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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皮云杉叶锈病发生在小兴安岭林区
,

该林区的地理位置是 4 8
“

一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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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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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9

0

23
’

~

1 30
“

1 9 ’ E
,

总面积 51
.

8 万 ha (包 括
一

东风
、

新青林业局 )
。

此 病害过去仅危害过伐林下层的

幼龄林木
,

不引起人们的重视
。

但近年来已扩展到 5 一 10 年生的人工林木及林间苗圃的苗木

上
,

严重地影响云杉人工林的生长量和苗木产量
,

给林业生产造成较大的损失 (图版 工一 1 )
。

为此从1 9 8 4~ 1 9 8 6年开展了本项试验
,

现将有关病原菌接种试验和生活史部分的研究结果报

道如下
。

一
、

转主寄主的确定

(一 ) 目的和方法

锈菌是一专性寄生菌
,

确定转主寄主往往可以帮助鉴 定 病 原 菌
。

为此秋季从红皮云杉

(P l’c e a ko r al’e舫台) 林地中挖取病树附近 (直径 1 00 m 以内)的灌木
,

通过接种试验来确定转主

寄主植物
,

其中有细叶杜香 (乙e d u m p a l扛s tr e va r
. a o g u s t o m )

、

越桔 (V a c c ￡n iu 二 v itf讨d a e a )
、

兴安杜鹃 (R ho d od
o ndr 咖 da ul 介um )

。

栽植在大木盆中
,

管理越冬 到 翌年夏季枝叶生长繁茂

时待用
。

当红皮云杉病叶上的锈抱子成熟时 (颜色由桔红色变为黄白色 )
,

采集锈抱子进行妾

种试验
:

先向供试植物上喷水
,

洗净叶片
,

再将备好的云杉病枝叶持到供试 植 物 上 方
,

月

玻璃棒敲打病叶
,

使锈抱子自由下落到供试

植物叶片(正
、

反面 )上
,

然后再用经水洗过

的湿塑料袋套上
,

置于湿度 1 00 %
、

温度 18

~ 22 ℃条件下保湿 3 昼夜
,

最后放在自然条

件下正常管理
。

(二 ) 接种结果

通过接种试验结果表明
,

仅在兴安杜鹃

的叶上获得成功(见表 1 )
。

经15 天左右
,

在

本文于1 9 8 9 年 3 月 1 0 日收到
。

* 本文承东北林业大学邵 力平 教探审阅
,

特此致谢
。

表 1 三种供试搜物上接种

云衫叶扮病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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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安杜鹃叶背面和少许的嫩枝上
,

同时生出桔红色尖塔形的夏抱子堆
,

夏抱子可重复侵染两

次
,

一直延续到霜冻期停止繁殖
。

到翌年五月下旬开始出现棕红色的冬抱子堆
。

夏抱子
、

冬

抱子的形态与自然条件下发病生成的完全相同
,

至六月下旬由冬抱子萌发产生担抱子
。

因此

确定红皮云杉叶锈病病原的转主寄主是兴安杜鹃
。

二
、

病原菌生活史

对红皮云杉叶锈病进行 3 年定点
、

定株观测记载
,

确认此病菌是长循环型的诱菌
。

它的

性抱子器和锈抱子器都寄生在红皮云杉当年生的嫩枝
、

叶上
。

性抱子器在 7 月上旬产生呈丘

形小突起
,

同时病叶明显地分段退绿
、

变黄
。

7 月中旬
,

在性抱子器侧方生成锈抱子器
。

8 月

上旬
,

锈抱子成熟发散
,

借风力传播到兴安杜鹃的叶上
,

到 8 月中旬
,

从叶背面生成夏抱子

堆 (桔红色 )
,

另有少数的夏抱子堆产生于同株杜鹃的嫩枝上
,

夏抱子形态与叶上的相同
,

夏

抱子可在同种寄主上重复侵染两次
,

至初冬停止
。

兴安杜鹃为黑龙江省常绿阔叶灌木之一
。

冬抱子堆当年秋末只在夏抱子堆底部形成原基
,

越冬待第二年 5 月下旬开始再由原基发育成

暗棕红色的冬抱子堆
。

到 6 月上
、

中旬冬抱子堆发育成熟
,

此时镜检可分辨出呈柱形链生冬

抱子
。

病叶上冬抱子在适宜的气候条件下( 6 月下旬 )
,

萌发生出表面具优的担抱子
,

借风力

传播
,

再侵染红皮云杉嫩叶
、

嫩枝
。

三
、

病原菌形态特征

性抱子器寄生在红皮云杉的嫩叶上
,

呈棕褐色丘形小突起
,

直 径 0
.

2~ 。
.

25 m m
,

高为

0
.

1 ~ 。
.

12 m m
,

其顶部分泌蜜汁
,

内含受精丝
,

性抱子呈椭圆形
,

大小为 4
.

3~ 6
.

5 卜m x 2
.

3

~ 3
.

4 卜m (图版 I 一 2 )
。

锈抱子器位于性抱子器的侧方
,

初为桔红色小斑
,

逐渐隆起
,

后呈扁长柱 形
,

长 O
。

5 ~

1
.

1 m m
,

宽为。
.

3~ 。
.

5 m m
,

高为0
.

8~ 1
.

2 m m
。

锈抱子为卵团形
,

表面分为究 区 和光滑

区
,

优区有尖塔形的沈
,

光滑 区似
“

U
”

字型
,

无究
,

约占抱子表面积的1/ 4 ~ 1/ 3左右
,

锈抱

子1 6
。

8 ~ 1 9
。

2 “m x 1 9
。

2 ~ 2 0
。

2 卜m (图版 I 一3
,

4 )
。

夏抱子堆桔红色
、

尖塔形
,

基部直径。
.

3 ~ 1
.

s m m
,

高 1
.

2~ 2
.

O m m
,

有拟包被
。

夏抱

子桔黄色
,

广卵形
,

串生
,

整个表面长满沈
,

很不圆滑
,

可分为凸凹两个区
,

抱子大小为24

一3 0 卜m x 1 5 ~ 1 8
.

6 卜m
。

壁无色
,

厚 2 “m (图版 I 一 5 )
。

冬抱子堆扁圃形
,

棕红色
,

径。
。

3~ 。
.

5 m m
,

基部相连
,

汇成大堆
。

冬抱子短圆 柱形
,

单抱链生
,

大小为1 0一 2 0 “m X 1 0 ~ 1 6 件m
,

全链长达 4 0~ 8 0 林m
,

壁 厚 1 “m
,

无色
,

光 滑

(图)扳 I 一 6 )
。

担抱子由冬抱子堆萌发产生
。

担抱子鲜黄色
,

不规则圆形
,

表面具有短刺疵
、

圆 顶
,

洗

疏 密不均
,

抱子大小为 2 2 ~ 2 4
.

7 “m x 1 6 ~ 2 1 “m (图版 I 一 7 , 8 )
。

据接种试验结果和病原菌形态观测结果
,

确定红皮云杉叶锈病的病原菌为杜 鹃 金 锈 菌

(C几r g s o 成yx a , 人o d o d e n d ri d e
Ba

r 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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