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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夫林 0 1常温致病新菌系的发现
’

康振生 李振岐

(西北农学院植保系 )

摘 要

试验证明
,

从陇南洛夫林 1 0小麦上所采集的条诱菌标样中所筛选出门 4 个洛夫林 10

常温致病菌系
,

均属同一致病类型
,

统称为洛 10 常温致病菌系
。

洛夫林 10 常温致病菌系

能正常侵染洛夫林 10 的幼苗和成株
,

且其致病的适温范围较广 ( 12 一 20 ℃ )
,

致病最适

温度偏高 ( 16 一 20 ℃ ) ; 该菌系在鉴别寄主上的反应与条中25 号小种相似
,

但其致病范围

较 2 5 号小种为广
,

对供试的 8 3
.

3 %的洛 夫林 10 后代品种具致病性
,

并且可正常感染高加

索 呵夫乐尔
、

柯斯等抗源材料
。

到 目前为止
,

浴夫林 10 常温致病菌系主要集中分布 于

洛夭林 10 品种上
,

川道麦区的 比例较山 区麦高
。

随着洛夫林 10 常温致病菌系数量的增长

不仅尝使陇南洛夫林 10的病情进一步加重
,

而且会直接影响北方麦区洛夫林 10 后代品种

的利用
:

因此
,

抓住 当前时机
, 及时防止洛夫林 10 常温致病菌系的蔓延扩散

,

是十分迫

切而重要的任务
。

为此
,

建议在陇南采取以下措施 ( 1 ) 尽快地大力压缩洛夫林 10 品利
;

的种植面积
,

特别是川道
; ( 2 ) 对继续种植洛夫林 10 品种的地区和田块

,

应实行粉锈

宁拌种或进行早春喷药防治
。

月lJ 舀

飞、

麦品种洛夫林 10 是由罗马尼亚引进的抗锈良种
,

是近年来我国小麦育种中广泛利

用的抗源材料之一
。

北京
、

河北
、

山东
、

山西
、

河南
、

陕西和甘肃等省 (市 ) 沟育种单

位以洛夫林 1 0为亲本
,

已选育出一大批抗锈优 良品种 (系 )
,

拟用以取代西北
、

华北麦

区 已丧失抗条锈性的主栽品种
。

其中有的品种如丰抗 1 号
、

丰抗 8 号
、

丰抗 4 号
、

京双

14 号和冀麦 1。号等已在生产
.

上推广种植
。

咙南地区 1 9 7 3年引入洛夫林 10 后
,

不仅作为亲本材料
,

而且直接用于生产
,

且种植

面积迅速扩大
,

在高海拨的高山小麦区和低海拔的川道麦区都有分布
。

1 9 7 5年洛夫林 10

开始在 个别地点出现零星病株
,

随后病情逐年加重
。

据联合考察组
〔` ’ 1 9 8 1年的考 察 表

明
:

洛夫林 10 在陇南已普遍感病
,

确 已丧失抗条锈能力
,

在高海拔地区抗性丧失较早
、

爷 1
、

西农植保系80 级同学刘松洁参加部分工作
。

2
、

在调查研究过程中甘肃植保所
、

天水市农科所
、

天水汪川良种场
、

金山 良种场等单位均给予

了大力支持和帮助
,

在试验中并得到王树权副教授的大力支持
,

特此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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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快
,

发病重于河谷川道麦区
。

随后
,

李振岐等 `“ j就洛夫林 10 在陇南丧失抗锈 性 的 原

因做了进一步研究
。

发现在高温 ( 20 一 22 ℃ ) 和常温 ( 14 一 16 ℃ ) 条件下
,

洛夫林 10 对

供试菌种表现近免疫
,

而在低温 ( 5 ~ 6 ℃ ) 条件下
,

则表现为高度感染 ; 并且从条中

19 号小种内筛选出在低温下对洛夫林 10 致病力较强的低温致病菌系 19 一 9 一 8 ,

19 一 9

一 1 1
。

同时发现 由陇南洛夫林 1 0小麦感病植株上采得的条锈菌系
,

在常温下对洛夫林 10

无 致病力
,

经测定
,

其致病力与 19 一 9 一 n
,

19 一 g 一 8 相似
,

均属低 温
,

致 病 菌
。

因

此
,

他们认为
:

