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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萄白腐病和黑痘病抗性鉴定方法
‘

王跃进 贺普超

(园艺 爪)

摘 要

1 9 8 4 ~ 1 9 8 6年通过田间自然鉴定和接种鉴定的方法
,

研究了原产我国的葡萄属 18 个种或变种
,

88 个株系对黑痘病和白腐病的抗性
。

结果表明
,

这些种感染黑痘病的严重度为2
。

砧~ 12
。

78 %
,

在

自然发病条件下不感白腐病
,

接种后 白腐病的发病率为5
。

00 ~ 92
.
5。%

。

种内不 同株系间也存在着

抗病和感病的类型
。

本文还对接种方法进行了探讨
.

研究表明
,

田间喷雾接种黑痘 病 的 浓 度 为

1 x 10 ‘泡子/ m l, 白腐病接种
,

田间以针刺果实 2 又 10 ‘抱子 / m l和室内以针刺果实 2 x 10. 泡

子 / rn l为宜
。

关 . 润
:

葡萄多 黑痘病
,

白腐病, 抗病性 , 鉴定

粉萄黑痘病(S p h a 。e lo m a a m p e lil: u m d e B a r y )和白腐病(C o n ia th v r i u m d ip lo d i
-

e lla (S p e g ) S a e c ) 是 严重危害欧洲葡萄 (V it is v in ife r a L ) 的两种真菌 病 害
。

国 内外

葡萄栽培的实践
〔2 , 3 , 5 , “’证 明

,

绝大多 数欧洲葡萄不抗这两种病害
。

我国拥有丰富的 野 生

葡萄资源
,

但对其抗黑痘病和白腐病的能力缺乏系统的研究
〔“ , “’。

因此
,

正确地 进 行抗 病

性鉴定
,

选出抗病力强的种和株系 (指由同一野生植株上采取株条繁殖的苗木 )
,

对于充分

利用我国葡萄资源为葡萄育种服务具有重要的意义
。

1 材料和方法

试验于 1 9 8 4一 1 9 8 6年在西北农业大学野生葡萄圃内进行
。

试材为 19 7 8 ~ 19 8 2年从秦 巴山

区采攀或由外省(区 )引来的葡萄属 (V it is L
.

) ‘“个种或变种
,

共计 8”个株系枝条嫁接苗
,

砧木为欧洲葡萄
。

用欧洲葡萄
‘

早玫瑰
, 、 ‘

佳利酿
’

和
‘

龙眼
’

作对照
。

供试的野生种与

变种有
:

刺葡萄 (V
.

d a v id ii F o e x )
、

瘤枝葡萄 (V
。

d a v id ii V a r . e y a n o e a r p a (G a g n )

S a r g )
、

复叶葡萄 (V
.

p ia s e z k ii M a x i二 )
、

华东葡萄 ( V
.

p s e u d o r e tie u la ta
W

.

T
.

W
a n g )

、

秋葡萄 (V
. r o m a n e t ii R o : n a 。 )

、

毛葡萄 ( V
.

q u in q u a n ‘u la r is R e h d
.

)
、

山

葡萄 (\
产 . a m u r e n s is R u p r .

)
,

华北葡萄 (V
.

b r y o n iif
、。lia B u n : e )

,

葵荞 (V
, a d s 士r ie t a

H a n e e )
、

三出葡萄 ( V
. a d s t r ic ta V a r

,

te r , , a 、a w
. ‘

I
’ .

W a n g ) ;
菱状节萄 (V

.

h a e o -

c k ii H a o e e
江西 )

、

网脉葡萄 ( V
.

w ils o n a e V e ite h )
、

葛蕾有萄 (V
.

fle x u o s o l
’

h u n b )
、

本丈 于198 7丰 1 0 月12 日习允J】
。

* 本研究属中国科学院签金资助项 目的一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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桦叶葡萄 (v :

几
e t u l、f。 !; a

‘

D :叔:
。、自、q )

、

燕山葡萄 (v : 、
C S h a

盆
e n s、S )

、

麦 黄 有 萄

( V
.

ss p
.

