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5

温 度 对 小 麦 品 种 苗 期 抗 条

锈性 的 稳定 性 影 响 的研 究

宁毓华 李振岐 成巨龙
余

( 西北农学院植物保护系 )

关于温度对小麦品种抗条锈性的影响
,

过去国内外学者曾做过不少研究
。

早在 19 2 9

年 G a s s n e r ,
G

.

a S t r a ib
,

W 〔 ” 就 曾在 8 一 2 2 ,
24一 1 6

, 1 8一 2 0 , 2 0一 2 2 度下研 究

了小麦品种抗条锈性的变异规律
,

发现一般品种在低温下可在一定程度上丧失其抗条锈

性
,

这种抗性称为相对抗性
,

而有的品种在低温影响下其抗条锈性不发生变化
,

这种抗

性称为绝对抗性
。

李振岐
、

刘汉文 ( 1 9 5 7 ) 〔” 报道
,

碧妈一号抗条锈性丧失过程规律之一是
:
先 是

西部冷凉地区丧失
,

后是东部温暖地区丧失
。

认为不仅与菌源有关
,

还与低温削弱了小

麦本身的抗锈性
,

有利于病菌变异有关
。

陆师义等 ( 19 5 8 )
r” 试验证明

,

温度对品种反应型转变起着决定性作用
。

当 温 度

升高时
,

小麦品种由感病逐渐变成抗病
,

其温度转折点自 15 ℃一 25 ℃因品种— 小种组

合不同而异
。

并指出
,

在分析品种在一定地区丧失抗锈性时应该考虑气候的影响
。

M a n n e r :
( 1 9 5 0 ) ; z a d o k :

( 1 9 6 1 ) ; s h a r p ( 29 6 2
、

29 6 5 ) 均曾指出
,

寄主植物 与

病原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受接种前
、

后的温度影响很大
。

hs ar p ( 19 6 3 , 1 9 6 5 ) t s 了研究了接种前后不同昼夜温度幅度对小麦品种抗条锈性的

影响
,

并指出
,

供试 ut kr e y一 1 和 I da ell a 品种在低温 ( 2 / 18 ℃ ) 下表现感染
,

在高温 ( 15

一 2 4
,

15 / 3 0℃ ) 下表现抵抗
,

eR g 。 品种与之相反
,

在相同低温下表现抵抗
,

在相 同 高

温下表现感染
,

而 P
.

1
.

17 8 3在所有试验温度下均表现抵抗
,

W
e st m en t在所有试验温

度下均表现感染
。

通过试验还证明
, 7 ℃是条锈菌侵染小麦的最适温度

。

李振岐等 ( 1 9 8 1 ,
19 8 3 ) 〔“ ’ ,

通过调查和试验证明
,

10 ℃以下温度是陇南地 区 的

洛夫林品种对一些小种由抗变感的转折点
,

并且发现在条锈菌中存在低温敏感型
。

因此

建议开展抗源材料低温稳定性测定
,

即在 5 一 10 ℃下鉴定其抗条锈性
,

优先向陇南地区

提供低温稳定性抗源
,

关中
、

华北不再利用陇南采用的抗源
。

强中发 ( 1 9 8 1 )
〔 ` ’ 用 12 个抗源品种和重要生产品种

,

11 个生理小种在 5 一 6 ,
9

一 1 1 ,

14 一 15
,

20 一 22 和 25 ℃下研究了温度变化对品种反应型 的 影 响
,

结果
:

在 5 一

6 ℃下供试品种小种组合 7 5
.

7 6%表现感染
,

随着温度升高
,

感染型比率逐渐 下 降
,
抵

,

原为植保系77 级学生
,

现在陕西 洛川试验站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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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型比率依次提高
,

在 25 ℃下全部变为抵抗型
。

并且进一步提出把 10 ℃ 以下低温作为品

种和抗源材料抗条锈性鉴定的内容的必要性
。

以往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 试验所用较低的温度阶梯少

,

同时所用小麦种质材

料及生理小种也嫌不足
。

为此
,

在前人和我们过去所做试验的基础上于 19 8 0一 1 9 8 3年
,

着重研究小麦品种在 13 ℃ 以下不同温阶温度对当前流行 的优势小种抵抗性的 稳 定 性
,

为品种合理布局提供依据
,
为育种单位提供抗病亲本信息

,

并在较低温度下考察生产上

的主要品种及杂交抗源材料对 当前流行的优势小种的抗性情况
,

以估划其抗锈 应 用 前

景
。

一
、

材料与方法

( 一 ) 材料
:

1
.

