表性强
。

因此所用接种薯块贮存期在 个月以内的
,

接种后培养的天

数在 一 时观察病斑大小较为合适
。

对接种用薯块的要求

薯块的大小 以重量表示 影响发病的病斑大小
,

贮存期超过两个月的薯块尤为突出

试验做了 次重复
,

所得结果一致
,

都是较大的薯块 以上 的病斑在相同条件下

大于 ,,
、

薯块的病斑
,

次分别为
, , 。

主要原因是薯块越小

保持水分越困难
,

薯块含水量下降影响病斑的大小
。

因小薯块失水快
,

如果某些材料的薯块

本身较小
,

则接种时期更应提早些
,

在收获后立即进行接种鉴定
,

而在接种时所用薯块
,

在材

料允许的情况下
,

均应采用单薯重大于 以上的薯块
。

每次接种用 的样本 大小 我们经过大量的专题试验
,

证明薯块间的病斑变异大于一

个薯块内病斑间的变异
。

要获取 比较稳定的试验结果
,

必须要有一定数量的薯块作样本才

行
,

否则结果可靠性差
。

经试验看出样本内的变异随样本容量的增加而减少
,

但它们的减少

不是成直线下降趋势
。

由 一 增加至 或 时
,

样本内变异下降最快
,

减少误差的相对效率

较高
。

所以样本的大小以每份材料采用 一 个薯块
,

每个薯块接种 一 个病斑比较合

适
。

详细结果 已另文发表圈
。

薯块 的接种部位 在薯块上的不同部位接种
,

病斑大小及其变异性均不同
。

我们把

每一个薯块分为头
、

中
、

尾三部分
,

中部约占全薯块的
,

头
、

尾部各占
,

分别在每个部

位接种
,

比较病斑大小及其变异
。

试验结果表示
,

薯块中部的病斑均较头
、

尾部的病斑大
,

个病斑平均为 病斑间的变异度则是中部小于头尾部
,

变异系数为
。

所以接种时
,

针刺部位应选在中部
,

头
、

尾部不应用于接种
。

抗黑斑病鉴定试验接种时的标准品种设置问题
。

根据我们 年来进行的 多次试验看出用相同材料在不同次所做的试验
,

结果表明
,

病斑间的变异性均较大
。

因此不可能用一个绝对的数字标准来衡量抗病或感病
。

同一个品

种的变异在不同次的试验中
,

其病斑大小的变异约为 之 间
,

但也有一些品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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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试验中表现 比较稳定
,

可用作标准品种
。

通过几年按上述提出的鉴定条件
,

对 已知是抗病和感病的 多个品种的病斑作观察 比

较
,

筛选出几个表现 比较稳定的品种
,

认为可以作为抗
、

感病的标准品种

抗病品种 绵粉 号
、

华北
一 、

宁
一 ,

它们的病斑平均直径多在 。 以下
。

感病品种 丰收白
、

宁二
、 一 。

病斑直径在 以上
。

病斑大小除与品种本身的抗病性强弱有关外
,

还与接种时期
、

薯块的新鲜程度等等影响

因素有密切关系
,

如表 所示即为其中一例
。

可见每次接种试验都应加入相应的标准品种
,

而不能仅和一个固定数字标准作比较
。

此外
,

标准品种也不宜把抗
、

感类型划分过细
。

我们

观察过一些介于抗病与感病类型之间的品种
,

如南瑞苔
、

胜利百号
、

黄心薯
、

冀
一

等的病

斑大小
,

表现不太稳定
,

大致介于抗病与感病类型之间
,

同一品种在不同次试验中
,

有时靠近

抗病
,

有时则靠向感病
,

不是一个稳定的集团
。

同一品种在不同次的接种鉴定时
,

病斑的变异

有时超过 。 的变化
。

因此再划分一类中抗或中感是很困难的
,

即使划分了也不准确
。

我们建议抗黑斑病接种的标准品种仅设置抗病和感病两个类型
,

以免在不同次的试验或不
‘

同地点试验的鉴定结果发生矛盾现象
。

而介于这二者之间的品种可根据其更靠近哪一类来

确定其抗
、

感的程度
。

在每一次抗病鉴定试验中
,

都应设置相同的抗病和感病的标准品种
,

如果哪一次试验标

准品种发病出现反常情况
,

如感病标准品种比最低标准 还降低 。 以上
,

则此

次试验应作废
。

一般说
,

抗病品种病斑的变异性没有感病品种大
。

因此
,

若抗病标准品种比

最高标准 。 还大 。 以上时
,

则此次试验亦认为不可靠
,

应重做
。

结论

通过几年的系统试验
,

综合以上各个试验和系统观察的结果
,

我们认为正确和规范的薯

块室 内人工接种法应是

在甘薯收获后 个月 越早越好
,

选用单薯块重在 以上的 个薯块

作样本
。

在薯块中部占全薯块 的部位
,

用直径约 的圆钉刺入薯皮 深度
,

刺孔位置尽可能选择比较光洁的表面
,

每个薯块刺孔 个
。

采用传统方法制备抱子悬

浮液
,

用微型注射器往刺孔内注入新鲜的抱子悬浮液
。

浓度是 倍显微镜下观察
,

每个视

野平均含 个抱子都可以
,

每个刺孔注入抱子液容量 如
。

每次试验均应设置抗

病和感病的标准品种最少各一个
。

接种后的薯块置于 ℃的恒温中
,

切实保持相对湿度

在 以上
,

放置 巧
。

取出测量每个病斑的最大纵
、

模直径
,

用二者的平均值作为该病

斑大小的代表值
。

和标准品种比较时
,

标准抗病品种的病斑平均数不得比最高标准 。 高

出 标准感病品种的病斑平均数不得 比最低标准 。 少
,

可认为该次试验

有效
。

据此标准看所鉴定的试验材料属于哪种类型
。

病斑均经在 。 以下的为抗

病类型 病斑均径大于 一 。 为感病类型
。

介于中间的视其更接近哪一类型就可归

入那一类
。

以上的差异标准必须是严格按上述的规范措施和条件下接种才行
。

每个材料接

种所用样本的薯块数不得少于 块
,

一个样本的病斑总数不得少于 个
。

统计方法一般以

薯块为单位求病斑的平均数
,

再求样本内所有薯块的病斑平均数
,

以此数据作为该材料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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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病斑大小的代表值
。

同时还可求出薯块病斑间的变异系数
,

一般如变异系数小于
,

可

以认为该接种结果比较可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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