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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蒙大拿地区禾本科杂草对小麦

条锈菌感病性的初步研究

李振岐 E
.

L
.

夏普 M
.

赖因赫耳德

(西北农学院植保系 ) 〔美 国蒙大拿大学植物病理系 )

1 9 2 3年 C
。

W
.

洪格弗德
、

C
.

E
.

欧又斯 〔“ J首先报导
.

主美国自然条件下许多 种 禾本科

杂草可做为条锈菌 ( P cu c i n i a S t : ii f奸 m is W es t
,

)门 寄主
。

此 厂、许多学者如南美的 J
.

C
.

阿瑟 ( 1 9 2 5 )
,

加拿大
一 ’

「

G
.

B
.

桑福德扣 W
.

C
.

布罗德富特
, 《 1 9 2 3 毛7 〕 , z , 3 2 , 1 9 3 3 )

,

M
.

牛顿和 T
.

约翰逊 ( 1 9 3的 等多 中国 司凌立 ( 1 9要5) 〔“ ’ ,

李振岐
、

刘汉文 ( 1 9 5 6) t ` 3 ;

美 国的 E
.

L
.

夏普和 R
.

L
。

海恩 ( 1。:: 3 ) 〔“ J ,
J

。

W
.

亨德里克斯
,

J
.

R
。

伯利等 ( 1 9 6 5 )
夕

G
.

香内尔 扣 R
.

L
。

鲍成尔逊 ( 1 9 7 2 ) 汇
’ 。 J ; 巴基斯坦

r

吮F
。

海森 ( 9 : 8 ) 〔“ ’ ; 印亥的 L
.

M
.

约

西
,

L
.

T
.

帕米尔 ( 1 9 7 3 ) 二̀ 几等均对注一问题进行了研究
。

综合前人所做川 田 间观察和人工挤种试脸结果
夕

有七属和 62种禾本科杂草可做为条

锈菌 ( P u e e l n i a S t r i i f o r m l s W e s t
。

) 勺寄全
。

关于禾本科杂草价小麦宇
、

诱茵生居史循环中勺作用
,

不同学者所得研究结论不同
。

例如 S
。

F
.

海森 ( 1 9￡8 ) 〔2 ’认
、厂 :西巴基斯坦禾本科杂草可做为辅助寄主并且生周年发病

循环巾有世要作用
,

但 J C
.

扎多克 (1 。: 力 「̀ 2 ’ 东西北欧和凌立 ( 1 9 4 5 )
、

李
一

振 岐
、

刘

汉文 ( 1 9易6 ) 花中国末发现禾本科杂草六小麦条锈菌生活史循环中有何作用
。

在美国
,

禾本科杂草在小麦条锈菌生活史循环中的作用因地区而异
。

例如
,

据 G
.

香

内尔和 R
.

L
。

鲍威尔逊 ( 1 9 7 2 )
〔`。 ’
报告

, 在奥雷 冈地区麦 田中的禾本科杂草可做 为小麦

条锈菌的越夏寄主
。

而在蒙大拿地区 E
.

L
.

夏普和 E
.

R
.

海恩 ( 1 9 6 3 ) 〔“ ’在田间观 察 中

未发现禾本科杂草左小麦条锈菌生活史循环中有何作用
,

但末进行人工接种试验
。

本研究的 目的在于在生长室内用人工接种方法测定蒙大拿地区的一些重要禾本科杂

草对蒙大拿地区小麦条锈菌的感病性
,

以便进一步了解禾本科杂草与小麦条锈菌 ( P uc 日
-

n i a S t r i i f o r m i : W
e s t

.

) 之间的相互关系
。

材料和方法

供试禾本科杂草有 9 属 1 3种详见表一
。

供试菌种为 E
.

L
.

夏普和 B
.

萨利在蒙大 拿地

区收集保存的混合菌系主要包括 B f m o 、

B
一 1和 B w ( a) ( 白化菌系 ) 等三个菌系

。

人工接种试验在 1 9 8 2年 10 月至 1 9 8 3年 1月 间进行
。

供试杂草种子由蒙大拿大学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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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系D r .