在低温下 ( 10 ℃ 以下 ) 品种抗锈性的降低和对洛夫林 10 致病力较强的低

温敏感小种或菌系的累积和发展是洛夫林 1 0小麦在陇南山区抗条锈性变异的主要原因
。

上述调查研究
,

说明了洛夫林 10 抗锈性丧失与低温致病菌和低温条件的关系
。

然而
,

低温致病菌的危害作用仅可能限于高山麦区
,

只有常温致病菌的存在才会引致陇南川道

麦区洛夫林 10 病
J

清的进一步加重
,

并且进一步会影响到北方麦区对洛夫林 10 后代品种附

利用
。

在 自然条件下是否已出现对洛夫林 10 致病的常温致病菌系 ? 如 已出现
,

它 I询分布

和发生频率如何 ? 为了确证这一 问题
,

我们于 83 年夏至 8 4年夏以 田间调查和室内试验棺

结合的方式开展 了这方面的工作
,

现将研究结果整理报告如下
。

材料和方法

一
、

供试材料

1
.

供试品种
:

所用洛夫林 10 和鉴别寄主品种由本系小麦锈病组提供
。

洛夫林 10 后代

品种分别 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所
、

植保所
,

北京市农科院等单位提供
。

甘肃农科院植

保所提供 了陇南主要生产品种和部分抗源材料
。

2
.

供试菌种
:

条中 1 9 , 1 9一 9 一 1 1 , 2 3 , 24 , 2 5号小种及W L z o均 由本系小麦锈病

组提供
,

除 19 一 9 一 1 1
、

W L 10 外
,

均经鉴定确证无误
。

二
、

试验方法

1
、

试验地点
、

光
、

温
、

湿度条件

( 1 ) 所有试验均在本系锈病组地洞低温实验室 中进行
。

( 2 ) 光照条件
:

全部试验均利用人工冷光源
。

灯架上安装国产 4 o w 日光灯 20 支
,

中心光照强度为10 0 00 L u x ,
四周 为S O 00 L u x ,

平均光照强度为 g o OO L u x ,

每 日光 照 16

小时
。

( 3 ) 温度条件
:

结合冬季低温条件
,

根据试验对温度的要求
,

用自动控温仪控制

试验温度
。 ,

( 4 ) 相对湿度一般在 60 ~ 80 %之间
。

2
、

苗子的培育及接种

将种子播于花盆中
,

于 14 一 17 ℃条件下育苗
。

待第一叶片展平后
,

经脱蜡
,

喷水
,

用涂抹法接种
。

然后在黑暗中保湿 24 小时
,

保湿期间的温度为 7 ~ 15 ℃
。

保湿后
,

将苗

子置于所需温度下光照培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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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记载项 目和标准

潜育期
:接种到现抱的夭数

。

反应型
:

按 6 级标准记载
,

即 。 , o , i
、

2

“ + ”
或

“ 一 ” 号 以示该级的强弱
。

普追率
:

发病株数 占总株数的百分数
。

严重度
:

