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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抗白粉病鉴定方法的研究

王跃进,贺普超,张剑侠
(西北农业大学园艺系,陕西杨陵 712100)

　　[摘　要]　通过田间自然鉴定和田间人工接种鉴定的方法, 研究了我国葡萄属 20 个野

生种或变种对白粉病的抗性。结果表明, 在葡萄白粉病人工接种的喷雾、涂抹和干粉方法中,

以 2×105 个/ mL 的悬浮孢子液进行田间喷雾接种, 21 d 后调查接种鉴定结果为最佳方法,田

间自然鉴定和人工接种鉴定及叶片和果实对白粉病的抗性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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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白粉病( Uncinula necator Schw . Burr)是严重危害葡萄的一种真菌病害[ 1]。国内

外葡萄生产的实践证明,欧洲葡萄( V itis vinifera L . )最易感染白粉病
[ 1～6]
。中国是葡萄属

植物的原产地之一
[ 2, 5, 7]

,拥有十分丰富的野生葡萄资源, 研究抗病性鉴定的有效方法, 科

学、准确地鉴定葡萄种质资源对白粉病的抗性程度是抗病育种的关键环节。本研究通过田

间自然和人工接种(喷雾、涂抹和干粉接种)的方法, 寻找葡萄抗白粉病鉴定的最佳鉴定方

式,以筛选出抗性强的种和株系,应用于抗病育种的实践。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　料

　　试验于 1990～1992年在西北农业大学野生葡萄种质资源与杂种试验区进行。试材为

1978年以来从秦巴山区采集或由外省(区)引来的中国葡萄属( Viti s L. )野生种共 20个

种或变种, 98个株系。每株系2～3株, 个别为1株。以河岸葡萄作抗病对照种( CK 1 ) ,以欧

洲葡萄佳利酿作感病对照品种 ( CK 2 )。供试的野生种与变种有: 刺葡萄( V . davidii

( Roman. ) Foex. )、复叶葡萄( V . p iasez kii M ax im . )、华东葡萄( V . p seudoret iculata W.

T . Wang )、秋葡萄( V . romanet ii Rom an)、毛葡萄( V . quinquangulari s Rehd. )、山葡萄( V .

amurensis Rupr . )、华北葡萄( V . bry oni if olia Bunge)、艹婴艹奥( V . adstricta Hance)、小叶葡

萄 ( V . sinocinerea W . T . Wang )、菱状葡萄 ( V . hancockii Hance 江西)、网脉葡萄 ( V .

w ilsonae Veitch. 陕西洋县)、葛艹晶( V . f lexuosa T hum b. 陕西)、小叶葛艹晶 ( V . f lexuosa

var . par vif ol ia ( Roxb) Gagn. )、燕山葡萄( V . y eshanensi s 河北)、麦黄葡萄( V . sp)、秦岭

葡萄( V . sp)、米葡萄( V . sp)、小复叶葡萄( V . sp)、麦黄复叶葡萄( V . sp)。在野生种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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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全年不喷药,其他管理与生产园基本相同。

1. 2　方　法

1. 2. 1　田间自然鉴定　田间自然鉴定是在每年发病盛期( 7～8月)于田间野生种质圃内

进行。所有野生种调查 300枚以上叶片、20个果穗或 500粒以上的果粒。按叶片病斑面积

占全叶面积百分率及感病果粒占调查果粒总数的百分率分为 0～7级(表 1)。

表 1　葡萄抗白粉病鉴定分级

级别 叶片病斑面积或感病果实的百分率/ % 级别 叶片病斑面积或感病果实的百分率/ %

0 0 4 30. 1～45. 0

1 0. 1～5. 0 5 45. 1～65. 0

2 5. 1～15. 0 6 65. 1～85. 0

3 15. 1～30. 0 7 85. 1以上

　　将上述调查结果按下式换算成感病指数:

感病指数( %) =
∑(病级值×该级发病叶数)