S
.

N
.

维西尔提供
。

播前种子用 0
.

5% 漂白粉水消毒
,
以防霉烂

。

当草苗长到

15 天时用预先经过水化的混合菌系抱子以撒粉法接种
。

接种后置 7℃保湿室内保 湿 24 小

时 ,
然后移放在生长室内培养

。

考虑到为使试验条件与越夏区夏季 田间自然情况接近
,

生长室温度控制在 2 4 ℃ <昼 ) 八 5℃ (夜 ) 范围内
,

自动变换
。

每天光照 12 小 时
。

生长

室的相对湿度为 4 5% (昼 ) 一 55 % (夜 )
,

光照强度为 1 5 ,

00 0勒克斯
。

接种 营 1 5天进行观察记载
夕

主要记载病株率
、

反应型和严重度
。

结 果

人工接种试验结果如表一
。

表一 混合菌系接种供试禾本科杂草发病情况

禾本科杂草名称 }
接种株 )发病株

{数 1数
病株率 ( % ) {反应型 严重度 备 注

升注:

播种 日期
: 1 9 8 2年 1 0月 8 日

接种时间
:

1 , 82年 1 0月 2 1日

记载时间
:

1 98 2年 1 1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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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所列试验结果表明
:

A g r o p y r o n d a s y s t a e h y u m
、

A
.

d a s y s t a e h y u m C r i
-

t an
。 和 E l y m u s j u n o e u s

可正常感染所接混合菌系中的黄色菌系和白化菌系 , 其他禾本

科杂草对这些菌系表现抵抗或免疫
。

白化菌系无疑 为 B w ( a)
,

而黄 色 菌 系 为 B f爪。

和 B
一 1的混合体或为其中之一

,

尚需进一步试验证明
。

为此
,

我们 分 别 自 A g r o p y r o n

d a s y s t a e h y u m A
二

d a s y s t a e h y u m C r i t a n a 和 E ly m u S
j

u n e e u s上 采 收 抱 子 接 种

M o r 。 、

le e d s和 M e d e h a 三个鉴别品种
,

结果
:

供试黄 色 菌 系 能 正 常 侵 染 L e e
ds 和

M e d e h a ,

而不能正常侵染 M o r o 。

因 B一 1 能正常侵染 L
e e d s和 M e d e

h
a ,

而不能 侵染

M o r o , B f nr o 贝!{反之
,

它能正常侵染 M o r o ,

而不能侵染 L e e d s和 M e d e h a ,

所 以 可 以

断定
,

供试黄 色菌 系 为 B
一 1 ,

而非 B f m 。 。

此外
,

我们还用上述混合菌系接种了 Ag r o p y r o n e lo gn at u m的不同品 系
,

结 果表

明
:

个别品系也可正常感染
,

反应型为+2 或 3 型
,

严重度为 10 一 2 5 ,

但仅少 数 植 株发

病
,

详见表二
。

表二 A g r o p y r o n el o n g at u m不同品系对条锈菌混合菌系的感病性

品 系 名 称 !
接种株数

{
发病株数

{
病株率 ( % ,

{ 反应型
A g r o p y r o n e l o n g a t u 见

C r i e 4 1 8 0一 6 6 B
一

7 0

66666 66666

33333 {

_____………
3 ···

11111 11111

11111 11111
工工工 一

二一一一
111 111 888 7 2

。

7 222

{{{777 1 333333
1111111 COOO

2 + ( 2株 )

( 4 株 )

严重度

1 0一 2 5

t一 5

A
. e l o n g a t u m C r i e

4 1 7 8
一

6 6 B
一

7 0

0 ,

A
. e

l
o n g a t u m C r i e

1送8 1 4
一

6 6 B
一

7 0

A
. e

l
o n g a t u rn C r i e

4 1 8 1一 6 6 B
一

7 0

A
。 e l o n g a t u m C r i e

4 1 7 9一 6 6 B
一

7 0

A
. e l o n g a t u m C r i e

4 1 8 5
一

6 6 B
一

7 0

A
. e l o n g a t u m

4 1 7 6一 6 6 B
一

7 0

0 ,

0 ; 一 1

O ; 一 1 2 一 5

0 芬一 1

注
:

接种时间
: 1 9 8 3年 1月 2 日

记载时间
: 1 9 8 3年 1 月 1 9日

种子由蒙大拿大学植物土壤系 D r .

