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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芹侧耳细菌性软腐病病原菌分离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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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农业部农业微生物资源收集与保藏重点实验室，北京１０００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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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刺芹侧耳（Ｐｌｅｕｒｏｔｕｓ　ｅｒｙｎｇｉｉ）细菌性软腐病，主要侵染子实体，可给生产造成严 重 损 失。本 研 究 从 刺

芹侧耳主产区福建和河北采集罹病样品，分离到３株病原菌菌株ＥＳ４－１、ＥＳ１－９和ＥＳ１－１０，病原菌菌落乳白色，

直径约１ｍｍ，中 间 稍 隆 起，表 面 光 滑，湿 润，边 缘 整 齐。革 兰 氏 阴 性，菌 体 短 杆 状，０．５～１．０μｍ×１．０～

２．０μｍ，以单生为主，有时成双，无芽孢，无 荚 膜，兼 性 厌 气，氧 化 酶 阴 性。进 一 步 进 行１６ＳｒＤＮＡ序 列 分 析 以

及ｇｙｒＢ、ｒｐｏＢ、ａｔｐＤ、ｉｎｆＢ　４个管家基因的多位点序列分析，构建系统发育树。结果表明引起刺芹侧耳细菌性

软腐病的病原在分类上属于欧文氏菌属，暂定为Ｅｒｗｉｎｉａ　ｓ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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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芹侧耳（Ｐｌｅｕｒｏｔｕｓ　ｅｒｙｎｇｉｉ）又名杏鲍菇，
我国从上 世 纪 九 十 年 代 开 始 刺 芹 侧 耳 规 模 化 栽

培［１］，２０００年 以 后 工 厂 化 生 产 迅 速 发 展［２］，近 几

年已经成 为 工 厂 化 栽 培 的 主 要 食 用 菌 种 类。据

中国食用菌协会统计２０１０年我国刺芹侧耳的总

产量就已超过５０万吨。刺芹侧耳细菌性软腐病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ｓｏｆｔ－ｒｏ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是近几年新 出 现 的 一

种病害，在传统方法栽培和工厂化生产中均有发

生。随着周年化生产和栽培规模的日益扩大，软

腐病日趋严 重，尤 其 是 在 老 产 区，该 病 害 造 成 的

损失非常严重，直接影响了栽培者的经济效益和

种菇积极性。
目前商业化栽培的食用菌有５０多种［３］，已经

报道的细菌性病害的种类也非常多［４］，其中软腐病

主要有大肥蘑菇（Ａｇａｒｉｃｕｓ　ｂｉｔｏｒｑｕｉｓ）软腐病、双孢

蘑菇（Ａ．ｂｉｓｐｏｒｕｓ）软 腐 病、金 针 菇（Ｆｌａｍｍｕｌｉｎａ
ｖｅｌｕｔｉｐｅｓ）软腐病和糙皮侧耳（Ｐ．ｏｓｔｒｅａｔｕｓ）软腐病

等４种，病 原 分 别 是 Ｐｓｅｕｄｏｍｏｎａｓ　ｇｌａｄｉｏｌｉ　ｐｖ．
ａｇａｒｉｃｉｃｏｌａ［５］、 Ｊａｎｔｈｉｎ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　 ａｇａｒｉｃｉ－
ｄａｍｎｏｓｕｍ［６］、 Ｅｒｗｉｎｉａ　 ｃａｒｏｔｏｖｏｒａ　 ｓｕｂｓｐ．
ｃａｒｏｔｏｖｏｒａ［７］ 和 Ｂｕｒｋｈｏｌｄｅｒｉａ　ｇｌａｄｉｏｌｉ　ｐｖ．
ａｇａｒｉｃｉｃｏｌａ［８，９］。近几年我国的福建和河北等刺

芹侧耳主产区发现细菌性软腐病，但目前我国尚

没有关于 该 病 的 研 究 报 道。本 研 究 从 福 建 和 河

北采集罹病 样 品，对 病 原 菌 进 行 分 离 鉴 定，初 步

研究了其 生 物 学 特 性。这 是 国 内 首 次 关 于 刺 芹

侧耳细菌性软腐病的研究报道，本文关于病原菌

的分离鉴 定 和 生 物 学 特 性 研 究 将 为 刺 芹 侧 耳 抗

病菌株的 筛 选 和 防 治 方 法 的 研 究 提 供 理 论 依 据

和实验材料。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病原菌的分离

　　从福建及河北菇棚分别采集罹病样品，于新

鲜子实体的病健交界处切取小块组织，用无菌水

洗３次后，重 新 置 于 无 菌 水 中，用 灭 菌 的 玻 璃 棒

将组织块研碎，振荡摇匀，静置１０ｍｉｎ，将上层悬

液１０倍梯度稀 释，取１００μＬ涂 布 于 Ｒ２Ａ（酵 母

粉０．５　ｇ，胰蛋白胨０．２５　ｇ，蛋白胨０．７５　ｇ，葡萄

糖０．５　ｇ，淀粉０．５　ｇ，磷 酸 氢 二 钾０．３　ｇ，硫 酸 镁

０．０２４　ｇ，丙酮酸钠０．３　ｇ，琼脂１５．０ｇ，水１　Ｌ）平

板上，２５℃培养，２４　ｈ后挑取单菌落。每个子实

体样品都分离获得大量菌落，但这些细菌菌落的

形态一致，所以每个地点的样品只选取了一个菌

株作 为 代 表，其 中 菌 株ＥＳ４－１分 离 自 福 建 样 品，
菌株ＥＳ１－９和ＥＳ１－１０分离自河北样品。

１．２致病性测定

　　将分离获得的３个细菌菌株在Ｒ２Ａ培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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