供试菌种
:

选用当前生产上流行的优势小种条中拍号
、

22 号
、

2 3号
、

24 号
、

25

号等
,

以及在低温下致病力较强的一些单抱菌系
,

共计 12 个
。

其中除 W L l o外
,

均上过

鉴别寄主
,

以铭贤 1 6 9 十燕大 1 8 1 7为繁殖母株
,

在常温下繁殖
,

封管冷藏备用
。

2
.

供试品种
:

主要包括以往生产上应用较广 的品种
、

新老抗源
,

以及由中国农科院

品种资源所提供的小麦种质材料
,

共计 144 份
。

种子经去杂
,

套袋自交
,

单打单 收
。

对

照用辉县红
。

( 二 ) 方法及条件控制
:

1
.

方法 : 种子经精选后
,

在常温 ( 15 一 17 ℃ ) 下播种
,

每个小花盆播 3 个品种
,

1 个对照
,

麦苗露土的当天
,

转入予定的温度下适应 5 夭
,

待一叶展平后
,

用接种针涂

抹接种
,

在 9 士 1 ℃下保湿24 小时
。

2
.

温度
:

共设计六个梯度的恒温处理
。

13 ℃以下 的温度在专用低温室进行
,

17 ℃

在简易低温间进行
,

全部用核准的自记温度计记录
,

温度控制结果见表 1
。

表 1 试 验 通 度 控 制 结 果

温 度 范 围 ( ℃ ) 平 均 ( 面 标 准 差 (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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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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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4一 1 3
。

8 3

1 6
。

13一 18
。

2 7

湿度
: 相对湿度保持在 70 一 80 %之间

。

光照
: 以国产 40 瓦 日光灯为光源

, 距苗子 25 厘米
,
每 日 16 小时光照

,

强度 7 5 0 0

L U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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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记载项 目
:

待充分发病后记载
。

潜育期
:

以接种到夏抱子堆出现所需天数
。

反应型
:0

、

0 ;、
l

、
2

、
3

、

4六级记载
。

并 以0 (免疫 )
、

V R (近免疫 )
、

R (高抗 )
、

MR (中抗 )
、

M S(中感 )
、

s (高感 )表示抗病级别
。

严重度
:

按t
、

2
、

5
、

0 1
、

5 2
、

40
、

6 5
、

0 8
、

10 0 九个级别分别表示
。

普渡率
: 以发病株率表示

。

二
、

结果与分析

(一 )总 述

在所试验的温度梯度内
,

其总的趋势是抗条锈病性与温度显著相关
,

即 在 4
.

4℃一

17
.

0℃范围内
,

随着温度 的升高其抗锈性增强
,

随着温度的降低其抗锈性不断减弱
,

根

据供试 1 44 份材料在较低温度下对条锈病菌 的抗感情况
,

可分为相对的三个类型
:

稳 定

抗锈型
,

稳定感锈型和波动抗锈型
,

其比例依次为 8
.

3 %
、

73 %及 18
.

7%
。

稳定抗锈型小麦在常温下高抗条锈病
,

在较低的温度条件下
,

对条锈菌 当前优势生

理小种也都具有稳定的抗性
,

反应型为免疫或近免疫
,

只个别达中抗
。

属于这类的代表

性品种有中 4
、

中 5
、

多年生 l 号
、

0 10 4 2 2 2
、

F 7 5 10一 1一 9
,

姑柯夫斯基等
。

稳定感锈型品种在常温下感染条锈病
,

或仅对某 1
、

2个小种有一定抗性
,

在较低温

度下
,

无抗锈能力
,

属于这类的代表性品种有丰产 3 号
、

丹 麦 1 号
、

阿 勃
、

矮 变 1号

等
。

波动抗锈型小麦品种
,

在常温下高抗条锈菌已知的各生理小种
,

只有达到一定低温

时才失去对某些小种 ( 或某一小种 ) 的抗性
,

而对有些小种却始终具有高抗性
。

属于这

类的代表性品种有洛夫林 10
、

洛夫林 2 3
、

抗锈 7 8 5
、

7 7 ` 2 )冬
、

陕农 1 7
、

长武 7 1 2 5等
。

显然
,

前两种类型小麦品种 ( 品系 ) 在试验温度范围内未发现有感锈临界温度
,

只

是波动型品种才有
,

且因品种和小种的不同组合而有不同的感锈临界温度
。

如果将以上

三种类型直观模式表示出来 ( 如图 1 )
,

呈大写的
“ N ”

字型
。

( 二 ) 在不同温度下各类型的反应型
:

反应型是决定抗锈类型的根本标志
。

温度

由 17 ℃降到 4
.

