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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南洛夫林系统 品种抗条锈性

变 异 间 题 联 合 考 察 报 告

庆 合 考 察 组
.

目前我国西北
、

华北 弋部 才小麦主栽品种均已先后丧失了抗条锈性
,

新育成或选育

中的有希望的接班品种多 叹洛 毛林系统品种作抗源
,

但该系统品种在陇南不仅用作抗流

亲本
,

而且已推广种植
。

咙南
厂

; : 我国小麦条锈病大区流行的关键地区之一
,

条锈病菌可

以在当地越夏和越冬
,

有利于新小种的产生
、

保存和菌量积累
。

`

近三十年来
,

我国多数

生产品种的抗条锈性
“
丧失

”
现象

,

都是从这里开始
,

进而发展到黄
、

淮
、

海流域广大

冬麦区
。

洛夫林系统品种在陇南种植后
,

业已感染了条锈病
,

若任其发展下去
,

不但影

响它们在陇南发挥应有的作用
,

而且势必威胁到以洛夫林为抗源的新品种的推广使用
,

这一情况已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
。

为此
,

农业部植保局委托西北农学院组织 了 这 次 考

察
。

参加考察的还有中国农科院植保所
、

甘肃植保所
、

甘肃农大农学系
、

天水地区农业

局
,

天水地区农科所
、

天水县汪川 良种场 以及有关单位
。

考察组从 5 月 26 日到 6 月 8 日

考察了成县
、

徽县
、

礼县
、

西和
、

甘谷
、

秦安
、

清水
、

天水诸县和天水市
,

从 9 日 到

n 日邀集天水
、

武都两地区有关领导和农业行政
、

技术推广
、

小 麦育种
、

种子和植保单

位业务人员召开了座谈会
,

以洛夫林系统品种的利用为中心
,

就陇南小麦条锈病防治策

略
、

小麦育种目标和方法
、

品种的合理布局以及小麦生产的其它问题交换了意见
。

洛夫林系统品种主要是洛夫林 10 号和 13 号
,

于 1 9 7 3年秋引入陇南
,

经多年试种观察

及参加天水地区小麦品种区域试验后
,

因其对条锈病免疫或近免疫
,

产量较高
,

到 19 7 8

~ 1 9 7 9 年 已 有明确意见
,

认为可以推广使用
,

迄今在陇南部分县
、

市已有相当面积
。

1 9 8 0年秋
,

武都地区共播洛夫林 10 号和 13 号约 13 万亩
,

占全区小麦播种面积 1 7
。
1%

,

主

要分布在成县和宕昌
,

其中成县有洛夫林 10 号 3 3
,

7 1 5亩
,

洛夫林 13 号 29
,

9 33 亩
,

宕昌有

洛夫林 13 号 16
,

87 0亩
,

此外武都
、

康县
、

文县等县的高寒山区亦有分布
。

天水地区 1 9 8 0

年秋共播种洛夫林 10 号约 4 万亩
,

洛夫林 13 号 2 万余亩
,

在全区 3 00 万亩小麦面积中所

占比重虽不大
,

但分布广泛
,

此次考察的徽县
、

礼县
、

西和
、

甘谷
、

天水县和天水市均

有分布
,

其中徽县面积最大
,

计有洛夫林 10 号 26
, “ 7亩

,

13 号14
, 5 50 亩

。

整个陇南地区

巳栽培洛夫林系统品种近20 万亩 ( 表 1 )
。

,

主持单位及参加人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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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农学院植保系小麦锈病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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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 振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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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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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调查过程中承天 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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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 由商鸿生执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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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所考察的陇南各县洛夫林品种栽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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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初期
,

即 1 9 7 4年和 1 9了5年洛夫林10 号和 13 号对条锈病免疫
, 1 9 7 7年多数地区发

现零星病株
, 1 9 7 9年各地都有发病

,

有的地块还相当严重
。

天水县汪川的洛夫林 10 号普

遍率已达 70 %
,

其中三分之一为感染型
,

甘谷县金山洛夫林 10 号普遍率为 20 %
,

平均严

重度达 25 %
,

呈 3 一 4 型反应
,

洛夫林 13 号普遍率也达 8 %
。

该年天水地区小 麦品种多

点试验 ( 高山组 ) 中
,

洛夫林 10 号在 12 个点全部发病
,

多数反应型为 2 ,

少数为 3 一 4

型
,

但除个别点外
,

普遍率均低
。

近两年来
,

病情又有所发展 ( 表 2
、

3 )
。

表 2 陇南历年洛夫林 10 号条锈病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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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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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陇 南 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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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陇南持续干旱
,

严重地限制了小爱条锈病的发生发展
,

但所考察的各县
,

洛夫

林 10 号仍普遍发病
,

争逸率多在 10 % 以下
,

有的田块达 1 4
.

