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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 9 7 4 ~ 1 0 7 9年我们创造了
“
棉枯姜抗性定向培育法 ” 〔 ` 〕 。

用此 法能不经

杂交在 3 一 5 年内将原丰厂
二 、

优质
、

而感病的品种定向改造为丰产
、

优质
、

高抗灼新品种
。

在获高抗性后
,

其丰产
、

优质特性并未发生劣变
,

反而有所

改进
,

在重
、

轻
、

无病地
_

卜都较原品 仲增产
。

西农岱 16 抗
、

中 7 抗
、

徐 1 4 2 抗 等

即用此法育成的新品 种
。

本文介绍了这些品种的育成经过及其抗性
、

丰产性和

品质
。

事实已证明本法位原理和方法是正确的
。

关键词 棉花品种 ; 抗枯姜病 , 定向育种法

前 言

_

岱字棉 1 6号
、

中棉所 7 号
、

徐州 1
一

落2
,

太为丰产
、

优质 已通过区域试验和品种审定
,

在

大面积上推广了舫好品种
。

据北京 币纺织纤维检验所鉴定
,

岱字棉 16 号主体长度 2 9
.

77
,

毫

米单强 4
.

3 3克
,

细度 5 8 2 5支
,

断裂长度 2 4
.

o c千 米
。

它是由美国引进的著名优质棉
。

主要

分布于河南
、

河北
、

山西
、

及陕西省省东棉区
。

中棉所 7 号主体长度 2 9
.

8 1毫米
,

单强

3
.

8 9克
,

细度 Ge 2 8支
,

断裂 长度州
.

巧千米
,

品质指标 2 4 2 0分
,

皮棉洁 白有丝光
、

品 级

高
,

也是优质棉
,

主要分布于河南
、

山西及陕西省渭南地区
。

徐州 1 4 2主体长度 27
.

52 毫

米
,

单强 3
.

65
,

细度 58 94 公支
,

断裂长度 2 1
.

4 6干失
,

高产
,

中早熟
,

主要分布于河北
、

山东和陕西省省西棉区
。

这些品种都不抗枯黄萎病
。

近年来枯黄萎病蔓延迅速
,

这些品种在生产上受到很 大

的威胁
。

改种高抗推广品种
,

病生 问题解决了
,

但产量
、

品质较原推广的丰产
、

优质棉又

有所下降
。

群众进退两难
,

迫切要求 既丰产
、

优质又高抗
, 在重病地

、

轻病地
、

无病地

上都能种植的品种
。

1 9 7 4~ 1 9了9年间
, 本组与本校植保系棉病组协作

,

研究 成功了棉枯 萎 抗性定向培

本刊魏辑室收到此稿时间
:

198 5年 7 月 1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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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法
。

能不经杂交
,

在 3 一 5 年内将原丰产
、

优质而感病的品种定向改造为丰产
、

优

质而高抗的新品种
。

在获得高抗性后
,

其原有的丰产
、

优质等农艺性状不但未劣变
,

还

有不同程度的改进
。

真正把丰产
、

优质和高抗完全结合起来了
。

因而在重
、 ,

轻
、

无病地

上都能推广种植
。

西农岱 16 抗
、

中7抗
、

徐 14 2抗就是用上述方法由原丰产
、

优质而感病的岱字棉 16 号
、

中

棉所 7 号
、

徐州 14 2定向培育成功的丰产
、

优质
、

高抗新品种
。

在重病地上比原品 种 增

产 2 一 5 倍以上
,

在轻病地上增产 60 ~ 90 %
,

在无病地也增产 5 一巧纬
,

品质也有所改

进
,

正好解决了这些品种原推广地区棉花生产中的主要矛盾
。

这些新品种目前在陕西省

影响较大
,

渭南市 已决定于 1 9 87 年普及岱 16 抗等
。

渭南地区也决定加速繁殖和推广这些

品种
。

事实已证明棉枯萎抗性定向培育法的原理和方法是正确的
。

木文目
〔 ’

在于介绍这几个新品种的育成经过及其丰产性
、

品质
、

抗性等农艺性状
。

一
、

抗枯萎性的改造

这几个品种的原感病品种第一年进人工病床时发病株率均很高
。

但随抗性培育年数

之增加
,

其病株率逐年明显下降
。

3 一 5 年后
,

其病株率开始稳定低于高抗对照品种
。

说明它们已转育为高抗品种 (表 1
、

图 1
、

图 2 )
。

表 1 抗性培育病床逐年发病株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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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名为西农徐
1 4 2 抗