夏抱子堆 占叶 片 的 面 积
,

分为 T
、

1 0 0 %
。

3
、

4 ,

其中 i
、

2
、

3 各级上加

2
、

5
、

1 0
、

2 5
、

4 0
、

6 5
、 `

8 0
、

结果与分析

一
、

洛失林 10 常温致病菌系的筛选

8 3年 5 一 6 月间
,

分别在陇南不同海拔高度的洛夫林 10 田块中采集条 诱 菌 标 样 80

份
,

带回后贮于 4 ℃条件下干燥保藏
。

10 月按常规方法于感病品种辉县红上进行繁殖
,

共繁殖成活 49 个菌系
,

再经扩大繁殖后
,

直接接种洛夫林 10 幼苗
。

在 16 ℃条件下
,

大部

分菌系对洛夫林 10 无致病能力
,

反应型为 0 , 或 1型
,

其中仅有 4 个菌系能正常感染洛

夫林 1。
。

在袍子堆开裂前对 4 个菌系进行隔离
,

并分别收集其菌种
,

然后第二次回接洛

夫林 10 幼苗
,

两次回接发病情况见表 1
。

四菌系对洛夫林 10 幼苗致病性测定 ( 1 6℃ )

第一次回接

反应型

}
普遍率%

}
严重率%

{
反应型

第二次回接

普遍率% }严重率%

888 3一 1 一 7 333 333 8 OOO 2 5一 4 000 3 一 3
+++

1 0 000 4 0一 6 555

888 3一 1 一 4 777 333 6 OOO 2 555 333 1 0 000 4 000

888 3一 3 一 3 777 333 8 000 2 555 333 1 0 000 2 5一 4 000

888 3一 3 一 6 333 333 6 000 2 5一 4 000 3 一 3 十十 1 0 000 4 000

由表 1 可知
,

在两次回接试验中
,
四个菌系均能正常感染洛夫林 10

,

反应型为 3 或

3
+ ,

在第二次接种中其普遍率均高达 1 00 %
。

从而初步确定了这 4 个菌系为洛夫 林 10 常

温致病菌
。

4 个洛夫林 10 常温致病菌系 占回接标样 的 8
.

2%
,

其 中 83 一 1 一 73
,

83 一 1 一 47
,

采自海拔为 1 3 0 0公尺的甘谷川道麦区
; 83 一 3 一 37

,

83 一 3 一 63 采 自 1 8 0 0公尺的甘谷杨

家坪
。

据采集时记载
, 4 菌系均采自发病正常的洛夫林 10 成株叶片

。

与进 一步确定洛夫林 10 常温致病菌
,

分别征集了北京
、

武功
、

甘谷
、

甘谷杨家坪
,

天水汪川的洛夫林 10 种子
,

用所分离到的 4 个常温菌系进行回接
。

在 16 ℃下
, 4 菌系都

能侵染不同来源地的洛夫林 1 0
。

在 20 个组合中
,

反应型大都为 3
+

型
,

普遍 率 由82 %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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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0 %
。

4 菌 系对 5个不同来源地的洛夫林 10 的致病力是 一致 f } J
。

从而进一步证明 4 菌

系为洛夫林10 常温致病菌
。

二
、

洛失林 10 常温致病菌对洛夫林 10 成株期致病力的测定

1 9 83年秋将洛夫林 10 播于花盆中
, 1 9 8 4年春拔节后

,

于 4 月 22 日用涂抹法接种
,

供

试菌种有8 3一 i 一 7 3
、

5 3一 1 一 4 7
、

8 3一 3 一 3 7
、

5 3一 3 一 6 3
、

条中 1 9
、

1
卜

9 一 1 1
、

23
、

2 4
、

2 5号小种
。

舒一菌系接种 5 株 10 个叶片
,

经保湿后置于自然条件下
。

试验期间

的平均气温为 1 9
.

7℃
,

平均温度变幅为 1 3
.

6℃至 2 5
.

5℃
。

试验结果见表 2
。

表 2

项 目

菌系 \ \

洛夫林 10 成株接种发病的情况 ( 1 9 8 4
、

4 )

潜育期
反应型

…
普遍率%

}
严重度%

888 3一 1 一 7 333 999 3 一 444 10 000

888 3一 1 一 4 777 999 3
+++

6 000 4 000

888 3一 3 一 3 777 1 000 333 8 000 6 555

888 3一 3 一 6 333 1 000 3 一 444 444 2 5一 4 000
111111111 0 00000

111 9一 9 一 1 111 1 333 2
+++

8 000 2 一 555

条条中 1 999 1 444 222 5 000 222

条条中 2 333 1 333 2一 3
---

6 OOO 2 一 555

条条中 2444 1 555 222 5 000 222

条条中 2 555 1 444 222 5 000 222

在
.