5 % ( 天水汪川 )
,

甚至高达

5 1
。

1% (甘谷金山
, ,

严 吸度一般为 5 %
,

有的高达 80 %
,

反应型多为 3 一 4 级
。

洛夫林

1 3号发病较 10 号略乞
: ,

实池调查的 14 个地点中
,

仅两处无病
,

多数田块普遍率为 5 %左

右
,

最高的为 17 % ( 片谷 场家坪 )
,

严重度可达 5 %或更高
,

多数为 3一 4 型反应 ( 表

4
、 5 )

。

表 4 19 8 1年 陇 南 洛 夫 林 10 号 发 病 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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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1 9 8 1年 陇 南 洛 夫 林 13 号 发 病 情 况

调 查地点

田块类型

及面积

海拔

高度

(公尺 )

条 锈 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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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矮病 备 注

严重度 } 反应型
遍。幻黝率%普互e

队亩产幼生徽县伏镇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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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0 0 0 l 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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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陇南洛夫林 10 号和 13 号确已丧失了抗条锈病的能力
,

只不过由于条锈病

菌致病小种菌量积累不够和长期干旱而没有酿成严重流行
。

在考察 中我们注意到洛夫林系统品种的抗条锈性变异有下述规律性现象
:

第一
,

海

拨高的地区抗性丧失较早
、

较快
,

高寒山区发病一般重于河谷川坝
。

第二
,

同一地区阴

坡重于阳坡
,

肥力较高
、

潮湿
、

植侏茂密的田块重于膺薄
、

干旱
、

植株生育不 良 的 田

块
。

第三
,

品种本身的变异是抗锈性变异的基础
。

各地洛夫林品种群体中因继续分离
,

天然杂交或其它变异因素的作用而出现了一些变异植株
,

其中多数穗型略有变化
,

往往

这种变异株最早丧失抗性
,

很可能在条锈病菌
“
适应

” 洛夫林品种
,

使其丧失抗锈性的

过程中
,

这类变异植株起着
“ 桥梁作用

” 。

凡品种变异
、

混杂较多的田块发病 均 较 严

重
。

第四
,

病株反应型变化较大
。

发病田块 的不同植株间甚至同一植株的不同叶片间
,

可以 同时存在从高抗到高感的各级反应型 ( 表 6 )
。

变异初期多为近免疫或高 抗 反 应

型
,

以后变化到以感染型反应居优势
。

第五
,

以洛夫林为抗病亲本的品种也已发病
。

陇

南 目前引种以洛夫林为抗源的品种不多
,

这次考察仅见到北京市农科院
、

西北农学院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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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科院植保所选育的品种
,

但多已发病
。

当地天水地区农科所
、

清水农校和成县农

技站等单位也以洛夫林为亲本作了杂交组合
,

所选留的高代材料中也程度不同地出现病

株
。

如我们粗略调查了甘谷农试站选 留的 13 7 个株系
。

其中 24 个株系有
“ 0 ; ” 型 病

株
,

39 个株系有
“ l 一 2 ” 型病株

,

38 个株系有
“ 2 一 3 ” 型或 “ 3 一 4 ”

型病株 ( 表

6
、

7
、

8 )
。

以上各点为进一步研究小麦品种抗条锈性的变异机制和条锈菌新小种产

生的规律提供了线索
。

表 6 洛 夫 林 品 种 群 体 内 反 应 型 变 异 倩 况

品种及调查地点

调查田块

海拔高度

( 公尺 )

调查总

叶片数

…
发病叶

户
翌犷缨黔华一

…片 数
)

0 ’

!
`

…
z

)
3

…
4

洛夫林 10 号

天水县汪川

甘谷县金山良种场

洛夫林 13 号

天天水县汪川川 1 6 0 000 1 8 5 000 1 9 777 l OOO 1 777 3 888 9 222 4 OOO

甘甘谷县金山良种场场 1 9 5 000 1 3 333 6 888 1777 1 555 … 2 555 1 lll 000

,,,,,,,,,,,

~

望哗一共二亘万少斗二仁万…二
;

3
一
{ } {

一

婴矍里
-

一
一

…
.

些 9
-

i
一进竺

-一

{
~

兰牡川
一
卫

.

