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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证明
,

扩大小麦抗锈品种的遗传基础
,

是巩固和提 高品种抗诱性
,

延长品种使用

年限的基本途径
。

为此
,

近年来除了应用种内杂交方法外
,

也越来越多地重视运用远缘杂

交方法解决这一问题
经 ` ’ z

飞 。

但应用远缘杂交方法培育抗病品种
,

首先要筛选出优 良的野

生抗病种质资源
。

据此
,

我们 于 1 9 8 4~ 1 9 8 7年对 18 种 山羊草属材料的抗条诱性作了 初 步

研究
,

以期为通过远缘杂交
,

培育多抗性品种
,

正确选择抗源亲本材料提供依据
。

l 材料与方法

1
.

1 供试植物

欧山羊草 (刁 e g i l o P s b i u n e i a l i : V i 、
.

)
、

小亚山羊草 ( A e . e o l u 。 。 a r f : Z h u k
.

)
、

顶芒山 羊草 ( A e . c o 胡 o s a S i b t h
. e t S m

.

)
、

粗厚山羊草 (月
e . e r a : : a B o i s s

.

)
、

柱

穗山羊草 ( A e . C 夕 l i n d r i c a H o o t )
、

柱穗山羊 草一变 种 (月 e . c 夕 l i o d r i c a v o r .

g l a b r o s p i e
、、
)

、

粗齿山羊草 ( A
e .

h e l d r i c h i i H o l z m
.

)
、

牧丹山羊草 (月 e .

j u v e n a l i s

( T h
e l l ) E i g

.

)
、

高大山羊草 ( 刁
e .

l o n g i “ : i 沉 a ( S c h w e i n f
. e t M u s e li ) E i g e n

)
、

卵

穗山羊草 ( A e . o o a t a L
.

)
、

直山羊草 ( A e . r e e t a Z h u k
.

)
、

西尔 斯 山 羊 草 ( 月 e .

s e a r s i i F e l dm e n e t K i : l e V
)

、

粗山羊草 ( A
e .

t a o s e h i i ( C
o s s .

) S e h )
、

三芒山羊草

(月 e .

t r i a r i s t a t a W i l ld
.

)
、

离果山羊草 ( A
e .

t r i u o c i a l` 5 L
.

)
、

小 伞山羊草 (月 e .

。 。 b e l l ,̀ l a t a Z h u k
.

)
、

瓦维洛夫山羊 草 ( A
e . o a v i l o o i i ( Z h u k

.

) C h e m a .

) 和 偏凸

山羊草 ( A o .

ve 心 r ` 。 。 “ “ T “ us “ h)
。

除高大山羊草由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提供外
,
其余各山羊草属材料均由四川农业大学小麦研究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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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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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2 供试菌种

小麦条锈菌菌种均由西北农业大学植病研究所 ,.J麦锈病组提供
,

其中包括我 国解放

以来流行的小麦条锈菌主要生理小种条中 10
, 13 ,

17
,

以及 19
一
9

一

1 1菌系和` 个含有多个小种的混合菌系
。

18 , 1 9 , ZQ
, 2 2 , 2 4 , 2 5 ,

2 6号
,

1
.

3 试验方法

所有试验均在西北农业大学植病研究所小麦锈病组的地洞低温实验室中进行
。

待供

试
「

山羊草幼苗第一片叶宇免分伸展后
, `

用分小种 ( 或菌 系 )
`

接种的方法鉴定其幼苗对锈

菌的抗性
。

试验中的具体方法
、

条件及记载标准 1司文献
〔 “ 二。

2 结果与分析

以反应型表示的各山羊草属材料对小麦条诱菌不同小种 (或菌 系 )的反应如表 1所示
。

表 1 各山羊草肠材料对小安条锈菌不同小种 (或菌系 ) 的反应

小麦条锈菌小种 (或菌系 ) 及反应型

山 羊草名称
条中
10号

条中
13号

条 中
1 7号

条中
18号

条 中
1 9号

条中
20号

条 中
2 2号

条中
24号

条 中
2 5号

条户
26号

19
一
,
,
1 1 混合菌系

0 ,

0 , 0 , 0 ,

0 布

21032330如的0050234330343价如2的03魂0442欧山羊草 2

小亚 山羊草 2

顶芒 山羊草 O

粗厚山羊草 3

柱雄山羊草 2

柱穗山羊草一变种 3

粗齿 山羊草 0

牡丹山羊 草 O ,

高大 山羊草 叭

卵穗 山羊草 2

直 山羊草 伪

西尔斯山羊草
·

2

粗 山羊草 2

三芒山羊草 0

离果山羊草 山

小伞山羊草 0

瓦维络夫 山羊草 3

偏凸 山羊草 。 ,

0 ;

0 ,

0 ,

0 ; 0多 0 多 0 协

0 ,

0 ;

1 0 , 0 , 0 , 0 2 0 , 2 2

从表 1可以看出
,

除粗山羊草能被供试的所有小种 (或菌系 ) 侵染夕卜 其它各山羊

草属材料都能对 l 至多个小种表现免疫反应
。 “ 山羊:草种 x 小种 (或菌系 ) ”

为 21 6个
,

其中
“ 。 ” 型反应组合 68 个

,

占31
.

48 % , “ O l’, 型反应组合 28 个
,

组合总数

占12
。
96%

,

“ 1 ” ~ “ 2 ” 型反应组合 47 个
,

占 2 1
.

了6% , “ 3 ” ~

2 9
.

6 3%
。

按照
“ 。 ” 和 “ o ; ” 型为免疫反应

,
、

“ l ” ~

~ “ 4 ” 型为感病反应的标准
,

各山羊草属材料都可对 1

“ 4 ” 型反应组合 64 个
,

占
“ 2 ” 型为抗病反应

, “ 3 ”

至多个小种表现免疫或抗病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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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

说 明抗条锈病基因在供试 山羊草属材料中的分布是广泛的
。

顶芒 山羊草
、

粗齿山羊草等 5种 山羊草的各一份材料对供试的所有生理小种 (或菌系 )

均表现免疫或抗病 反应
。

其它 山羊草属材料仅对供试的部分小种表现抵抗
,

而对其它小

种则表现为感病反应
。

3 结论与讨论

试验结果表明
,

抗条锈病基因在 山羊草属材料中的分布是广泛的
,

但多数材料因仅

对小麦条锈菌的部分小种表现抵抗
,

对当前流行的一些主要生理小种表现感病
,

故在生

产上的利用价值不大
。

顶芒山羊草
、

直山羊草
、

粗齿山羊草
、

三芒山羊草
、

离果山羊草等 5 种山羊草的各一

份材料
,

对供试的我国小麦条锈菌主要生理小种均表现免疫或抗病反应
,

对于小麦抗条

锈育种来讲
,

它们可能是较好的野生种质资源
。

另据文献报道
,

其中的顶芒山羊草
、

三

芒山羊草还同时兼抗白粉病
、

叶锈病和麦秆蝇
〔 ` ’ 5 〕;

离果山羊草除抗上述病 虫 外
,

还

对小麦丛矮病毒和黄化花叶病毒表现免疫
〔 6 ’ “ ’ ; 直山羊草可兼抗白粉病

〔“ 〕。

这些抗源

材料都能与小麦进行成功的杂交
仁` ’ “ 〕 因此在育种过程中如注意选择利用

,

培育出 多 抗

性的小麦品种是完全有可能的
。

本试验仅对供试山羊草属材料的苗期抗条锈性进行了鉴定
。

关于这些材料的成株期

抗性
,

以及成株期抗性与苗期抗性之间的关系
,

尚需进一步研究明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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