自然条件下
, 4 个常温致病菌系均能正常感染洛夫林 10 成殊叶片

。

其潜育期分别

为 9 一 10 天
,

反应型达 3 一 3
+

一 4 型
,

普遍率为 60 一 10 0 %
。

试验表明
: 4 个常温 致 病

菌系对洛夫林 10 成株叶片具较强的致病力
。

然而在同一条件下
,

条 中 1 9
、

23
、

24
、

25 号小种以及洛夫林 10 低温致病菌 19 一 9 一

n 都不能正常感染洛夫林 10 成株叶片
。

其潜育期长达 ]
.

3一 15 天
,

反应型均为抵抗类型
,

一般为 2 一 3
一

型
,

严重度极低
。

三
、

洛夫林 10 常温致病菌致病适温范围的测定及不同菌系的致病力比较

洛夫林 1 0幼苗接种 8 3一 1一 7 3
、

5 3一 3 一 3 7
、

5 3一 i 一 4 7
、

8 3一 3 一 6 3
、

条中1 9
、

1 9一 9 一 1 1
、

2 3
、

2 4
、

2 5号小种及W L 1 0后
,

分别置于 2 4℃
、

2 2 ℃
、

2 0 ℃
、

1 8℃
、

1 6℃
、

14 ℃
、

12 ℃
、

10 ℃
、

8 ℃
、

5
.

8 (4
.

7一 6
.

7) ℃ 10 个温度梯度下培养
,

发病后进行各项 记载
。

在 10 个温度梯度下
,

洛夫林 10 对 10 个菌系的发病结果见表 3
。

1
.

洛夫林 10 常温致病菌的适温范围



2 2 西北农学院学报 2 5 94年第 4 期

表3 洛夫林1 0常温致病菌适温范围的测定及不同菌系的致病力比较

满满满
5

。

888 888 1 0001 222 1 44444 1 8882 OOO 2 222

<<<<<4
。

7 一 6
。

7 )))))))))))))))))))

潜潜潜
`

{
反

’’

{
潜

{
反反 潜

{
反反 潜

{
反反

{
潜

}
反反

一

{
潜潜

}
反反

}
潜

{
反反

{
潜潜

}
反反 …潜 {

反反

}
潜

}
反反

8883 一 1 一 7 333 2 3 666
-

一 333 l 9993 一 333 1 3 666一 3
---

111 l333 333 333 4 999一 3 +++ 8884 一 3 +++ 777 333 l 0003 一 3 ---8883
---

22222 77777 1 3 999一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1 000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333 1 CCC 3 一 3 -------------222222222222222 66666666666661 999991 6663 一 3
---

1 333 3333333 9994 一 3 +++ 9994
一

3 +++ 7777777 3 ~3 ---3 999
---

8883 一 3 一 33333 3 6 -

一 333 2 000000000003333333 3 9999999+ 一 333 8888888 3 一 3 ---3 999
---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 0,, 1 000 3
---

888 3 一 3一 3 77777 3 -

一 33333 3一 333 1666 3一 3
---

133333 999 33333 3 + ~ 333 8888888 333 1 111111111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一 333 1 777 3一 3
---

122222 999 33333 4一 333 88888888888888888 333 1 111111111888 3一 1一 4 777777777 3+++ 1 555 3一 3333333 99999999999 4 一 333 8888888888888

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 O ,,,,,,,,,,,,,,,条条 中 1999 2 333 3 +++ 1 888888888 1222 2一 3
-----