)
、

秦巴野葡萄 (V
. s s P)

、

米葡萄 (v
.

s s
P)

。

在试验区全年不喷药
,

其他管

理与生产园基本根同
。 :

、
.

: , _

一
、

试验采屏祖间自然鉴麒二田间接种鉴定粗遭内离体接种盔急宝种方樱翰 黑港艺病用叶片鉴

定 , 白腐病用果实鉴定
。

田间自然鉴定是每年在发病盛期进行两次田间叶片或果实的发病调查
。

每株系随机调查

20 个以上新梢和果穗
,

总叶数在2 0 0片以 卜
,

总果粒狡也在 2 00 粒以上
。

对各株系按叶片感病

面积和果粒感病率分级记 段
,

标准如下
:

叶片
: 0级一一全叶无疚斑

; 1 级 一一烟斑血识占叶崔 洪 5 儿以下 , 2 级
-

一一病斑 面 识

占叶面积的 6 ~ 2 5% ; 3 级
—病斑面积占叶面积的26 一沁 % ; 4 级 -

一知
、斑面积占叶面积的

51 ~ 75 肠, 5 级
—病斑面积 占叶面积的76 一功 o %

。

果穗
: ,

o级 一

下全果穗无病粒
; 1 级
一果穗上感病果粒在 5 %以下

; 2 级一果穗上感

病果粒在 6一2 5 % ;
‘

3 级一攀穗上幕病果粒在26 一 5 0 % , 4 级
一果穗上感病果粒在5

卜
7 5纬 ; 5 级一

一

果穗士感病果粒在 76 一 1 00 %
。

将各株系叶片的感病面积和果穗的感病率加权泞均
,

即为该株系的严重度
。 :

黑痘病田间接种鉴定是在田间出现黑痘病症状时
,

采 回受侵染的枝条于室内保湿
,

促其

形成大量抱子后
,

将其刮于干净的烧杯中
,

形成田间混合菌种
,

用蒸馏水配本不同浓度的悬

浮液进行喷雾接种
。

接种的种 (株系) 为刺葡萄 (济南
一 1 )

、

华北葡萄 (安林
一

16 )
、

秋葡

萄 (留
一

1 ) 和欧洲葡萄 (龙眼 )
。

选取平均病率在 70 一幼 %的浓度作为正式接种鉴定 的 浓

度
。

不同浓度 的试验结果表明
, 1 “ 10

‘

泡子 / m l的接种浓度平均发病率为77
.

06 %
,

比较适

中
,

故甩作本试验的接种浓度
。 一 _

,

白腐病
丫

田间接种鉴定是采用单病斑分离纯的菌系进行场芥
, 5 天后将病原抱子配成所需

浓度对秋葡萄 (留
一
主)

、

燕山葡萄 落雌株 )
、

葵莫 (泰山葡萄 ) 和欧洲葡萄 (佳利酿) 进行

不 同方式
、

部位和浓度接种
。

试验结果 (表 1 ) 表明
,
针刺果实以 冬

火 1 0
5

抱子 / m l的浓度

接种的儿个株系的个均发病率为74
,

15 %
,

比较适 中
,

故用作 田间正式鉴定的力法
。

表 1 有萄白腐病田间接种方式
、

部位和浓度试脸

~一一
, 一,

, - - -

- -

一 - 一
-

一
-

一一 一
几
-

-

-
- -

一
-

一
-

一
接 种 浓 度 (袍子/ m l)

接种方式 接种 部位
‘

一

一
一-

一 , ~ 甲叫, -

一
一一一

- ~‘

一
‘. . 月, , 一一

2 X 10 z 2 X 1 0 3 2 X 10 4 2 X 10‘ 2 X 1 0 .

_

一一
~ - ~ “ - 一 -

目

一

一
一一

小一一- ~ - 目卜 ~ - ~

一

一
一

一一

一
一

一
. , , ~ . . 弓

, ~ 加 , . ~ 一- - 闷~ , . ~ ~ ~ ~ 一, 间~ 尸‘

40巧份844974.73.那40. 0.92809348 64493136果 祖 O

果 实 O

果 梗 0

果 实 0

果 校 O

果 实 O

35
.

86

3 6
.

81

24
.

70

2 了
.

8 2

87
.

