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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布氏白僵菌产抱量的培养基及培养条件研究

李茂业 林华峰 刘苏 李世广
(安徽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 ,合肥 23 00 36

摘 工: 采用液团两相培养法, 筛选出了适用于培养布氏白怪菌Bbr84 菌株的培养基 ,并测定了培养基 �培养时间和光照

条件对产抢贵的影响 �结果表明:用液固双相培养法培养布氏白任菌获取高艳粉 ,在液相培养阶段 , sD A Y +2 % 麦芽旅是较好的

培养基;固相培养阶段 ,以大米 + 稻壳十黄粉虫类组合产抱1 较高 ,且在培养的第五天白俊菌产艳童即达到高峰 ,这比已报道

的其他培养料配方的产艳高峰时间缩短 2一3 天 �培养前期 ,应以黑暗环境为主, 以增强菌丝生长 ,但后期应适当供给光照 ,以促

进蔺丝大童产艳 �

关扭询: 布氏白任苗 液固双相培养 培养技术 产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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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因而布氏白僵菌杀虫剂是 目前防治地下害虫 �发展

布氏白任菌 (Be日u~ 枷 ngn �毗 � Pe tch )又名 无公害生产的首选生物药剂l,.8 ],在防治林业害虫方

卵抱白僵菌 ,是一种重要的昆虫病原真菌 ,能够寄 面 ,布氏白僵菌粉剂已被大面积推广使用191 �真菌

生 7 目 70 多种昆虫11一31 �多年来 ,我国用布氏白僵 的大量培养生产是满足田间应用的前提 ,但迄今仍

菌防治农林重要害虫如马尾松松毛虫 �蟒蜡 �象甲 无成熟的白僵菌杀虫剂产品 ,也缺乏高技术的工业

和天牛等 ,已获得较好效果14. 51�有研究表明 ,在田 化生产[l0I �在当前真菌杀虫剂的生产中 ,液固两相

间每 砂 土壤以 10 拍抱子处理 , 能造成次年害虫流 培养法由于经济实用 �易于操作 (生产效率高)而被

行病 ,而且真菌在虫尸和土壤中的宿存保证了对下 广泛采用111一131 �这种生产工艺中 ,培养基质对产抱

一代害虫的侵染 , 从而维持其在 田间的持效性161 , 量影响显著 ,而菌物产生的抱子是真菌杀虫剂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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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活性成分 , 是评估真菌杀虫剂质量的重要指标 �

要使真菌大量产抱 ,满足真菌杀虫剂大量生产的需

要 , 需要筛选出能使真菌大量产抱的合适培养基

质 ,并掌握相关的培养技术 �

本试验以对土栖害虫 (特别是花生蟒蜡 )有高

致病力的布氏白僵菌 Bbr84 菌株为材料 , 研究了液

固两相培养阶段不同培养基质组合对菌株产抱量

的影响 ,通过试验筛选出适合该菌株的液固两相培

养基配方 ,并研究了接种量 �培养时间及光照条件

对产抱量的影响 ,为大量生产适于田间使用的布氏

白僵菌提供技术数据 �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菌株

根据室内毒力测定的结果 ,选用对花生挤蜡毒

力较强的布氏白僵菌 Bbr8 4 菌株作为供试菌株 �

1.2 液相培养

采用 3 种液体培养基 :PD 培养基 (马铃薯

20 % �葡萄糖 2% ) �SD Y 培养基(葡萄糖 4% �蛋白脉

l% �醉母粉 1% ) �SD Y 培养基+2% 麦芽糖 ,将真菌

抱子均匀接种于液体培养基中 , 置于 1以X)吻1三角

瓶 ,温度 25 � , 180r /m in 摇床培养 % h ,得到种子培

养液 ,每种培养基 3 次重复 �

1.3 固相培养

1.3.1 培养基的选择 固体培养基以大米为基本

组分 ,以稻壳 �麦熬 �麦芽糖和黄粉虫粪等为辅料 ,

晤养基组分与配比见表1 �

1.3. 3 光照处理 设置不同的光照处理时间 ,先连

续黑 暗培养然后 连续 光照 培养 , 光 照强 度为

3400 lx , 黑暗培养时间加上光照培养时间为总培养

时间(表 2 ),检测各处理中固体培养基的产抱量 �

衰 2 光照对产抱t 的影响

处理 Treatm en t 产抱量 sPo re yi eld

暗培养 D毗 (d) 光培养 U gh t(d) (100 抱子19)