1
~

立匕望止口竺
一

粤绎擎一共二竺共竺写二竺尽竺毕斗土早牛土
)吧最墓含一尸卿日

一

二巨9卫一兰上上匕上口
- 竺土 i生

毛哭弊一月
一 `

竺
一…卫竺

-

二生{
一

州 l 口
一

…
一

注竺上兰
-

宜业些望坐` 一口 i呈生 兰竺牛一土共生毕生卜竺阵生件
李塑型导牛 i巡户竺一竺牛土

~

阵个三牡半上
粤塑异华丝

一 i了丝 匕
-

里些 …一竺
~

匕 1土 二土兰生
一

兰上二
一

甘谷县金山良种场 …1 9 5 0
1

6 5 0 …
·

“ 2
}

` 5 】 4 … “
{

o 】 O

表 7 以洛夫林为亲本的品种或选系条锈病发病情况

品种或选系名称 调 查 地 点 普遍率 严重度 反应型

7 5 1 1 6

7 6 一 2 4 一 3

一 3 一 7

7 5 2 2 7 一 1一 8

~ 8

洛夫林 13 X 6 5 一 2 4

洛夫林 10 x 天选 17

6 2 一 9 8 又 洛夫林 1 0

成县王磨公社浪沟门

成县王磨公社浪沟门

成县王磨公社浪沟门

少

少 2 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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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表

7 53 1 1

7 51 1 1

3 7 534

京农 79 一0 29 1

京农9 7一3 7

京农9 7一 19 8 8

京农 79 一4 2

3 7 (36 ) 一 8一 1

洛夫林 10 x36 0A
一 l

一

2

天选 1 5x
洛夫林0 1

约瑞 x洛夫林0 1

洛夫林0 1义 1 2 2

有芒4 华
x

洛夫林0 1

有芒4 号
x洛夫林0 1

有芒4 号 x洛夫林0 1

成县王磨公社浪沟门
巨 …

。

}
。

成县王磨公社 良̀沟 t丁

{
少 …少

…
o,

成县王磨公社 良̀沟 t〕
…
少

{
2 一 5

{
3

徽县伏镇 良种场 …
,

…
1。

…
4

徽县伏镇 良种场
{

。

…
。

}
。

徽县伏镇 良种场 … 1 … 少 }
。 , 一 ;

徽县伏镇 良种场 …少 一 少 … “

清水农校试验田

ls0 卜
一 5

匕兰
7 3 ( 3 6 ) 一 9 一 1 清水农校试验 田

清水农校试验 田

清水农校试验田

清水农校试验田

8 0 1一 5 一 2 5 2 一 3

抗锈 7 8 1

抗锈 7 8 2 .

抗锈 7 8 3 .

1 0 0 一 5 2 一 3

少 2 一 3

少 少

,

为 19 a o 年资料

表 8 甘肃省值保所小种圃洛夫林及其后代条锈病情 ( 1 9 8 1年 6 月 l 日调查 )

… 条 中 : : 号 ) 条中 2 3号 … 条 中 2 5 号

}普遍! 二 。 * }二 。 箱
.

{普遍}二。 。 }。 。 。 ,

}普普 } 二 * 。 }二 * ,
限未严}严 重 度 }反应型旧护产重度 }反应型 1只

轰
尸 l严 重 度 }反应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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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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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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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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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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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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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ì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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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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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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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一 3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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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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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S

一ha7 3 ( 3 6 )一 9一 4一 1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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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一 : 。

…
。 ;
一 2

…少 1
少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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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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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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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3 ( 3 6 )一。一 1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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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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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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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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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上述情况
,