11111 0 ,,, 0 ,,, 0 ,,,,, 0 ,,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 3一 2222222222222222222 0 ,,, 0 ;;;;; 0 ;;;;;;;;;;;;;;;;;;;;; 0 ,,
111 9一 9 一 1 111 2 222 3+

一 44444 3
+++

1 555 3 一 3
---

l 0000000 11111 0 ;;;;; 0 ;;;;; 0 ;;;

{{{
0 ,,, 0 ;;;

222222222222222 333333333 1 555 3 + 一

333 10000000 1一 222222222 0 ;;;;; 0 ,, }}}}}}}}}}}}}}} 0 ,,
条条中2333 2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10

,,, 0 多多

22222 444 3 +++ 1 888 333333333 3一 222 9999999999999999999 0 ,,, 0 ;;;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888 3 ---------------------------------------------------------------------条条中 2 44444 333 1 999 333 1 555 3一 333 1 111 22222 0 ,,, 0 ;;;;;;;;;;;;;;;;;;;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1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0 ;;;;; O ;;;;;;;;;;;;;;;;;;;;;;;;;;;;;;;;;;;条条 中 2 55555 3333333 1 666 3
一

3
---

1 222 2一 2
十十十

0 ,,, 0 ;;;;;;;;; O ,,, 0 ;;;;;;;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一 3
---

1 222 2一 3
---------------------------

O ,,,,,,,,,,WWW L : 。。 2 333 333 l 99999999999999999999999 O ,,,,, 0 ;;;;;;;

.

潜 : 潜育期
; 反 : 反应型

。

在 2 0个温度梯度下
, 8 3一 i 一 7 3

、

5 3一 3一 6 3
、

s
卜

3 一 3 7
、

5 3一 1 一 4 7对洛夫林

1。的致病力受着温度的制约
。

在 5
.

8℃至 10 ℃三个梯度中
, 4 个菌系都不能引起 洛夫 林

10 正常感病
,

仅部分植株表现感病
,

而大部分植株呈中抗类型
。

在 12 ℃至 20 ℃间
, 4 个

菌系均能感染洛夫林 10
,

随温度的增高反应型由 3 型变为 3
十

及 4 型
,

严重度 也 有 所言提

高
,

而潜育期缩短
。

在 22 ℃时
,

50 %的植株表现中抗 ( 3 一
)

,

50 % 表现中感 ( 3 ) , 5l]

24 ℃时
,

所有植株都转为抗病类型
。

1。个梯度的发病结果表明
,

12 ~ 20 ℃是 4 个洛夫林

10 常温致病菌系的适温范围
,

就反应型和潜育期来讲
,

16 ℃ ~ 20 ℃为其致病 的 最 适
·

温

度
。

2
.

不同菌系对洛夫林 10 致病力的 比较

供试的 10 个菌种均能侵染洛夫林 1。 ,

其根本的差异在于
,

不同的菌系所要求的温度

条件不同
。

在 5
.

8℃至 20 ℃的范围内
,

不同的菌系仅能在一定的温度范围内引致洛芝夫 林

10 发病
。

在 12 ℃ ~ 20 ℃间
,

洛夫林 10 常温致病菌可感染洛夫林 10
,

反应型为 3 一 4 型
,

而洛夫林 10 低温致病菌 19 一 9 一 1 1 ,

在洛夫林 10 上仅呈近免疫反应
。

然而
,

在 10 ℃ 以下

的温度条件下
,

洛夫林 10 常温致病菌随温度的降低而表现致 病力的减 :弱
,

如 83 一 1一

73
,

在 10 ℃时
,

洛夫林 10 的抗
、

感类型各占50 % , 在 5
.

8℃时
,

中抗类型 ( 3
一

)增到 7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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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感类型降到 25%
。

1 9一 9一 1 1 则与此相反
,

随温度降低
,

致病力不断增强
,

如在 10 ℃

时
,

抗感类型各占50 %
,

到 5
.

