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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中部地区芒果采后致病真菌的

鉴定及果实常温贮藏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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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果 。么 ‘ 有
“
热带果王 ”

之称
。

广西百色地区具有栽培芒果的得天独厚

的条件
,

栽培历史已有 多年
。

到 年底
,

仅 田阳县芒果的种植面积达
,

约 占全

国芒果种植面积的四分之一
,

是国内芒果最大的生产基地
,

年被国家命名为
“

中国芒果之

乡 ” 。

随着芒果种植面积不断扩大
,

产量逐年提高
,

芒果的采后保鲜问题 日益突出
。

芒果采后发

生的病害使大量 的鲜芒果在贮藏期发病腐烂
,

至今国内的大部分地区仍无新鲜芒果销售
。

为了

较好地解决芒果的采后贮藏问题
,

我们进行了本项研究
,

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病原菌鉴定 常温下
,

发现
‘

紫花芒 ’ , ‘

桂热 号
’ , ‘

象牙 , 种芒果均发生炭疽病和

蒂腐病
,

未发现细菌性黑斑病
。

年来从
‘

紫花
’ , ‘

象牙 ’ , ‘

桂热
‘

号
’

等品种上分离了

个病果
,

共得到 种真菌
,

种细菌
,

种酵母菌
。

将 株真菌纯化
,

分别称之为
一

菌
, 一

菌
,

一

菌
, 一

菌
。

真菌菌落形态如下
一

菌 —在 培养基上
,

菌丝初为 白色
,

绒毛状
。

从培养基背面看呈 白色
,

生长极快
,

时菌落直径为
,

第 天为
。

菌落转为深灰绿色
,

同时产生许多绒毛状气生菌

丝
,

基内菌丝呈淡绿色
。

一

菌 —在 培养基上菌落白色
,

绒毛状
,

基 内菌丝 白色
,

生长较快
,

菌落直径为
,

第 天为
。

菌落后期转为深灰绿色
。

一

菌 —在 培养基上菌落白色
,

绒毛状
,

平铺
。

基 内菌丝初为白色
。

菌丝生长较慢
,

后菌落直径为
,

第 天为
,

气生菌丝较少
,

后期菌落转为淡黄色
,

菌落表面菌

落有时出现黑色小粒状分生抱子器
,

大小 一
,

质软
。

一

菌 —在 培养基上为深黑褐色
,

绒毛状
,

生长 中速
,

菌落直径
,

第 天

为
,

气生菌丝不多
,

培养基背面基内菌丝呈深黑色
。

将 株真菌 回接于健康的“紫花
, 、 ‘

象牙
, 、 ‘

桂热 号
,

芒果上
,

后发现接种
一

菌

的芒果上产生炭疽病症状
,

接种
一

菌
, 一

菌的芒果产生蒂腐病症状
,

接种
一

菌的芒果基本

不发病
。

将病果再分离
,

得到分离菌与原接种菌的菌落形态一致
,

菌体形态相同
。

随后进行病

原菌属的鉴定
一

菌 为 分生抱子盘孔 口 明显
,

单生
,

直径 拌 ,

未见刚毛
。

分

生抱子圆柱形
,

两端钝圆
,

单抱
,

无色
,

在分生抱子的中央有 个油滴或 个油滴
,

大小为

拼 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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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菌 初步鉴定为 尸 ’ 分生抱子器单生
,

扁球形至三角形
,

壁厚
,

一

拌 又 拌
。

一

菌 鉴定为 分生抱子盘近球形
,

大小 一 拌 ,

培养基上分生抱子

近梭形
,

有 个隔
,

抱子中央 暗褐色
,

两端无色
,

顶部有 根 拌 长的纤毛
,

大小为

一 拌 又 拌
。

抑菌试验 将分离纯化的病原菌于 培养基上进行抑菌试验
。

所用杀菌剂为扑海

因
、

抑霉哇
、

旋保功
,

以及混合杀菌剂
、

抑霉哇十特克多 和杀菌剂 施保功 特克多
。

结果

对
一

菌
、 一

菌抑制效果最好的是施保功 对
一

菌抑制效果最好的是抑霉哇
。

采用 种复合

杀菌剂对 种病原菌的抑制效果显著高于 种单一杀菌剂
。

产地常温贮藏试验 年
,

年在 田阳当地进行 了产地常温试验
,

以
‘

紫花 ’芒果

为材料
,

分 个处理 ①复合杀菌剂 ②复合杀菌剂
,

薄膜 ③复合杀菌剂 ④

复合杀菌剂
,

乙烯吸收剂 ⑤洗涤剂
。

药剂浸果
。

每个处理 个重复
,

每个重复 个

果
,

温度 一 ℃
。

每隔 检查一次果皮转黄和发病情况
。

结果 个处理中最好的是处理 ①
,

常温贮藏
,

转黄率为
,

发病率为
,

商品率为 而对照的转黄率和发病

率分别为 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