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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多主棒孢霉(Corynesporacassiicola)入侵烟叶会导致烟草棒孢霉叶斑病.烟草棒孢

霉叶斑病在我国六大烟区均有发生,其中贵州省、广西壮族自治区烟区最严重,严重限制

我国烟草产业的发展.通过分析烟草棒孢霉叶斑病的研究情况,整理关于多主棒孢霉类型

特点、病原病害特点、病害流行规律及其主要防治技术的研究与进展,为烟草棒孢霉叶斑

病的有效防治提供依据.研究发现,混合药剂比单一药剂对烟草棒孢霉叶斑病防控效果更

好,但是单一的化学防控方法并不是我们的主要目标,绿色综合防控治理才是主要的研究

方向,而我国在这一方面还处于初始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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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orynesporacassiicolainvadestobaccoleaves,causingtobaccoCorynesporaleafspot.
CorynebacteriumleafspotdiseaseoccursinsixmajortobaccoareasinChina,ofwhichGuizhou
andGuangxitobaccoproducingareasarethemostserious,severelyrestrictthedevelopmentof
Chinastobaccoindustry.ByanalyzingtheresearchsituationoftobaccoCorynesporaleafspot,
previousreportsonthetypecharacteristicsofCorynesporacassiicola,pathogenicdiseasecharac-
teristics,diseaseepidemicrulesanditsmainpreventionandcontroltechnologiesweresorted
out,whichprovidedabasisfortheeffectivepreventionandcontroloftobaccoCorynesporaleaf
spot.Combinedagentsaremoreeffectivethansingleagentsforthepreventionandcontrolofto-
baccoCorynesporaleafspot.However,thechemicalonlypreventionandcontrolmethodisnot
ourmainpurpose,butgreencomprehensivepreventionandcontrolmanagementisthemainre-
searchdirection.Ourcountryisstillininitialstageinthisregard.
Keywords:tobaccoCorynesporaleafspot;Corynesporacassiicola;preventionmethods;re-
searchprogress

  烟草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经济作物,据统计,2021年全世界烟叶产量约472.8万t,约有

70多个国家生产烤烟,45个国家生产白肋烟.烟草在我国广泛种植,总面积达100万hm2.近

年来,因为烟草棒孢霉叶斑病所引起的叶斑类病害直接造成烟草产量减少、质量下降,以至无

法满足烤烟质量要求,更缺乏经济价值,对烟农的生产积极性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1-2].

烟草棒孢霉叶斑病病原菌变异性强、寄主范围广[3],可在茄科、葫芦科、大戟科等多科植

物上暴发,如烟草[4]、茄子[5]、橡胶[6]、木薯[7]、黄瓜[8]、木槿[9]、莲藕[10]、草莓[11]和 苎麻[12]

等530余种植物[13].烟草棒孢霉侵染的烟草叶片于1973年在全球范围内首次发现[14],1998年

贵州省也首次报道了它的侵染烟叶[4].当前国内以贵州省、广西壮族自治区烟区受到该病害的

危害最为严重[15],尤其是在贵州省湿度高的地区发病迅速,难以防控,造成了较大的经济损

失[16].目前,仅有部分研究团队从该病害大田的流行规律和药物防治角度做了相关研究,但均

未进行较为深入地探讨.由于各烟区生态环境的不同,造成病害发生的流行规律及其对不同药

物的敏感度不尽相同,从而增大了防控难度.

1 烟草棒孢霉叶斑病的病原菌生物学特性

分子生物技术是当前最为可靠的病原菌鉴定方法[17].聚合酶链式反应(PCR)是一种用于放

大扩增特定的DNA片段的分子生物学技术,是微生物检测最好的方法之一[18].利用多主棒孢

霉属种间的内转录间隔区(位于真菌rRNA基因转录区或对应多顺反子rRNA前体中大、小亚

基rRNA之间的核酸序列)高度保守的特点[19],可以对多主棒孢霉进行分类鉴定及系统发育研

究[20].通过对烤烟叶斑病病原菌进行同源性分析显示,烟草棒孢霉叶斑病的病原菌与GenBank

中多主棒孢霉ITS序列的同源性达99%以上[21].在重庆市[22]、江西省[23]、广西壮族自治区[24]、

贵州省发现的烟草棒孢霉叶斑病的病原菌均是如此.
烟草棒孢霉叶斑病的病原菌在胡萝卜琼脂培养基(CA)上生长最快,生长至第11d时在马

铃薯蔗糖琼脂培养基(PSA)上产孢量最多.最适生长温度为30℃,病原菌对pH值适应范围较

宽,在pH值4~11均可生长,菌丝致死温度为52℃10min,光照对菌丝生长影响不大.最适

碳源为麦芽糖和可溶性淀粉,最适氮源为甘氨酸和苏氨酸[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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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烟草棒孢霉发生概况

