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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粒霉变病原菌的初步鉴定
及防控措施研究

高小明１，２，胡　斌１，李皖光１

（１．安徽省粮油产品质量监督检测站，安徽 合肥　２３００３１；
２．合肥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安徽 合肥　２３００１１）

摘　要：近年来，安徽多地小麦籽粒基部霉变而产生黑色霉状物。为了探索该未知病原菌，采用
组织分离的培养方法，用７０％ 酒精处理、０１％硝酸银溶液表面消毒和无菌水冲洗后接种至孟
加拉红培养基上，置于２５℃恒温培养箱中培养，对培养出的微生物每隔５ｄ进行观察，分析了菌
落形态、直径等菌落特征，以及显微镜观察微生物的分生孢子形状等特征，初步鉴定一种病原菌

为细极链格孢菌 Ａｌｔｅｒｎａｒｉａｔｅｎｕｉｓｓｉｍａ。通过中药精油熏蒸的方法基本明确樟脑油和山苍子油对
该病原菌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这为仓储小麦免遭细极链格孢菌的侵袭提供了科学的指导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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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极链格孢 Ａｌｔｅｒｎａｒｉａｔｅｎｕｉｓｓｉｍａ（Ｆｒ．）Ｗｉｌｔｓｈｉｒｅ

是链格孢属ＡｌｔｅｒｎａｒｉａＮｅｅｓ的重要成员。链格孢属

真菌是农作物主要致病菌之一，能引起小麦、烟草、

马铃薯等几十种植物发生病害，如褐斑病、茎枯病、

黑斑病、赤星病等等，严重影响了农作物的产量，给

农业生产带来了巨大损失［１］。该属真菌易在低温

潮湿的环境下生存，不仅危害植物的健康生长，而

且可产生多种毒素，当人和动物食用以后会导致急

性或慢性的中毒［２］。因此，对该种病原菌的防控势

在必行。

从植物提取的精油中含有多种低分子的抗菌

物质，传统研究领域中可用于消炎、抗菌，甚至在食

品添加剂中也有广泛应用［３－５］。中药精油是植物精

油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它是存在于中药不同组织如

果实、叶片、花和根中的一类重要次生物质，由分子

量较小的简单化合物组成，常温下多为油状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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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挥发，具有强烈的香味和气味［６］。众多研究表明

精油具有明显的抗真菌、细菌及酵母的功能［７－２０］。

笔者在近年的小麦质量普查期间，发现大量小

麦籽粒的基部出现了黑色霉状物，通过组织培养技

术对该种霉菌进行了形态学鉴定，发现其中一种真

菌为细极链格孢 Ａｌｔｅｒｎａｒｉａｔｅｎｕｉｓｓｉｍａ。并选用樟脑

油和山苍子油对组织培养的菌丝进行熏蒸，探索对

该种病原菌的抑制效果，力求降低仓储损失，并为

早期防止该生霉病粒的发生提供参考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样品与试剂

１１１　实验样品

选取质量调查中有代表性的６地市小麦样品，

其生霉病粒均占样品总数的２０％以上，具体样品信

息见表１。

表１　样品信息

序号 样品编号 来源地 生霉病粒发生率（％）
１ ＡＨＸＭ１３－０１１ 马鞍山 ２２３
２ ＡＨＸＭ１３－０１５ 巢湖 ２２３
３ ＡＨＸＭ１３－０３８ 六安 ９４３
４ ＡＨＸＭ１３－２９２ 滁州 ３６８
５ ＡＨＸＭ１３－３３４ 蚌埠 ２７９
６ ＡＨＸＭ１３－３３８ 亳州 ２４７

