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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越词 菌根真菌
, 美味红 菇

;
复合制剂

在探明菌根真菌美味红菇生理活性物质的基础上
,

为使其实用化
,

又从该菌 的发 酵 液

中提取并研制成真菌复合制剂
。

除在医学上进行了一系列抗菌活性试验外
,

同时 还 在 育 苗

造林
_

{二
,

利用不同树种进行防病保苗促进生长的生物活性试验
。

本文主要报道应用美味红菇

复合制剂对几种亚热带针阔叶树种幼苗和种子进行体内生物活性的试验结果
。

目的在于观察

和研究该复合制剂对促进幼苗生长和提高抗生能力的生物效应
,

以便进一步开拓美味红菇复

合制剂的有效应用范围和途径
。

一
、

材 料 和 方 法

(一 ) 试验材料

1
.

美味红菇 复合制 六J 含有抗生物质(杭生素 8 2 一 1 0l A 组分 10 一 20 卜g / m l
、

B组分 5一

1。卜g / m l) 和四种植物内源激素 (玉米素(Z ) 2
.

6 林g /m l
、

赤霉 酸 (G A
3
) 7

.

4 协g / m l
、

脱落 酸

(A B A ) 0
.

2 林g / m l
、

类激动素物质 (K T ) 3
.

0 p g / m l)
。

2
.

试脸树种 马尾松 (p 艺n o s 二a s s o n ia o a L a m b
.

)
、

短叶松 (Pfn u s ra i留a , 。 , 5 15 H a y a ta )
、

枫杨(p t e , o e a烤 a sre n o p t e : a D C
.

)一年生幼苗
。

(二 ) 试验方法

1
.

应用美味红菇复合制剂用 K n o p 培养液稀释1 00 倍处理幼苗根部
,

在温室 条件下进行

培养
,

lo 4 d 后随机取 3 一 6 株幼苗根系样品切成 1 c m 左右的根段
,

混匀后测定其硝酸还原酶

活性
,

以及茎叶中的硝态氮含最
。

石肖酸还原酶系采用 N 。
: 一

含量测定用磺胺 (对氨基苯磺酸胺

S u lfa n il
一
a m id e )比色法

。

i则定硝态氮含量用 J
.

L N e ls o n 等的粉剂法进行比色测定
。

2
.

将复合制剂稀释50 倍液在本所虎山马尾松种源试验苗圃处理马尾松 (广东种源 ) 一 年

生幼苗根部
,

每株施用 10 m l
,

少个于 6
、

7
、

8 月份进行地上部分叶 面喷洒
,

共处理三次
,

并相应地设置对照区(喷水 )
,

每试验小区重复四次
,

随机排列
,

处理后 1 2 o d 调查地上部 分

幼苗生长情况及幼苗的死亡率
。

3
.

用复合制剂稀释 5 0倍液对马尾松种子进行播种前浸种试验
。

为了单独观察复合制剂对

来稿于 1 9 8 8年 4 JI 1 fl收到
。

·

木文系中国林科院 科学莱 金课题
“

树木菌恨典菌生理活性物质的研究
”

的应用试验部分
。

杨水风同志参加部分实脸工

作
,

文中的数理统计件得到朱德佼 同志的指导
,

谨此致 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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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尾松种子浸后的生物效应
,

采用如下四种不同的处理
:

¹ 复合制剂50 倍液 浸 种 24 小时
;

º 液体空白培养基浸种24 小时 ; » 水浸种别小时 ; ¼一般直播 (种子未加任何处理 )
。

每个试

验小区重复三次
,

各试验区组随机排列
。

二
、

试 验 结 呆

1 。

应用美味红菇复合制剂用K n o p 培养液稀释 100 倍处理幼苗根部
,

在温室条件下进行培

养 I O4 d 后测定其结果列于表 1 。

表 1 美味红菇复合制荆对树木幼苗生理活性的影晌

硝酸还原酶活性

( n M N O Z/ h/ g
·

fr
·

w t )

硝 态组含量

(件g / g
·

f r ·

w t )

幼苗平均增长盘
树 种 增加倍数 增加倍数

( e m )

增 长 率

( % )

你一你一你马尾松
0

。

247

0
。

0 73

3
。

36

l
。

0 0

5
。

48

2
。

00

27右
。

0

10 0
。

0

处对

对处
短叶松

0
。

45 7

0
.

0 5 1

8
.

9 6

1
。

0 0

6
。

9 6

3
。

5 0

19 8
。

9

10 0
。

0

枫 杨
1

。

0 0 0

0
。

239

4
.

18

1
。

0 0

219

128

18
.

9 0

6
。

47

29 2
。

0

1 00
。

0

刻
.

叫一刻
.

叫一洲剔叫

处对

2 .

应用美味红菇复合制剂 50 倍液处理幼苗根部和叶面喷 洒 进行野外小区试 验
,

处 理

12 o d后调查地上部分幼苗的生长情况见表 2 。

表 2 美味红菇复合制荆对马尾松幼苗生长量的影响

增 长 量 ( e m )

处 理
平均 增长量

(天)
标 准 差

( S )
增 长 率

( % )

值 检 脸 结 果
平均幼苗死亡率

( % )

复合制剂 ( 5 0倍液 ) 17
。

5 9 36 4
.

9 8 82 12 6
.

3

对 照 13
.

9 29 5 4
.

