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第 卷
年

第
月

期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一

麦类作物对小麦全蚀病菌抗病性的研究

王美南
,

商鸿生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植保学院

,

陕西 杨睦

〔摘 要 〕 用菌饼接种法研究了小麦
、

黑麦
、

小黑麦和燕麦苗期对小麦全蚀病菌的抗病性 结果表明
,

燕麦对

小麦全蚀病菌高杭至免疫
,

黑麦和小黑麦中抗
,

小麦高感
。

供试麦类品种间抗病性有差异
,

燕麦品种晋
,

晋
,

晋
,

新西兰 免疫
,

其余品种高抗 黑麦品种中美国黑麦和法国黑麦
,

小黑麦品种中劲松 号抗病性均较强
,

小

麦品种中陕 感病较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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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全蚀病菌
·

是禾本科植物的一种重要的根部病

原物
,

对小麦
、

大麦
、

黑麦
、

小黑麦等麦类作物危害

尤其严重
,

为植病学家所普遍关注
。

近年来
,

我国

全蚀病面积不断扩大
,

年陕西关中 个县发现

全蚀病田块
,

到 年扩大到 个县 市
、

区
。

国

内关于麦类作物抗全蚀病的报道很少
。

本文研究了

小麦
、

黑麦
、

小黑麦和燕麦品种抗全蚀病的情况
,

旨

在明确不同麦类作物间和不同品种间抗病性的差

异
,

为合理利用品种防治小麦全蚀病提供依据
。

材料和方法
材 料

小麦全蚀病菌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植物病理研

究室从陕西小麦病株上分离
、

纯化得到的强致病菌

株
。

小麦品种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植物病理研

究室繁殖
。

黑麦
、

小黑麦及燕麦来 自甘肃省定西农科

所和中国农科院品种资源所
。

方 法

接种采用 方法
,

并略作改进 从

平板上生长 的菌落边缘取直径 。 的菌饼
,

置

于装有灭菌河沙的塑料杯中
,

谷物种子用

酒精表面消毒后催芽
,

露白
,

放在菌饼上
,

覆盖灭菌

沙
,

定期浇水保持沙子湿润
,

每品种接种 株
,

设
个重复

,

于温室培养
,

温度为 ℃
,

每 日光照
。

周后用清水冲洗麦根
,

调查病情
,

以根皮层

或中柱变褐或变黑者为病根
,

测量变褐或变黑的根

面积
。

记录病根率与严重度
,

严重度为变褐或变黑组

织的面积与总根面积之比值
。

结果与分析
小麦对小麦全蚀病菌的抗病性

不 同小麦 品种 感染小 麦全蚀病菌 的结果见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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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小麦品种均根部皮层组织变褐
,

严重者中 表
。

柱变黑
、

腐烂
,

病根率和严重度均很高
,

表明小麦品 黑麦对小麦全蚀病菌的抗病性

种抗全蚀病菌的侵人和扩展能力都很差
。 一 一

份黑麦品种接种后发病均较轻
,

除德国 白粒

和小僵 号根部变黑
,

腐烂面积较大
,

部分植株枯 外
,

其余品种病根率较低
。

美国黑麦和法国黑麦病根

死
,

受害最重 绵阳 和陕 根部皮层变褐较少
,

率及严重度均 比其他黑麦低
,

兼具抗全蚀病菌侵人

中柱黑斑小
,

抗全蚀病菌扩展能力较其他品种稍强 和扩展的能力 表
。

表 不同黑麦品种感染小麦全蚀病菌后的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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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黑麦对小麦全蚀病菌的抗病性 抗侵人能力差 除劲松 号外
,

其余品种间严重度差

份小黑麦品种接种后
,

病根率均较高
,

表明其 异不大
,

说明劲松 号较抗全蚀病菌扩展 表

表 不同小黑麦品种感染小麦全蚀病菌后的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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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麦对小麦全蚀病菌的抗病性 与严重度不一定一致
。 。 病根率为

份燕麦品种对全蚀病菌的抗病性差异较大
,

。
,

高抗侵人
,

但严重度为
,

比加拿大
一

晋
,

晋
,

晋 和新西兰 病根率和严重度 高
,

后者严重度为
,

高抗扩展
,

但病根率 为

均为 。,

表现免疫
,

其余品种亦抗性很高
,

但病根率
,

抗扩展能力较 差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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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麦类作物间对小麦全蚀病菌的抗病性

小麦
、

小黑麦
、

黑麦和燕麦平均病根率和严重度

分别为
,

纬
,

纬
,

纬和
, ,

, , 。

抗全蚀菌的次序为燕麦 黑

麦 小黑麦 小麦
,

燕麦高抗小麦全蚀病菌
,

小麦高

感
。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用菌饼法接种测定不同麦类作物苗期对

小麦全蚀病菌的抗病性
。

结果表明
,

燕麦高抗小麦全

蚀病菌
,

黑麦
、

小黑麦中抗
,

小麦高感
,

与国外同类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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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结果相似 , 〕。

各种麦类作物品种间抗病性有差

异
,

燕麦有免疫品种和高抗品种 黑麦中美国黑麦和

法国黑麦抗病性较强 小黑麦中劲松 号抗病性较

高 小麦中抗病性最好的为陕
。

燕麦可产生燕麦素抑制小麦全蚀病菌生长
,

表

现高度抗病至免疫
。

等 发现有一个燕麦

品种根部不含有燕麦素
,

高感全蚀病
。

本研究发现
,

燕麦品种之间对小麦全蚀病菌侵人和扩展的抗病性

有差异
,

有的品种抗病性很强
,

有的则较差
。

这些现

象与燕麦素结构和产量的关系如何
,

值得进一步研

究
。

如能克隆控制燕麦素产生的基因
,

并将其导人小

麦
,

无疑将开辟小麦抗全蚀病育种的新途径
。

目前对小麦全蚀病较好的防治方法为与非禾本

科作物轮作
。

由于麦类为主要粮食作物
,

长期轮作不

太现实
,

因此
,

这一措施的应用受到很大的限制
。

在

我国西北地区
,

有种植燕麦
、

小黑麦及黑麦的历史
,

可以利用燕麦
、

黑麦
、

小黑麦与小麦轮作的方式减轻

病害造成的损失
。

利用燕麦的免疫品种与小麦轮作
,

将会大大降低田间菌源量
,

可 以起到控制病害流行

的作用
。

在黑麦品种中进行大量筛选也有望得到抗

侵人和抗扩展均较好的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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