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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软滨麦草及其杂交后代抗条锈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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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对柔软滨麦草及其杂交后代生物学特性及抗锈性的关系进行了初步研究
,

结果认为
,

亲本的叶表

皮毛密度和气孔密度与侵人前的抗锈性有极高的相关性
,

而其杂交后代无此种关系
,

表明亲本的物理抗锈因素没

有传递给后代
,

其抗锈性由其他因素决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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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条锈病是我国小麦上最重要的病害之一
,

对小麦生产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

目前主要应用抗病

品种控制病害
,

但由于使用抗源品种单一造成小麦

抗病遗传基础极狭窄
,

在小麦条锈菌毒性频繁变异

的压力下
,

定向选择作用常使小麦 良种推广几年之

后便丧失抗性
。

从长远的控制战略看
,

必须寻找新

的抗源材料
,

拓宽作物的抗病遗传基础
,

综合运用作

物的多种抗病机制来克服作物遗传基础的脆弱性
,

使作物具有持久抗锈性图
。

野生种质资源中存在多种抗病机制
,

对其进行

研究是从近缘植物中转移外源抗病基因的基础
。

该

领域已成为国内外研究的重点
。

我国 目前在这方面

的研究相对落后
,

多停留在抗病性鉴定水平 〕。

柔

软滨麦草

属 禾 本 科 大 麦 亚 族 ‘ 赖 草 属
“ 由于具有抗干旱

、

耐盐碱
、

抗真菌
、

杆粗
、

大穗多花等特性
,

是对麦类作物 品种进行改 良的宝

贵种质资源
,

因而引起国内外众多育种工作者的关

注
。

小麦野生近缘属柔软滨麦草及其杂交后代的

抗锈性和抗锈性传递强度已另文报道固
,

本文主要

报道其侵人前抗锈性病理学机制
,

从而揭示小麦野

生种质抗锈机理
,

并为抗病育种提供理论依据与试

验材料
。

材料和方法

供试菌种

供试的条锈菌为条中 号
、

号
、

号
,

均由

西北农业大学植物免疫研究室提供
。

试验前各小种

均在鉴别寄主上确认
。

供试材料

柔软滨麦草 与小

麦 品 种 及 其 杂 交 后 代 个 品 系
一 ,

, , , , , , , , 一 ,

。。 一 , 。 一 ,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 一 , 一 。。

以亲本 作为感病对照
。

试验方法

植株培养及接种 将供试种子播于直径 。

的花盆内
,

待初生叶片展平后用接种塔接种
。

将新鲜

夏抱子 与滑石粉按 体积比混匀
,

对幼苗

脱蜡
,

用质量分数 写的吐温水溶液喷雾
,

使叶

面均匀地覆盖上一层微小的雾滴后
,

将其移人接种

塔内接种
。

接种后取出保湿
,

置培养台培养 光

照
,

温度 ,
,

湿度
。

观察方法与记载指标 将接种 的叶片涂

上一层无色透明指甲油
,

待干后
,

用镊子轻轻地撕下

薄膜
,

将其放在以蒸馏水作浮载剂的玻片上
,

在配有

测微尺的 显微镜下观察记录
。

每钵检查 片

叶
。

观察指标包括气孔密度
、

叶表皮毛长度与密度
、

叶面抱子萌发率与附着胞形成率
。

结果与分析

利用粘贴法研究了柔软滨麦草及其杂交后代的

叶表特征和小麦条锈病在叶表的行为特点
,

阐明了

叶表特征与侵人前抗锈性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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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软滨麦草表皮特征与抗俊入的关系

根据柔软滨麦草叶片翻转的生长习性
,

对其正
、

反面分别接种研究了其抗侵人特性与表皮特征的关

系 表
。

表 柔软滨麦草叶表特征与条锈苗行为的关系

功

泉熟 叶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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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

氏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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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 ,

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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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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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 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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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气孔