１１２　实验试剂

孟加拉红培养基；山苍子油和樟脑油：江西鑫

森天然植物油有限公司。

１２　主要仪器与设备

超净工作台；恒温培养箱；４０－４００×生物显微

镜；尼康相机

１３　方法

１３１　病原菌鉴定

采用组织分离法对生霉病粒进行分离培养。

选取带病籽粒，用解剖刀切取含霉状物的部分，用

７０％ 酒精处理、０１％硝酸银溶液表面消毒和无菌

水冲洗后接种至孟加拉红培养基上，置于培养箱中

２５℃恒温条件下培养。每隔５ｄ观察菌落形态和直

径变化等。并挑取菌丝在显微镜下观察并拍照。

１３２　中药精油熏蒸抑菌实验

在无菌条件下，将表面消毒后的籽粒霉状物部

分接种至孟加拉红培养基中间。在培养皿皿盖内

壁上分别贴入含有一定质量中药精油的滤纸片，将

培养皿倒置后用封口膜封口，放入２５℃的培养箱熏

蒸２４ｈ。同时设空白对照组。熏蒸结束后将滤纸取

出，放入２５℃培养箱中培养。

待对照组菌丝生长５ｄ时，测量对照组和处理

组菌丝直径，比较不同种类、不同浓度中药精油熏

蒸的效果。具体的熏蒸方案见表２。

表２　中药精油熏蒸方案

样品编号 熏蒸精油 熏蒸浓度／（ｍｇ／ｍＬ）

ＡＨＸＭ１３－０１１ 樟脑油 ５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５００ ２０００

ＡＨＸＭ１３－０１５ 樟脑油 ５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５００ ２０００

ＡＨＸＭ１３－０３８ 山苍子油 ５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５００ ２０００

ＡＨＸＭ１３－２９２ 山苍子油 ５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５００ ２０００

ＡＨＸＭ１３－３３４
樟脑油＋
山苍子油

２５０＋
２５０

５００＋
５００

７５０＋
７５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ＡＨＸＭ１３－３３８
樟脑油＋
山苍子油

５００＋
５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５００＋
１５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病原菌的鉴定结果

在培养过程中，菌落逐渐由白色变为墨绿色至

近黑色；显微镜下观察发现分生孢子梗淡褐色，细

长，偶分枝；分生孢子链生，倒棍棒形或长椭圆形，

淡褐色至中等褐色，具横、纵隔膜。从生境以及菌

落、分生孢子梗和分生孢子照片观察分析，并检索

张天宇教授主编《中国真菌志》第十六卷（链格孢

属）［２１］中的种，初步判定该种真菌为细极链格孢 Ａｌ

ｔｅｒｎａｒｉａｔｅｎｕｉｓｓｉｍａ（Ｆｒ．）Ｗｉｌｔｓｈｉｒｅ（见图版）。

２２　抑制病原菌的实验结果

樟脑油熏蒸的４个浓度梯度分别以Ｚ１、Ｚ２、Ｚ３、

Ｚ４表示，山苍子油熏蒸的４个浓度梯度以Ｓ１、Ｓ２、Ｓ３、

Ｓ４表示。未经熏蒸的空白组用 Ｚ０或 Ｓ０表示。样品

经２５℃培养５、１０、１５ｄ后的菌落直径结果分别列

于表３，表４和表５。

表３　樟脑油熏蒸后的样品菌落直径 ｍｍ

序号 样品编号
５ｄ １０ｄ １５ｄ

Ｚ０ Ｚ１ Ｚ２ Ｚ３ Ｚ４ Ｚ０ Ｚ１ Ｚ２ Ｚ３ Ｚ４ Ｚ０ Ｚ１ Ｚ２ Ｚ３ Ｚ４

１ ＡＨＸＭ１３－０１１ ２０ １８ １２ １２ １０ ３８ ３５ ２７ ２６ ２０ ６５ ５９ ４３ ４２ ３３

２ ＡＨＸＭ１３－０１５ １７ １５ ０ ０ ０ ３７ ２７ ０ ０ ０ ７８ ４８ ０ 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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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山苍子油熏蒸后的样品菌落直径 ｍｍ

