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昌地区的豆科（!"#$%&’()*"）植 物 分 布 较 为

丰富，约有+,-种。豆科植物上真菌病害较多，有的危

害极大，尤以炭疽病最为严重。在世界范围内对豆

科植物炭疽病的研究较为全面，但迄今还未有人对

西昌地区豆科植物的炭疽病进行过研究和报道。为

真正搞清西昌地区豆科植物炭疽病的发生情况，并

为以后系统地对整个攀西地区豆科植物上的炭疽

病进行系统调查打下基础，作者于.--/年0月至.--0
年+-月对西昌地区豆科植物的炭疽病进行了系统的

调查。

+ 材料和方法
+1+ 实验材料

标本采集于螺髻山、泸山以及西昌市郊豆科植

物较丰富的区域。

+1. 实验方法

对采集的标本进行症状描述，依据不同症状类

型及病原菌子实体的特征，采用常规方法进行鉴

定，并对豇豆上的炭疽病进行了人工接种，依据其

形态特征，镜检结果，培养形状和接种的致病性，同

时参照查阅相关文献进行属、种的鉴定。

. 实验结果

.1+ 葛藤炭疽病（!"##$%"%&’()*+ ,#"$"-."&’/$- （2"’3）
4*55）
.1+1+ 症状

为害葛藤（0*$&1&’1 .$/*2(*#1&’- 67*8）的 叶 和

果实。叶上的症状为：病斑散布于叶片，初为淡褐色

小点，后扩大为圆形、椭圆形或不规则形病斑。正面

灰褐色，背面浅色，后期病斑相互融合，造成叶片大

面积枯死，其上散生褐色小颗粒，为病原菌的子实

体。果实上初为浅灰色小点，后小点增大形成黑褐色

颗粒状突起，散布于果实上，后期黑色颗粒状物部分

融合形成更大的黑+色颗粒状物，直径+9,5%，为病

原菌的子实体。

.1+1. 病原菌

分生孢子盘初生寄主表皮下，后突破表皮外露，

聚生或散生，.:;,0（001,）<=;+=（+01,）!%无刚毛，分

生孢子柱形，两端钝圆，中间略窄，内含油球，+,;
.-1/（+:10）</1>;,1/（01?）!%。

在2@A培养基上，菌落初为乳白色，后由中央逐

渐开始变为灰色至黑褐色，气生菌丝丰厚，絮状，灰

白色，后期有大量粉红色粘孢子团形成（图+）。

.1. 大 豆 炭（!"##$%"%&’()*+ ,#"$"-."&’/$- （2"’3）

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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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者.--/年0月至.--0年+-月间对西昌地区豆科植物上的炭疽病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调查，在三种不同的豆

科植物上鉴定出两种具有代表性的炭疽病!"##$%"%&’()*+ ,#"$"-."&’/$- （2"’3）4*55 和!"##$%"%&’()*+ (1.-’(’ （4DE1）
F$GH"7IF&)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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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症状

主要危害大豆（!"#$%&’ ()* $%&&"）的果荚，病

荚初为淡灰色圆斑，豆荚失去光泽，病健交界模糊，

其上散生小黑点，后期病斑逐渐扩大使整个豆荚枯

死，其上黑色小点增多，呈同心轮纹状分布，为病原

菌的子实体。

!"!"! 病原菌

分生孢子盘初生寄主表皮下，后突破表皮外

露，聚生或散生，壁薄，具刚毛，散生于分生孢子盘

内，有隔膜，顶端尖锐，分生孢子圆柱形，内含油球，

#’"( )! （#*"+）,-"()*"( （."-）!/。 有 性 世 代 为 ：

!"+(’,’"") $%&-.")（0123%/"）045678"%1 09:&%3;，子囊

壳 球 形 、有 喙 ，直 径#’’)!(’!/，子 囊-’)#’.,<"()
#="(!/，有侧丝，子囊孢子略弯。

在>?@培养基上菌落初为乳白色，平展，后由中

央变为灰褐色，至黑褐色，后期出现少量的粉红色

粘孢子团和大量的深黑褐色颗粒状菌核。

!"= 豇豆炭疽病 （/+""’0+0,%$1.( $)23%$% （0A8"）
B617%&CBDE:A）

!"="# 症状

豇豆（FDG35 ED3%3EDE H5EE;"）病叶初为淡红褐色

小点，逐渐形成圆形，椭圆形或不规则形淡灰色病

斑，具黄色晕圈，后期病斑相互融合，造成大面积枯

死或从叶尖开始发病，病斑迅速扩展，呈倒“I”字形

大斑，病健交界明显，其上散生淡黑色小颗粒，为病

原菌的分生孢子盘。

!"="! 病原菌

分生孢子盘圆形、椭圆形、暗褐色，具丰富的刚

毛，分散于分生孢子盘中，直立，有隔膜，顶端尖锐，

分生孢子无色，单孢、镰刀形，一端略尖，一端钝圆，

#()!*（!#"+）,!)*"(（="(）!/（图!）。

在>?@培养基上，菌落平展，初为乳白色，气生

菌丝丰富，絮状，后从中央变为黑褐色、褐色，后气生

菌丝消失菌落皱缩或其上着生黑褐色颗粒状菌核。

把豇豆上的炭疽菌用针刺法接种到辣椒上，-8后，辣

椒开始感病，出现典型的炭疽病症状。依据该致病性

的特点，我们把它确定为J"954ED9D。

= 结论和讨论
攀 西 地 区 炭 疽 病 菌 的 种 类 为 /+""’0+0,%$1.(

$)23%$% （0A8） B617%&CBDE:A 和 /+""’0+0,%$1.(
-"+’+32+,%4’3 （>%3K）0599。而且栽培种远比野生种

发病严重而普遍。

在我们查阅的资料中，我国豇豆上炭疽病菌有：

/5$)23%$%、/5"%&4’(.01%)&.(、/50,.&$)0.(，在我 们 的

研究中，西昌地区仅见/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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