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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类蔬菜幼苗对辣椒疫霉菌的抗病性鉴定
曾 　晶 1 　钟学香 1 　李智军 2 　吴智明 3 　胡开林 13

(1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 , 广东广州 510642;
2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良种苗木中心 , 广东广州

510640; 3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农业与园林学院 , 广东广州 510225)

摘 　要 : 以 10种瓜类蔬菜幼苗为材料 , 在其 2片真叶展平时 , 分别以孢子浓度为 2 ×103、2 ×104、2 ×

105 个 ·mL - 1的辣椒疫霉菌游动孢子悬浮液进行了人工灌根接种和苗期抗病性鉴定。结果表明 , 不同瓜类蔬

菜品种幼苗对辣椒疫霉菌的抗病性表现完全不同 , 其中早熟 1号肉丝瓜和新秀丝瓜幼苗未感染辣椒疫霉菌 ;

其余 9种瓜类蔬菜幼苗随着接种辣椒疫霉菌游动孢子浓度的提高而抗病性降低 , 在接种辣椒疫霉菌游动孢子

浓度为 2 ×104 个 ·mL - 1时 , 蜜本南瓜和新广优节瓜幼苗抗病性较强 , 早优苦瓜和碧峰黄瓜中度抗病 , 特大新

红宝西瓜、秀美青筋白瓜、银辉薄皮甜瓜、台优蒲瓜和晶莹 1号西葫芦高度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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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iseases resistances of 10 gourd seedlings to Phy toph thora capsici were identified by ar2
tificially inoculating zoospore of P1capsici w 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 2 ×10

3
spore·mL

- 1
, 2 ×10

4

spore·mL
- 1

, 2 ×10
5

spore·mL
- 1 ) .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different gourd seedlings showed dif2

ferent resistance exhibition to P1capsici. Excep t for‘Zaoshu No11’ sponge gourd and‘Xinxiu’ angular

sponge gourd showed immunity to P1capsici, o ther nine speciesπresistance decreased remarkably along w ith

the increase of inoculating concentration. After inoculating zoospore w ith 2 ×10
4

spore·mL
- 1

concentra2
tion, ‘M iben’pumpkin and‘Xinguangyou’chieh2qua showed strong disease resistance; ‘Zaoyou’bit2
ter gourd and‘B ifeng’cucumber had moderate resistance; ‘Tedaxinhongbao’watermelon, ‘Xiumei’

green2rid oriental p ickling melon, ‘Yinhui’melon, ‘Taiyou’ clavated calabash, ‘J ingying No11’

summer squash were highly suscep t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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辣椒疫霉菌 ( Phy toph thora capsici Leonian) 不仅为害辣椒 , 也会引起多种瓜类幼苗发生疫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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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志 等 , 1993; 文景芝 等 , 1997; 周克琴 , 2001; 王汉荣 等 , 2003; Tian & Babadoost,

2004)。本试验以广东省主要栽培的 10种瓜类蔬菜为对象 , 研究其幼苗对辣椒疫霉菌的抗性表现 ,

以期为指导瓜类蔬菜生产以及瓜类与辣椒合理轮作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1　供试瓜类品种和辣椒疫霉菌

试验于 2009年 4～6月在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蔬菜场塑料大棚内进行。供试瓜类蔬菜品种

为蜜本南瓜 (Cucu rbita m oscha ta Duch1)、晶莹 1号西葫芦 ( Cucu rbita pepo L1)、特大新红宝西瓜

(C itru llus vu lga ris Schrad1)、银辉薄皮甜瓜 ( Cucum is m elo L1var1m akuw a M akino)、秀美青筋白瓜

(Cucum is m elo L1var1conom on M akino)、碧峰黄瓜 ( Cucum is sa tivus L1 )、台优蒲瓜 (L agena ria vu l2
ga ris Ser1)、早优苦瓜 (M om ord ica cha ran tia L1)、新广优节瓜 (B en incasa h ispida Cogn1var1ch iev -

que How1)、早熟 1号肉丝瓜 (L uffa cy lind rica Roem1 ) 和新秀丝瓜 (L uffa acu tangu la Roxb1 )。种

