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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对款冬花生产中存在的主要病 害进行 了调查研究 0 分 离与鉴定 了款冬叶 片褐斑病病原

菌 0 筛选 了几种 药物防治
,

并对其防治效果进行评价 0在此基础上制仃 了款冬叶片褐斑病 的综合防 治

措施 0 为款冬花种植的标准操作规程 123 提供 了科学依据
。

关键词
/
款冬 褐斑病

款 冬花别名 冬花
、

款 冬
、

看 灯花
、

九九花
、

艾 冬

花
。

款冬花性温
、

味辛
、

微苦
,

归肺经
。

具有润肺下气
,

止 咳化痰的功能
,

是许多中成药的重要原料
。

《中华

人 民共 和国药典 !!� � ++4 年版
,

一部 !收载 的款冬花 为

菊科植物款冬 �567
/ 8%卿了两份

9 :
&

!的干燥花蕾
。

款冬花家野兼有
。

�+ 世纪 ∀+ 年代以前
,

主要来

源于野生
,

∀ + 年代后主要来源于人工栽培
。

款冬野生

资源主要分布 于山西
、

甘肃
、

宁夏
、

新疆
、

陕西
、

内蒙

古准格尔旗等地
。

多生 于海拔 ∗+++ ; 左右的 山 区
,

�+ ++ ; 左右高 山阳坡及 ∋+ + ; 左右阴坡亦有生长
。

野

生环境 多为 山谷河 溪及渠沟畔沙地 或林缘
。

土壤多

为土质疏松
、

腐殖质较丰富的微酸性砂质壤土红壤
。

家种主产于山西
、

四川
、

陕西
、

湖北
、

河南等省
。

�++ . 一�+ +4 年期间
,

国家科技部设立
“

十五中医

药现代化研究与产业化开发
”

科技攻关重点资助项

目
,

将
“

款冬花的规范化种植研究
”

基地选择在 山西
。

目前该课题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和山

西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山西广灵药材公 司的共

同努力下
,

已顺利完成
,

为款冬花规范化种植生产提

供 了科学依据
。

现将款冬花叶片病 害防治研究整理

成文
,

以供参考
。

一
、

款冬花病害危害情况及当地药农

使用农药的种类和习惯的调研

收稿 日期 / �+ + 4 一 + . 一. +

修回 日期 / � ++ 4 一 + ∀一 � +

根据该项 目的 目的
,

重点解决 中药材种植过程

中对农药的滥施滥用致使中药材 的农药残 留量和重

金属超标等 问题
,

对款冬花病虫害危害情况及当地

药农使用农药的种类和习惯进行 了调研
。

结果如下 /

款 冬 主 要 受 款 冬 褐 斑 病 �1<卿=∃ 73 ∃ >9 , 67 7 %卿=8 、

? 8≅ Α !
、

款冬菌核病 �1Β %≅ >∃ <8= 89 7Χ !
、

款冬 叶枯病 等危

害
,

危害部位为叶片
。

款冬揭斑病
/ 叶面病斑 圆形

,

近 圆形
,

或沿叶脉

成不规则形
。

病斑直径 4 一�+ ; ;
,

中央褐色
,

边缘紫红

色
,

不整齐
。

初期病斑较小
,

接着病斑逐渐扩展
,

病斑

中心从叶片两面凹陷呈浅褐 色
。

后期病斑上产生许

多褐色小点
,

为病原菌分生抱子器
。

发生较普遍
,

严

) 科学技术部
“

十五
”

重 大科技专项
“

创新药物和 中药现代化
”

��++ ∗ 一Δ Ε Φ +% Ε ∀ � 一 ∗ ∗!
/ 红花等十 六种中药材规范化种植研 究

,

负责人
/

武滨
。

) ) 联系人
/ 张丽 萍

,

副研究 员
,

从事中药材规范化种植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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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时整个叶片枯死
。

