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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菌侵染薯块后，在病斑及其周围组织中可产生病菌侵染薯块后，在病斑及其周围组织中可产生病菌侵染薯块后，在病斑及其周围组织中可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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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甘甘

甘

甘甘甘

甘

薯 黑 疱 霉 酮薯 黑 疱 霉 酮薯 黑 疱 霉 酮

薯 黑 疱 霉 酮

薯 黑 疱 霉 酮薯 黑 疱 霉 酮薯 黑 疱 霉 酮

薯 黑 疱 霉 酮

(((

(

(((

(

ipomeamaroneipomeamaroneipomeamarone

ipomeamarone

ipomeamaroneipomeamaroneipomeamarone

ipomeamarone

)))

)

)))

)

等等等

等

等等等

等

呋 喃 萜 类呋 喃 萜 类呋 喃 萜 类

呋 喃 萜 类

呋 喃 萜 类呋 喃 萜 类呋 喃 萜 类

呋 喃 萜 类

(((

(

(((

(

furanoterperpenololsfuranoterperpenololsfuranoterperpenolols

furanoterperpenolols

furanoterperpenololsfuranoterperpenololsfuranoterperpenolols

furanoterperpenolols

)))

)

)))

)

有毒物质，人食病薯后出现有毒物质，人食病薯后出现有毒物质，人食病薯后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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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昏症状，家畜食用后，常引起中毒死亡。用病薯头昏症状，家畜食用后，常引起中毒死亡。用病薯头昏症状，家畜食用后，常引起中毒死亡。用病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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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昏症状，家畜食用后，常引起中毒死亡。用病薯头昏症状，家畜食用后，常引起中毒死亡。用病薯头昏症状，家畜食用后，常引起中毒死亡。用病薯

头昏症状，家畜食用后，常引起中毒死亡。用病薯

作发酵原料时，病菌的代谢产物能抑制酵母菌和糖作发酵原料时，病菌的代谢产物能抑制酵母菌和糖作发酵原料时，病菌的代谢产物能抑制酵母菌和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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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霉菌的活性，延缓发酵，降低酒精的产量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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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薯在苗床、大田和储藏期均可受害，引起死苗甘薯在苗床、大田和储藏期均可受害，引起死苗甘薯在苗床、大田和储藏期均可受害，引起死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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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薯在苗床、大田和储藏期均可受害，引起死苗

和薯块腐烂。和薯块腐烂。和薯块腐烂。

和薯块腐烂。

和薯块腐烂。和薯块腐烂。和薯块腐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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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星期后，基部叶片发黄脱落，病重个星期后，基部叶片发黄脱落，病重个星期后，基部叶片发黄脱落，病重

个星期后，基部叶片发黄脱落，病重

个星期后，基部叶片发黄脱落，病重个星期后，基部叶片发黄脱落，病重个星期后，基部叶片发黄脱落，病重

个星期后，基部叶片发黄脱落，病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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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薯黑斑病甘薯黑斑病甘薯黑斑病

甘薯黑斑病

甘薯黑斑病甘薯黑斑病甘薯黑斑病

甘薯黑斑病

2. 2. 2. 

2. 

2. 2. 2. 

2. 

病薯横切面病薯横切面

     1. 1. 1. 

1. 

1. 1. 1. 

1. 

病薯症状病薯症状



二、病原物二、病原物二、病原物

二、病原物

二、病原物二、病原物二、病原物

二、病原物

***

*

***

*

   

 

   

 

病原物为甘薯长喙壳病原物为甘薯长喙壳病原物为甘薯长喙壳

病原物为甘薯长喙壳

病原物为甘薯长喙壳病原物为甘薯长喙壳病原物为甘薯长喙壳

病原物为甘薯长喙壳

(((

(

(((

(

Ceratocystis fimbriataCeratocystis fimbriataCeratocystis fimbriata

Ceratocystis fimbriata

Ceratocystis fimbriataCeratocystis fimbriataCeratocystis fimbriata

Ceratocystis fimbriata

)))

)

)))

)

，子，子，子

，子

，子，子，子

，子

囊菌亚门长喙壳属。囊菌亚门长喙壳属。囊菌亚门长喙壳属。

囊菌亚门长喙壳属。

囊菌亚门长喙壳属。囊菌亚门长喙壳属。囊菌亚门长喙壳属。

囊菌亚门长喙壳属。

1.1.1.

1.

1.1.1.

1.