4 ℃时
,

有些小麦品种对温度反应很敏感
,

有些很迟钝
,

不同类型反应

不同
。

1
.

稳定抗锈型品种
,

反应型只在免疫与近免疫之间变动
,

基本上不随温度的变化

而变化
,

抗锈性表现稳定
。

多年生一号对所接的 6 个小种的反应是
:

对 条 中 23 号
,

只

是在 4
.

4 ℃时才出现近免疫
,

在其它温度条件下全为免疫
;
对条 中 22 号和 19 一 g一 8 ,

虽在 g ℃时出现近免疫
,

至 4
.

4 ℃时仍为近免疫
; 对 W L 10 虽在 12

.

6℃ 时 出 现 近 免

疫
,

而在 4
.

4 ℃下仍然不变
;
对条中 25 号和 21 一 6 虽在 17 ℃下出现近免疫

,

但 直 至

温度降低到 4
.

4℃ 仍为近免疫
,

对温度变化的反应不很敏感
。

中 4 也是这样
。

水源 11 对

于上述 6 个小种
,

只是在 4
.

4℃时才出现近免疫反应 ( 详见图 2一
a , 2一 b及 2一

。 )
。

,

2
`

稳定感锈型品种
:

对温度的反应也不甚敏感
,

如丰产 3 号在各种温度条件下
,

反霞型变动在感病与高感之间
,

而对于条中19 一 9 一 8 在 6 种温度下全是高感
,

对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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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

小麦品种在不同温度下对条锈扁扰感型

5 2号则全是感病型
,

丹麦 1号也如此 ( 见图 2 一
a 、

2 一 b 及 2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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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

各类型小麦品种在不同遇度下反应型

a :
水源 n ; b

:

中四
; c :

多年生 1 号多 d
:

丹麦 l 号
; e :

丰产 3 号
。

3
.

波动感锈型品种
:
对温度反应较敏感

,

其反应型波动较大
,

可从免疫到高感
。

但其特点是有明显的感锈临界温度
,

在临界温度以上其抗条锈性随温度升高而增强
,

达

临界温度点
,

则开始感染条锈病
。

不同品种临界点不同
,

但同一品种因小种多样也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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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临界点
,

有的小种高一点
,

有的小种低一点
,

有的小种甚至没有温度临界点
。

如洛夫

林 10 感锈 的临界温度为 10 ℃
,

对条中 23 号及 19 一 9 一 8 感病临界温度是 9 士 0
.

43 ℃
,

对条中 2 2号
、

25 号及 21 一 6 ,

则
_

为 4洪士 0
.

78 ℃
,

而对W L 10 在 4 . 4℃ 时还表 现 为 中

抗
。

尤皮 2 号感锈临界温度为 13 ℃
,

但对条中 23 号
、

25 号
、

W L 10 及 21 一 6 却为 4
.

4℃
。

陕农 17 号仅在 12
.

6℃感染条中22 号
,

对其它 5 个小种即在 4
.

4℃时反应型仍为近 免 疫
,

而长武 7工2 5则在 17 ℃时就感染条中 22 号
,

但对其它 5 个小种却 表现高抗 ( 详见图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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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各类型品种在不同温度下的严重度
:
严重度反应抗病性的数量变化

,
.

总的

着来 、
「

对于稳定感锈型小麦品种
,

其温度与严重度呈负相关
,

即温度愈低严重度愈高落

负相关性显著至极显著
, r 二 一 87

.

65

—
一 9 4

.

87 %
,

各小种之间亦有一定的差 异 ( 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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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表 2稳定感锈型小麦品种在不同温度下的严重度
介

1 9 一9 一8 21 一 6条中 2 2条中 2 3条中 25 W1 L 0

n 甘口 al 匕阅勺ó日óù勺
00八 O户n é八匀J 埃,自úó口户O八U工勺八Un

甘
nnén匕二任户0河任J任八ULal匕úó口n

U八UOU八O八b八0月任J任户匕叹口úódLol阮d八口八匕八匕户n内b八匕斗̀[口úóJ工从J工ìdLO八目八h八O丹bnb八n月任户al卜d1
.

口巴dl从Jō日ó八b内O八D户n几
.