考察组和当地有关领导同志
,

种子
、

农技推广和科研单位的技术人

员均同意控制洛夫林系统品种的发展
,

限制其在陇南的栽培使用
。

大家认为洛夫林品种

虽然具有丰产注和越冬性好
,

灌浆决
,

千拉重高等优点
,

但除抗锈性发生 变 异 外
,

尚具有许多明显的缺点
,

如抗旱性和耐膺薄性较差
,

晚熟
,

易穗发芽 及严重感 染 黄 矮

病
、

红矮病和白粉病等
。

秦安
、

清水等渭北各县已不种植洛夫林品种
、

甘谷
、

礼县
、

西

和
、

天水等县和天水市已决定停止发展
,

近年仍会有少量种植
。

徽县
、

成县
、

宕昌等地

仍需继续种植
,

在高寒 山区和半山的二阴山区用作主栽品种或搭配品种
,

但不再扩大栽

培面积
,

不向川区发展
。

积极发展替代品种
,

以期逐年压缩洛夫林的面积
。

考 察 组 认

为
,

不宜继续用洛夫林作抗源进行杂交育种
,

陕西关中和华北地区已育成的优良品种
,

应尽快投入使用以期在全面
“
丧失

”
抗锈性前

,

尽量收到经济效益
。

陇南洛夫林抗条锈性的变异不是一个孤立事件
。

五十年代以来
,

这里先后有碧玛一

号
、

阿勃
、

阿桑
、

尤皮二号
、

甘表 8 号
、

天选巧号等重要推广 良种或抗源亲本先后丧失

了抗诱性
,

酿成条锈病大流行
,

造成严重损失
。

这次考察亦证实近年来尚有阿魁雷
、

巴

的亚
、

天选 17 号
、

33 号
、

35 号
、

里勃留拉等品神已丧失了抗条锈性
,

山前
、

高加索
、

伊利乔夫卡
,

长武 7 1 2 5 ,

抗 引 65 5 等品神亦有发病
。

这与近年陇南条锈菌生理小种组成

的复杂化以 及 22 号
、

23 号
、

24 号和 25 号小种渐居优势的现象一致
。

搞好陇南条锈病常发

易变区 的工作对控制西北
、

华北广大麦区的条锈病流行具有重要意义
。

当前本区除应限

制洛夫林品种的使用外
,

应着重抓好品种合理布局和接班抗锈品种的选育工作
。

七十年代以来
,

天水地区在总结锈病流行的历史经验 的基础上
,

先后着手扭转品种

单一化种植和
“

多
、

乱
、

杂 ” 的局面
,

按照川区
、

半山区和高寒山区等农业生态区域的

特点
,

统筹安排
,

初步形成了品种合理布局体系
。

今后几年川区仍拟以 天选系统品种为

主
,

搭配里勃留拉
,

98 0 等
,

半山区以 咸农 4 号为主
,

搭配长武 7 1 2 5
、

召麦 2 号
、

成良

和天选系统品种
,

高山区种植保加利亚 10 号
、

14 号
,

农大 88 以及 山前等中引系统品种
。

当前品种布局中的主要问题首先是缺乏稳定的抗锈丰产良种
。

已 “
丧失

” 抗锈性或 已发

生抗诱性变异的主要品种中
,

除坚决淘汰阿魁雷等少数外
,

其余仍将大面积 种 植
。

其

次
,

一些
“ 耐病 ” 或 “ 避病 ” 品种如咸农 4 号

、

保加利亚 10 号
、

召麦 2 号
、

6 6 1 3
、

白大

头等所占比重很大
,

分布很广
。

这类品种虽然保产效果好
,

但发病较重
,

保存锈菌小种

和积累菌量的作用显著
,

建议控制天选系统和咸农 4 号等品种的栽培面积
,

加速接班品

种的选育
、

繁殖和示范
,

以 期逐步取代
。

重要的抗源亲木不宜在生产上直接使用
。

对主

要
“
耐病

” 品种应研究其保产机制和在条锈病大区流行中的作用
,

为确定其适宜分布地

区和栽培面积提供科学依据
。

半山地区面积广大
,

生态条件复杂
,

向为品种布局中的薄

弱环节
,

今后应有 目的地加强半山品种选育
、

引进和示范推广
。

要加强宣传
,

防止川区

品种盲 目上山
,

或山区 品种盲目下川
。

陇南小麦育种工作有相当基础
,

当地选育的天选系统和中梁系统优 良品种在生产上

发挥了重要作用
。

当前小麦育种工作 中的突出困难是缺少理想的抗源
:

必须抓紧抗源的

搜集和鉴定工作
。

引进 的抗源应优先分配本区
,

建议有关品种资源
、

育种和植保单位本

着
“
兼顾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

,

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
” 的原则

,

通过协商
,

尽早促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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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性抗源分配制度的建立
,

对陇南
、

陇东
、

关 中
、

华北以 及其它主要条锈病 流 行 区 实

行抗源隔离
,

陇南地区的北 部和南部
,

山下和山下亦应实行抗源隔离
。

陇南地区生态条

件复杂
,

自然灾害频绪
,

专化性抗锈品种又易于
“

丧失
” 抗性

,

这些均造成小麦生产不

稳
,

产量大起大落
,

因而应重视选育稳产
、

早熟和具有一般抗锈性的品种
。

当前在品种

的一般抗性的基础上引入专化抗病性可能是一种较好的方法
。

植保和育种单位应组织力

量研究一般抗性的防病保产机制
、

鉴定技术和育种方法
。

锈病研究单位还应定期发布小

种区系变化和抗源抗锈性变异情况予报
。

陇南南部地区近年仍将种植近二十万亩洛夫林
,

建议 中国农科院植保所尽快安排粉

锈宁 ( B a y M eb 6 4 4 7 ) 大面积拌种试验
。

建国以来
,

陇南地区 小麦条诱病 流行规律和综合防治研究工作取得很多重要成果
,

但仍存留许多问题
,

特别是要彻底搞清条锈菌生理小种变异机制和品种抗锈性
“
丧失

”

的规律并提出有效的对
一

策
,

尚须作大量工作
,

建议在陇南建立综合研究基地
,

国家对陇

南 的诱病研究和小麦育种工作应给以 必要的财政支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