病原 菌在病叶残体上越冬
,

Φ 一 ∋

月发生
。

雨后 突然天晴
,

温度升高
,

湿度过大 以及积

水 的地块
,

有利发病
。

款冬叶枯病
/
病斑 由叶缘 向内延伸

,

黑褐色不规

则
,

致使局部或全叶枯干
,

严重时可蔓延至叶柄
。

病

菌以分生抱子器在病 叶上越冬
。

来年分生抱子借风

雨传播
,

使植株下部叶片最先发病
,

逐渐向上蔓延到

全株
。

分生抱子在 �4 ℃经 ∀Ι 就发芽侵人叶组织
,

潜

育期随气温升高而缩短
。

高温多湿容易发病
。

款冬菌核病
/
发病初期

,

病株地上部分无 明显症

状
,

后 出现白色菌丝逐渐 向主茎上延
,

叶面呈现褐色

病斑
。

植株地下部逐渐发黄腐烂
,

闻有酸气
,

末 期根

部黑褐色
,

植株枯萎
。

以菌核在病残体及 土壤 中越

冬
,

成为翌年的初次侵染源
。

翌年
,

菌核上抽生子囊

盘
,

产生子囊抱子
,

借风雨传播
,

扩大为害
。

∀一 ∋ 月高

温多湿 的条件下发生
。

根据调查结果
,

山西款冬 花叶片病害危害严重
,

种植者主要采用轮作 的方式防治病害的发生
。

生长良好
,

不易产生分生抱子
。

�4 ℃下培养 �Α
,

菌落

直径 .Β ; 左右
。

菌落圆形
,

气生菌丝 白色茂密
。

菌落

反面 自中心由黑色渐墨绿色至 白色
。

菌丝粗细不一
,

新生菌丝较细
。

菌丝具隔
,

多锐角分枝
。

采 自田间发病后期 的病 叶
,

可 以看到枯死 的病

斑上有褐色小点
,

即为病原菌 的分生抱子器
。

分生抱

子器叶面散生
,

初埋生
,

后突破表皮
,

近球形 0镜检可

见分生抱子器直径 Μ>∃ Ν . Φ 4林;
,

器壁淡 褐色
,

膜质
,

孔 口周 围的细胞褐 色
。

分生抱子近 梭形
、

棒形
,

色

淡
,

顶端钝 圆
,

基部 略尖
,

. 隔膜
,

隔膜处稍 溢缩
,

大

小 为 . + Ν 4 + Ο − 一 ∀ 林;
。

我 们 鉴 定 为 款 冬 壳 多 抱

�1< 卿肋
7尸。>9 <67

、8%呼=87 ? 8Β Α
&

!
,

属 半知菌 亚 门
,

壳

多抱属真菌 Π’
一
�∗

。

三
、

款冬褐斑病的杀菌剂筛选

二
、

款冬叶片褐斑病的鉴定研究

根据调查
,

款冬花生产上 的主要病害是款冬叶

片菌核病和褐斑病
。

款冬褐斑病危害严重年份导致

田间植株大面积叶片枯死
,

造成 花芽小
,

花蕾小
,

严

重影响款冬花的等级与产量
。

为此我们对款冬褐斑

病进行了分离鉴定研究
,

现报道如下
。

∗
&

款冬揭斑病病原菌的分 离

将发生褐斑病 的款冬 叶片采下
,

室 内用 自来水

冲洗干净后 晾干表面水渍
。

剪取带不 同大小病斑的

病健交界部分约 ΘΒ ; 见方
,

置于 Φ4 Ρ 的医用酒精消

毒 �一 . ; 8=
,

取出后用灭菌水冲洗 . 一− 遍
,

用手术刀将

每一小块组织切成 . 块
,

晾干后接人 3? Ε 培养基中
,

�4 ℃培养箱 中培养
,

�Α 后观察有无菌落形成
,

并对初

次分离得 到的菌落进行纯化
。

采用上述方法可以得

到纯的款冬褐斑病病原菌
,

杂菌少
,

− 次分离率均在

7∃ Ρ以上
。

经过纯化的病原菌菌丝要注意及时转接试

管斜面
,

在 �4 ℃下培养 Φ 一>∃ Α 后置 −℃下保存备用
。

�
&

款冬揭斑病病原菌的鉴定

分离纯化得到的款冬褐斑病菌在 3? Ε 培养基上

用 %Χ Χ ; 浓度的多菌灵
、

世高等 ∀ 种杀菌剂对款

冬 褐斑病病原 菌的抑制作用进 行了室 内生 物测 定
。

结果多菌灵
、

世高和爱苗对款冬褐斑病菌的抑制作

用较好
,

进一步做了系列浓度梯度
,

并求出回归方程

Γ Κ4 +
。

四
、

具体结果见图 ∗
,

图 �
,

图 .
,

表 ∗
。

款冬褐斑病菌的发生规律与防治方法研究

∗
&

发生规律

病原菌在病株落叶上越冬
,

第 � 年春季出苗后
,

温湿度 条件适宜 时分生抱子萌发并造 成初侵染
,

整

个生长季可发生多次再侵染
。

夏季高温高湿或雨后

骤 晴有利于发病 0 植株长势差及易积水的 田块 发病

严重
。

Φ 一 ∋ 月为发病盛期
。

�
&

防治方法

表 ∗ 六种杀菌剂对款冬褐斑病病原菌的抑制作用�% ΧΧ ;!

杀菌剂
菌落直径 抑制 率

杀菌剂
菌落直径 抑制率

�; ; ! Ρ

多菌灵

世高

甲基托布津

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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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年 Φ 月 4 日