0̀任

比口八”氏J51台八U内七月任O六ú叮̀夕ù
j任八口八曰洲01勺口d一匀月任

J

埃0自O山n乙0自5n
.尸01勺尸0lb八OJ已ù0自Q口0山夕é八UC甘né八Ul匀ùó月任注性̀才

J任O白9自八曰一台
ú月O门é一勺一ó J

月任Q口9口IQ曰Q山巴口八曰八Ul口一ìd气八b月性刀任2,曰
, j

蔗蔗片卜卜
~~~ ~ ~

\
~

产 \ \\\

丰丰丰 4
。

444

产产产 7
。

000

33333 9
。

000

号号号 1 1
。

000

11111 2
。

666

11111 7
。

000

444
。

444 4 DDD 4 000 6 555 4 000 2 555

了了
。

OOO 4 OOO 1 000 6 555 2 555 2 555

999
。

000 2 555 1 000 2 555 2 555 1 000

111 1
。

000 1 OOO 1 OOO 2 555 1 000 555

111 2
。

666 555 555 2 555 1 000 555

1117
。

000 2 555 555 1 000 1 000 222

丰产 3 号
:

尤皮 2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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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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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二 一 8 7

.

6 5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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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户

稳定抗锈型小麦严重度低
,

不同温度间有一定差异
,

温度低时略高些
,

温度高时轻

些
,

变化在 10 以下
,

经计算不相关
,

或不显著 ( 如表 3 )
。

波动抗锈型小麦品种与严重度负相关性达到显著至极显著的程 度
,

相 关 系 数 为

一 8 9
.

5 0%
,

如洛夫林 10
。

各小种平均严重度为 15
.

7 1 ,

在 4
.

4℃时其严重度为 35
, 7

.

0℃

为 2 1
.

5
,

x l℃时为 9
.

5 , 12
。

6 oc 时为 4
.

2
, 1 7 cc 则为 3

,

o
,

其
r 二 一 9 3

.

0 2带 .
洛 夫 林 1 3

` 二 一 8 2
.

6 4 . ( 详见表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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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稳定抗锈型小麦品种在不同温度下的严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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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波动抗锈型小麦品种对温度反应 ( 各小种平均严奄度 )

云云奥琢琢
洛夫林林 洛夫林林 抗 锈锈 长武武 陕农农 7 7 ( 2 )))

11111 000 l 333 7 8 555 7 12 555 1777 冬冬
认认

“ 一 \ \
_

}}}} }}}} 111} {{{
一一 , 八 nnn 一兀万万一一lllllllllllllllll

,,,,,, ` 、 才、、、、

444 .
444 J O 一 UUU O乙 . aaa ` 了一 OOO 1 乙 .

UUU 1 0 一 OOO J 1 . 000

{{{{{{{{{ }}} 11111 }}}

777
。

OOO 2 7
。

555 1 1
。

000 1 1
。

555 7
。

888 8
。

888 2 4
。

111

111 5
。

000 9
。

555 9
。

111 4
。

888 7
。

1



西北农学院学报 19 8 4年第 l期

20é
一

2111
。

666 4
。

.

222 3`
111忿

。

000 4
。

555 3
。

111 2
。

555

7 111 nnn只 nnn !!!l111 !!!又 111连 只只

夕夕夕夕 伟伟 1代代 迁 又又又又
~~~ .甘甘

二
, 沙沙

占 . 、尹尹 占 . 、 尸尸 、 夕 . J `̀

一 9 3
。

0 2 余{ 一 8 2
。

6 4 兴 一 8 5
.

9 3 介 }一 8 2
.

3字啥
。

7 3 辛带 } 一 8 4 、 4 6 带

( 四 ) 在不同温度下各类型品种上病菌的潜育期
:
稳定抗锈型因反应型为免疫或近

免疫
,

故没有泡子堆形成
。

在彼动抗锈型品种上病菌潜育期变动较大
:

对有的小种不感

染
,

象陕农 17 对 19 一 9 一 8
、

21 一 6
、

条 中 23 号
、

25 号及 W L 10 ,
对感染的小种也因

温度不同
,

其潜育期也不同
。

汁 ( 2) 冬对条 中幻号小种
,

在 4
.

4℃ 时潜育期 51 天
,

在 7
.