8 3
。

g 定名为西 农岱 16 抗

定名为西农 中 7 抗

由上表可看出
, “

徐 14 2抗 ” 由 1 9 7 4年开始培育
,

到 1 9 7 8年达到高抗水 平 ; “
岱 16

抗” 由1 9 7 4年开始培育
,

中途曾停过一年
,

到 1 9 7 9年达高抗水平
。

都用 了四 年 时 间
。

“ 中 7 抗 ” 由 1 9 7 5年开始培育
,

到 19 8 0年达高抗水平
,

用了五年时间
。

为避免年间发病条件的差异
,

我们 曾多次在人工病圃内进行了原感病品种与抗性培

育 后的相应品种的同年同条件直接对比
。

结果也证实随抗性培育年数的增加
,

其抗性确

实明显逐年提高
。

一般 3 一 5 年可达高抗水平
。

其后
,

继续培育
,

抗性继续提高
,

但速

度渐缓 (表 2一 4 )
。

由表 4 看出培育年数与病情 指数高度 负相关
。

岱 16 抗 r 二 一 。
.

9 3。 , 中 7 抗
r 二

一 0
.

8 3叭 徐 1 42 抗 r 二 一 0
.

9 2 7 ,

均达极显著水平
。

即培育年数愈多抗性愈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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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成西农岱 1 6抗
、

中 7抗
、

徐 2 1 4抗 3

病株率渤

一 一 一 徐 1 42抗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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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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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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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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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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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培育年数与病株率 (% ) 相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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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培育年教与病株率 (% ) 的直线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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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7 9 8 1年病口抗性对比试验

料 培育年数 病株率( % )病情指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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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9 12 8年病圃抗性对 比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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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8 。年经陕西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温室抗性 鉴定
,

结果也证实培育六年的

徐扭 2抗
、

培育五年 均岱 16 抗
、

中 7 抗川抗性 已不低 于高抗对照陕 4 01 (表 5 )
。

感病品 种和 抗病品种在病圃中的典型区别除发病株率和病情指数显著不同外
,

在长

势和株高 卜也有极显著差异
。

感病品种在病地 [长势很弱
,

普遍矮化
,

株高常只及抗病

品种
、

一 半左右
,

甚至更低
,

秋季有早衰
、

早落叶现象
。

抗病品种则长势旺盛
,

植株高

大
,

无早衰
、

早落叶现象
。

故长势和株高也是鉴别抗性 勺指标之一
。

从这方面看
,

原徐州

1 42
、

岱字棉 16 号
、

中棉所 7 号具有感病品种的一切典型特征
; 由这些品种定向培 育 而

成的岱 1 6抗
、

中 7 抗
、

徐 14 2抗等则具有高抗品种的一 切典型特征
。

由高感转 化 为高抗

的变异过程是 定向的
、

渐变的
、

逐年累加的
。

获得抗性是遗传的
,

相对稳定的
。

二
、

产量品质研究结果

(一 ) 病地品种比较

1 0 7 7年病圃对比试验结某表明
,

经过 2一3年抗性培育的品种
,

`

尽管其抗性尚未达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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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1 9 8 0年沮室抗性鉴定结果 (陕西农科院植保所 5 / 2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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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1 9 7 7年病圃品种对 比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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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水平
,

但在病地
_

L已比原感病傀种显奢婚誉幼戈徽殉犷
`
。

t

:百8。年妥薇着肖县赵
`

崖诀
`

队
`

杯赫菇。万病雨嘉杯屁菠硕藏贾卖
, ”

经六年抗性培育 的

“
徐 1 4 2抗 ” 比感病徐 1、 2优系 ( 优系比原 徐州 1 4 2的产量又提高了 1字% 以

.

上 ) 增 产 了

1
二

5倍
’

(表 7 )
。

·

表 下 1 9 8 0年赵庄大队病地品比产蛋资料

一华一些一卜竺夕吏重
一

竺

一 徐 ’
_

竺琴}一
l

:一
_ “ ` , 农徐 ` 4 2抗 ”

}
“ 9 7

皮棉亩产 (片) } 皮棉百分比 ( % )

4 3
。

7 1 0 0

1 0 7
。

0 2 4 4
。

9

1 9 8 2犯病圃产蔓试验结果表明
,

抗性培育年数愈多产量愈高
,

增产效果愈显著 .(表

8 )
。

表 8 培育年数与产量关系

材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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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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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 (斤 ) l ( 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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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0

1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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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8 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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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岱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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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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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 , 7

7 3 rl , 7

3 0中 7

8 1中 7

.

