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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牡丹红斑病在山东菏泽牡丹栽培区的发病率达 左右
,

病重的牡丹园可达 以上
。

从 批次 个样

品中分离获得 个分离株
,

经筛选
、

纯化
、

回接试验
,

依其培养性状和形态特征
,

病原菌鉴定为牡丹枝抱 口面 尸

诚
。

病害发生与牡丹不同品种
、

初侵染源等因子密切相关
。

筛选出了 多菌灵
、

甲基托布津

等防治红斑病的有效药剂
,

应用 倍液从 月中旬牡丹展叶前至 月中旬防治 次
,

效果达 以上
,

感病指数

可控制在 以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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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 理毋卜 为我 国传统

名花
,

也是世界上著名 的花卉之一
。

山东菏泽牡

丹 栽 培 历 史 悠 久
,

至 年
,

栽 培 面 积 达
,

品种达 个
,

包括 类 个类型

大色系
。

每年可生产品种牡丹 万株
。

牡丹

是我 国的重要 出 口 花卉
,

年
,

我 国花卉 出 口

额为 亿美元
,

其中牡丹为 万美元
,

约 占

全国花卉出 口 额的
,

其中约 的牡丹是由

菏泽栽培 〔’
,

’ 。

菏泽 已初步形成 以种苗
、

花卉
、

药

用及观赏旅游为中心 的牡丹产业化格局
。

随着牡丹栽培面积的迅速扩展
,

品种增多
,

牡

丹病害 的发 生 危 害呈 上 升趋 势
。

据作者调 查 和

有关文献记 载
,

牡 丹病害主 要 有牡丹红 斑病
、

根

腐病
、

根结线虫病
、

炭疽病
、

灰霉病
、

锈病
、

白粉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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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川

。

但危害最严重 的 为牡丹红斑病
,

主要 危

害叶和 茎
。

牡丹被害后
,

形成近 圆形
、

紫红色病

斑
,

严重时病斑相 连成片
,

大多枯焦
,

导致牡丹生

长势弱
、

花色衰退
、

丹皮产量低
、

品质差
。

已 给花

农造成 了重大经济损失
,

严重影 响 了牡丹产业化

的发展
。

目前
,

国内外对牡丹红斑病害 的研究报道 不

多
,

国外 日本
、

俄 罗斯
、

美 国对灰霉 病 牡丹葡萄

袍 召 尸 。
作过 报 道 ’