形态形态形态

形态

形态形态形态

形态

      

  

      

  

无性态无性态无性态

无性态

无性态无性态无性态

无性态

   

 

   

 

产生产生产生

产生

产生产生产生

产生

内生分生孢子内生分生孢子内生分生孢子

内生分生孢子

内生分生孢子内生分生孢子内生分生孢子

内生分生孢子

和和和

和

和和和

和

内生厚垣孢子内生厚垣孢子内生厚垣孢子

内生厚垣孢子

内生厚垣孢子内生厚垣孢子内生厚垣孢子

内生厚垣孢子

：：：

：

：：：

：

内生分生孢子产生于菌丝或侧生的分生孢子梗内，内生分生孢子产生于菌丝或侧生的分生孢子梗内，内生分生孢子产生于菌丝或侧生的分生孢子梗内，

内生分生孢子产生于菌丝或侧生的分生孢子梗内，

内生分生孢子产生于菌丝或侧生的分生孢子梗内，内生分生孢子产生于菌丝或侧生的分生孢子梗内，内生分生孢子产生于菌丝或侧生的分生孢子梗内，

内生分生孢子产生于菌丝或侧生的分生孢子梗内，

无色，单胞，圆筒形、棍棒形或哑铃形，两端平无色，单胞，圆筒形、棍棒形或哑铃形，两端平无色，单胞，圆筒形、棍棒形或哑铃形，两端平

无色，单胞，圆筒形、棍棒形或哑铃形，两端平

无色，单胞，圆筒形、棍棒形或哑铃形，两端平无色，单胞，圆筒形、棍棒形或哑铃形，两端平无色，单胞，圆筒形、棍棒形或哑铃形，两端平

无色，单胞，圆筒形、棍棒形或哑铃形，两端平

截；截；截；

截；

截；截；截；

截；

厚垣孢子厚垣孢子厚垣孢子

厚垣孢子

厚垣孢子厚垣孢子厚垣孢子

厚垣孢子

大量产生在病薯皮下维管束圈附近，大量产生在病薯皮下维管束圈附近，大量产生在病薯皮下维管束圈附近，

大量产生在病薯皮下维管束圈附近，

大量产生在病薯皮下维管束圈附近，大量产生在病薯皮下维管束圈附近，大量产生在病薯皮下维管束圈附近，

大量产生在病薯皮下维管束圈附近，

一般着生在分生孢子梗内，成熟的孢子为暗褐色，一般着生在分生孢子梗内，成熟的孢子为暗褐色，一般着生在分生孢子梗内，成熟的孢子为暗褐色，

一般着生在分生孢子梗内，成熟的孢子为暗褐色，

一般着生在分生孢子梗内，成熟的孢子为暗褐色，一般着生在分生孢子梗内，成熟的孢子为暗褐色，一般着生在分生孢子梗内，成熟的孢子为暗褐色，

一般着生在分生孢子梗内，成熟的孢子为暗褐色，

球形或椭圆形，具有厚膜。球形或椭圆形，具有厚膜。球形或椭圆形，具有厚膜。

球形或椭圆形，具有厚膜。

球形或椭圆形，具有厚膜。球形或椭圆形，具有厚膜。球形或椭圆形，具有厚膜。

球形或椭圆形，具有厚膜。

有性态有性态有性态

有性态

有性态有性态有性态

有性态

   

 

   

 

