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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黄矮病抗源中5
、

中4和多年生 l号的研究

张秦风 朱象三 任芝英

赵玉侠 金欣藻

( 陕西省植物保护研 究所 )

摘 要 经介体蚜虫传毒和植株病毒含量测 试
,

中 5
,

中 理和 多年生 1
一

号对小麦 黄 矮病

( B Y D V ) 表现高度抗病
,

系首次鉴出的小麦黄矮病抗源材料
。

对主要病毒株系组成 G P Y和

D A V 株系均抵抗
,

属于成株期抗病性
,

并且兼抗小麦黄叶病 ( W Y L V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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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黄矮病是我国北方麦区主要流行性病毒病
,

由大麦 黄 矮 病 毒 (B Y D V ) 所 引

起
,

培育抗病品种是最有效的经济防治措施
。

为了寻找抗病品种和抗源材料
,

国内外学

者对主要麦类资源材料进行了广
一

泛地鉴定研究
,

不论大麦或小麦品科间虽有一定的抗耐

病性差异
,

但仅在大麦中发现抗源材料
t ` ’ ,

未鉴定出高抗并可以 应用的品种
,

认 为 在

小麦中不存在抗源种质
。

1 材料与方法

中 5
、

中 4和多年生 1号 由山西省作物遗传所孙善澄提供
【2 〕 。

小麦黄矮病优势介体二

岔蚜采 自陕西关中麦田
; 病毒 注要株系麦二岔蚜 / 禾谷绒蚜株系 ( G P V )和麦 无 网 蚜 /

麦
卜

民份蚜株系 ( D A V )
,

均由采 自关中杨陵和太 白高寒山区麦田 的毒源 标 样 分 离 鉴

定获得
〔 “ l ; 病毒主流株系麦二岔蚜 / 禾谷隘蚜株系抗血清自制

。

田间鉴定
,

每份品种播种 2 行
,

行长 Z m ,

株距 c7 m ; 室内鉴定
,

盆栽
。

在麦苗 2 叶

期 ( 室内 )
、

分孽始期 ( 田间 ) 每苗分别接种 2头和 4头带毒蚜虫
,

均采取常 规 传 毒 方

式 〔 。 1 。

植株病毒合量测定
,

采用孟广震寸及道的免疫电泳测试技术
「 ` 1 。

2 试验结果

2
.

1 抗病性

对 1 9 82年经田 间人工接种全生育期鉴定初次优选的抗病材料 中 5 植 株 发 病 率 为

6
.

7%
,

中 4和多年生 1号均未发病
。

以 感病品种郑引 1号或秦麦 6号为对照
,

连续 3年进行

重复鉴定结果 (表 1)
,

中5
、

中4和多年生 1号的苗期及成株期植株发病 率
,

除 中 5 在

1 9 8 5年成株期达 3 7
.

8% 以外
,

均在 肠 % 以下
,

明显比对 照 发 病 轻
。

说明中 5
、

中遭和

多年生 1号对小麦黄矮病离度抗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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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室内盆栽
,
以麦二岔蚜分别于麦苗 2 叶期和分孽期

,

每苗接种不同头数蚜虫传

毒结果 (表 2)
,

中 5
、

中理和多年生 1号无论每苗接种 2头还是 4头均 表 现 高度抗病
,

而

感病品种秦麦 6号则发病严重
。

说明中5
、

中d和多年生 1号的抗黄矮病性是稳定的
。

表 1 田间接种发病鉴定 ( 杨陵 )

1 9 8 3年 1 9 8 4年 19 85年

召
:

种
苗 期 成 株 期 苗 期 成 株 期 苗 期 成 株 期

中 5 6
.

7 2 2
.

0 1召
.

2 1 0
.

9

l
!
r d o

。

0 1 1
。

8 0
。

0 1 4
.