,

国 内

俞思佳等
’〕对芍药叶斑病

、

牡丹根结线虫病作过

综合防治试验的报道 张宗岩 「‘ 〕对牡丹叶斑病作

过初步观察
,

冯 品 〔’〕对牡丹 的灰霉病
、

锈病等作

过防治试验
。

自 一 年
,

作者对牡 丹 红

斑病进行了深人系统 的研究
,

以期为生产防治该

病提供有效措施
,

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材料和方法

分布与危害

年
,

在菏泽牡丹栽培 区设点
,

至 月调

查牡丹受 害情 况
,

同时定期 观察症状发展过程
。

调查 以分级计数法进行
,

小 面积牡丹 园 丛 以

下 全部调查
,

大面 积牡丹 园则 以对 角线取标准

地 块 每块 耐 约 一 丛
,

从每丛 中随

机抽查 株记载发病程度
,

计算感病指数
。

分级

标准如下
。

级 别 分级标准 代表数值

全株茎部
、

叶片健康
,

均无病
。

茎基部 范 围内斑点数量在 个 以

下
,

上部茎有零星小点
,

全株 以下 叶片发病
,

平均每个复叶上 的病斑数在 个 以下
,

病斑不 连

成片
。

茎基部 范 围 内有 个斑点
,

上部茎斑点稀疏
,

叶片发病
,

平均每个

复叶上有 个病斑
。

茎基部 范围内有 个斑点
,

上部茎斑点较密
,

一 叶片发病
,

平均每个

复叶上有 个病斑
,

斑点密集
,

以上 叶

片枯焦
。

茎基部 范 围内有 个以上斑点
,

上部茎斑点密集
,

以上 叶片发病
,

平均每个复

叶上有 个 以 上 病斑
,

斑点 密 集并 相 连 成 片
,

以上 叶片枯焦
。

感病指数
艺 病级株数 ‘ 代表数值

株数总和 发病最重一级代表数值

病原菌鉴定

样品采集 样品采 自菏泽市赵楼
、

洪庙
、

岳

王庄等牡丹园
。

在感病植株上分东西南北 四个方

位
,

每个方位采 枚感病叶片共 枚
。

每次 株

枚
,

批次计 个样品
。

病原菌分 离纯化 采用 马铃薯
、

蔗糖
、

琼脂

培养基 对样品进行常规组织分离培养
’ ,

分

离得到的菌落按不同类型编号
、

纯化
,

镜检形态特

征
,

初步鉴定到属或种
。

病原菌回接试验 单抱纯化后 的菌株分别

进行活株叶片自然和创伤接种
。

将接种体配成抱子

悬浮液
,

抱子浓度为 倍显微镜下每视野

个袍子
。

自然接种是把抱子悬浮液均匀刷在

叶正反面 创伤接种是用金钢砂轻磨叶片后将抱子

悬浮液刷在叶正反面
。

用微型喷雾器喷雾保湿
。

两种方法每种菌株分别接种 片叶
。

发病规律观察

病原菌越冬方式和场所 年 月上旬

在赵楼牡丹园调查时发现少数病株的残 留茎
、

地面

的病茎残体已长满了绿色霉层
,

经镜检为病原菌的

分生抱子
。

年 月上旬
,

将当年发病的重病

株作以下几种处理 埋于室外土内 处 每

年 月中旬后
,

花农有翻地的习惯
,

一般 巧
,

既可松土
,

又清除了病残体 将病株装在筐

内置于室外 和 田间病残株的条件基本一致

将病株置于室内 置于 一 ℃冰箱内 菏泽地区

月一 月 的地温一般在 一 ℃左右
。

年

月上旬将上述各种处理材料进行分离培养
,

镜检病

原菌越冬情况
。

病害发生时期的观察 一 年
,

在菏

泽市洪庙
、

赵楼牡丹园定株
,

定期观察
、

记载红斑病

出现的时间及扩展情况
。

病 害发生与有关因子的关 系 年 月
,

在菏泽市赵楼
、

洪庙等牡丹园调查病害发生程度与

田间初侵染源的关系 一 年在曹州牡丹园

品种园内
,

对 个牡丹品种的抗病性连续测定
,

抗

病性以感病指数为指标
。

防治试验

室内 种 药剂对病原 菌的毒力测 定 分别

对 多菌灵等 种药剂 表 以灭菌水稀释成

倍液
。

于培养产抱的培养皿 中加人无菌水和

滴吐温
,

制作分生抱子悬浮液
,

浓度为

倍显微镜下每视野 个分生抱子
。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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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 ℃左右的 培养基
,

加入 抱子悬浮

液
,

混匀后吸取 倒入培养皿中
。

将灭菌滤纸

打孔
,

获得直径 的碟片
,

用滴管分别吸取不

同药液 滴人滤纸片上
,

将碟片按 片
·

皿
一 ’

