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食用菌学报２０１２．１９（２）：１０６～１１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１１－１６原稿；２０１２－０２－０２修改稿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３１１０１５８８）、国家现代农业食用菌产业技术体系（编号：ＣＡＲＳ－２４）的部分

研究内容
作者简介：张瑞颖（１９７６－），男，２０１０年毕业于中国农业大学，博士，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食用菌菌种保藏工作。
＊本文通讯作者　Ｅ－ｍａｉｌ：ｑｘｈｕ＠ｃａａｓ．ｎｅｔ．ｃｎ

文章编号：１００５－９８７３（２０１２）０２－０１０６－０５

白灵侧耳水渍状斑点病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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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几年白灵侧耳（Ｐｌｅｕｒｏｔｕｓ　ｎｅｂｒｏｄｅｎｓｉｓ）水渍状斑点病（ｗｅｔ　ｂｌｏｔｃｈ　ｄｉｓｅａｓｅ）频繁发生，对罹病样品进

行显微观察和病原菌分离，并对附生优势菌株进行分子鉴定和致病性研究。结果表明，在水渍状病变组织内

未发现和分离到细菌和其它真菌；病斑表面的附生优势菌株 Ｌ１ 和 Ｆ１ 分别为 Ｐｓｅｕｄｏｍｏｎａｓ　ｓｐ．和

Ａｒｔｈｒｏｂａｃｔｅｒ　ｓｐ．，回接试验检测无致病性，初步推断该病害不是由细菌或真菌侵染引起的。

关键词：白灵侧耳（白灵菇）；水渍状斑点病；食用菌

　　白灵侧耳（Ｐｌｅｕｒｏｔｕｓ　ｎｅｂｒｏｄｅｎｓｉｓ）又称白灵
菇，我国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人工驯化栽培成
功［１，２］，９０年代中后期开始商业化栽培，发展迅
速，至２０１０年我国白灵侧耳的年总产量已经达
到３０万吨，成为我国重要的特色珍稀食用菌之
一。随着白灵侧耳栽培规模的扩大，病害也日益
严重。笔者对天津市蓟县白灵侧耳生产调查时
发现，一种典型症状为菌盖表面出现水渍状斑点
的病害（以下简称水渍状斑点病，ｗｅｔ　ｂｌｏｔｃｈ
ｄｉｓｅａｓｅ），在一般菇房中发生率在６０％～８０％，通
常不影响产量，但是严重降低子实体品质，给白
灵侧耳生产造成很大损失。

目 前 已 报 道 的 食 用 菌 斑 点 病 （ｂｌｏｔｃｈ
ｄｉｓｅａｓｅ）多 数 是 细 菌 性 病 害，如 双 孢 蘑 菇
（Ａｇａｒｉｃｕｓ　ｂｉｓｐｏｒｕｓ）褐 斑 病 （ｂｒｏｗｎ　ｂｌｏｔｃｈ
ｄｉｓｅａｓｅ）、黄斑病（ｙｅｌｌｏｗ　ｂｌｏｔｃｈ　ｄｉｓｅａｓｅ）和姜黄
色斑点病（ｇｉｎｇｅｒ　ｂｌｏｔｃｈ　ｄｉｓｅａｓｅ）的病原分别是托
拉斯假单胞菌（Ｐｓｅｕｄｏｍｏｎａｓ　ｔｏｌａａｓｉｉ）［３］、姜黄色
假单胞菌（Ｐ．ｇｉｎｇｅｒｉ）［４，５］和蘑菇假单胞菌（Ｐ．
ａｇａｒｉｃｉ）［６］。目前尚没有关于白灵侧耳水渍状斑
点病的研究报道。以期为明确白灵侧耳水渍状
斑点病发病原因提供参考，笔者在河北省遵化市
和天津市蓟县的白灵侧耳生产基地进行发病程
度和发病规律调查，并采集样品，在实验室内对
病害进行发病原因初步分析，现将研究结果报道

如下。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病害调查

　　河北省遵化市平安城镇和天津市蓟县出头
镇均是我国白灵侧耳主产区，该地区白灵侧耳的
主栽品种是“中农１号”和“ＡＣＣＣ　５０８６９”，一般
在８月中下旬制袋，栽培主要原料为棉籽壳和木
屑，采用砌泥墙模式出菇，常规方法管理［７］。在
出现水渍状斑点病过程中均未采取药剂或特殊
的防治措施。随机选择平安城镇平一村和出头
镇中峪村各３个白灵侧耳生产大棚，每个菇棚栽
培“中农１号”８０００袋左右，“ＡＣＣＣ　５０８６９”２万
袋左右。本研究对这６个菇棚进行水渍状斑点
病发 病 情 况 调 查，采 用 直 接 计 数 法 记 载 发
病率［８］。

１．２样品采集

　　从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
究所实验菇房（Ｉ组）、平一村（ＩＩ组）和中峪村（ＩＩＩ
组）生产大棚采集３组带有水渍斑点的新鲜子实
体样品，带回实验室进行病原研究。

１．３病原分析

１．３．１显微镜检查

　　从３组样品中，每组随机取３个罹病子实体，
对病变组织和健康组织进行切片；组织切片加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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