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甘肃农业科技 Gansu Agr. Sci. and Techn. No. 10 20152015 年 第 10 期

收稿日期：2015-08- 04
基金项目：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科技创新专项（2013GAAS20）
作者简介：何苏琴（1965—），女，江西修水人，副研究员，主要从事植物病害及资源微生物利用研究。E-mail：

gshesuqin@sina.com

由多主棒孢霉［Corynespora cassiicola（Berk &

Curt）Wei.］引起的黄瓜棒孢褐斑病是近年来在甘肃

省白银地区日光温室黄瓜上大面积暴发流行的新病

害，造成叶枯和茎疫［ 1］。虽然一些农艺措施和施

用农药可以有效预防和减轻病害的发生为害［ 2 - 3］，

但从农产品安全和减少农药施用量等方面考虑，

种植抗病品种仍然是最经济、最安全有效的防病

措施。为了给当地黄瓜种植者提供黄瓜品种选择

的参考，我们对白银地区市售的 15个黄瓜品种进

行了黄瓜褐斑病抗性评价，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供试 15个黄瓜品种购自白银市各黄瓜种子经

销商，品种名称、生产厂家、生产时间等见表 1。

试验用多主棒孢霉（Corynespora cassiicola）菌株
cu-1和 cu-4，分别于 2014年 6月和 11月分离自

甘肃省靖远县日光温室罹病的黄瓜茎和叶片，由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温室蔬菜土传

病害防治技术研究项目组分离鉴定。

1.2 试验方法

1.2.1 接种用黄瓜苗的培育 试验在甘肃省农业

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温室内进行。播前用 10%

的洗衣粉液洗去黄瓜种子表面的包衣剂，清水冲

洗干净后将种子置于 30℃恒温箱内催芽，出芽后

播于盛有灭菌营养土的育苗钵内（营养土为草炭与

田土按2∶1配制），常规管理。

白银地区市售黄瓜品种对黄瓜褐斑病的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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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孢子悬浮液喷雾接种法（孢子浓度为1伊104个/mL），选择分离自靖远县日光温室罹病黄瓜茎和叶片
的2个多主棒孢霉（Corynespora cassiicola）菌株，对白银地区市售的15个黄瓜品种进行了黄瓜褐斑病抗性鉴定。结果
表明，测试的15个品种中，津旺68表现高抗，津棚A2、津典303、津优312、津棚A1、碧丽1号、SV1102CC表现抗
病，建议在白银地区优先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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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local cucumber growers choosing cucumber varieties，15 commercially available
cucumber varieties collected from Baiyin area have carried out the cucumber brown spot resistance evaluation. Two strains of Corynespora
cassiicola be used in this test，which are isolated from diseased cucumber stem and leaf at sunlight greenhouse in Jingyuan county .
Conidia suspension（conidial concentration is 1×104/mL）is sprayed on cucumber seedlings with 2 true leaves. The result shows that
Jinwang 68 is highly resistant，Jinpeng A2，Jindian 303，312 Jinyou 312，Jinpeng A1，Bili 1，SV1102CC are resistant. Finally，
suggestions on Baiyin area should be selected in p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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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名称 生产企业 生产日期 包衣成分
SV1102CC圣尼斯种子（北京）有限