3

多年 生 1号

郑引 1号

秦 麦 6号

3

:::
2 4

。 1

2 4
。

9

2 3
。

T

18
。

2 :::;

8 6
。
2 2 3 。

4

nl卜」n
ó月了Oc汽074

表2 不同蚜数接种鉴定 ( 杨陵 1 9 83年 )

植株发病率

品 种 二叶期 分薛始期

2头 /苗 4头 /苗 2头 /苗 4头 / 苗

,

卜5

中吐

多年生 1号

秦 麦 6号

5 / 2 7 1 )

0 / 2 1

1 / 2 8

l / 9

`

.s0
5 2 )

{:

2 / 2 6
1 )

2 / 3 2

5 /2 7

1 0 / 10

7
。

7 2

6
。

3

1 8
。 5

1 0 0
。

0

7 / 3 2 1 ) 2 1
。

9 2 ) 3 / 2 8 1 )

0 / 3 5 0
.

0 一/ 2 6

3 / 1 5 1 6
.

7 3 / 2 4

3 / 1 1 2 7
, 3 5 / 22

,

: : ;
”

;: ::
注

.

1) 病株数 /接种株数 , 2 )%
.

2
.

3 不同株系鉴定

进行室内盆栽
,

以麦 二岔蚜传播不同株系
,

两次重复 鉴 定结果 (表 3) 中5
、

中 4

和多年生 1号对小麦黄矮病毒的主要株系麦二岔蚜 / 禾谷统蚜株 系 ( G P V ) 和 麦 无 网

蚜 / 麦长管蚜株系 ( D A V ) 仍均保持高度抗病
。

进一步说明它们 的抗病性 是 稳 定 的
。

2
.

4 植株病毒含 t 测定

以小麦黄矮病主流株系 G P V株系抗 lfl 上

清
,

通过免疫电泳对不同阶段 献植株 病毒

含量重复测定 结 果 (表 4)
,

同 对 照 品

利秦 麦 6 号 比 较
,

多 年 生 1 号 特别 是

中 4 和 中 5 在 苗 期
、

拔 节 期 ( 发 病 始

期 ) 和 杨 花期 (发 病 盛 期 )
,

血 清 学

阳性反应均极弱
。

说明中 5
、

中4 和多年生

l号植株病毒含量均极低
。

这与其植株发病率

表 3 不同株系鉴定 ( 杨 陵 1 9 83年 )

G P V D A V

品种 接种

株数

发病

株数
接种
株数

发病
株数

Oé一óù匕po心JA`中 S E

中 4 刁

多年生 1号 4 5 8

8
。

7

1 1
。

4

1 7
。
8

1 0 士7
。

3

5 1 4
。

3

8 1 7
。

8

注
:

数值系 2个重复鉴定的累计数
。

完全一 致
。

3 结论与讨论

很据介体蚜虫的传毒力和植株病毒介毫的抗性指标
,

说明中 5
、

中4和多年生 1 号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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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抵抗小麦黄矮病
,

为
一

首次鉴定的小麦抗源材料 (B YD V )
。

并 据 X i介 Z
·

Y o !ao 测 试 ￡乙 ’ ,

中 5 (无芒中封植株病毒含量与具存抗性丛因 Y d : ( B Y D V ) 的抗性大麦品 系 1C
一

3 2 0 8 类

似
,

并且抵抗 B Y D V 的两种不同皿清型 的病毒株系
。

中 5 已作为抗源种质杂交亲本开始

应月i 〔
“ 〕 。

表 4 不同生育阶段植株病毒含 t 测定 ( 杨陵 1 9 8 6 )

品 于卜 苗 期 拔 节 期 杨 花 期

( 1 /矶 ) ( 2 4 / 版 ) ( 7 /V )

丽篮十I+一

r

}
4
5

中4

多年生 1号

秦麦 6号

十 宁

十 十

十

+ + + 十 + + + + 研

十

十 + 十

士

十 +

一
一一I十士+一一一I+一+

卜
一

卜 斗

注 : 免疫电泳反应分 级
: 一 阴性反 应 ; + 附性 反应微弱 , + 十 阳 性反应 中等 ; 十 十 十 阳性反 应强

。

同时
,

中5和中 4属于成株期抗病性
,

极有利于抵抗该病在成株期的再侵染 发 生 流

行
,

并 且兼抗近年发生的 小 麦 黄叶病 ( W Y L V ) ,戈
“

雨诱病
” 。

可 作为 小 麦矮病的抗

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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