序号 样品编号
５ｄ １０ｄ １５ｄ

Ｓ０ Ｓ１ Ｓ２ Ｓ３ Ｓ４ Ｓ０ Ｓ１ Ｓ２ Ｓ３ Ｓ４ Ｓ０ Ｓ１ Ｓ２ Ｓ３ Ｓ４

３ ＡＨＸＭ１３－０３８ １６ ８ ０ ０ ０ ３５ ２６ ０ ０ ０ ６９ ４９ ０ ０ ０

４ ＡＨＸＭ１３－２９２ １４ ５ ０ ０ ０ ３４ ２５ ０ ０ ０ ６０ ４４ ０ ０ ０

表５　两种精油叠加熏蒸后的样品菌落直径 ｍｍ

序 号 样品编号
５ｄ １０ｄ １５ｄ

Ｚ０＋Ｓ０Ｚ１＋Ｓ１Ｚ２＋Ｓ２Ｚ３＋Ｓ３Ｚ４＋Ｓ４Ｚ０＋Ｓ０Ｚ１＋Ｓ１Ｚ２＋Ｓ２Ｚ３＋Ｓ３Ｚ４＋Ｓ４Ｚ０＋Ｓ０Ｚ１＋Ｓ１Ｚ２＋Ｓ２Ｚ３＋Ｓ３Ｚ４＋Ｓ４

５ ＡＨＸＭ１３－３３４ １５ ４ ０ ０ ０ ３４ ２２ ０ ０ ０ ６９ ４２ ０ ０ ０

６ ＡＨＸＭ１３－３３８ １５ ０ ０ ０ ０ ３４ ２ ０ ０ ０ ７０ ９ ０ ０ ０

２３　讨论

将实验数据绘制成柱状图，以熏蒸浓度为横坐

标，以菌落直径为纵坐标，比较熏蒸５、１０和１５ｄ的

菌落直径。樟脑油熏蒸样品 ＡＨＸＭ－０１１和０１５的

后的菌落直径见图２，山苍子油熏蒸样品 ＡＨＸＭ－

０３８和２９２的后的菌落直径见图３，樟脑油和山苍子

油两种精油叠加熏蒸样品 ＡＨＸＭ－３３４和３３８的后

的菌落直径见图４。

由图２可知，通过樟脑油熏蒸样品 ＡＨＸＭ－

０１１和０１５与空白样品对比，前者的菌丝生长缓慢，

并且随着精油浓度的增加，熏蒸效果更好。当浓度

图２　樟脑油熏蒸后的样品菌落直径

图３　山苍子油熏蒸后的样品菌落直径

图４　两种精油叠加熏蒸后的样品菌落直径

大于等于１０００ｍｇ／Ｌ时，能有效抑制菌丝的继续生

长。样品ＡＨＸＭ１３－０１１的熏蒸效果不佳，可能是

熏蒸时封口不严实，或是精油挥发较快没有及时对

样品起到熏蒸效果。

由图３可知，通过山苍子油熏蒸样品 ＡＨＸＭ－

０３８和２９２与空白样品对比，前者的菌丝生长缓慢，

并且随着精油浓度的增加，熏蒸效果更好。当浓度

大于等于 １０００ｍｇ／Ｌ时，能有效抑制菌丝的继

续生长。

由图４可知，使用两种精油叠加熏蒸样品

ＡＨＸＭ－３３４和３３８时，会产生更好的抑制效果。而

随着天数的增加，精油也随之挥发，对菌丝的抑制

效果逐渐减弱。但高浓度下，仍能起到较好的控

制作用。

由此可见，通过樟脑油和山苍子油两种中药精

油熏蒸能有效抑制细极链格孢菌的生长，应进一步

探索更多种类、成本更低的熏蒸精油和最合适的熏

蒸条件。

３　小结
链格孢属菌适应性强，相对较低或较高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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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减缓而不会抑制其生长繁殖，昼夜变温更有利

于孢子形成。它们喜潮湿、温暖、储藏通透差的环

境，生长繁殖快，对营养要求低，产孢能力强，连续

黑暗、空气充足条件下有利于产孢，在一些廉价农

产品上均可大量产生孢子。

其含有多种毒素，可致人类皮肤癣、内脏疾病。

粮库感染是作物生长期生病或带菌孢子为感染源，

籽粒不干、仓库通透性差、储藏过久等都是诱因。

鉴于樟脑油和山苍子精油对此种病原菌繁殖

的抑制效果，可以在仓库的粮堆下埋进中药精油，

具体做法是将一定浓度的中药精油放置瓶中，用透

气纱布扎住瓶口，然后连瓶埋入粮食中，让精油自

然挥发，熏蒸粮食。或是直接将中药果实埋入粮食

中，也可起到一定的抑菌效果。

中药精油熏蒸的方法也可能存在弊端。例如

精油熏蒸产生的气味对粮食的影响，以及精油挥发

较快，对粮食的熏蒸难以持久等等。同时，采用成

本较高，难以被各地各级粮库广泛应用。

在本研究的基础上，寻求到更好的方法，来控

制发生在小麦籽粒基部的细极链格孢继续生长，尤

其是对于小麦在生长期间的环境、气候等加大监管

力度、施以适当的干预措施，确保小麦健康生长；另

外在小麦储藏期间要给予良好的仓储空间，力求小

麦免受各类霉菌的侵袭，从而为小麦仓储工作的有

序进行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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