公司
2011年 福美双

津旺606 天津朝研种苗科技有限
公司

2011年 多菌灵

津旺68 天津朝研种苗科技有限
公司

2011年 多菌灵

碧丽 2号 北京华耐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

2012年 福美双

德尔120 天津德瑞特种业有限公
司

2013年 咯菌腈

津典303 天津市绿丰园艺新技术
开发有限公司

2013年 多菌灵

津典308 天津市绿丰园艺新技术
开发有限公司

2013年 多菌灵

碧丽 1号 北京华耐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

2014年 福美双

津棚A1 天津市静海县民生种子
开发中心

2014年 咯菌腈

津棚A2 天津市静海县民生种子
开发中心

2014年 咯菌腈

博耐168 天津德瑞特种业有限公
司

2014年 咯菌腈

博耐881 天津德瑞特种业有限公
司

2014年 咯菌腈

津优312 天津科润农业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黄瓜研究所

2014年 多菌灵

津旺607 天津朝研种苗科技有限
公司

2014年 多菌灵

津旺88-1 天津朝研种苗科技有限
公司

2014年 多菌灵

表 1 试验用黄瓜品种明细

1.2.2 接种方法 于黄瓜 2片真叶期进行。菌株

cu-1和 cu-4在 PDA平板 25℃培养 10～14 d，用

水（1 000 mL水中加1滴吐温80）将孢子洗下，双层

纱布过滤，并调配成浓度为 1×104个 /mL的孢子

悬浮液，用手持喷雾器分别均匀喷雾于受试材料，

喷至叶片边缘开始滴水，以喷清水为对照。接种

后保湿 48 h，之后仅在夜间保湿。每处理 10株，

2次重复。试验期间温度保持在（26±6）℃。

1.2.3 调查方法 接种后 7 d调查发病情况。每个

处理调查每株所有接种叶片的病级，分别计算不

同叶位叶片病情指数（DI）及其平均值。依据黄瓜

品种对 2个接种菌株病情指数的平均值评判其对

褐斑病的抗性。病情分级和抗性分级参照王惠哲

等的分级标准［ 4］。

病情分级标准：0级，无病症；1级，接种叶

出现少数病斑；2级，病斑占叶面积的 1/3以下；3

级，病斑占叶面积的 1/3～1/2；4级，病斑占叶面

积的 1/2～2/3；5级，病斑占叶面积的 2 /3以上。

抗性分级标准：高抗（HR），0＜DI≤15；抗病

（R），15＜DI≤35；中抗（MR），35＜DI≤55；感病

（S），55＜DI≤75；高感（HS），DI＞75。

病情指数（DI）=［∑（每病极病叶数×病级值）/

（调查总叶片数×最高病级值）］×100

2 结果与分析

在本试验条件下，第 4～5 d黄瓜叶片开始显

症，病斑分布均匀。对照未发病。通过表 2可以

看出，2 个菌株对供试黄瓜品种的致病性存在差

异，菌株 cu-4致病性强于 cu-1。多数处理的第 1

真叶较第 2真叶发病严重。在供试的 15个黄瓜品

种中，津旺 68表现高抗；津棚 A2、津典 303、津

优 312、津棚 A1、碧丽 1 号、SV1102CC 表现抗

病；碧丽 2 号、津典 308、博耐 168、博耐 881、

德尔 120、津旺 88-1表现中抗；津旺 606表现感

病；津旺 607表现高感。

品种 重复 叶序
菌株 cu-1 菌株 cu-4 平均值

病情指数（DI） 平均病指 病情指数（DI） 平均病指 病情指数（DI） 抗性分级
SV1102CC Ι 第 1真叶 48.89 39.28 40.00 23.06 31.17 R

第 2真叶 22.22 22.22
Ⅱ 第 1真叶 64.00 20.00

第 2真叶 22.00 10.00
津旺 606 Ι 第 1真叶 86.67 58.33 86.67 72.92 65.63 S

第 2真叶 44.00 72.00
Ⅱ 第 1真叶 66.67 65.00

第 2真叶 36.00 68.00
津旺 68 Ι 第 1真叶 16.00 12.00 22.00 18.07 15.03 HR

第 2真叶 6.00 12.50
Ⅱ 第 1真叶 18.00 24.44

第 2真叶 8.00 13.33
碧丽 2号 Ι 第 1真叶 53.33 32.61 56.00 50.71 41.66 MR

第 2真叶 28.00 44.00
Ⅱ 第 1真叶 31.11 42.86

第 2真叶 18.00 60.00

表 2 15个黄瓜品种对多主棒孢霉菌株 cu-1和 cu-4的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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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结与讨论

1）评估结果表明，津旺 68表现高抗；津棚 A2、

津典 303、津优 312、津棚 A1、碧丽 1 号、

SV1102CC表现抗病；碧丽 2号、津典 308、博耐

168、博耐 881、德尔 120、津旺 88-1表现中抗；

津旺 606表现感病；津旺 607表现高感。建议白

银地区的黄瓜品种可优先选用抗病品种津旺 68、

津棚 A2、津典 303、津优 312、津棚 A1、碧丽 1

号、SV1102CC等，由于农艺性状、品种兼抗性等

原因选用中抗及感病品种时，要密切关注褐斑病

发生情况，及时做好病害的防治工作。

2）对于黄瓜褐斑病菌的致病性测定或品种抗性鉴

定，不同研究者采用的接种浓度和试验条件不尽

相同［ 5 - 10］，接种用孢子悬液的孢子浓度自 1×104

个/mL至 2×105个/mL（包括 1×104个/mL，2×104

个/mL，3～4×104个/mL，1×105个/mL及 2×105

个/mL），接种后保湿时间为 24 h或 48 h；因试验

期间温、湿度的不同，调查时间也不同，一般在

接种后 5～10 d 调查。本研究采用浓度为 1×104

个/mL的孢子悬浮液喷雾接种 2片真叶期的受试黄

品种 重复 叶序
菌株 cu-1 菌株 cu-4 平均值

病情指数（DI） 平均病指 病情指数（DI） 平均病指 病情指数（DI） 抗性分级
德尔 120 Ι 第 1真叶 47.50 32.13 92.50 67.97 50.05 MR