1 9 8 3年为陕西省历年来棉花生产特大灾年
。

该年病圃品种比较试验结果表明
,

培育

七年的岱 i6 抗
、

中 7 抗在灾年条件下 比原感病品种成数倍增产
,

也 比推广的抗病品种增

s云
(表 9 )

。

西北农业 大学 农学 系作栽
一

教研组程乾生副教授曾于 1 9 8 3年将培育七年
r

自西农岱1芍

抗
、

中 7 抗引至渭南市南七乡屈驾队试种
,

表现高产抗病
。

84 年在中等偏轻病地进行了品

神比较试验
,

重复三次
,

随机排列
。

结果表明
,

岱16 抗
、

中 7 抗的抗性和丰产性不仅显著优

子该地区原推广中 7 ,

也优于高抗品种陕 1 1 5 5和植 86 一 1
。

岱 16 抗亩产皮棉 1 6 1
.

7 斤
,

居首位
,

比当地中 7 增产 91
. `

8%
,

比陕 1 1 5 5增产 21
.

3%
,

比植 86 一 1 增产 38
.

0%
。

中 7

抗亩产皮棉 1 4 2
.

8斤
,

居第二位
,

比当地中贾增产 6 9
.

4%
,

比陕 1 1 5 5增产 7
.

1%
,

比植 8 6一 1

增产 2 1
.

8% (表 1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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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育成酉农岱 16 抗
、

中 7抗
、

徐 1 24 抗 艾

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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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 2 J I下不 月钊
1叮

.

, 扮 }! 万日
`

T
十

l
书
佗二 . 夕 J 卜 L } J 卜卜

`

刀 L L二 】1 . 口 d ll ” 月̀ / J } , O / 、 }了 于犷 、 }
{ , } / 1日 l / n / 、 } l 。 / 、 }“ / n / 、 l、 / O j {、 夕匕 , 】
1 】 气 7劝 夕 】 、 7 0 少 {卜匕 、 / O 少 1 . 1

单铃皮棉
(克 )

卜了。U一O。Jd
去

ù找曰,ón乙1工ù月咬八UJOC九Jd

一一
.

11一一八U一nUlaOgJ自nU,1
, .丈1嘴̀l一心上It八U一八U才̀一úùO

.

J一nU1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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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岱字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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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 1 1 5 5

( K )陕 5 2 4 5

3
。

1 5

1 8
。

3 (

1 0 0

5 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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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2

。

4 6

丁 }6 2
。

5

。

5 6

。

8 5

1 0 0

3 7 0

l
。

1 7

l
。

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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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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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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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1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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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0 11 9”
啤渭南市南布乡属驾科研点棉花品比试验

量次产名

_

。 二了1

八砂姗 {抗 病1生育期 ! 皮棉亩
、

品
.

种 卜俘百少犷 }势 摆卜
一

号旱到 i
人人少嫂

,

“ ’ 4 ” ` r

l ( % )
}名 次}

(天 ) { (斤 )

, ,

陕 , ` 5 5

}
8

·

7

(
`

}
`“ ,

{
, 3 3

·

3

惶竺场于 4
. 、

{
` 3

·

。
1

5

{ 迅
2 7 …” 7

·

2

四衣岔 1 6打之
}

’
·

8
{

“
{

` 3 0
{

`沂:`
·

7

西农 r了, 7 抗 {
5

,

“
}

“
{

` 2 “
{

` 」

1
’

2
· “

西农抗 “ “
_

}
`

·

。

!
`

}
` 2 7 { ’ 2 之,

。

“

l书 7 (又寸
.

料
2
今

“
.

}
:

牛尸
2 7
卜

8
甲

皮棉相当于
对照之

%

皮棉相当于
陕 1 1 5 5

%

绒
’

长
(毫米 )

9目,1八Utl0.0八à

……
00八丹

,

QU。on八̀O
L份L厂敛OI拼卜陈|珍2L[厂

1口O
。

0

8 7
。

9

] 2 1
。

3

1 ( ,7
.

1

9少
。

7

,

:
比

只ùnd
、百上自月LaqJO以厂曰1几r月.1, ..11月

1 0 0

同年
,

取该品种比较试验所有处理三次重复棉样
,

送陕西省纤维检验局进行物理性

能鉴定
。

结果表 明
,

岱 16 抗
、

巾 7 抗的纤维品质既优于原岱 16
、

中 7 ,

更优于陕 1 1 5 5
,

也优于植 s c一 1
。

特别表现在强力
、

细度的综合指标— 断裂 长度上
。

现推广品种只有

c2 一 2 2千米
,

西农抗性培育品种达 23 一 25 千米 (表 1 1)
。

总之
,

原丰产
、

优质
、

感病品种经棉枯萎抗性定向培育 2一 3年后
,

在病地上 已比原

品种明显增产
。

以后随培育年数的增加与抗性的提高
,

增产作用愈来愈显著
。

在重病地

上比原品种成倍增产
。

病愈重
,

原感病品种减产愈严重
,

经抗性培育的新品种增产愈显

著
。

新品种在轻病地
.

