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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应用 x 射线能谱分析咖啡果营养元素含量
,

结果表明
:

黑果果皮严重缺钾
,

并有

铝
、

锰沉积
.

咖啡病株果实
、

叶片
、

根含钾量分别低于正常株的 13
.

83 %
,

47
.

36 %
,

17
.

33 %
.

叶片含钾量与黑果率呈显著负相关(
; 二 一

0
.

6 84 2 )
.

在扫描电镜下观察到果皮上有咖啡褐斑病菌

侵染
,

通过致病性测定确认为咖啡果致病菌
.

咖啡黑果主要致病因子为
:

缺钾性生理失调和咖

啡褐斑病菌侵染
.

关键词 咖啡黑果
,

电镜及电子探针 X 射线微量分析
,

致病因子

咖啡黑果病是小粒种咖啡(c o // 。 , al ab 介a L
.

)的一种重要病害
,

在云南咖啡种植区

普遍发生
,

严重影响咖啡产量和品质 〔’二 此病在国内外虽 已见报道
,

又名干果病
、

枯梢

病(Di
e b a c k)

,

但对其病因说法不一 〔2〕
.

我们利用扫描电镜及 x 射线能谱探针
,

观测黑

果的显微形态及病菌感染状况
,

分析黑果营养元素的微区分布
,

结合黑果率调查和叶片营

养测定
,

对黑果病病因进行初步的探讨
,

为黑果病的防治措施
,

提供科学依据
.

1 材料和方法

1
.

1 黑果病的调查

试验地位于思茅县大开河咖啡场
,

小粒种咖啡
_

5 2 、、
变种定植于 1 990 年

.

19 9 2 年 11

月
,

随机区组 10 个小区
,

每区 30 株
.

对每区观 测植株
,

在其上
、

中
、

下结果层随机选取

3 个结果枝
,

调查结果数和黑果数
,

计算黑果率
.

1
.

2 黑果形态和病菌感染的扫描电镜观察

取黑果果皮
,

经 2
.

5 % (p H 7
.

0) 戍二醛固定
,

丙酮梯度脱水
,

乙酸异戍醋浸提
,

二氧

化碳临界点干燥
,

S
一

100 扫描电镜观察
.

同时取具褐斑病病班叶作对比观察
.

另切取黑果

果皮
,

经表面消毒
,

放在 PD A 平板上 25 ℃恒温培养
,

多次重复分离
,

得到纯化的咖啡褐

斑病病原菌
.

制成每毫升约含 20 0 万抱子的悬浮液
,

用小棉团蘸菌液放在刺伤的咖啡幼果

上
,

不接菌为对照
,

每处理 50 粒
,

10 d 后检查发病情况
.

接种后伤口用薄膜包扎
.

1
.

3 黑果营养元素的 x 射线能谱分析

取未被咖啡褐斑病菌感染的黑果果皮
、

果柄
,

经真空干燥
,

溅射碳镀膜
,

在 Li nk

86 0 能谱仪上
,

应用电子探针对果皮表面
、

纵切面
、

果柄横切面进行元素分析
,

分析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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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0 8 一。一收稿



云 南 大学 学报 (自然科 学版 ) 1 99 5
,

1 7 (增刊 z ) : 6一 6月 e N 5 3一 04 5 / N 一ss N 0 2 5 8一 7 97 -

J o u rn a l o f Y u n n a n U n ive rs ity

咖啡黑果病病因的电镜研究
、

一

‘

王剑文

(中科院昆明生态研究所
,

昆明
,

6 5 0 0 91 )

郑丽屏 张希麟

(云南省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
,

昆明
,

6 50 0 91 ) (云南大学实验中心
,

昆明
,

6 5 0 0 91 )

摘要 应用 x 射线能谱分析咖啡果营养元素含量
,

结果表明
:

黑果果皮严重缺钾
,

并有

铝
、

锰沉积
.

咖啡病株果实
、

叶片
、

根含钾量分别低于正常株的 13
.

83 %
,

47
.

36 %
,

17
.

33 %
.

叶片含钾量与黑果率呈显著负相关(
; 二 一

0
.

6 84 2 )
.

在扫描电镜下观察到果皮上有咖啡褐斑病菌

侵染
,

通过致病性测定确认为咖啡果致病菌
.

咖啡黑果主要致病因子为
:

缺钾性生理失调和咖

啡褐斑病菌侵染
.

关键词 咖啡黑果
,

电镜及电子探针 X 射线微量分析
,

致病因子

咖啡黑果病是小粒种咖啡(c o // 。 , al ab 介a L
.

)的一种重要病害
,

在云南咖啡种植区

普遍发生
,

严重影响咖啡产量和品质 〔’二 此病在国内外虽 已见报道
,

又名干果病
、

枯梢

病(Di
e b a c k)

,

但对其病因说法不一 〔2〕
.