0 6

8 8
.

5 8

45
.

5 7

4 6
.

4 3

0 0 1
.

47 2
.

45

4739892823.21.6.11. OD

喻 雾

勤勺离体接种鉴定是用 15 c m 的培养皿
,

下铺两层吸水纸
、

滴入乖菌水使其充分吸水后

作为接种鉴定的环境
。

试验材料的处理是
:

果实或叶片 , 自来水冲洗、蒸馏水冲洗 , 用70 %

酒精表而消毒, 无菌水冲洗~ 用洁净的吸水纸吸干表面的水珠
,

置于墙养坦内
。

接 种 的 方

式
、

部位和农度 与田 间相同
。

接种后将墙养皿置入2 3一 3。℃恒温箱中
。

定时观察
,

以确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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萄葡白腐病和黑痘病抗性鉴定方法
_

一
一

一_ 一 _

_

一
一-

- 一
,

一
~

.

原菌的潜育期
。

白腐病一周后记载发病率 , 黑痘病12 天后记枚发病率
。

标准 与田间自然鉴定相

同
。

试验表明
,

黑痘病以 5 义 1 0 “

抱子 / m l喷雾接种后的发病率为 70
.

68 % ; 白腐病用针刺果

实以 2 又 10
3

抱子 / m l接种后的发病率为7 3
.

75 %
,

比较适宜
,

故用作室内正式鉴定的方法
。

2 试验结果

2
.

1 不同种叶片对黑痘 病的抗性

表 2 表明
,

我国葡萄属野生种的叶片均对黑痘病有极强的和强的抗性
。

在 田间自然发病

条件下
,

种间的抗性差异是极小的
,

即平均严重度为2
.

33 一 4
,

12 %
,

在接种条件下
,

种间存

在着抗性的差异
,

严重度为2
.

69 ~ 12
.

78 %
。

我国葡萄属植物这种抗黑痘病的能力不仅 极 大

地高于欧洲葡萄
,

甚至绝大多数种还高于抗性强的河岸葡萄
。

2
.

2 果实对白腐病的抗性

表 3 表明
,

我国葡萄野生种的果实在自然发病条件下不感白腐病
,

但在接种条件下
,

却

表现出种间抗性差异
。

刺葡萄果实室内外接种的平均发病率为 3
,

5 %
,

属于高抗类型
,

是我国

葡萄属中抗性最强的一个种
。

复叶葡萄
、

华东葡萄
、

山葡萄和秦巴野葡萄也有抗性较强的株

系或品种
,

如白
一

2 2
一

1 和眉
一

6
、

白
一

3 5
一

1
、

双庆 山葡萄等
。

其余种的所有株系属于感病类型
。

表 2 不同劝萄野生种叶片杭黑疽病鉴定 (1 98 4一 1 9 8 6)
创 , . 口 . . . . . . 门 . 门 . . , . .口 . , . . ‘ , 护目 甲. . , . . . . . . . , .

~
, , ,

洲
, . , , . 侧 , . , . , ‘ . . r , . . . . . 洛 . . . . . . , . . . . . . . . . 曰 . . ,

~ , , 吧印, ~ 明, . 润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口. , . . . , . . , 甲 . . 月 , .

一
田间 自然鉴 定 田 间接种鉴 定 室内离休接种鉴 定

种 名
林 系 叶片

数 数

严 重
度 1)形

最杭

株 系

株 系
,

十片
数 数

严重
度多

最杭

株 系

株 系 叶 片

数 数
严 重
度多

最抗

林 系

索心荀 萄

瘤枚荀萄

复叶荀萄

华东荀萄

秋 荀 为

山 荀 萄

毛 荀 萄

华北荀萄

婆 奥

麦黄荀萄

秦巴野 葡萄

燕 山荀萄

三 出菊萄

赶状 荀萄

网脉葡萄

葛 蕾

择叶 菊萄

米 葡 萄

河岸荀萄

欧洲荀萄

685 8

283 8

1 3 12020

7 713 6

1 1 98 7 9

4 2801

1 1 825 7

3 3 102

3 3 3 98

6 5 43 2

1 3 9 7 8 8

2 234 7

1 1 3 3 3

1 1174

1 105 0

1 10 16

1 73 5

1 1352

1 9 8 2

3 248 2

济南 1

镇
一

3

留 10

旬
一

1

江 西
·

1

7 4
·

1
·

88

眉
一

2

安林
一

2 8

泰山荀萄早

旬
一

8

平
一

5

燕山 早

6

3

13

7

1 0

4

1O

3

3

6

1 2

2

1

1

1

1

1

1

1

2

57 5 7
.