子囊壳子囊壳子囊壳

子囊壳

子囊壳子囊壳子囊壳

子囊壳

呈长颈烧瓶状，基部为球形，具长呈长颈烧瓶状，基部为球形，具长呈长颈烧瓶状，基部为球形，具长

呈长颈烧瓶状，基部为球形，具长

呈长颈烧瓶状，基部为球形，具长呈长颈烧瓶状，基部为球形，具长呈长颈烧瓶状，基部为球形，具长

呈长颈烧瓶状，基部为球形，具长

喙，其顶端裂成须状；喙，其顶端裂成须状；喙，其顶端裂成须状；

喙，其顶端裂成须状；

喙，其顶端裂成须状；喙，其顶端裂成须状；喙，其顶端裂成须状；

喙，其顶端裂成须状；

子囊子囊子囊

子囊

子囊子囊子囊

子囊

为梨形或卵圆形，内含为梨形或卵圆形，内含为梨形或卵圆形，内含

为梨形或卵圆形，内含

为梨形或卵圆形，内含为梨形或卵圆形，内含为梨形或卵圆形，内含

为梨形或卵圆形，内含

888

8

888

8

个子囊孢子，个子囊孢子，个子囊孢子，

个子囊孢子，

个子囊孢子，个子囊孢子，个子囊孢子，

个子囊孢子，

子囊孢子子囊孢子子囊孢子

子囊孢子

子囊孢子子囊孢子子囊孢子

子囊孢子

无色、单胞，钢盔状，成熟无色、单胞，钢盔状，成熟无色、单胞，钢盔状，成熟

无色、单胞，钢盔状，成熟

无色、单胞，钢盔状，成熟无色、单胞，钢盔状，成熟无色、单胞，钢盔状，成熟

无色、单胞，钢盔状，成熟

时由于子囊壳吸水产生膨压，将子囊孢子排出孔时由于子囊壳吸水产生膨压，将子囊孢子排出孔时由于子囊壳吸水产生膨压，将子囊孢子排出孔

时由于子囊壳吸水产生膨压，将子囊孢子排出孔

时由于子囊壳吸水产生膨压，将子囊孢子排出孔时由于子囊壳吸水产生膨压，将子囊孢子排出孔时由于子囊壳吸水产生膨压，将子囊孢子排出孔

时由于子囊壳吸水产生膨压，将子囊孢子排出孔

口，成团聚集于喙端，初为白色，后呈黄白色蜡状口，成团聚集于喙端，初为白色，后呈黄白色蜡状口，成团聚集于喙端，初为白色，后呈黄白色蜡状

口，成团聚集于喙端，初为白色，后呈黄白色蜡状

口，成团聚集于喙端，初为白色，后呈黄白色蜡状口，成团聚集于喙端，初为白色，后呈黄白色蜡状口，成团聚集于喙端，初为白色，后呈黄白色蜡状

口，成团聚集于喙端，初为白色，后呈黄白色蜡状

小颗粒。小颗粒。小颗粒。

小颗粒。

小颗粒。小颗粒。小颗粒。

小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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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生分生孢子生成后，可立即萌发，有时生成内生分生孢子生成后，可立即萌发，有时生成内生分生孢子生成后，可立即萌发，有时生成

内生分生孢子生成后，可立即萌发，有时生成

内生分生孢子生成后，可立即萌发，有时生成内生分生孢子生成后，可立即萌发，有时生成内生分生孢子生成后，可立即萌发，有时生成

内生分生孢子生成后，可立即萌发，有时生成

一串次生内生孢子，如此可连续产生一串次生内生孢子，如此可连续产生一串次生内生孢子，如此可连续产生

一串次生内生孢子，如此可连续产生

一串次生内生孢子，如此可连续产生一串次生内生孢子，如此可连续产生一串次生内生孢子，如此可连续产生

一串次生内生孢子，如此可连续产生

222

2

222

2

～～～

～

～～～

～

333

3

333

3

次，然次，然次，然

次，然

次，然次，然次，然

次，然

后生成菌丝，也可在萌发后生成内生厚垣孢子。后生成菌丝，也可在萌发后生成内生厚垣孢子。后生成菌丝，也可在萌发后生成内生厚垣孢子。

后生成菌丝，也可在萌发后生成内生厚垣孢子。

后生成菌丝，也可在萌发后生成内生厚垣孢子。后生成菌丝，也可在萌发后生成内生厚垣孢子。后生成菌丝，也可在萌发后生成内生厚垣孢子。

后生成菌丝，也可在萌发后生成内生厚垣孢子。

厚垣孢子抵抗不良环境能力强，需经一段时间休厚垣孢子抵抗不良环境能力强，需经一段时间休厚垣孢子抵抗不良环境能力强，需经一段时间休

厚垣孢子抵抗不良环境能力强，需经一段时间休

厚垣孢子抵抗不良环境能力强，需经一段时间休厚垣孢子抵抗不良环境能力强，需经一段时间休厚垣孢子抵抗不良环境能力强，需经一段时间休

厚垣孢子抵抗不良环境能力强，需经一段时间休

眠后才可萌发。条件适宜时，子囊孢子可不经休眠后才可萌发。条件适宜时，子囊孢子可不经休眠后才可萌发。条件适宜时，子囊孢子可不经休

眠后才可萌发。条件适宜时，子囊孢子可不经休

眠后才可萌发。条件适宜时，子囊孢子可不经休眠后才可萌发。条件适宜时，子囊孢子可不经休眠后才可萌发。条件适宜时，子囊孢子可不经休

眠后才可萌发。条件适宜时，子囊孢子可不经休

眠，立即萌发，在传播上起重要作用。眠，立即萌发，在传播上起重要作用。眠，立即萌发，在传播上起重要作用。

眠，立即萌发，在传播上起重要作用。

眠，立即萌发，在传播上起重要作用。眠，立即萌发，在传播上起重要作用。眠，立即萌发，在传播上起重要作用。

眠，立即萌发，在传播上起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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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2. 

2. 

2. 2. 2. 

2. 