放在培养皿中
,

每种药液 个重复
,

无菌水作对照
。

于 ℃下培养
,

后测量各处理菌落直径
。

抑菌效果 埋菌荃直径二处理菌荃直径
对照菌落直径

田 间 种 药剂对红斑病的 药效试验 试验

设计 试验设在菏泽市洪庙和牡丹研究所牡丹园
。

牡丹品种为发病严重的大胡红
,

均为 年秋季栽

植
。

选择室 内抑菌效果好的 种药剂
,

设 倍
、

倍
、

倍 种浓度
,

每处理 株
,

重复 次
,

施药方法为喷雾
,

施药时间为 年 月至 月共

次
。

调查方法 年 月 日调查防治效果
,

每处理调查 株牡丹
,

按分级标准记载感病级别
,

计算感病指数和防治效果
。

防治效果
对照区感病指数 一 处理区感病指数

对照区翩司昔数

结果与分析

分布与危害

调查结果 表 说明
,

红斑病在菏泽牡丹栽培

区发生普遍
,

主要危害叶片和绿色茎
,

发病率因品种

不同而异
,

大多牡丹园在 左右
,

重病牡丹园可

达 以上
。

感病指数为 左右
,

重病牡丹园可达

以上
。

叶发病初期
,

叶正
、

反面出现绿色针头状小点
,

后
,

可扩展成 大小的病斑
,

多近圆

形
,

紫红色
,

有的相连成片
,

大多数病斑有明显的同

心轮纹
,

最后病斑枯焦
。

发病后期
,

在潮湿的气候条

件下
,

叶正面
、

背面均 出现灰褐色霉状物
,

为病原的

分生抱子梗及分生抱子
。

茎受害后出现暗紫红色长

圆形小点
,

稍突起
,

病斑扩展缓慢
,

后期长径仅为
,

中间开裂并下陷
,

严重时往往相连成片
,

在

受害茎上未观察到子实体
。

连年发病严重的植株生

长矮小
,

大多枯焦
,

不能开花
,

甚至全株枯死
。

表 牡丹红斑病危害情况调查结果

调查地点 调查株数 病株 病株率 感病指数
‘,一︸内、︸孟︷吕八,,,才‘赵楼牡丹园

洪庙牡丹园

岳王庄牡丹园

曹州牡丹园

百花牡丹园

李集牡丹园

王李庄牡丹园

邓庄牡丹园

高庄牡丹园

孔花园牡丹园

牡丹研究所基地

牡丹品种

大胡红

大胡红

鲁荷红

赵粉
玫瑰红

丛中笑
大胡红

守重红

乌龙捧盛
花蝴蝶

珊瑚台

调查时间 一 一
一

病原菌鉴定 回接试验结果 对分离菌株进行的室外回接

分 离结果 批次 个红斑病样品共获 种试验看出
,

一
、

石 菌株均未表现出症状 一

得 个分离株
。

依其培养性状和形态特征
,

初步 菌株接种的症状与典型症状差异很大
一

优势菌

归属于 个分类单元 表
。

个分离菌株中
,

分离 株接种 后
,

自然接种发病率 以上
,

创伤接种

频率最高的是
一 ,

为
一

至
一

分离频 发病率 以上
,

症状与自然感病的典型症状相似
,

率之和仅为
。

经再分离镜检
,

证实为接种菌
。

表 牡丹红斑病病原菌分离频率

早 病 原 菌 个样品出现数 出现频率

,︸

‘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牡丹枝饱 更勿 ,
〕

那 ‘
·

链格抱

黑腐尾抱

枯斑拟盘多毛抱 阮王哪站 户
·

镰抱菌 “
·

犁头霉菌 ‘记

其 他

编一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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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菌株培养性状和形 态特征 优势菌株