J
.

R
。

谢弗尔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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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和讨论

人工接种试验证明
,

B w ( a ) 和 B
一 i菌 系 可正常侵染 A g r o Py r o n d a s y s t a e h y u m ,

A
.

d a s y s t a c hy u m C r i t a n a 和 E ly m u s j u n e e u s等禾本科杂草
,

而 B f m o 菌系无正常侵

染这些杂草的能力
。

因 B w ( a) 是来 自 B
一

1灼一个颜 色 突变体
,

毒性末变
夕

所 以实质上

是 B
一 1 毒 性 基因可侵染这些杂草

。

本次试验发现 E ly m u s i u n c e us 可被小麦条锈菌侵染
,

对此前人尚无报导
。

关于 Ag r o p y r o n d a s y s t a e h y u m对小麦条锈菌钩感病性
,

前人研究结果不 同
。

例如
,

G
.

B
.

桑福德和W
.

C
.

布罗德弗特等报告 ( 1 9 3 2) 征加拿大阿伯他 地 区 田间 A g r o p y r o n

d as y s t a c hy u m上经常发生条诱病
,

但 G
。

香内尔和 R
.

L
.

鲍威尔逊报 告 ( 1 9 7 2) 在 美国

奥雷冈地区
,

在 自然条件下未发现 A gr oP y r o n d as y s t a c h y u m上感染过条锈 病 ; 在温室

人工接种条件下 Ag r o p y r o n das y : t a c h y u m上 七侵染型不 同
,

从中感到感染
。

而在我们

的试验中 Ag r o p y r o n d a s v s t a e h y u m自勺全部植株均能正 常 感 染 B
一

i 和 B w ( a )
,

但不能

正常感染 B f m叭

1 9 3 2年 G
.

B
.

桑福德和 W
.

C
。

布罗德富待报导
,

A g or p y r 。 。 el o n g at u m 忍
一

草圃中虽受

条锈菌侵染
,

但其侵染型为 0
,

严重度为士; 而左我们 。 。试验中
,

虽然供试 A
。

el on g at u m

的大部分品系对条锈菌混合菌系表现抵抗
,

但其中 一 个品系即 A g or 盯功 n e 协 。 g at u m

cr ic l ` 8 1吐一 6 6 B一 7。可被正常感染
。

根据
_

! :述情况
,

我们认为不同研究者对 一些禾本科
一

杂草对条诱菌
一

感病性户)研究结

果不同
,

可 能与不同地区
、

只同条件下供试
: : J病菌小种或菌系和禾本科杂草的种类或品

系组合不同有关
夕

值得进一步研究明确
。

综合以上初步试验和前人研究结果
,

我们认为禾本科杂草与小麦条诱菌之间的相互

关系是较为复杂
.

弓
。

对这一问题开展进一步研究
,

不仅有助于深入认识其间的相互关系
,

同时 , 也有助于了解禾本科杂草与小麦条锈菌新小种产生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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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S T R A C T

P R E L IM I N A R Y S T U D IE S O N T H E S U S C E P T I B IL I T Y

O F D I F F E R E N T W IL D G R A S S E S O F G R A M IN A E I N

M O N T A N A
,

U
.

S
.

A
.

T O S T R IP E R U S T O F W H E A T

( P u e e i n i a s t r i i f o r m i s w e s t
.

)

Z h e n q i L i E
.

L
.

S h a r p M
,

R e i n h o l d

N o r t h w e s t e r n C o l l e g e M o n t a n a S 七a t e U n i v e r s i t y

0 f A g r i e u l t u r e U
.