调查总叶数×最高病级值
×100

参照国际植物种质委员会( IBPGR)的标准,根据中国葡萄属野生种或株系的感病指

数,将其叶片感染白粉病程度分为以下 5级(表 2)。

表 2　葡萄抗白粉病程度分级

代表值 抗病程度 感病指数 代表值 抗病程度 感病指数

1 免疫 0 4 感病 25. 1～50. 0

2 高抗 0. 1～5. 0 5 高感 50. 1～100

3 抗病 5. 1～25. 0

1. 2. 2　田间人工接种鉴定　¹ 病原菌与接种方式和质量浓度的研究。病原孢子萌发特性

观察, 用 7. 8 g / L 的葡萄糖无菌水溶液分别配制病原悬浮孢子液,用显微镜每隔 12 h 观

察一次萌发情况, 寻找维持孢子寿命的最长有效时间。º白粉病菌接种方式与质量浓度试
验。由于葡萄白粉病菌为专性寄生菌,笔者用田间感病叶片上的新鲜孢子配成悬浮液(每

1 000 mL 无菌水悬浮孢子液加入 7. 8 g 葡萄糖,调整为白粉菌的最佳渗透压)进行喷雾和

涂抹接种, 孢子含量分别为 0, 2×10
2
, 2×10

3
, 2×10

4
, 2×10

5
和 2×10

6
个/ mL, 用无菌水

溶液作对照。接种后套袋, 21 d后除袋并调查发病情况,标准同田间自然鉴定。此外,笔者

还模拟白粉病菌依靠气流传播,要求较低湿度侵染的特点,进行了强化干粉接种, 方法是

采摘布满新鲜孢子的感病叶片,压在无病幼叶上 3～5 s 后去掉,分为干压法和压前预先

喷雾无菌水使叶片有微小液滴, 但无明显露点出现的压前预处理法。1片病叶压过同一新

梢上 5枚叶片后即套袋, 21 d后调查发病程度。白粉病菌接种方式与质量浓度试验结果

(表 3)表明, 2×105个/ mL为最佳的喷雾和涂抹接种孢子液。由于涂抹接种造成在叶缘处

停留的孢子悬浮液量多, 使叶片感病不均匀, 故选择简便易行的喷雾方式, 以 2×105

个/ mL悬浮液接种鉴定葡萄对白粉病的抗性。干粉接种效果很好, 但接种孢子液孢子含量

无法定量,故本研究仅以田间新鲜孢子作为田间孢子的致病性试验研究。

7第 5 期 王跃进等:葡萄抗白粉病鉴定方法的研究



表 3　不同接种方式和浓度下葡萄白粉病的感病指数

种名 株系或品种 接种方式
接种孢子液孢子含量/ (个·mL- 1)

0 2×102 2×103 2×104 2×105 2×106

华东葡萄

广西-1(♀)
喷雾 0 21. 67 30. 91 41. 03 61. 12 78. 57

涂抹 0 　8. 70 37. 78 71. 21 77. 78 85. 48

白-35-1(♀)
喷雾 0 16. 67 35. 00 56. 25 81. 72 86. 75

涂抹 0 32. 73 46. 00 56. 10 73. 08 88. 42

华东葡萄 广西-2( ® )
喷雾 0 16. 67 44. 74 80. 44 87. 72 95. 12

涂抹 0 32. 56 51. 28 68. 89 78. 85 90. 00

欧洲葡萄 五月紫
喷雾 0 87. 50 100. 00 100. 00 100. 00 100. 00

涂抹 0 100. 00 100. 00 100. 00 100. 00 100. 00

平均值
喷雾 0 35. 63 52. 66 69. 43 82. 64 92. 61

涂抹 0 43. 50 58. 7 74. 05 82. 43 90. 98

　　注:喷雾与涂抹相关系数 r = 0. 994* * ( n= 6) .

2　结果与分析

2. 1　田间自然鉴定

　　将 20个野生种、98个株系的田间自然鉴定结果列入表 4.

表 4　田间自然鉴定下葡萄野生种对白粉病的抗性

种　名 株系数/株

感病指数 抗性反应

叶　片 果　实 抗　病 感　病

幅　度 X 幅　度 X 1 2 3 4 5

表现型

剌葡萄 9 2. 68～45. 26 13. 72 0 0 < 抗病

瘤枝葡萄 2 14. 56～17. 78 16. 17 0 0 < 抗病

复叶葡萄 15 0. 20～34. 63 16. 54 0～44. 37 9. 70 < 抗病

华东葡萄 9 1. 57～45. 26 21. 50 0～93. 1 26. 71 < 抗病

秋葡萄 10 0～41. 07 15. 64 0～54. 04 21. 98 < 抗病

毛葡萄 15 0～71. 0 20. 02 0～23. 81 2. 46 < 抗病

华北葡萄 5 1. 64～15. 13 6. 43 0～9. 23 4. 62 < 抗病

山葡萄 9 0～36. 78 10. 36 0～48. 06 16. 02 < 抗病

艹
婴
艹
奥 3 16. 52～53. 78 38. 78 13. 33～15. 38 14. 36 < 感病

小叶葡萄 1 16. 52 16. 52 - - < 抗病

菱状葡萄 1 5. 18 5. 18 - - < 抗病

网脉葡萄 1 17. 52 17. 52 - - < 抗病

葛　　艹晶 1 17. 55 17. 55 - - < 抗病

小叶葛艹晶 1 9. 56 9. 56 - - < 抗病

燕山葡萄 1 17. 07 17. 07 6. 80 6. 80 < 抗病

麦黄葡萄 5 0～28. 73 11. 20 0～42. 31 11. 92 < 抗病

麦黄复叶葡萄 2 11. 63～26. 88 19. 26 1. 97～41. 43 21. 7 < 抗病

米葡萄 1 24. 01 24. 01 - - < 抗病

秦岭葡萄 5 0～36. 63 14. 16 18. 6 18. 6 < 抗病

小复叶葡萄 2 11. 14～41. 35 26. 25 38. 96 38. 96 < 感病

河岸葡萄 1 6. 3 6. 3 - - < 抗病

欧洲葡萄 1 67. 4 67. 4 46. 2 46. 2 < 感病

　　由表 4可以看出, 从种或变种叶片感病指数的平均值来看, 这些种中,除艹婴艹奥和小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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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葡萄感病外,其他18个种均表现为抗病,只是抗性程度有所不同。叶片和果实对白粉病