  0 10 9 .34 士l.16f

  2 8 11.83上1 64 e

  4 6 12 .8士1 0 2 d

  6 4 18 �4上0 2a

  8 2 15 2士l.50C

  10 0 16 .7士0 .44 b

1.4 产袍童检测

待菌丝充分产抱后 �用直径 30m m �高 50m m 取

样器从培养基质中多点取样 ,混合后从中称取 1 9

,置于 25 0m l 三角瓶中 ,加 loo m l 0.05 % 吐温一so 无
菌水和若干玻璃珠 ,用 Sz 一l 型快速混匀器振荡 20

m in ,将得到的抱子液稀释后 ,用血球计数板进行显
微计数 ,重复 3 次 ,取平均值 �同时取样用烘干法测

定基质含水量 ,以每克干基质的抱子含量作为产抱

量l,, ]�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液体种子培养基对固相培养基上产抱

量的影响

裹 1 不同组分固体培养甚上的产抱- 裹 3 三种种子培养液接种于固体培养基的产抱 ,

培养基组成 各组分配比

(质t 比)

产抱t

(x 109 抱子19 )

液体培养基

11咖 d m械 um

产抱量 (x l的 抱 子/g )

 spo re y ield

大米

大米+ 稻壳

大米+稻壳+麦芽搪

大米+稻壳+ 麦数

大米十稻壳+黄粉虫粪

l

1 0 :1

10 :1 :0 .�抖

 1 0 :l :0 .5

 10 :l :0 .5

 1.1土0.5钊

18.4 上0 .儿

83.3 士l.87bC

84 6 士 2 .45 b

 112 .8 土2 .5 3a

 P D 17 .8 土0 .8 3 bC

 SD Y 18 .2 土0 27 ab

SD Y + 2% 麦芽糖 18 .4士0.27a

注 : 表中不同小写字母表示不同处理间差异显著 (P < 0 .0 5 )�

压玉民nt �m 目  1 le tte rs ohowe d , i,    i6ean t d iffe re nee at 0 .05 lovel.下

同 Th e 别旧� e be low

1.3. 2 接种 将 3 种种子培养液分别接种于固体

培养基中 ,接种量为固体培养基重量的 10 % �培养

基置于灭过菌的有网眼的不锈钢托盘中 ,培养基初

始含水率为 60 % , 25 � �95 % RH 条件下培养 10 d ,

每处理重复 3 次 �

从表 3 可以看出 ,三种液体培养基的种子培养

液分别接种于大米加稻壳 (ro :l 接种量 )固体培养

基上 , 产抱量最高是 SD Y 十2% 麦芽糖 , 最低的是

PD ,两者在 0. 05 水平上差异显著 ,但与 SD Y 差异



382 性物杖术通稚丑勿. �hno 白盯 2 (X 为 年增 刊

均不显著 �说明液体培养基对固相阶段培养的产抱

盘影响不大 �

2. 2 固体培养基组分对产饱童的影响

表 1表明,固相培养基中,稻壳是良好的培养基

载体 �以稻壳为载体 的各组合产抱量均可达到

18 .4xl 09 抱子/g 以上 , 相比之下 , 仅以大米做培养

基 ,产抱量只有大米加稻壳组合的 10 % 一25 % �以黄

粉虫粪加稻壳加大米组合在相同培养条件下的产

抱t 最高 ,为 112 .sxl 护抱子/g �黄粉虫粪具疏松的

团粒结构 ,表面包有黄粉虫消化道分泌液形成的微

膜 ,透气性好 ,且含蛋白质 �脂肪和粗纤维等[14. �, l,

有利于真菌菌丝生长发育 ,提高产袍量 �

2. 3 液体种子接入童对产艳童的影响

裹 4 液固接种比对产抱t 的影晌

液固接种比(质t 比) 产抱t (xl 的 抱子,g)