S
。

A
。

C o n e e r n i n g t h e r o l e o f w i l d G r a m i n e o u s g r a s s e s i n t h e l i f e h i s t o r y

a n d e p i d e m i o l o g y o f s t r i p e r u s t o f w h e a t
,

d i f f o r e n t r e 、 。 a ,℃ h e r s o n t h e

b a s i s o f t h e i r o w n w o r k s h a v e d i f f e r e n t e o n e l u s i o n s
。

T h e o b j e e t i v e o f t h e s e s t u d i e s 15 u s i n g a r t i f i e i a l i n o e u l a t i o n i n

g r o w t h c h a m b e r t o i d e n t i f y t h e s u s e e p t i b i l i t v o f m a i n 一 i l d G r a m i
-

n e o u s
g’ r a s s e s t o t h e s t r a i n s o f s t r i p e r u s t o f w h e a t 10

M
o n t a n a , i n

0 r d e r t o f u r t h e r u n d e r s t a n d t h e r e l a t i o n 一 s h i p s b e t w e e n t h e G r a m i
-

n e o u s g r a s s e s a n d t h e s t r i p e r u s t o f w h e a t ( P u e e i n i a s t r i i f o r m i , w e s t
.

)

9 艺e n e r a a n d 1 3 s p e e i e s o f G r a m i n e o u s g r a s s e s a n d t卜 r e e s t r 吕 i n s :

B f m o .

B w ( a ) (
a l b i : o

)
. a n d B

一

1 o f s t r i p e r u s t i n
M

o n t a n a w e r e u s e d
.

T h e r e s u l t s o f i n o e t z l a t i o n t e s t p r o v e d t h a t t h e s e : d l i n g s o f Ag r o
-

Py r o n d a s y s t a e h y u m ,
A

.

d a s y , t a e h y u m C r i t a n a ,
E ly m u ` J u n e e u s e a n b e

n o r m a l l y a f f e e t e d b y B
一

1 a n d B w ( a )
.

I n a d d i t i o n , o n e l i n e o f A g r o p y r o n e l o n g a t u m , e .

g
.

Ag r o Py r o n e l o n -

g a t u m C r i c 14 814
一

66 B
一
70 e a n b e a f f e e t e d b y t h e s e s t r a i n s .

A p p a r e n t l y
,

E l y m u s
j u n e e u s h a s n o t b e e n r e p o r t e d p r e v i o u s l v a s a

h o s t f o r P u e e i n i a s t r i i f o r m i , w e s t
.

T l z e r e s u l t s r e s e a r e h i n g o n t h e r e -

5 1 s t a n e e o f Ag r o Py r o n d a s y s t a e h y u m , a n d A
.

e l o n g a t u m t o s t r i p e r u s t o f

w h e a t a l s o d i f f e r w i t h t h e r e s u l t s o b t a i n e d b y o t h e r s
。

T h i s m a y b e

d u e t o t h e d i f f e r e n e e o f t上
L e e o m b i n a t i o n o f r a e e s a n d g r a s s e s i n d i f

-

f e r e n t a r e a s .

E x p e r i m e n t a l r e s u l t s i n d i e a t e t h a t t ! l e r e a r e e o m p l i e a t o d r e l a t i o n -

s h i p s b e t w e o n G r a m i n e o o s g r a s s o s a n d s t r i p e r u s t o f w l l o a t 5 0 t h a t

f u r t h e r r e s e a r e :: o n t h i s p r o b l o m s h o u l d n o t o n ly b e b e n i f i e i a l f o r t h e

u n d e r s t a n d i n g o f t h e r o l e o f g r a s s e s i n t h e e p i d e m i o l o g y o f s t r i p e r u s t

0 f w h e a t ,
b u t a l s o s h o u l d e x p a n d t h e k n o w l e g e o f t h e r e l a t i o n o f g r a -

5 s e s t o t l: e a p p e a r i n g o f n e w r a e e s o f s t r i p e r u s t i n w h e a t p r o d u e t i o 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