的抗性存在着极显著的相关,相关系数 r= 0. 669
* *

( n= 59)。

2. 2　田间人工接种鉴定

对 14个野生种或变种, 39个株系进行了人工接种鉴定,结果列于表 5.由表 5可以看

出,在接种条件下表现抗病的有 16个株系,占接种总群体的 41. 03%. 相关分析表明, 田

间自然鉴定结果与人工接种鉴定结果的相关系数 r= 0. 602* * ( n= 39) ,达极显著, 即在接

种条件下具有抗病性的株系,在田间自然鉴定时也具有抗病性。

表 5　田间人工接种鉴定下葡萄野生种或株系抗白粉病表现

种名 株　系
感病指数

叶　片 果　实

抗性反应

抗病 感病

1 2 3 4 5

表现型

毛葡萄

眉-1 17. 53 - < 抗病

商-24 28. 57 26. 19 < 感病

丹-2 ～ 24. 3 < 抗病

旬-3 - 24. 46 < 抗病

眉-2 21. 01 - < 抗病

华北葡萄

安林-28 35. 60 31. 43 < 感病

安林-29® 27. 78 - < 感病

泰山葡萄® 66. 67 43. 70 < 感病

燕山葡萄® 60. 15 26. 79 < 感病

山葡萄
泰山-11 38. 10 - < 感病

双　庆 66. 67 - < 感病
艹婴艹奥 泰山葡萄 17. 99 3. 40 < 抗病

葛　艹晶 24. 29 21. 43 < 抗病

小叶葛艹晶 商-2® 7. 94 - < 抗病

燕山葡萄 燕山♀ 50. 50 31. 83 < 感病

欧洲葡萄 佳利酿 40. 69 43. 80 < 感病

河岸葡萄 23. 3 - < 抗病

3　讨　论

关于葡萄白粉病接种鉴定, 据李华等
[ 8]
报道,对欧亚种用离体圆片叶接种田间新鲜白

粉病菌孢子, 是一种快速简便、又能鉴定大量材料的有效方法。笔者曾进行的接种预备试

验表明,只有欧洲葡萄佳利酿在接种后 4～5 d 表现出症状,而绝大多数中国野生种因抗

性程度不同, 因此在 2周以上时间的离体叶片还未出现症状就不便存活。所以,对中国野

生种用离体小圆片叶接种鉴定, 不如在田间自然鉴定更能反映其抗性程度。

为确保接种孢子具有较强的萌发力,用 1 000 mL 的无菌水,加入 7. 8 g / L 葡萄糖,调

节孢子悬浮液渗透压后, 可以使分生孢子在 24～36 h 内保持外形不变, 并有一定的侵染

和萌发力。但在使用无菌水配成的孢子悬浮液内,分生孢子在 6～8 h内可保持外形不变,

10 h后会因吸水而胀裂。

笔者采用的喷雾、涂抹、干粉干压和喷无菌水后干粉干压 4 种方法, 都能使接种葡萄

感病。干粉干压,尤其是喷无菌水后干粉干压感病明显。但为了定量化地控制接种病原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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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数, 笔者着重对喷雾和涂抹 2种方式, 用不同孢子含量的病原孢子进行了试验(表 3)。

显而易见, 2×105个/ mL 为最佳的喷雾和涂抹接种液,其他则为偏重和偏轻型的。在喷雾

和涂抹 2种方法中,涂抹接种造成在叶缘处停留的孢子悬浮液量多, 使叶片感病不均匀。

所以, 选择简便易行的喷雾方式, 以 2×10
5
个/ mL 悬浮液接种, 鉴定葡萄对白粉病的抗

性。葡萄抗白粉病鉴定时, 在白粉病害流行年份,田间自然鉴定的结果可以表明葡萄真正

的抗性程度,而在环境条件不利白粉病侵染发病时,辅之以 2×105个/ m L 田间人工喷雾

悬浮孢子液接种鉴定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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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the m ethods of resistance to

Uncinula necator in V itis

WANG Yue-jin, HE Pu-chao, ZHANG Jian-xia
(Dep artm ent of H or ticu ltu re, N orthw ester n A g ricul tur al Univ ersity , Yangl ing S haanx i , 712100, China)

Abstract: The methods of Resistance to g rapevine pow dery mildew [ Uncinula

necator ( Schw eint it z) Burrill ] of 20 Vit is species nat ive to China , w ere studied by field

natural evaluation and field art if icial inoculat ion, including spray ing , smearing, and

pow dering . Af ter 21 days identif icat ion w as invest igated and the results show ed that the

inoculation concentrat ion 2× 10
5

spo res/ mL by the spraying of gr apevine pow dery

mildew w as the best m ethod in three inoculat ions under f ield conditions. There w as a

signif icant posit ive co rrelation coef f icient of the resistance to the disease between field

natural evaluation and field ar tif icial inoculat ion as w ell as both the leaves and the

berr ies of g rapes.

Key words : grapevine; powdery mildew ; disease-resistance; ident ifica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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