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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黑斑病是大棚香蕉 (Musa)组培苗的一个重要病害．通过对其病原菌形态、培养性状的观察及致病性的测 

定，证明该病害由香蕉链格孢 (A／temana， Bow．et Bat．)真菌所致，并且该菌所引起的大棚香蕉组培苗病 

害在国内属首次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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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fication of the pathogen of black blot of tissue cultured plantlets 

of banana in greenhouse 

HUANG Li—zhi ，JIANG Zi—de2，LI F．-qing，QI Pei—kun2 
(1．Zhulmi Focus Technology Co．LTD，Zhnhai 519060，China；2．Department of Plant Pathology，South China A cultIlre University， 

Gl】an 刈l 510642，China；3．LianjiannngtarIExtension Station ofAgriculturalTechnologies，Lianjiang 524432，China) 

Abstract：Banana black blot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diseases on tissue cultured plantlets of banana in green— 

house．Based on mow．hological characters，cultural character and pathogenicity test，the pathogen was identi— 

fled preliminarily as A／temar／a rnzfs Bow ．et Bat．This Was the first report of the fungus which can cause se— 

rious disease on the tissue cultured plantlets in greenhous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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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来，随着香蕉种植业的迅速发展，香蕉组培苗得到了广泛推广．然而，大棚香蕉组培苗易发 

生黑斑病，部分大棚组培苗发病率可高达60％，导致大田香蕉黑斑病普遍发生并造成严重损失．由于不 

明病因，生产上盲目滥用杀菌剂，防治效果极差．作者调查并鉴定了该病害的病原菌，以期为该病害的防 

治提供依据． 

1 材料和方法 

1．1 标本采集 

1993年2月和2OO4年4月，分别对广西玉林、广东廉江市平坦所发生的大棚香蕉组培苗黑斑病进行 

调查和采集病样 ． 

1．2 分离培养 

将初发病组织在 PDA培养基上按常规方法[ ]进行分离培养并镜检观察病原菌单孢系在 PDA上的形态 

及培养性状，鉴定病原菌． 

1．3 致病性研究 

收稿日期 i 2O05—09—05 

作者简介：黄立志 (1964一)，男．广西玉林人，高级农艺师．硕士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仲恺农业技术学院学报 第 19卷 

1．3．1 致病性测定 采用无伤和针刺法将病原菌接种于组培苗叶片，接种后在 25~C、相对湿度 95％~／／zl： 

下保湿2 d，发病后再分离病原． 

1．3．2 寄主范围测定 采用不刺伤与刺伤方法将所分离的病原菌接种梨、香蕉、柑桔、芒果、苹果、番 

石榴、番木瓜等果实，保湿 5～7 d，以测定其寄主范围． 

2 结果 

组培苗叶J~l-~期病斑较小，水渍状，暗褐色，后扩展呈圆形或近圆形，外围水渍状，内围暗褐色， 

中心灰白色，其上有轮纹，直径约6 m／n．多个病斑扩展汇合导致叶片干枯．尤以塑料大棚内的幼苗发病 

T 台 @ 叶片，发病明显，从人染病组培苗中再分离到病原菌， 触 册 圆 田j 从而验证该菌为香蕉黑斑病的病原
．  

、‘， 一  

9’- 9 石榴、番木瓜均不发病；只 梨和香蕉发病，表现出相似 目 ℃=，c∞ 的黑色
、 具轮纹的病斑症状，从病斑上也分离出原接种菌， V ’ 

说明此菌不仅为害香蕉还可以侵染梨． 图1香蕉黑斑病病菌分生孢子 

3 讨论 

链格孢属真菌为害香蕉叶片的报道甚少．1985年法国Bouriquet等L2】首次报道香蕉链格孢菌叶斑病，并 

命名病原菌为 A．m／／~ae Bour．et Bat．；1990年我国巫锡奎等 3在广西报道此菌为大田香蕉叶斑病菌之一， 

但无此菌在组培苗上发生为害的报道。该病菌形态颇似梨黑斑病菌 (A．ga／sen K．Nagano)和 (A．a／ter- 

nata(Fr．：Fr．)keissler)L4J，前者通常不为害香蕉 ，而后者通常在刺伤接种条件下，对上述 7种水果的果 

实均可为害，常见的是引起黑色不规则病斑． 

鉴于本病原菌能严重为害香蕉组培苗叶片，人工接种也只侵染香蕉和梨的果实，初步认为引起广东 

和广西等地大棚香蕉组培苗黑斑病的病原菌仍是香蕉链格孢 (A． Bour．et Bat．)．由于高温高湿的环 

境条件有利病害发生流行，因此生产上适当打开大棚薄膜以通风透气，降低温、湿度，可能是防治此病 

害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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