我们利用扫描电镜及 x 射线能谱探针
,

观测黑

果的显微形态及病菌感染状况
,

分析黑果营养元素的微区分布
,

结合黑果率调查和叶片营

养测定
,

对黑果病病因进行初步的探讨
,

为黑果病的防治措施
,

提供科学依据
.

1 材料和方法

1
.

1 黑果病的调查

试验地位于思茅县大开河咖啡场
,

小粒种咖啡
_

5 2 、、
变种定植于 1 990 年

.

19 9 2 年 11

月
,

随机区组 10 个小区
,

每区 30 株
.

对每区观 测植株
,

在其上
、

中
、

下结果层随机选取

3 个结果枝
,

调查结果数和黑果数
,

计算黑果率
.

1
.

2 黑果形态和病菌感染的扫描电镜观察

取黑果果皮
,

经 2
.

5 % (p H 7
.

0) 戍二醛固定
,

丙酮梯度脱水
,

乙酸异戍醋浸提
,

二氧

化碳临界点干燥
,

S
一

100 扫描电镜观察
.

同时取具褐斑病病班叶作对比观察
.

另切取黑果

果皮
,

经表面消毒
,

放在 PD A 平板上 25 ℃恒温培养
,

多次重复分离
,

得到纯化的咖啡褐

斑病病原菌
.

制成每毫升约含 20 0 万抱子的悬浮液
,

用小棉团蘸菌液放在刺伤的咖啡幼果

上
,

不接菌为对照
,

每处理 50 粒
,

10 d 后检查发病情况
.

接种后伤口用薄膜包扎
.

1
.

3 黑果营养元素的 x 射线能谱分析

取未被咖啡褐斑病菌感染的黑果果皮
、

果柄
,

经真空干燥
,

溅射碳镀膜
,

在 Li nk

86 0 能谱仪上
,

应用电子探针对果皮表面
、

纵切面
、

果柄横切面进行元素分析
,

分析电压

一9 9 5
一

0 8 一。一收稿



增刊 2 王剑文等
:

咖啡黑果病病因的电镜研究

正常果

黑果

口口厂

俪

口
一吻嘟

门闪嗯用

|||�l|
l|
.

J--||IL|||卜|lweee

耻咧加

2. 3 黑果的营养元素诊断

68
.

8 % 的黑果是由于非真菌感染致病

的
,

我们对这部分黑果应用电子探针进行

了营养元素分析
,

结果表明(见附表 )
:

黑

果果皮含钾量显著低于正常果
,

微量元素

氯和铁含量也较低
,

铝和锰在黑果上有积

累
.

咖啡树结果时
,

果实大量吸收钾
,

是

需钾量高的植物 〔‘〕
.

进一步的钾素分析

(见图 3) 表明
:

病株的果
、

叶
、

根含钾量

分别低于 正常果 的 13
.

83 %
,

47
.

36 %
,

17
一

33 %
.

田 间小区黑果率与叶片含钾量

统计结果显示
,

两者之间有显著的负相关

果 叶 枝 干 根

图 3 咖啡健株与病株不同部位含钾最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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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树头年结果过多或咖啡园管理粗放
,

会导致咖啡树缺钾生理失调
.

钾的生理作用在于

促进碳素同化
,

参与蛋白质合成
,

撇胀原生质胶体
.

我们的实验表明
:

咖啡脱离了原产地

生境 (高海拔
、

温凉气候
、

森林下层 )
,

对新的栽培生境(气候炎热
、

无荫蔽
、

结果多
、

管

理粗放 )发生病态的缺钾生理反应
,

从而导致黑果的产生
.

值得注意的是
,

铝和锰是酸性

土壤中抑制作物生长的主要阳离子
,

许多咖啡品种不具对铝
、

锰的抗耐性 〔’二
,

果皮上

铝
、

锰的高含量可能构成生理性毒害
.

另一方面
,

黑果果柄中钾元素高含量说明果柄与果

皮之间钾运输可能被阻断
,

其机理有待深入研究
.

附表 咖啡黑果与正常果的营养元素含t 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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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研究表明
:

咖啡黑果是缺钾性生理失调造成的生殖生长不良现象
.

在果实有机

械性损伤情况下
,

咖啡褐斑病菌亦可感染咖啡果而形成黑果
,

过去的研究长期以来都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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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果是热害症状
,

忽视了生理性失调和病菌的危害
.

针对上述病因
,

建议在果期喷施

0
.

2 % 氯化钾或硫酸钾
,

并混喷
“

叶面宝
”
等微肥

,

以补充生殖生长所需营养
.

同时喷施 1%

波尔多液或 50 % 多菌灵可湿性粉剂 1 500 倍喷雾
,

抑制真菌病原侵染
.

从补钾
、

灭菌两方

面同时抑制黑果病的发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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