子经浸泡催芽后播于育苗钵中 , 待幼苗长至 2片真叶展平时 , 用灌根接种法分别进行人工接种辣

椒疫霉菌。

辣椒疫霉菌菌株分离自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蔬菜试验基地的辣椒发病植株 (李智军 等 , 2007)。

在胡萝卜培养基 ( 200 g胡萝卜、20 g琼脂、1 000 mL蒸馏水 ) 上经 28 ℃培养 7 d后 , 加入适量

蒸馏水浸泡 1 d, 然后放入 4 ℃冰箱中预冷 1 h, 再移至室温下使其释放出游动孢子。用血球计数

板计算游动孢子的数量 , 稀释到所需浓度用于苗期人工接种。

112　苗期人工接种抗病性鉴定

瓜类蔬菜幼苗接种前浇透水 , 在距离幼苗茎基部周围约 2 cm的基质中 , 用注射器注入 5 mL

辣椒疫霉菌游动孢子悬浮液 , 接种孢子浓度分别为 2 ×10
3、2 ×10

4、2 ×10
5个 ·mL

- 1
, 以注入清

水 5 mL作为对照。每个处理接种 10株 , 设 3次重复。接种后参考周克琴 ( 2001 ) 的方法 , 搭建

小拱棚 , 保持棚内相对湿度 95 %以上 2 d, 温度为白天 30 ℃、夜晚 25 ℃左右。接种 7 d后调查统

计幼苗存活率。幼苗的基部未出现缢缩或猝倒的视为存活。

2　结果与分析

不同瓜类蔬菜幼苗对辣椒疫霉菌的抗性表现完全不同。感病品种在接种后 2 d开始发病 , 发

病的幼苗在茎基部出现严重缢缩 , 导致植株猝倒枯死。接种后 7 d的调查统计结果表明 (表 1 ) ,

除早熟 1号肉丝瓜和新秀丝瓜对辣椒疫霉菌游动孢子 3种接种浓度表现出完全抗性 , 幼苗存活率

表 1　不同瓜类幼苗接种辣椒疫霉菌后的存活率 %

瓜类品种
接种孢子浓度 /个 ·mL - 1

2 ×103 2 ×104 2 ×105 0 ( CK)
抗病类型

早熟 1号肉丝瓜 10010 aA 10010 aA 10010 aA 10010 未感染

新秀丝瓜 10010 aA 10010 aA 10010 aA 10010 未感染

蜜本南瓜 8617 dD 8010 bB 6617 cC 10010 抗病

新广优节瓜 9313 bB 7313 cC 8010 bB 10010 抗病

早优苦瓜 7617 fF 6010 dD 2010 dD 10010 中度抗病

秀美青筋白瓜 8010 eE 3313 gG 617 gG 10010 高度感病

碧峰黄瓜 8617 dD 5617 eE 1617 eE 10010 中度抗病

特大新红宝西瓜 9010 cC 2010 iI 1010 fF 10010 高度感病

银辉薄皮甜瓜 8010 eE 4617 fF 0 hH 10010 高度感病

台优蒲瓜 (瓠瓜 ) 5617 gG 2617 hH 0 hH 10010 高度感病

晶莹 1号西葫芦 4617 hH 1313 jJ 0 hH 10010 高度感病

　　注 : 表中同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α = 0105) ; 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差异极显著 (α = 0101)。

67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2010 (4) 曾 　晶等 : 瓜类蔬菜幼苗对辣椒疫霉菌的抗病性鉴定

均为 100 %外 , 其余瓜类蔬菜幼苗随着接种辣椒疫霉菌游动孢子浓度的升高其抗性明显降低。当

接种辣椒疫霉菌游动孢子浓度达到 2 ×10
4个 ·mL

- 1时 , 早熟 1号肉丝瓜和新秀丝瓜未感染辣椒疫

霉菌 , 幼苗存活率为 100 % ; 蜜本南瓜和新广优节瓜抗病性较强 ; 早优苦瓜和碧峰黄瓜中度抗病 ;