、

∗+ 日
、

� + 日分别对款 冬叶病

进行了喷洒波尔多液 �∗
/
%

/
∗++ !∗ 次

、

� 次
、

. 次处理

防治试验
。

∗∗ 月初每处理随机取样 ∗++ 株
,

摘花蕾
。

称鲜重
、

干重
。

参考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

中华人 民共

4+ Ρ 多菌灵 4 ++
一∀++ 倍液

、

4+ Ρ世高 ∀+ + 倍液
、

爱苗

∀++
一∋++ 倍液等药剂

,

视病情喷 �一 . 次
。

�.! 雨后及时

疏沟排水
,

降低 田间湿度
,

减轻发病
。

�−! 秋后彻底清

除 田间病残体并集 中烧掉
。

表 � 不同处理 ∗++ 株款冬花曹产< 与质 < 比较

波 尔多液

处理

干重

Σ

折干率

Ρ

增产率

Ρ

一等品

Ρ

二等品

Ρ

铜 �Κ
6
!

; ΣΤΥ Σ

�、� 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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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卫生部 制订 的药材商 品

规格 标准 中款冬花 的等级 标

准将款冬花分为两个等级
。

一级
.
花 蕾肥大

,

单生 或

∀ 一 ∋ 个基部连生
,

个大均匀
,

色泽鲜艳
。

表面紫红色或粉红

色
。

黑头不超过 ∋ /
。

花序柄长

不超过  ∃ 01 2
。

无开头
、

枝杆
、

杂质
、

虫蛀
、

霉变
。

二级 . 花蕾较小
,

不均匀
,

表面紫褐色或暗紫色
,

间有绿

白色
。

开头
、

黑头不超过 ) /
。

花序 柄 长不 超 过 31 2
。

无枝

杆
、

杂质
、

虫蛀
、

霉变
。

从表 ∀ 中看 出
.
喷 ∀ 次

、

喷 ∋ 次处 理款冬 花 的产 量 比

喷 ) 次处理产量 明显增加
,

增

产率都超过 45 / 6一等品的增

加量也超过 ) /
。

可见喷洒波

尔多液 ∀ 一∋ 次
,

可以防治款冬

花叶斑病
,

对款冬花增产有显

著效果
。

铜含量与中药材 出口

产品的限量 ∀  2 7 8 9 7 接近
。

所

以
,

配制波尔多液需要考虑硫

酸铜的含量
。

喷 ) 次

喷 ∀ 次

喷 ∋ 次

鲜重

7

∀ :洲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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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世高对款冬褐斑病菌的毒力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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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多菌灵对款冬揭斑病菌的毒力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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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小 结

从 对款冬 褐斑 病的防治

调查和杀 菌剂筛选 及 田 间防

治试验效果看
,

款冬褐斑病 的

防治可采用 综合 防治
.
: ,≅ 采

用轮作 的方式 防治病 害的发

生
。

:∀ ≅出苗后 喷洒 ). ). )  波

尔多液保 护 6 发病 初期 喷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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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爱苗对款冬褐斑病菌的毒力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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