0℃

时为2 3天
,

在 17 ℃时则为 1勺天
。

不同的小种其潜育期也有差异
,

77 ( 2) 冬对条中22 号在 7℃

时潜育期为 21 天
,

比条中 2 3号短 2 天
,

在 4 ℃时为 43 天
,

比条中23 号短 9 天
。

这个类型

的其它 品种也都如此 ( 如图 4 所示 )
。

. C ,

各夫 林 , O 杭 螃 7 8右

己止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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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

_
,

一
_ _ _

_

_
_ _ _二 _ 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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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 1 1 … …

各 夫 林 , 3

条 2尝

_ 一一叮」

条 2多

一 1

条 2乡

厂丫甲k
;

毕巾二厂一下卜=

一
… 厂甲

飞
一茸

二
_

L 1 0

(天 ) 1 0 2 0 多 O 岸。 百口

图孚
一 a 在不问温度下不同小种在波动杭锈型小资品种上的署商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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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9一 夕一 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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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沁骂骂 几一一
条条 中之多多多

条条 中2 歹歹歹

图少b 在不同温度下不同小种在波动抗锈型小麦品种士的 ;誓青期( 天)

稳定感锈型小麦品种
:

在各温度阶梯内都有潜育期
,
近似

“ L ” 型
, 7 ℃ 是 临 界

点
,

7 ℃以上潜育期随温度升高而缩短
,

但幅度较小
, 7 ℃ 以下潜育期延长的幅度大

,

在接近入侵起点温度时
,

几乎无限延长 ( 如图 5 )
。

因各品种抗性不同
,

同一小种在不同品种上
、

不同温度下及在相同温度下其潜育期

也有差异
。

如条中22 号在 7 ℃时
,

在丹麦一号
、

尤皮 2号上的潜育期为 18 天 ; 在丰产 3号

上为 19 天
;
在 4

.

4℃时
,

在丹麦一号上为 43 天 ; 在丰产 3 号为 42 天 , 而在尤皮 2 号 上 则

只有 41 天
; 于 17 ℃间在丹麦一号上潜育期为 10 天 , 在丰产 3 号为 12 天 ( 如图 6 )

。

、丫、入
勺渗

1 O

图万
.

平O 才天 )

温度翔卜麦条捞病菌潜育期关系 〔冬品种平均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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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 沙

凰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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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

燕滋度不
:

冬小计在牛产乃苦
一

无房六期

在同一品种上不同小种在不同温度下及在相同温度下其潜育期也 不 同 ( 如 图 7 所

示 )
,

在丰产 3 号上于 17 ℃时
,

各小种潜育期前后只相差 1天
,

在较低温度下
,

其差距

扩大
,

在 4
.

4℃时
,

条中 19 一 9 一 8 ,

条中 23 号的潜育 期 为 39 天
,

条中21 一 6 为 40 天
,

条中22 为 38 天
,

条中25 号为 42 天
,

W L 10 则达到 50 天
,

条中22 号在 4
.

4℃时
,

其潜育期在

丹麦一号上为 43 天
; 在丰产 3 号上为 42 天 ;在洛夫林 10 号上为 40 天

。

条中22 号在 17 ℃时
,

在丹麦一号上的潜育期为 10 天
,

在丰产 3 号上为 12 天
,

反而比在丹麦 1号上延 长 了 2

天
,

很可能是由于温度效应所造成的
。

同一品种上各小种于一定温度下的潜育期可以计算出平均潜育期 ( 如表 5 所示 )
,

在丹麦 1号于 4
.

4℃ 时
,

备小种的平均潜育期为 40
.

8 士 2
.

1天
,

在 7 ℃时为 18
.

5士 。
.

8天
,

于 17 ℃ 时为 1 0
.

2 上 0
.

4天
;
一个小种在不同品种上的潜育期

,

亦可求 出平均数 来
,

如 条

中2 2号在 4
.

4℃ 时平均为4 1
.

3士 1
.

8天
,

在 7 ℃时为 19
.

4土 1
.

1天
,

于 17 ℃时 则 为 1 0
.

8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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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结论与讨论

1
。

通过在不同温度下对小麦品种苗期抗条锈病稳定性测定
,

证明低温是小麦品种

感染条锈病的重要锈因
。

许多在常温下抗锈性没有差异或差异很小的品种
,

在 13 ℃ 以下的

温度条件下则发生较大的变化
,

有的仍具有高抗的特性
,

有的感染了条锈病
,

有的只在

4
.