7 4

4 3 6 6
.

4 1

1637 4
.

4 2

10 10 6
.

00

10 05 4
.

3 6

30 7 4
.

94

10 3 4 6
.

1 1

5 05 3
.

88

5 2 7 3
.

62

82 7 3
.

95

1 16 7 5
.

44

28 1 3
.

52

2 54 3
.

9 4

296 5
.

69

112 3
,

60

262 3
.

12

24 T 3
,

6 9

25 4 3
.

59

14 0 6
.

2 3

3 3 2 4 3
.

70

济南
一

1

镇
一

3

留
,

10

白
一

13
·

1

江 西
一

1

74
一

1
·

8 8

丹
·

1 1

安 林
一

16

泰山 荀萄早

白
一

3 6
·

2

山
一

3 6

燕 山 早

4 1 10 7
.

5 2

3 83 5
.

8 9

6 26 6 4
.

8T

5 27 8 5
.

3 8

3 114 6
.

IQ

3 149 5
.

3 2

5 21 7 7
.

76

3 230 5
.

62

3 3 60 4
.

3 7

5 244 5
.

7了

6 14 4 6
.

36

2 2 22 4
,

6 3

1 42 4
.

76

1 63 4
.

61

1 66 4
.

49

1 105 4
.

86

1 3 3 6
.

2 1

1 4 1 7
.

93

济南
一

1

南
一

6

留
一

10

广西
一

1

留
一

1

7 4
·

1
一

88

泰山
一

1 2

安 林
一

28

秦山荀蔺早

旬
一

8

留
一

3

宁
一

10
燕 山 罕

早玫 瑰 早玫瑰 70 36
.

3 9

1012肠st840500640483754063肠843376穷01的442424325232242222521

l) 严重度在 5 拓 以下 为高杭 ; 在 6 、15拓为才补陈强
; 在16 男以 上为感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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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3 不同箱翻野生种果实抗白启启鉴定 (19 8 4~ 19 8 6)

田间 白然鉴 定 田 间接种鉴定 室内离体接种鉴定

种 名
株系 果德

教 教
果拉

教

发 病

平多
林 系 果粗

数 教
株系

数
果拉

数

发病

平拓

夏杭

林系

杭系病多 林最发率

8
.

75 一1.537732zlxl2晓
”
373舟‘nUnU

0八U

利 荀 蔺

复叶萄萄

华东菊菊

秋 荀 萄
西 荀 局

毛 荀 萄

华北荀萄

婆 奥

47 76

10 824

6工1轰

2 1769

13 315

21511

9364

4 440

6758

8 10

4 694

1 160

10829

宁
一

5

白
一

22
·

1

白
一

35
一

1

商
一

23

双庆山杭苟

丹
一

2

安林
、

16

成
·

2

白
·

42

局
·

6

白
一

35
一

1

平
,

2

干
、

7

双庆 山菊萄

眉
·

2

要袜
一

16

成
·

2

白
一

4 2

0

88
.

57

3 6 4 10
.

20

8 0 7 3 3
,

8 3

4 74 3 0
.

88

1 177 5 4
.

8 2

8 57 2 1
.

01

1 7 52 3 1
.

89

4 3 1 4 6
.

06

193 39
.

3 9

3 10 29
.

0 1

129 5
.

43

254 21
.

87

109 3 1
.

1 9

739 86
.

25 早玫瑰 3 平玫瑰

朋00509246508825以7537帕56.41.57.32.84.54.50.61.31.38.65.86.

806404005602405602401601605880120240133843189711412564447264343301744021521058373231112

注 : 发病率在10多以下为高杭 ; 在10多、25 另为杭性强 ; 在26河以上 为感执
。

3 讨 论

3
.