0. 25 :10

 0 .5 :10

l :10

 1 .5 :10

2 : 10

0 .5 土1 .科 e

 8.9 土 1.2 ld

18.4 土0 .27 心

18 .8 土0 .7 3 a

17 7 土0 .89 e

本实验中 ,以大米加稻壳为固相培养基 ,设置

不同的液固接种比(表 4 ) ,液固接种量不同对产抱

量的影响也很大 �从表 4 可以看出 ,在基质含水量

一定的前提下 , 液固接种比为 1.5: 10 时产抱量最
高 ,为 18.8x l09 抱子1 9 ,与接种 比 2 :10 �0.5 :10 和

0. 25 :10 处理的差异达到显著水平 , 但与接种比为

l: ro 处理的差异不显著 �而后者所需的接种量较

小 ,故在培养中按固 1: 10 比例接种比为宜 �如果液

固接种 比低于 0. 5: 10 ,则固体培养基中的营养得不

到充分利用 ,产抱量明显降低 �

j20 一0()

100 .加

80 .00

 60 .00

4 �即

2众的

众oo

2. 4 不同培养时间的产抱童

采用大米+稻壳+黄粉虫粪组合作为固体培养

基来培养 Bbr8 4 菌株 ,各组分质量比为 10: 1:0.5 �从

培养的第 3 d 开始取样 ,进行观察 �计数 ,由图 1 可

见接种后 3一4d 产抱缓慢 , 第 5d 进入产抱高峰期 ,

产抱量为 95 .2xl 护抱子/g , 其后产抱量增长缓慢 ,

接种后第 s d 达到最大值 112 .sxl 护抱子/g.

2. 5 光照对产抱童的影响

从表 2 可以看出 ,布氏白僵菌的菌丝生长和产

抱过程对光照有不同的敏感度和需求 ,在黑暗环境

下培养 ,布氏白僵菌能够正常产抱 �接种后的固体

培养基先置于黑暗环境中培养 6 d ,再转为光照培

养 ,产抱量显著高于其它几种处理 ,最终产抱量达

18 .4x lo, 抱子/g; 完全光照环境下培养 , 产抱量最

低 ,只有 9. 34 xl 护抱子/g �说明在培养前期 ,黑暗环

境可促进真菌菌丝生长 ,而在后期 ,一定的光照可

提高抱子转化效率 ,因此在固相培养过程中 ,前期

6 d 内可不必提供光照 , 但后期应给予适当光照 ,

以促进菌丝产抱 �

3 讨 论

培养基是影响真菌产抱量的重要因子 �在用液

固两相培养法培养昆虫病原真菌过程中 ,固相阶段

的条件参 数及其控制方法直接影响生产成本和抱

子产量[161 �本试验初步研究了适合培养布氏白僵菌

Bbr84 菌株的液固两相培养基和提高其产抱量的相

关条件 , 结果表明 , SDY 和 SD Y +2% 麦芽糖可用于

液相培养 ;在固相阶段 ,黄粉虫粪十稻壳+大米组合

产抱量最高 ,且比已报道的其他培养料配方的产抱

高峰时间缩短 2一3al,,]�

真菌在不同生长阶段对光照要求不同 ,布氏白

僵菌在黑暗中菌丝生长更快 , 而在抱子生长期间 ,

产抱结构和抱子具有向光性 , 可促进菌丝产抱1151 �

因而在培养前期 ,应以黑暗环境为丰 ,以增强菌丝

生长 ,节约能耗 ,但后期应给予适当光照以促进菌

丝上产抱结构的分化 �在固相培养过程中 ,在大米

中加人稻壳作载体 ,稻壳能增加透气性 ,提高大米

营养的利用率 ;添加黄粉虫粪 ,增加菌物生长所需

的蛋白质 �矿物质和微量元紊 ,为菌株生长和分生

抱子的生产提供了良好的营养和空间环境 �这样既

�兮x州耀气忍歹的洲巴色

圈 1 不同培养时间的产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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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使稻壳和黄粉虫粪变废为宝 , 降低培养成本 ,又

能增加抱子产量 ,缩短生产周期 ,为进一步降低真

菌杀虫剂生产总成本提供一条新的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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