第 2真叶 20.00 68.89
Ⅱ 第 1真叶 35.00 57.14

第 2真叶 26.00 53.33
津典 303 Ι 第 1真叶 20.00 14.93 37.50 31.60 23.26 R

第 2真叶 6.67 24.44
Ⅱ 第 1真叶 17.50 40.00

第 2真叶 15.56 24.44
津典 308 Ι 第 1真叶 28.57 21.91 60.00 64.29 43.10 MR

第 2真叶 22.22 48.00
Ⅱ 第 1真叶 22.86 86.67

第 2真叶 14.00 62.50
碧丽 1号 Ι 第 1真叶 30.00 22.83 52.00 36.61 29.72 R

第 2真叶 14.00 22.22
Ⅱ 第 1真叶 33.33 42.22

第 2真叶 14.00 30.00
津棚 A1 Ι 第 1真叶 30.00 23.02 32.50 31.13 27.08 R

第 2真叶 10.00 18.00
Ⅱ 第 1真叶 34.29 50.00

第 2真叶 17.78 24.00
津棚 A2 Ι 第 1真叶 26.67 20.17 30.00 25.00 22.58 R

第 2真叶 8.00 20.00
Ⅱ 第 1真叶 26.00 32.00

第 2真叶 20.00 18.00
博耐 168 Ι 第 1真叶 48.89 34.33 46.67 52.64 43.49 MR

第 2真叶 28.00 53.33
Ⅱ 第 1真叶 44.44 68.57

第 2真叶 16.00 42.00
博耐 881 Ι 第 1真叶 50.00 36.72 52.00 54.83 45.77 MR

第 2真叶 22.00 51.11
Ⅱ 第 1真叶 48.89 62.86

第 2真叶 26.00 53.33
津优 312 Ι 第 1真叶 46.67 21.33 30.00 25.38 23.35 R

第 2真叶 8.00 17.50
Ⅱ 第 1真叶 26.67 32.00

第 2真叶 4.00 22.00
津旺 607 Ι 第 1真叶 98.00 84.83 100.00 99.50 92.17 HS

第 2真叶 73.33 100.00
Ⅱ 第 1真叶 100.00 98.00

第 2真叶 68.00 100.00
津旺 88-1 Ι 第 1真叶 84.00 60.25 52.00 40.57 50.41 MR

第 2真叶 50.00 38.00
Ⅱ 第 1真叶 65.00 34.29

第 2真叶 42.00 38.00

续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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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是我国主要的粮饲兼用型作物，兰州市

年播种面积超过 3.33万 hm2。由于各地区土壤和

气候条件不同，玉米的需肥水平和需肥特性存在

差异，如何依据玉米的高氮性需肥特性提高其氮

肥利用效率，一直是国内农业科研主攻方向。近

年来研究表明，一次性基施氮肥易导致土壤残留

硝态氮增多，不仅对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的威胁，

也降低了氮肥的利用率。而在基肥的基础上，根

据土壤无机氮的测试结果推荐追肥，可以提高氮

肥利用率，减少氮损失［ 1 - 8］。我们采用氮量控释技

术研究玉米氮肥利用率因素对产量结构的影响，

以期探索出玉米氮素供应与同步吸收的最佳施氮

运筹模式，达到节本、增产、高效的目的，进一

步提高和完善兰州市旱作区玉米栽培技术。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材料

供试氮肥为尿素（含N 46%），由中国石油天然

气股份有限公司生产，指示玉米品种为金凯 3号，

摘要：在旱作条件下，总施氮量不变，对氮肥施量控释后移并分次施用，生长期测定植株全氮量，研究氮
量控释对氮肥利用效率和玉米产量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氮肥施用模式（20%基肥+20%拔节期追肥+40%大喇
叭口期追肥+20%吐丝期追肥，即基施240 kg/hm2，拔节期追施240 kg/hm2，大喇叭口期追施480 kg/hm2，吐丝期追
施240 kg/hm2）下，玉米百粒重47.7 g，平均折合产量可达10 644.0 kg/hm2，较不施氮肥处理增产2 875.5 kg/hm2，
增产率37.01%。玉米采取氮肥后移技术可使氮肥利用率和产量大幅提高。
关键词：玉米；氮肥后移；肥料利用率；产量结构
中图分类号：S5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1463（2015）10-0004-03
doi：10.3969/j.issn.1001-1463.2015.1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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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品种，接种后保湿 48 h，之后仅在夜间保湿，

试验期间温度保持在（26±6）℃，接种后第 4～5 d

黄瓜叶片开始显症，发病均匀，接种后 7 d的调查

结果可充分反映品种间抗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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