8℃时
,

所 有 植株都转为高感类型
。

条中19
、

23
、

24
、

2 5

号小种及W L
: 。的致病力的变化与低温致病菌 19 一 9一 11 的变 化特征 相似

。

试 验 表 明
,

不同菌系对洛夫林 10 的致病力受温度条件的影响
,

在 12 ℃~ 20 ℃之间
,

洛夫林 10 常温

致病 菌的致 病力大于以 19 一 9 一 n 为代表的一些病菌
,

然而在 10 ℃ 以下
,

19 一 9 一 n

等菌 系的 致 病力大于洛夫林 10 常温致病菌
,

条中2 3号小种的致病温度较 19 一 9 一 n 要

简
。

四
、

洛失林10 常温致病菌在鉴别寄主以及附加品种上的反应

在采用小麦条锈菌生理小种鉴定协作组规定的鉴别寄主的基础上
,

并附加 了洛夫林

1 0
、

山前
、

中四
、

抗锈 7 8 2
、

7 7 ( 2 )
、

高加索
、

阿夫乐尔等 1 0个品种
。

在接种 8 3一 i 一

7 3
、

5 3一 i 一 4 7
、

5 3一 3一 3 7
、

5 3一 3一 6 3的同时
,

以条中2 5号小种为对 照
,

鉴别过程在

16 ℃下进行
,

结果见表 4
。

1
.

在 16 ℃条件下
,

4 个常温致病菌除对中四
、

抗引 6 5 5
、

洛夫林 13 等 6个品种无致病

力 以外
,

对其余的 2 4个品种均能致病
,

并且其反应型基本一致
。

结合 4 菌系在成株期致

病力的一致性
,
以 及适温范围的一致性

,

可充分证明
:

83 一 1一 73
、

83 一 1 一 47
、

83 一 3

一 37
、

83 一 3一 63 均属同一致病类型
。

2
.

4 个洛夫林 10 常温致病菌能侵染小麦品种维尔
,

并且在别的鉴别品种上的反应与

条中2 5号小种模式反应基本一致
,

由此可见
,

洛夫林 10 常温致病菌与条中25 号小种有一

定的相似性
。

但是
,

洛夫林 10 常温致病菌能感染洛夫林 10
、

77 ( 2)
、

抗锈 7 82
、

高加

索
、

柯斯
、

L o m h i
、

阿夫乐尔
,

而2 5号小种对这些品种则无致病力
。

因此
,

洛 夫林 10 常

温致病菌与条中 25 号小种是两个不同的致病类型
,

前者较后者有更广的毒性 范 围
。

对

83 一 1一 7 3和条中25 号小种两菌系的夏抱子可溶性蛋白电泳表明
,

两菌系的可溶性蛋 白

的组成是有差异的
。

五
、

洛失林 10 常温致病菌毒性范围的测定

为了确定洛夫林 10 常温致病菌的毒性范围
,

在 16 ℃下
,

测定了 83 一 1 一 73 对 70 个品

种的致病性
,

其中包括洛夫林 10 后代品种 30 个
,

陇南生产品种 13 个
,

抗源材料 1 4个
,
以

及其他品种 13 个
。

1
.

测定的 3 0个洛夫林 10 后代品种 (系 )
,

大部分对我国当前流行小种表现近免疫或

高抗
。

但是
,

对于洛夫林 10 常温致病菌
,

其中 83
.

3%的品种表现为感病
。

表现感病的品

种有
: 7 7 ( 2 )春

、

7 7 ( 2 )冬
、

7 3 ( 3 6 )一 9一 1
、

7 3 ( 3 6 )一 i 一 1一 1
、

抗锈 7 8 1
、

7 8 2
、

7 8 4
、

7 8 5
、

5 0鉴 2 1
、

8 0鉴 1 5
、

8 0鉴 3 4
、

8 0鉴 1 0 7
、

双 8 1一鉴 2 3
、

双 8 0稀繁 1 1
、

京农一 7 9一 1 6
、

京农 7 9一 1 9
、

京双 1 6
、

京双 1 4
、

冀 7 0一 4一 0 7 8
、

冀 8 0一 62 1 7
、

冬小麦 7 9 2
、

冬小麦 1 1 8 5
、

百农7 92
、

” 一 2
、

多抗 7 91 ; 表现抗病的品种有
:

丰抗 1
、

2
、

4
、

8 号
,

京 农 79 一 1 5

等
。

通过对洛夫林 10 后代品种的亲本组成分析发现
,

亲本完全相同的一组品种
,

对洛失

林10 常温致病菌的反应截然不同
。

如以有芒红 7 号 x 洛夫林 10 所选 育 的 80 一 鉴 10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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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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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9一 2,

京农 79 一 16 对常温致病菌呈 3一 3申反应
,

而同一亲本组合选育的丰 抗 8 号
,

京

农 79 一 1 5 ,

则表现中抗和高抗
。

2
.

陇南地区种植的天选 35
,

天选 15
,

天选 17
,

成良 6 号
,

抗引 6 5 5 ,

长 武 7 12 5 ,

白

前等小麦品种对洛夫林 10 常温致病菌表现高抗或免疫
。

里勃留拉
,

阿魁雷
,

东方红 3号
,

咸农 4 号等均表现感染
。

3
.

在测定的抗源材料中
,

对常温致病菌表现感病的有
:

高加索
、

阿夫乐尔
、 s t 2 4 4 2 /

4 6 4
、

柯斯
, 表现抗病的有

:
牛朱特

、

马高利
、

钱保德
、

普里美 比
; 表现免疫 或近 免疫

的有
:

水源
: : 、

中四
、

萨孟特
、

洛夫林
13 。

此外对洛夫林 10 常温致病菌表现感染的品种有
:

小堰 5 号
、

小僵 6 号
、

泰山 4 号
、

7 3 0 7一 1一 1一 3
、

农大 19 8等品种 ; 表现抗病的有
:

岩昌红
、

多年生 1 号
、

武都 白茧麦
、

丰抗 13 等
。

六
、

洛失林 10 常温致病菌的田间分布频率的测定

毒性范围测定结果表明
,

陇南生产品种中可感染洛夫林 10 常温致病菌的品种有
:

里

勃留拉
、

阿魁雷
、

咸农 4 号和东方红 3号
。

那么
,

在 田间
,

上述品种上是 否 存 在 洛 夫

林 10 常温致病菌 ? ;为竺此
,

、

1 9 8 4年 5 一 6 月
,

我们到天水地区不同海拔高度的麦区
,

分

别在洛夫林 1 0
、

燕大 1 8 1 7 ,
以及上述品种上采集条锈菌标样 3 22 份

,

带回后经在 辉 县红

上繁殖
,

然后在常温 (1 6一 18 ℃ ) 下回接洛夫林 10
。

发病后
,

统计出常温致病菌的 田间

频率
。

从不同品种采集的 3 22 份标样中
,

有 18 份可在常温下 引致洛夫林 10 发病
,

其 比 例为

5
.

6%
,

见表 5
。

表 5 1 98 4年洛 10 常温致病菌田间发生频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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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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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6

回接引致洛夫林 10 发病的18 个条锈菌标样
,

均采自甘谷和天水汪川的 洛 夫 林 10 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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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
,

占洛夫林 10 标样的16 %
。

而从咸农 4 号
、

里勃留拉
、

阿魁雷
、

东方红 3号和燕大 1 8 17上所采集 卜自2 0 9份标样
,

无一能引致洛夫林 10 发病
。

由此表明
:

到 目前为止洛夫林 10 常温致病菌主要分布在洛夫

林 1 0小麦上
,

并且在洛夫林 1 0上所 占比例还不太高
。

从海拔 1 6 5 0公尺高度的汪川采集到的 33 个洛夫林 10 标样中
,

仅有 2 个可感染洛夫林

10
,

占标样的 6
.