上也明显增产
,

也比高抗推 J
一品种增产

。

品质分析资料说明
,

这样育成的岱 16 抗
、

中 7 抗的品质 优于原丰产
、

优质感病品

种 , 更优于现推广之高抗品种
。

(二 ) 无病地品比结果

为回答
“ 西农徐 1 42 抗

” 、 “ 西农岱 16 抗 ” 、 “ 西农 中 7 抗 ”
等新抗病品种 能 否在

无病地种植 问题
,

我们曾在无病地上作了它们和各原始品种的产量对比试验
。

试验结果

表 明
,

它们不仅没有比各原始品种减产
,

且有不同程度之提高
,

品质 也没有变劣 (见表

1 2
、

1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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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 1 1 拥花品质鉴定结果 (陕西省纤维检验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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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1 9 7 8一 1 9 7 9年无病地品种比较资料 (三次重复
、

随机排列
、

两年平均 )

次名
育。鲜期生妻长

m

品m
品 种

皮 棉1比 原
斤 /亩 }品 种

主 长

m
。

m
.

基数

{
短绒

{
强度

( % ) }( % ) l( % )

细度

(支 )

分幼一刀幻%一衣一娜K.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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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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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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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9

111 1 5
。

999 8 8
.

999

1 1 2

1 1 7

3 7
。

3 7
。

3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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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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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

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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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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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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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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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1 9 8 2一 1 9 8 3无病地品比资料 (三次重复
、

随机排列
、

两年 平均 )

{斗华弃带 1 9 8 2年数字

1 9 8 2年原徐 1 42 推广地区安徽省五河县 良种场 引进培育八年的
“

徐 1 42 抗
”

与该场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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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成西农岱 16 抗
、

中 7抗
、

徐 14 2抗 9

的徐 1 42 原种进行生产对比试验
。

结果
,

徐 1 42 抗比徐 14 2原种增产 5
.

3 % (表 1 4)
。

表 1 4 徐 1 42 抗与徐 14 2原种生产对比试验 ( 1 9 8 2五河良种场 )

品 种
籽 棉

(斤 /亩 )
皮 棉
(斤 /

一

亩 )

衣 分
( % )

每亩总
铃 数

单株铃数 果枝数 株高
( e m )

株数 /亩

徐 1 4 2抗

14 2原种

5 1 3
。

7

4 8 9
。

1

1 8 0
。

8

1 7 1
。

7

3 5
。

2

3 5
。

l

6 9 6 0 0

6 6 9 9 9

2 3
。

2

2 0
。

1

1 7
。

2

1 5
。

1

1 0 9
。

4

1 02
.

5

3 0 0 0

3 3 3 3

1 98 4年武功西农大田种植的西农徐 1 42 抗
、

陕 1 1 5 5棉样曾送陕西省纤维检验局鉴定
,

结果表明
,

14 2抗的各项品质指标都比 1 1 5 5好
、

。

陕 1 1 5 5偏光成熟度 0
.

78
,

强力 2
,

。日克
,

细
;

度 9 5 3 5支
,

断裂长 度 19
.

79 千米
,

主体长度 29
.

5毫米
,

品质长度 3 2
.

8毫米
,

基数 2 4%
,

短

绒 2 5
.

0%
。

14 2抗偏光成熟度 1
.

02
,

强力 2
.

70 克
,

细度 8 6 5 7支
,

断裂长度 23
.

29 千米
,

主

体长度 3 1 ` 9毫米
,

品质长度 35
.

7毫米
,

基数 28 %
,

短绒 1 9
.

4%
。

(武功地处黄河流域棉区

之最西部
,

温度低
,

故成熟度
、

强力普追偏低
,

加上 84 年陕西省的阴雨低温
,

致强力更低 )