2.1 烟草棒孢霉形态特征

烟草棒孢霉叶斑病的病原菌为真菌门(Eumycota)、丝孢纲(Hy-phomycetes)、丝孢目(Hy-

phomycetales)、暗色菌科(Demati-aceae)、多主棒孢属(Corynesporacassiicola)[22].菌丝无色或

暗褐色,分隔,直径为3.75~50.00μm.孢子大小(60~240)μm×(10~15)μm.分生孢子通常单

生,棒状,直或稍弯曲,偶有叉形分枝,浅榄棕色,偶尔2~6个孢子结成短链,倒棍棒形,有时

圆筒形,稍微弯曲,有隔膜4~16个,(32~220)μm×(8.4~22.4)μm,通常分开处并不缢缩,

但有时在上面稍缢缩,或将上段分裂为一个较小孢子,分生孢子顶端有时膨大,长达600μm,

直径3.8~11.3μm
[26](图1).

a为培养基上的菌落;b为分生孢子;c为分生孢子梗.

图1 烟草棒孢霉病原菌形态[25]

通过在马铃薯蔗糖琼脂培养基(PSA)上冷却接种的方法,将病菌划线接种于PSA 培养基

上,生化培养箱内30℃,12h近紫外光照射和12h黑暗交替培养3d后,观察菌落形态、颜色

等特征.革兰氏阴性菌呈红色,革兰氏阳性菌呈紫色.以均匀分散开的细菌的革兰氏染色反应

为准,过于密集的细菌,常常呈现假阳性(图2).

a为PSA培养基上的病原菌;b为革兰氏染色.

图2 烟草棒孢霉病菌鉴定[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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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烟草棒孢霉病害田间特征

烟草棒孢霉叶斑病主要为害成株期的中下部叶,侵染初期症状为淡绿色的小黑点,以后变

成褐色斑点,在褐色斑外缘产生淡黄色的无边界环.伴随着疾病的发展,小的病斑会一步一步

地连接成连续的黑褐色斑块,有的斑块中心还有明显的黑色轮纹,有个别斑块肉眼看不到.当

室内空气相对湿度变化较大时,小病斑中心会产生一种深褐色成黑色霉状物,主要为细菌产生

的分生性芽孢杆菌的菌梗.叶脉纹斑也会因感染细菌后慢慢变为棕褐色、深黑、深棕褐色,或

逐渐形成中心向下内陷的细条斑.田间烤烟团棵一般在植株旺长期的初期,即7月下旬以前,

中茎下部茎叶病斑初现暗褐绿色小点后迅速扩大成小白点,并具有浅棕褐色边线,直径为0.2~

0.4cm.沿主脉会逐渐产生棕褐色或深黑、棕褐色相间的细条斑隆起或下陷.7月是高温雨季,

中部和下部的叶斑初起呈浅暗的绿色小点,然后逐渐变成棕褐色斑点和一些浅棕褐色、黑色相

间的小圆斑点并缀有一些黄色的晕染圈;之后逐渐愈合、扩大或互相联合而成一个近圆球形的或

稍不规则形的形状,褐色的边线圈中心直径大于1cm.如图3所示,在收获时节中后期,上部叶片病

斑通常与其他褐色病斑有相同的尺寸,约在1cm之上,病斑中央常为苍白至浅褐色,当症状较强烈

时,病斑则多为褐色斑点[27](图3).

a为中心凹陷病斑;b为中心穿孔病斑;c为联合病斑.

图3 烟草棒孢霉叶斑病田间感病症状[25]

2.3 烟草棒孢霉的侵染循环

烟叶组织遭受烟草棒孢霉污染后致病,细菌在组织上可形成大量病原子体,并通过风、雨

水或空气传播,从而产生细菌再侵染.棒孢霉叶斑病自然发生的传播主要是通过潮湿空气或雨

水直接传播,分生性孢子在污染寄主叶片时一般无需造成伤口,可直接从寄主自然气孔的孔口

进入或直接通过寄主植株表皮气孔直接进入,潜育期一般为5~7d[4].经研究证实,分生芽孢

经常大规模地聚集在新叶伤口上.当分生孢子萌发形成芽管入侵植物后,会促使宿主细胞生成

纤维素酶、半纤维素酶、果胶酶和许多生化产物,而这些都可以损伤宿主细胞,从而导致细菌

的凋亡.棒孢霉叶斑病病原菌常采用种子内带菌形式进行长距离传播,而病原菌的休眠细胞则

能够在子叶表面以及种皮下长时间潜伏.分生芽孢类型主要有2种,一种是棒槌状,另一种是

细长圆筒形.接种试验结果表明,2个类型的分生芽孢均具备入侵能力.多主棒孢霉主要侵染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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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叶片,初侵染后在寄主被害处形成新的分生芽孢,分生芽孢通过风、雨直接向周边传递,当

条件适宜后,在同一繁殖季病菌又可反复入侵,使病害进一步加剧[28].多主棒孢黑霉丝的最适

宜发生温度为27℃,最适宜的生孢温度则为30℃[29],病原菌菌丝致死温度为52℃[25].在高

温、高湿环境下,烟草棒孢霉菌短时内可大规模流行,并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因为多主棒孢霉

菌存活力很强,对烤烟的威胁很大,并且其病菌在烟杆中越冬,可存活2年以上[26].烟草棒孢

霉菌不仅侵染成熟叶,还可侵染幼叶,发病后流行速度也比赤星病快,高湿条件时几天内就可

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16].