1%
,

而从海拔 13 0 0公尺高度的甘谷采集的 80 份标样 中
,

有 16 个 标 样可

感染洛夫林 1 0 ,

占标样的 20 %
。

就两地回接发病的百分数相 比
,

其差异是极为显著的
。

不难看出
,

洛夫林10 常温致病菌的 田间频率
,

低海拔的川道麦区要高于高山麦 区
。

讨论与建议

1
.

对于新发现的新菌系之所以称为洛夫林 10 常温致病菌
,

是与过去的洛夫林 10 低温

致病菌相对应而提出的
。

一般来说
,

条锈病菌的致病适温为 13 一 17 ℃
,

而洛夫林 10 常温

致病菌不仅在常温 ( 14 一 16 ℃ ) 下能引致洛夫林 10 发病
,

而且在偏高温 ( 16 一 20 ℃ ) 的

条件下
,

其致病力还有所增强
,

因此
,

洛夫林 10 常温致病菌对洛夫林 1 0的致病适温是偏

高的
。

该菌系在常温下不能引致山前麦发病
,

因而与中国农科院 植 保 所 f“ 〕所 报 道的

“
洛 10 类型

” 是不同的
。

2
.

研究表明
,

洛夫林 10 常温致病菌的适温范围较广 (1 2一 20 ℃ )
,

并且偏高
,

对洛

夫林 10 的苗期和成株期都具相当的致病力
。

可预计随该菌系数量的增长
,

将会导致陇南

洛夫林 1 0的病情进一步加重
,

特别是川道麦区
。

3
.

虽然今年在咸农 4 号
、

里勃留拉
、

阿魁雷
、

东方红 3号上没有筛选到对 洛 夫林 10

致病的菌系
。

但是
,

毒性测定结果表明
,

洛夫林 10 常温致病菌是能感染这些品种的
,

因

而这些品种对洛夫林 10 常温致病菌在 田间的数量变化将会起一定的作用
。

并且
,

该菌系

有可能经桥梁地带向关中
、

华北麦区扩散
,

从而直接影响广大麦区对洛夫林 10 后代品种

在生产上的利用
。

为此
,

我们应密切注视该菌系在田 间的数量变化
,

以便为小麦品种的

合理布局提供信息
。

4
.

洛夫林 10 常温致病菌的毒性谱要大于条中25 号小种
,

可感染高加索
、

阿夫乐尔
、

柯斯等抗源材料
。

对该菌系的毒性范围应进一步测定
。

并在抗源筛选
、

品种鉴定中应加

_

匕该菌系
。

5
.

洛夫林 10 常温致病菌在鉴别寄主上的反应除在洛夫林 10 上不同外与条中25 号小种

基本一致
,

通过对25 号小种的单抱分析
,

也未发现其中有能引致洛夫林 10 发病的潜在类

型
。

对 83 一 1 一 7 3的夏抱子芽管染核结果
,

其芽管的 3核的百分率为2
.

81 %
, 4 核率为

0
.

5 %
,

其多核率达 3
.

31 %
。

因而我们推测
,

洛夫林 10 常温致病菌有可能是经异 核 作用

而产生的
,

这方面的工作值得今后进一步研究
。

6
.

洛夫林 10 常温致病菌的田间分布测定结果表明
,

目前这一菌系主要集中分布于川

道洛夫林 10 上
。

因此
,

为了防止该菌系的进一步蔓延
,

减少该菌系对北方麦区的压力
,



洛夫林 0 1常
.

温
:

致病新菌系的发现

延长洛夫林0 1及其后代品种在生产上的利用年限
,

建议
:

( 1 ) 在陇南地 区应尽速压缩

洛夫林 1 0的种植面积
,

特别是在川道麦区犷 灯2 ) 对暂时不能压缩的地区和麦田
,

应用

粉诱宁拌种
,

或进行早春喷药防治
,

以防止新菌系的扩散蔓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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