上述分析表明
,

不存在丰产性
、

优质性和抗病性在遗传上的反相关
。

这一点有重要

意义
。

它表明
, “

棉枯萎抗性定向培育法
” 在育种中有实用价值

。

用此法育成的丰产
、

优质
、

高抗品种在重病地
、

轻病地
、

无病地上都可推广种植
,

从而打消了群众 的顾虑
,

为完全控制枯萎病的为害和扩展提供了条件
。

三
、

示范
、

繁殖
、

推广

岱 16 抗
、

中 7 抗
、

徐 14 2抗既保持和提高了其原有的丰产
、

优质特点
,

又增加 了 高抗

性
,

正好解决了岱字棉 16
、

中棉所 7
、

徐州 14 2原推广地区棉花生产中的主要 矛盾
。

因

此
,

它们的主要用途应是在这些地区更新或更换原感病品种
,
以迅速恢复和提高这些地

区的棉花生产水平
。

一

1 9 8 4年陕西省种子公司组织 了全省棉花品种考查团
。

考查后
,

在 《 陕西种子 》 第一

O 四 期发表的
“ 对搞好我省棉花品种工作的意见

” 一文中指出
: “

西农徐 14 2抗
,

一

表现早

熟
、

抗病
、

丰产
、

品质中等
,

可以示范种植
。

省东新品种有西农岱 16 抗和西农中 7 抗
,

在渭南南七公社试种
,

表现 良好
。

这两个品种属中熟
、

优质
,

现又提高了抗病力
,

可在

原种植岱字棉的地区扩大种值
。 ” “ 西农岱 16 抗等新品种

,

应有计划地在适应地区扩大

示范种植
,

并着手建立繁种基地
,

加速繁殖种子
,

同时抓好提纯复壮工作
” 。

因为原徐 14 2
、

中 7
、

岱 16 都是已经过区试和品审而大面积推广了的
,

而徐 1 42 抗
、

中 7 抗
、

岱 16 抗除了抗性之外
,

其他性状和原始品种基本一致或有所改进
,

现又主要在

原推广地区使用
,

故我们认为可 以越过区试和品审环节直接投入生产
,
以从速解决生产

上的燃眉之急 `

用
“

棉枯萎抗 性定向培 育法
’ ,

育成 的 品种抗性在遗 传上是否稳定 ? 我们特用经

本方法获得抗性之徐 8 6一 2 抗在无病 地种过 一 年
、

两年 和三年的种子
,

`

在人 工病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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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同年同条件下灼抗性对比鉴定
。

结果说明
,

其抗性并未因在无病地种布士几年而有显

著的退化
。

即用此法获得之抗性在遗传上是相对稗牟
“勺弃卉落妙

卿 誉

裹巧 不同年份徐 8 : 一竺玄抗病床统谁笨建
’ ` 一 ’

; 一 :

;

材 料

2 0 7 9年徐 8 6一 2

1 9 8 G年徐 8 6一 见

1 9 8 1年徐 8 6一 2

庄无病地种植年数 } 病
.

株率 (% )

尘 -
.

~ `
.

- 如- -
.

一
病情指散 ( 写)

7
。
3

名盆红

几
、

位

我们用本法育成之
“ 西农抗 4 n ”

为亲本之一进行杂交育种 ; 发现几角了
, “ 抗` 1 1”

作亲本的组合
,

其后代抗性都较高
。

表明
,

用此法获得之抗性是遗传的
,

而且遗传力较鞍
`

在实际生产 中不存在用本法育戍品种的抗性退化问题
。

因为我们对有成和要推广的

品种
,

年年都要进病床
、

病圃连续培育
,

以生产原原种供繁殖单位加速寮殖
、

推广用
,

群众基本不留种
,

在此情况下
`

,

抗性只有不断提离而木会退化
。

结 束 语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

岱 16 抗
、

巾 7 抗
、

徐 1 4 2抗等丰产
、

优质
、

高抗 品种

的育成
,

用事实说明了
“ 棉枯萎抗性定向培育法

” 的方法和原理是正确的
。

本文用事实说明
,

这 个方法是 一个收效快
、

把握大
,

能将丰产
、

雄质
、

高抗性真正

结合起来的成功的新抗病育种法
,

其预见性很高
。

任何丰产
、

优质
、

感病品种都能不经

杂交
,

在 3 一 5 年内定向改造为丰产
、

优质
、

高抗品种
。

我们用此法已定向改造过十几

个品种
,

都是成功的
,

迄今尚未遇到失败例证
。

它已打破了传统育种那种依靠自然变异
,

依靠性状重组机率的盲 目性前I局限性
。

是有计划地定向培育
,

而不是碰
“ 运气

” 。

这个方法是在达尔文主义
,

米
一

丘林遗传学说关于生物进化
、

生物与环境统一
、

一定

变异
、

获得性遗传
、

选择创造性作用
、

定向培育等原理
l均指导下研究成功的

。

本方法能

取得显著结果
,

表明上述原理是正确的
。

这个方法在性质
_

L是一 个人工定向引变抢育种方法
,

既不能把它和以鉴定品种或家

系抗性为任务的育苗抗性鉴定法等同起来
,

也不应把它看作以选择 自然变异为基础的病

地系选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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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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