在 培养基上于 ℃下
,

经 培养形成白色菌

落
,

约 左右出现分生抱子
,

菌落表面呈短绒状
,

微黄色
,

菌丝宽约 卜 分生抱子梗有 个分

隔
,

一 根簇生
, 林 分生抱子大部分为椭

圆形
,

着生方式为向顶生
,

形成抱子链
,

抱子大小不

一
,

大的为 卜 ,

小的 林 。

根据以上特

征其分类地位为半知菌亚 门
、

丝

抱纲 即
、

丝抱 目
、

暗

色抱科
、

枝抱属 阴
、

牡丹枝抱 , 几
”一 , , 〕。

发病规律

病原菌越冬方式及场所 试验表明
,

埋在土

下 处的病叶已全部腐烂
,

无法进行再分离
,

病

茎也基本腐烂
,

分离后的病原菌出现率很低 置于室

外筐内的病叶也大部分腐烂
,

降低了病原菌的出现

率 其余处理的病残体均未腐烂
,

病原菌出现率也很

高 表
。

可见
,

病原在越冬后未腐烂的病茎及病

叶中均能存活
,

并随寄主组织的腐烂而死亡
,

表明病

原菌以菌丝在 田间病株残茎 中越冬
,

也可在不腐烂

的病叶中越冬
。

表 各种处理材料越冬后分离培养结果

处理方法 分离时间 年 部 位 组织总数 个 出现病原菌组织数 个 病原菌出现率
八份乙闷了‘,尹, ,︸勺、

茎叶茎茎叶茎叶
置于室外 习 一戒〕

一

室外土下 处

置于室内

一 一刊〕
一

一 一义】一

,

置于 一 ℃冰箱内
一 一戒

一

病原菌侵入途径及潜育期 年 月
,

在

对病原菌回接试验中
,

创伤和无伤分别接种的 个

叶片
,

创伤接种的感病率
,

月 日可见病

斑
。

无伤接种感病率
,

月 巧 日病叶出现症

状
,

说明病原菌可通过伤口 和 自然孔 口侵人
,

其潜育

期在 ℃时为 左右
。

病 害发生 时期 根据 一 年 的观

察
,

牡丹嫩茎
、

叶柄上的病斑 月下旬出现
,

而 月

上旬新叶刚抽出不久 即可见到针头状的病斑
,

后病

斑逐渐扩展相连成片
,

月 中旬至 月下旬为发病

盛期
。

发病严重 的品种病株率可达到 以上
,

月上旬以后很少再出现新病斑
。

月上旬后
,

病原

菌进人越冬期
。

病 害发生与有关 因子的关 系

与栽培地初侵染源的关系 初侵染源主要

以栽培地病残株的多少为标准
。

分 种情况

差 —病株没有剪除或剪除后没有清除
,

地面上病

株残体很多 一般 —病株已剪除和清除
,

但清

除不彻底
,

地面上还 可看到少量病株残体 良

好 —病株已剪除和 已清除干净
,

地面上不见病残

体
。

调查结果 表 说明
,

岳王庄
、

邓庄牡丹园初侵

染源清除差
,

牡丹发病严重
,

感病指数分别为 入

洪庙
、

高庄
、

李集牡丹园清除一般
,

感病较轻
,

感病指数分别为
、 、

初侵染源清除良

好的则很轻
,

如赵楼
、

曹州
、

牡丹所牡丹园感病指数

分别为
、 、 。

表 牡丹红斑病发病程度与初侵染源的关系

地 点 牡丹品种
初侵染源清除

病株率 感病指数

乙,‘只,‘飞」

、、护卜气、

︸气、︸

赵楼牡丹园

洪庙牡丹园

岳王庄牡丹园

邓庄牡丹园

高庄牡丹园

李集牡丹园

曹州牡丹园

牡丹所牡丹园

大胡红

大胡红

大胡红

大胡红

大胡红

大胡红

大胡红

大胡红

状况

良好
一般
差

差
一 般
一般

良好
良好

调查时间 城 一

与牡丹品种 的关系 一 年
,

对

个牡丹品种对红斑病的抗性进行了测定
。

根据

测定结果 表略 综合分析提出了用感病指数划分

抗病等级的理论依据
。

即感病指数可划分为 个等

级
,

级为抗病品种
,

感病指数
,

包括 个品

种
,

如鲁菏红
、

银鳞碧珠
、

雨后风光
、

罗春池等 级

为中抗品种
,

感病指数
,

有 个品种
,

如乌

龙捧盛
、

玉板台
、

脂红
、

豆绿等 级为感病品种
,

感

病指数
,

有 个品种
,

如银粉金鳞
、

青山贯

雪
、

桃红献媚
、

素花魁等 级为高感品种
,

感病指数



第 期 昊玉柱等 牡丹红斑病的研究

‘

以上
,

有 个品种
,

如大胡红
、

状元红
、

姚黄
、

三

变赛玉等
。

根据测定结果得 出在实际应用时
,

用病

害田间感病指数来确定该品种的抗病等级
,

经几年

实践证明是可行的
。

。

防治试验结果

室 内 种药剂对病原 菌的毒力测定 种药

剂对病原菌的毒力测定效果 表 表明
,

多菌

灵
、

甲基托布津和 代森锰锌效果最好