8 0 84

处理 : 对照实际差异

t = 3
.

6 06 9 ,

理论差异

t ( P = 0
.

0 1 ) = 2
.

6 6 0 -

处理效果极显著 15
.

3 1

苗一

|
一

⋯
由表1和表2可以看出美味红菇复合制剂对所试幼苗体内硝酸还原酶活性可增 3 .

36 一8 。

96

倍
,

硝态氮含量可增加 1。

71 一 16
.

00 倍
,

室内外施用对幼苗高生长增长率可达126
.

3一29 2 . 1% ,

室外马尾松小区试验表明处理后幼苗死亡率与对照相比下降36
.

74 %
。

因此可以看出美 味 红

菇复合制剂对提高幼苗体内生理活性
,

促进幼苗生长和提高抗性具有明显作用
。

3 .

应用美味红菇复合制剂50 倍液对马尾松种子进行播前浸种试验
,

并对不向处理苗木的

高生长进行数据统计和方差分析
,

通过 F检验不同处理幼苗高生长差异显著见表 3一 4 。

并

查 F 表(单侧检验表 ) ,

当 n l’= 3 , n 犷= 6 时
:

F ( : , 。)。
.
。5 = 4

。 7 6 ,

F ( 3
, 。)。. 。: = 9

.

7 8 ,

F ( 2 , 。)。
.
。。 = 5 . 14 ,

F ( 2 , e ) 。. 。一= 10 . 9 0
.

结论
:

处理间F值远远超过 0
.

01 即 P < o 。

01 ,

故不同处理间的差异有显著意义
。

不同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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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林 业 科 学 研 究 l卷

马尾松种子播前不同处理对当年幼苗高生长的影晌

二 脸 区 编 号

(j)

同 处 理 ( i〕 一{ _
_ _ _ _ _ 不 _ _ _

_

旦 受试者小计

复合制剂5 0倍液
(A )

空 白培养基
( B )

(i)

直 播
(C )

(艺一x l, )

29
.

4 8

2 9
.

7 8

2 8
.

6 0

2 4
.

3 8

2 4
,

55

2 4
‘

5 3

2 4
.

4 8

2 4
.

5 0

2 3
.

8 5

2 4
.

8 3

2 3
.

35

2 3
.

3 1

1 0 3
.

1 7

10 2
.

1 8

10 0
.

2 9

组组组区区区号号号

艺jx 一j

n

尤

艺Jx ’, z

!
8

1
·

8。

⋯
了3

·

‘6

⋯
, 2

·

8 3 一 7 ‘
·

‘,

l
2 9

.

2 9

2 5 73
.

8 8

2 4
.

49

17 9 8
.

8 1

17

::
’

::
2 3

.

8 3

17 05
.

11 7 8 4 6
.

1 4

注
:

各试验区系 取大 样本 2。株标准株的平均数
。

衰 4 三个 , 复试验区苗高方位分析

二一仁仁一务区组 (业夏)间 F值小于 0
.

0 1即 P > O
。

01 故不同的试验区组(重复)间的差异不显若
。

为
一

J
’

解四种不同处理相互之间是否有显著差异
,

并继续做各均数间的差异显著性俭验
,

将均数由大到小秩次排列
,

得出均数间的差数
。

若差数大于QS 又者表示该两均数羞异显著
。

见表 6
。

表 S 不同处理间均数差异检验

列表的比较

不 卜J

处理
天一 2 3

.

8 3 又一 2 4
.

2 8 x 一 止4
.

4 9

从表 5 所示 A : B : C : D 效果显著
,

B
:

C
:
D 之间差异不显著

。

说明美味红菇 复仑

制剂 50 倍液对马尾松进行播前浸种处理
,

能

促进当年幼 苗的高生 长
。

2 9
.

2 9

2 4
.

4 9

2 4
,

2 8

2 3
.

8 3

5
.

4 6 . (1
.

4 2 )

0
.

6 6 ( 1
.

2 6 )

0
.

4 5 (1
.

00 )

5
.

0 1 . (1
.

2 6 ){
‘

2
.

8 . (1
.

00 )

0
.

2 1 ( 1
.

0 0 )一 三
、

讨 论

注
:

( )内系相应的 QS又
, 。

衷 不差别有显 冷意义
。

l
。

采用美味红菇复合制剂50 一 1 00 倍液

处理幼苗根部或进行叶面喷洒能提高幼苗体

内生理活性
,

加速幼苗生长和提 高 打〔生 能

ABCt)

力
。

从综合生物效应来看 已起到了壮菌
、

保苗的作用
。

2
.

使用该制剂处理马尾松种子
,

也具有同导效果
,

而且在处理方法上较对苗木 的处理

简便另行
,

这尤其对大而积飞播造林的种 子处理史为适用
。

3
.

在实验室条件下生产 I L复合 制刘初步沾算其成本费2
.

5元左右
。

若使用50 一 1 00 倍液

的浓度处理种子和苗木需成本费各为。
.

5 / 亩和 1
.

0元 /
一

亩
。

采用工业发酵方法进行批量生产
,

成本 还会大幅度降低
,

这就更便于推广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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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在农业上也有广泛应用前途
。

如使用该复合制剂防治水稻 白叶枯 病菌 (X an 才h0 0 0n as

。份韶
。)工

“1及培育壮秧和缩短育秧期等试验也是可能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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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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