生理生理生理

生理

生理生理生理

生理

      

  

      

  

菌丝体生长的适宜温度范围为菌丝体生长的适宜温度范围为菌丝体生长的适宜温度范围为

菌丝体生长的适宜温度范围为

菌丝体生长的适宜温度范围为菌丝体生长的适宜温度范围为菌丝体生长的适宜温度范围为

菌丝体生长的适宜温度范围为

9 9 9 

9 

9 9 9 

9 

～～～

～

～～～

～

363636

36

363636

36

℃℃，最适温度为，最适温度为，最适温度为

，最适温度为

，最适温度为，最适温度为，最适温度为

，最适温度为

23.023.023.0

23.0

23.023.023.0

23.0

～～～

～

～～～

～

28.528.528.5

28.5

28.528.528.5

28.5

℃℃。菌丝及。菌丝及。菌丝及

。菌丝及

。菌丝及。菌丝及。菌丝及

。菌丝及

333

3

333

3

种孢子种孢子种孢子

种孢子

种孢子种孢子种孢子

种孢子

的致死温度均为的致死温度均为的致死温度均为

的致死温度均为

的致死温度均为的致死温度均为的致死温度均为

的致死温度均为

515151

51

515151

51

～～～

～

～～～

～

535353

53

535353

53

℃℃(10min)(10min)(10min)

(10min)

(10min)(10min)(10min)

(10min)

。病菌在。病菌在。病菌在

。病菌在

。病菌在。病菌在。病菌在

。病菌在

pH3.7pH3.7pH3.7

pH3.7

pH3.7pH3.7pH3.7

pH3.7

～～～

～

～～～

～

9.29.29.2

9.2

9.29.29.2

9.2

之间均可生长，最适之间均可生长，最适之间均可生长，最适

之间均可生长，最适

之间均可生长，最适之间均可生长，最适之间均可生长，最适

之间均可生长，最适

pHpHpH

pH

pHpHpH

pH

为为为

为

为为为

为

6.66.66.6

6.6

6.66.66.6

6.6

。三种孢子在薯苗。三种孢子在薯苗。三种孢子在薯苗

。三种孢子在薯苗

。三种孢子在薯苗。三种孢子在薯苗。三种孢子在薯苗

。三种孢子在薯苗

茎、茎、茎、

茎、

茎、茎、茎、

茎、

lll

l

lll

l

％蔗糖溶液中或薯块伤口上很易萌发，在清％蔗糖溶液中或薯块伤口上很易萌发，在清％蔗糖溶液中或薯块伤口上很易萌发，在清

％蔗糖溶液中或薯块伤口上很易萌发，在清

％蔗糖溶液中或薯块伤口上很易萌发，在清％蔗糖溶液中或薯块伤口上很易萌发，在清％蔗糖溶液中或薯块伤口上很易萌发，在清

％蔗糖溶液中或薯块伤口上很易萌发，在清

水中很少萌发。病菌分生孢子寿命极短，在室温干水中很少萌发。病菌分生孢子寿命极短，在室温干水中很少萌发。病菌分生孢子寿命极短，在室温干

水中很少萌发。病菌分生孢子寿命极短，在室温干

水中很少萌发。病菌分生孢子寿命极短，在室温干水中很少萌发。病菌分生孢子寿命极短，在室温干水中很少萌发。病菌分生孢子寿命极短，在室温干

水中很少萌发。病菌分生孢子寿命极短，在室温干

燥条件下存活约燥条件下存活约燥条件下存活约

燥条件下存活约

燥条件下存活约燥条件下存活约燥条件下存活约

燥条件下存活约

222

2

222

2

个月，而个月，而个月，而

个月，而

个月，而个月，而个月，而

个月，而

厚垣孢子厚垣孢子厚垣孢子

厚垣孢子

厚垣孢子厚垣孢子厚垣孢子

厚垣孢子

和和和

和

和和和

和

子囊孢子子囊孢子子囊孢子

子囊孢子

子囊孢子子囊孢子子囊孢子

子囊孢子

的的的

的

的的的

的

寿命较长，在室温寿命较长，在室温寿命较长，在室温

寿命较长，在室温

寿命较长，在室温寿命较长，在室温寿命较长，在室温

寿命较长，在室温

252525

25

252525

25

℃℃以上干燥条件下能存活以上干燥条件下能存活以上干燥条件下能存活

以上干燥条件下能存活

以上干燥条件下能存活以上干燥条件下能存活以上干燥条件下能存活

以上干燥条件下能存活

555

5

555

5

个个个

个

个个个

个

月。在自然条件下，埋在土壤表层的病菌，经过月。在自然条件下，埋在土壤表层的病菌，经过月。在自然条件下，埋在土壤表层的病菌，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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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剂浸苗．药剂浸苗．药剂浸苗

．药剂浸苗

．药剂浸苗．药剂浸苗．药剂浸苗

．药剂浸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