4℃低温下才感染条锈病
,

但还未发现在低温下抗病而在常温下感病的品种
。

上 述 情

况
,

可能是不同抗性基因的温度反应不完全一致造成 的
。

按 其在不同温度下对供试条锈

菌生理小种的抗感反应
,

可分为相对的稳定抗锈型
,

波动抗锈型和稳定感锈型三类小麦

品种
。

只发现波动抗锈型小麦品种具明显的感锈临界温度
,

或称抗—
感温度转折点

。

我们这里所提 出的稳定抗锈型品种其抗锈性是在一定时期内
、

一定品种
、

一定条件

下对一定小种或类群的抵抗性
。

当条件和病菌致病类型发生变化时
,

其抗锈性也可能发

生变化
,

如水源 n 在其试验条件下
,

对供试小种的抗病性是稳定的
,

但对水 5
、

水 7 等

类型高度感染是明显的例证
( ` ’ 。

虽然如此
,

根据过去的经验
,

这一类型品种的抗 锈 性

相对来说是较为持久的
。

2
.

从研究结果看
,

低温是测定小麦品种是否具有稳定抗条锈性的重要因素
,

因此

我们建议在抗锈育种中
,

对于重要的抗源材料
,

尤其是新引进的抗源材料
,

或者是已育

成的品种 ( 品系 )
,

最好在投入使用或推广前
,

不只在常温下
,

而且也在低温下
,

进行

多小种抗性鉴定
,

以便确定其利用价值
。

洛夫林系统抗源材料在陇南低温地区作为大面

积栽培品种推广
,

很快丧失其抗锈性是一次很严重的教训
。

因此
,

对陇南地区无论杂交

抗源的选择或抗病品种在 当地的推广
,

以选用稳定抗锈型材料为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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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 rie tie s s ue ha sF u nge ha n3 ,
A r b e r , D e n m a r k 1 a n d D w a r f m u t a n t 1 b e l o n g

t o t h i s t y p e .

( 3 ) T h e f l u e t u a t i n g r e s i s t a n t t y p e t o s t r i p e r u s t :
T h i s t y p e o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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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h e v a r i a t i o n o f t e m p e r a tu r e 。

I t h a s a e r i t i e a l * e m p e r a t u r e .

A b o v e t h e e r i t i e a l

t e m p e r a t u r e , t h e r e
is

s t a n e e o f
’

t h i s t y p e o f v a r i e t i e s e a n b e i n e r e a s e d w i t h t h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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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n t h e e o n t r a r y
,

w h e n t h e t e m p e r a t u r e 15 d e e r e a s e d

t i l l th e e r i t i e a l t e m p e r a t u r e t h e v a r i e t i e s w i l l b e e o m e s u s e e p t ib l e t o o t r i p e r u s t
。

T h e e r i t i e a l t e m p e r a t u r e s d i f f e r w i t h t h e d i f f e r e n t e o n d i t i o n s o f v a r i e t i e s a n d

r a c e s .

T h e s e v a r i e t i e s s u e h a s L o v r i n 1 0 , L o v r i n 1 3 ,
R e s i s t i n g r u s t 7 5 5 , 7 7 ( 2 )

,

S h a a n n o n g 1 7 a n d C h a n g w u 7 22 5 b e l o n g t o th i s t y p e 。

T h e t e s t s h o w e d t h a t l o w t e m p e r a t u r e 15 a n im p o r t a n t f a e t o r a f f e e t i n g v a r i-

a n e e s o f r e s i s t a n e e o f w h e a t v a r i e t i e s t o s t r i p e r u s t ( P
. s t r i i f o rm i s )

。

T h e l e v e l s o f

r e s i s t a n e e t o s t r ip e r u s t a m o n g v a r i e t i e s a r e d i f f e r e n t u n d e r v a r y i n g t e m p e r a t u r e s .

T h i s p h e n o m e n o n 15 d u e to t h e u n u n i f o rm t e m p e r a t u r e r e s p o n s e s o f v a r i o u s g e n e s

r e s i s t i n g s t r ip e r u s t
.

T h e r e f o r e ,
i n th e e o u r s e o f w h e a t r u s t b r e e d i n g ,

i n o r d e r

t o e x a e t l y m a k e u s e f u l v a lu e o f n e w v a r i e t i e s a n d im p o r t a n t r e s i s t a n * r e s o u r e e

m a t e r i a l s
,

i t i: n e e e s s a r y t o a p p r o i ; e t b e i r r e s i s t a n e e t o r a e e : u n d e : l o w t e m p e a t u r e

a , w e l l a s n o r m a l t e m p e r o t u r 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