特大新红宝西瓜、秀美青筋白瓜、银辉薄皮甜瓜、台优蒲瓜和晶莹 1号西葫芦高度感病。

3　结论与讨论

在对籽用南瓜疫病苗期抗性鉴定方法的研究中发现 , 以游动孢子浓度为 5 ×10
3个 ·mL

- 1在南

瓜 2叶期采用灌根法接种是南瓜疫病苗期抗性的最佳鉴定方法 , 并且接种后保湿 48 h能够使幼苗

充分表现症状而不影响其正常生长 (周克琴 , 2001)。本试验参照了此方法 , 并进行适当的修改 ,

结果表明该方法能够有效鉴定瓜类蔬菜幼苗对疫病的抗性。但感病瓜类蔬菜品种在分别接种辣椒

疫霉菌游动孢子悬浮液浓度 2 ×10
3、2 ×10

4、2 ×10
5个 ·mL

- 1后 , 发病时茎基部都严重缢缩并猝

死 , 无法进行病情分级 , 只能根据存活率来鉴定幼苗的抗病性。刘学敏等 ( 1999 ) 报道 , 疫病不

同的接种体也会影响幼苗发病的速度 , 其中以游动孢子接种时植株发病速度最快 , 其次为孢子囊 ,

菌丝最慢。鉴定瓜类幼苗对辣椒疫霉菌抗病性所用的接种体、接种方法、苗期及接种后的保湿时

间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除少数瓜类蔬菜品种如早熟 1号肉丝瓜和新秀丝瓜外 , 大多数的瓜类蔬菜品种幼苗对接种辣椒

疫霉菌游动孢子表现感病。本试验的结果表明 , 以辣椒疫霉菌游动孢子浓度 2 ×103个 ·mL - 1接种时 ,

大多数的瓜类蔬菜品种幼苗发病较轻 ; 而以 2 ×105个 ·mL - 1浓度接种时 , 较多的瓜类蔬菜品种幼苗

发病较重 , 使抗病性鉴定结果不能较好地反映瓜类蔬菜品种之间的抗病性差异。因此 , 认为参照现

有辣椒苗期鉴定的接种浓度以 2 ×104个 ·mL - 1较为适宜 (李树德 , 1995; 李智军 等 , 2007)。

本试验的研究结果表明 , 所用的 10种瓜类蔬菜品种除早熟 1号肉丝瓜和新秀丝瓜不被辣椒疫

霉菌感染外 , 其余瓜类蔬菜品种包括蜜本南瓜、晶莹 1号西葫芦、特大新红宝西瓜、银辉薄皮甜

瓜、秀美青筋白瓜、碧峰黄瓜、台优蒲瓜、早优苦瓜和新广优节瓜的幼苗均被辣椒疫霉菌侵染而

引发疫病。但唐德志等 ( 1993) 报道 , 黄瓜和薄皮甜瓜比较抗辣椒疫霉菌 , 而丝瓜也会被辣椒疫

霉菌所感染。王汉荣等 ( 2003) 的研究结果表明 , 苦瓜和丝瓜都不被辣椒疫霉菌所感染。本试验

结果与前人研究结果不太一致可能有三方面的原因 : 第一 , 所用辣椒疫霉菌的菌株不同 , 致病力

可能存在差异 ; 第二 , 所用瓜类蔬菜的品种不同 , 抗病性也可能有所不同 ; 第三 , 瓜类蔬菜品种

的苗龄可能也对辣椒疫霉菌的抗性产生影响。相关研究有待更进一步的探讨。

生长旺盛的瓠瓜常常作为西瓜等作物的嫁接砧木而使用。但是 , 本试验的研究结果表明 , 台

优蒲瓜幼苗对辣椒疫霉菌高度感病。因此 , 在辣椒疫病发病严重的土壤上 , 应选择抗病性强的瓠

瓜品种或材料作为砧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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