,

抑菌率分别为
、

和 其次为

速克灵
、

百菌清和 安克锰锌
,

抑菌率分

别为
、

和 福美砷
、

甲霜灵和特立克效果较差
,

抑菌率在 以下
。

表 种药剂对红斑病病原菌的抑菌效果

药剂种类 稀释倍数
重复

菌落生长直径

重复 重复
下 一 抑菌效果
利

引八只‘,︸气一内、户八哎口,︸勺﹄乙曰勺‘飞︺

平一

口

勺︸勺丹,‘︵气心

,‘飞八

气气︶‘、︸

⋯⋯
可

,了,︸︸、气、︸

内、︸

︸一斗一,、尸,︸

⋯
,

︸﹄‘
‘

八‘,

内八石勺一叹飞,‘飞气一︵匕气丹二,、

姗姗多菌灵可湿性粉剂
甲基托布津可湿性粉剂

速克灵可湿性粉剂
百菌清可湿性粉剂

安克锰锌可湿性粉剂

代森锰锌可湿性粉剂

福美砷可湿性粉剂
特立克可湿性粉剂 木霉菌抱子 、

·

甲霜灵可湿性粉剂

对 照

一 一

田 间 种 药剂对红斑病 的 药效试验 种

药剂在两地牡丹园对红斑病的药效试验效果 表

基本吻合
,

以 多菌灵
、

甲基托布津效果显

著
,

倍
、

倍的防治效果均在 以上
,

感病指

数 以下 其次是 代森锰锌
,

倍
、

倍防效

以上
,

感病指数 以下 速克灵
、

百菌

清
、

安克锰锌 倍
、

倍的防效均在 左

右
,

感病指数 以下
。

表 种药剂对红斑病的田间药效试验结果

药剂种类 稀释倍数
牡丹所牡丹园 洪庙牡丹园

感病指数 防治效果 感病指数 防治效果

多菌灵可湿性粉剂
,

洲】

〕

甲基托布津可湿性粉剂

,直飞刁,了
,

亡了

月

速克灵可湿性粉剂

百菌清可湿性粉剂

减】

、

安克锰锌水分散粒剂

,

,

气︸了八‘亡内,︸八

⋯
气︺只八八

代森锰锌可湿性粉剂

只〕〕

对 照

施药时间 刁
一 、 一 、 一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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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讨论

牡丹红斑病在 山东菏泽牡丹栽培区普遍发生
,

大多数牡丹园病株率 左右
,

感病指数 左右
,

感

病重的牡丹园病株率 以上
,

感病指数 以上
,

严重阻碍了牡丹的产业化
。

该病主要危害牡丹的叶和绿色茎
。

嫩茎
、

叶柄上

的病斑出现在 月下旬
,

月上旬新叶上可见病斑
,

月中旬至 月下旬为发病盛期
,

月上旬以后很少再

出现新病斑
。

叶片正面及茎上的病斑长期保持暗紫

红色是该病的主要症状特点
。

后期在潮湿条件下叶

片上能形成子实体
,

但在绿色茎上始终未见子实体
。

经分离培养
、

致病性测定
、

形态特征鉴定
,

红斑

病病原菌为牡丹枝抱 门口叱勿 “ 。

病原菌以菌丝在 田 间病株残茎 中越冬
,

也可在

不腐烂的病叶中越冬
。

因此
,

病害发生 的严重与否

与牡丹园内初侵染源清除的质量密切相关
,

调查表

明
,

清除差的牡丹园发病严重
,

清除一般的较轻
,

清

除良好的则很轻
。

不同牡丹品种对红斑病的抗性有显著差异
,

可

根据 田间测定的感病指数来确定该品种的抗病性
,

分为抗病品种
、

中抗品种
、

感病品种
、

高感品种
,

此方

法经几年应用是可行的
。

在牡丹园立地条件
、

土壤肥力
,

牡丹品种
、

栽培

时间和管理措施基本一致的情况下
,

土壤酸碱度对

病害的发生程度有一定影响
,

据调查和室内初步测

定土样
,

土壤 值高
,

牡丹感病重
,

反之
,

牡丹感病

较轻
。

如洪庙
、

牡丹所牡丹园的土壤 值分别为
、 ,

感病指数分别为
、

岳王庄牡丹

园
、

高庄牡丹园土壤 值分别为
, 、 ,

感病

指数分别为
、 。

多菌灵
、

甲基托布津可湿性粉剂

液喷雾对红斑病效果显著
,

从 月 中旬牡丹展叶前

至 月中旬应用 次
,

防治效果 左右
,

感病指数

可控制在 以下
。

根据对红斑病发生与有关因子的观察
,

牡丹红

斑病的防治
,

要注意园地选择
、

栽培抗病的牡丹 品

种
、

加强牡丹园的管理及适时药剂防治相结合的综

合防治技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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