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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阶西
、

甘肃等地区的一些
八麦品种条锈病发生严重

,

已成为大麦生产上一个值得重 视

的问题
。

为查清上述地区 吮麦条锈病 的病原菌和得
,
利

`
的抗病性

,

以便为制定防治措施提供依

据
,

我们于 19 8 5年和 1 9 8 6年对陕
、

甘 等地 六乡条桥病的发生情况和病原进行了调查研究与接

种试验
,

现将研究结果简报如下
。

l 材料与方法

供试 人麦品种共 18 个
,

即西引二号
、

莫特 4 4
、

勾芒 穴麦
、

二棱刺芒
、

皮穗波
、

尼赤城二

条 吾妻黄金
、

六梭无芒
、

驻选二校
、

真 田麦
、

澄城 p叹交
、

尺八大麦
、

早 熟 三 号
、

恩 斯

2 9 3
、

阿恩侍 13
、

棒名二条
、

恩斯 2 9 6
、

二校光芒
。

其中除二校刺芒
、

二棱光芒
、

六棱无 芒

和勾 芒 大 麦 由西北农业大学植保系普病组提供外
,

其余均由该校农学系大麦研究组提供
。

供试小麦条锈菌 ( p u e e ` 。 ` a S t : ` f f
o r 。 ` :

f
. s p

.

t r i t i c i ) 菌系 9 个分属于条中 1 号
、

1 0号
、

1 3

号
、

2 1号
、

22 号
、

23 号
、

2 5号
、

26 号和 28 号等小种
,

均由西北农大植病研究室锈病组提供
。

二
,

麦况种苗期对供试菌系的感病性的测定
,

在小麦锈病组的地洞实验室内进行
。

实验室

温度为 12 一拟 ℃ ,

每天光照 1 6小时
,

光照强度为 8 0 0 0 ~
,

l o 00 0 L u x 。

于 1 98 6年 5 一 6 月 发病

季节赴陕
、

甘
、

宁
、

青一带调查 田间二
一

麦条锈病的发生情况
,

并采集标样
。

采回的标样先在

徽县红小麦
_

匕分别繁殖后
,

在小麦条锐菌鉴别寄主上鉴定小种
。

其他试验方法及记载标准按小麦条锈菌常规方法办理
。

2 结 果

2
.

1 大麦品种对小麦条锈菌系 的反应

试验结果表明
,

在供试 1 8个二麦品种中
,

有 9 个能被小麦条锈菌侵染并产生抱子
,

详见表

1
。

由表 1可知
,

以西引二号和莫特 44 两品种对供试菌系感病性最强
,

西引 2 号对所有供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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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系表现感染或中感 ( 对条中 1 0
,

13 号 )
,

莫特 44 除对条中 21 号免疫外
,

对其他菌系均表现

感染
。

其次是勾芒大麦和二棱刺芒感病性也较强
,

除对条中 2 ]号表现免疫外
,

其他 8 个菌系

均可侵染并且对部分菌系表现感染
。

其他 5 个品种只能被少数或个别菌系侵染
,

且表现为中

抗
、

高抗或近免疫反应
。

表 1 9 个大麦品种对供试条锈菌小窦专化型各小种的反应

大麦品种 条中 1号 条中 10号 条中13号 条中2 1号 条中 22号 条中23号 条中 25号 条中26号 条中28号

二 号西 引二 号 4 , , 十 , , , 一 4 , ,

英特 4 4

句芒大麦

二 棱利芒

香妻黄金

皮 穗 波

尼赤城二 条

六棱 无芒

二校光芒

2
.

2 大麦条锈病的田间发生情况

19 8 5年陕西关中各县大麦普遍发生条锈病
,

以省西杨陵
、

凤翔
、

乾县
,

宝鸡等地较重
,

杨陵西引二号大麦重病田病株率达 5 8
.

5%
,

其它发病品种有 7 5 2 1
、

皮穗波
、

恩 斯 2 9 6
、

阿 恩

特 13
、

7 8。。5
、

关东黄金
、

矮早三
、

尺八大去
,

真
、

“ 麦
、

四棱麦
、

六棱麦等
,

反应型多为 3 一

4 型
。

1 9 8 6年 5 月
_

卜甸杨凌西引二号病株率达 36 %
,

病叶率 16
.

4 %
。

该年 6 月甘肃径川县西

引二号病株率 21 %
、

病叶率 6
.

2%
,

反应型多为 3一 4 型
。

2
.

3 田间大麦条锈病的病原菌

经鉴定从大麦上采到的条锈菌均为小 麦专化型 ( p u e e f n ` a : t r f f f o r , f s f
. s p

,

t r i t i e i )
。

从杨陵地区大麦上采到的条锈菌菌系为条中 28 号和条中25 号
,

从兰州大麦上采到的为条中 28

号
。

咬
结论与讨论

供试的 18 个大麦品种中
,

有 4 个品种对条锈菌小麦专化型 1 到 8 个小种表现感病反应
,

其

中以西引二号和莫特 4 4感病性最强
。

田间许多大麦品种自然感染条锈病
,

由病株分离出条锈

菌小麦专化型
。

据国外报道
,

大麦上的条锈菌为大麦专化型 ( p
. 。扮 : ` fo r fn fs f

. s p
.

h or d e i )

仅个别大麦品种感染小麦专化型 ( p
. ; t r f ` f o r o f : f

, s p
,

t r i t i 。 i )
。

本研究表明
,

陕
、

甘地

区大麦上的条锈病是由小麦专化型引起的
。

对我国大麦条锈菌生理专化性和大麦品种的抗锈

性应作进一步研究
,

这对大麦抗病育种和合理推广大麦品种均有重要意义
。

西引二号是从 日

本引进的一个高产优质大麦品种
,

本试验表明
,

该品种对我国 目前流行的小麦条锈菌小种多

数表现感病
。

因此
,

建议在该品种推广种植的地区密切注意其发病动态
,

以免给生产上造成

损失
,

尤其在小麦条锈病流行地区
,

更应引起重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