1 蔺萄黑痘病抗性鉴定与叶龄
葡萄黑痘病菌寄生性很强

,

它主要由葡萄绿色初嫩部分浸入
,

并在未老化的组织 上表现

症状
。

因此
,

我们在 田间自然发病调查时
,

以成龄叶为调查对象
,
在田间接种鉴定时

,

我们

既用幼龄叶又用成龄叶作为研究对象
,

试验结果证 明
,

它能较客观地反映出不同葡萄种及其
株系对舞痘病的抗性

。

室内离体叶盔定时
,

我们仅莱用于幼砰接和雨方法丁但卖羲症威
一

禾
同种求株系的幼叶在离体条件下仅能存活 4 一 。天

,

造成一部分种及株系的幼叶在病原菌尚

未完成潜育期就死亡了
。

、

因此
,

我们认为今后利用室内盆栽或温室栽培的方法进行接种是可

以解决问题的
。

3
.

2 知萄白腐病杭性鉴定的接种方法

菊萄
_

杭白腐病接种至今没有一个科学统一的方法
。

仅国内有些零星报道
〔3 , ‘’

,

而且没有

系统的研究结果
。

因此
,

对白腐病接种的方式
、

部位和浓度没有统一标准
。

根据白腐病菌侵
入的特点和方式

,

为探讨合理的接种方法
,

我们进行了不同的接种方式
、

部位和浓炭试验
,

得出了葡萄 白腐病田间和室内接种的方法
。

3
.

3 我国葡萄野生种及种内不同株系对菊萄黑痘病和白腐病的抗性

我国是葡萄属植物最重要的原产地之一
,

有27 个种
, 5 个变种

,

从黑龙江到海南岛
,

从

东海之滨到西藏高原均有分布
〔Z J。

本研究证明
,

我国原产的 18个种或变种
.

的野生葡萄对黑痘

病表现了高抗和抗性强的特性
;
对自腐病在田间自然条件下不感病

,

在接种条件下
,

表现出了

由高度抗病到高度怒病的不同类型
。

本研究还进一步发现
,

在接种条件下
,

许多种内的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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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系对 白腐病的抗性 存在着明显的 差异
。

不论南方的或 北方的株系均有抗性强和抗性弱的
,

即使起源于同一地区的不同株系也是如此
。

这种抗性的强弱与地理起源无必然的联系
。

4 结 论

月
.

1 黑痘病田间接种 以 1 x 10
‘

抱子 / m l喷雾幼叶为宜
。

白腐病田 间 接 种 以 针 刺果

实
, 2 x l价抱 子/ m l为宜

,

室内以仔刺果实
2 、 1。”

抱子/ m ;
‘

为宜
.

”
’

4
.

, 原产我国的葡萄属野生种对黑痘病表现为高坑和抗性强的特性
。

4
.

3 我国的葡萄属野生种在田 间自然条件下不感 白腐病
。

经接种后
,

对 白腐病表 现为抗

病和感病两种类型
。

抗病的种或变种有刺葡萄
、

山葡萄
、

燕山葡萄和秦巴野葡萄 , 感病的有

复叶葡萄
、

华东葡萄
、

秋葡萄
、

毛葡萄
、

华北葡萄
、

垂奥
,

三出葡萄和麦黄葡萄
,

种内 不 同

株系间抗白腐病的能力是不 同的
,

有些种内同时存在着抗病和感病的株系
。

如复叶葡萄
、

华

东葡萄
、

秋葡萄
、

山葡萄和毛葡萄
,

在这些种内抗病的株系有
:

白
一

22
一

1
、

白
一

3 5
一

1
、

商
一

23
、

双庆山葡萄和丹
一

2
。

4
.

4 我国葡萄属野生种
,

既抗黑痘病又抗白腐病的株系有双庆山葡萄和刺葡萄的 济 南
一

1
。

对这两种病抗性较强的株系尚有秋葡萄的商
一

23
,

燕山葡萄
,

刺葡萄的宁
一

5
,

秦 巴野葡

萄的平
一

5 ,

复叶葡萄的白
一

2 2
一

1 ,

华东葡萄的白
一

35
一 1 和毛葡萄的丹

一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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