3 防治方法

3.1 选育抗病品种

选择抗病品种是预防棒孢霉叶斑病最有效的方法,主要是通过系统选择和杂交育种.目前,

我国对橡胶棒孢霉落叶病害品种的系统选择研究较多,而其他国家对棒孢霉叶斑病品种的系统

抗病性选育研究较少.通过对高抗与高感亲本杂交和回交一代后的抗疫性研究,结果表明,黄

瓜棒孢霉叶斑病抗病性特征主要为单隐性基因的,与感病性状相对的抗病特性主要为不完整显

性.王惠哲等[19]进行黄瓜苗期抗病性鉴定研究,获得了野生抗病品种XL6-3[31]和66B[32].调查

证实,所有耐病种类对棒孢霉叶斑病均非全面免疫,当病原注射量大时,植株上也可发生感染.
虽然通过结合抗病品种选育、科学种植管理、合理轮作等措施,可以有效预防,但并不能完全

防治烟草棒孢霉叶斑病[32].
3.2 化学防治

在病害潜育期、发生初期,通过适当的生化制剂处理可有效控制致病菌入侵,从而控制病

害扩散.目前对棒孢霉叶斑病有较好防治效果的化学制剂主要有75%百菌清可湿性粉剂+80%
代森锰锌可湿性粉剂、40%菌净核净可湿性粉剂+75%百菌清可湿性粉剂+80%代森锰锌可湿

性粉剂、40% 菌净核净可湿性粉剂+12.5%腈菌唑微乳油+80%森锰锌可湿性粉剂,这些化学

制剂的相对防效在施药后10d分别可达85.4%,85.4%和87.83%[33].研究表明,土壤表面

0~10cm为烟草棒孢霉菌的主要生存范围[34];同时田间试验结果也表明,用百菌清和代森锰锌

复配药在烟草生长周期进行预防喷淋,能有效防治棒孢霉叶斑病的发生,而混合比例的药剂比

单一的药剂效果更佳[35].
3.3 生态防治

对烟草棒孢霉叶斑病的防治除选择抗病品种进行化学防治以外,还应采用生态防控的新技

术.针对烟草,应该严密关注病害趋势,并及时采摘病叶.在烟草植株采收后,及时进行清理、

焚烧或深埋,可有效降低病害发生率;同时,因烟草多主棒孢霉菌丝体、分生孢子均能够在田

间患病体及环境中生存2年上下,所以,对宿主种植作物与非宿主种植作物实行2年以上的合

理轮作,能够有效减小田间致病菌基数,从而减少最初侵染源数量.经大田检验表明,在水田

与旱地上栽培的烤烟,烟草棒孢霉叶斑病在水田中的平均发生率为11.1%,发病指数为7.78,

在旱地中平均发生率为12.3%,发病指数为8.58[36],表明旱地烟田比水田烟草棒孢霉叶斑病更

加严重,而2类土地栽培的烟叶棒孢霉叶斑病发生程度差别并不明显[33].

4 展望

目前国内外对烟草棒孢霉叶斑病的病原菌多主棒孢霉的相关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病原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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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寄主起源还没有完全清楚,种内生理遗传特征还没有完成系统调查,控制基因方面的研究报

道还处于空白阶段.烟草棒孢霉叶斑病的宿主范围广泛,且传染速率也很快,更多的新型宿主

已被发现.近年来,烟草棒孢霉叶斑病由中国东南部沿海地区逐步向西部内陆蔓延,由热带地

区向亚热带区域蔓延,由中国西南部分布逐渐向全球性分布过渡,造成的危害是不可忽视的.
但由于烟草棒孢霉叶斑病发生前期症状并不突出,中后期突然暴发时容易错过预防机会,而且

由于烟草棒孢霉叶斑病与其他叶部疾病容易混发侵染,以及烟草棒孢霉叶斑病病原菌本身极易

引起变异产生耐药性的特征,也使得此病不易预防.所以,构建烟草棒孢霉叶斑病田间早期高

效检测技术、探索对致病菌的耐药性机理、建立烟草棒孢霉叶斑病绿色防治系统,将对烟草棒

孢霉叶斑类疾病的高效防治提供关键的理论依据与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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