叶背边缘各有一排
气 孔 “

正面

,

气孔均匀分布
以

了

背面
压 人

气孔均匀分布
以

注 不同字母表示极显著差异

比 。场袱 眠

气孔分布的观察结果显示
,

柔软滨麦草叶正面

气孔密度高于对照
,

似乎不利于抵抗气孔入侵型的

病菌
,

但从表皮毛长度和表皮毛密度看
,

柔软滨麦草

的表皮毛 比对照长
,

而且密度较对照高
,

这些特点均

不利于病菌抱子的附着与侵人
。

柔软滨麦草的表皮

毛长度是对照的 倍
,

密度较对照高出 个数量

级
,

以致于正面的表皮毛几乎覆盖气孔
。

从柔软滨麦

草表皮毛的这些特征与病菌侵人的直接关系看
,

这

些特性的存在降低了条锈菌抱子的附着率
,

影响了

芽管的定向生长和附着胞的形成
。

从间接的关系看
,

因为表皮毛的存在
,

增大了叶表的不可湿性
,

从而降

低了病菌的萌发
。

叶背面的观察结果显示
,

柔软滨麦草的气孔分

布很特别
。

叶背面的气孔密度很小
,

只在叶缘有一排

气孔
,

较对照的气孔密度低近 个数量级
。

柔软滨麦

草在生长过程中具有叶翻转的习性
,

使其气孔分布

稀少的叶背面朝上
,

可能不利于病菌的侵人
。

锈菌在柔软滨麦草正面和背面的叶表行为与表

皮特征的关系观察结果表明
,

在锈菌抱子着落方面
,

柔软滨麦草正面抱子着落数为 个
,

背面为

个
,

而对照是 。个
,

其均与对照达到极显著差异
。

柔软滨麦草正面和背面抱子萌发率分别为 和

,

与对照 的差异达到极显著水平
。

柔软滨

麦草正面没有附着胞形成
,

背面附着胞形成率是
,

与对照 达到极显著差异
。

从以上结果可 以看 出
,

叶正面的气孔密度虽多

于对照
,

但表皮毛几乎覆盖了气孔
,

影响抱子着落数

和萌发率
。

因此表皮毛密度是柔软滨麦草叶正面抗

侵人的关键因子
。

但叶背面的气孔密度仍为影响附

着胞形成的决定性因素
。

柔软滨麦草杂交后代的侵入前抗性

根据对柔软滨麦草侵人前抗性的研究结果
,

进

一步研究了其杂交后代侵人前的抗病性
,

并分析了

两者侵人前抗锈性的关系
。

表 表明
,

柔软滨麦草杂交后代的气孔密度
、

表

皮毛密度与对照没有显著差异
。

从总体上看
,

杂交后

代叶表抱子着落数与对照无大的差别
,

而萌发率和

附着胞形成率则明显低于对照
。

通过相关分析 表 可以看出
,

气孔密度
、

表皮

毛密度与萌发率
、

附着胞形成率没有显著相关性
,

亲

本表皮特征对锈菌叶表行为的影响因子并没有传递

给后代
,

可 以推测其杂交后代抗侵人特性受其他因

子的控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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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柔软滨麦草杂交后代叶裹特征与条锈叶表行为指标的相关分析
, 从 ,

夕 , , 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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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讨论

植物及其病原菌系统在协同进化的过程中
,

两

者形成了多种多样的抗病性和致病性
。

各国学者对

小麦的种质资源进行了广泛的调查
、

搜集
、

保存
、

研

究和利用工作
。

经对小麦与锈菌的共同起源中心西

亚
、

北非和地中海沿岸的小麦起源种和近源种的研

究发现
,

许多小麦野生近缘种 中存在大量的抗锈种

质资源
,

是小麦抗锈基因的主要携带者图
。

这些野生

近缘种具有多种抗病类型
,

既有植物既存的多种物

理因素所决定的抗侵人机制
,

又有病菌侵人后所诱

发的多种他卫反应机制
,

如抗定殖
、

抗扩展
、

慢锈性

和耐锈性等抗病机制
。

由野生近缘植物向普通小

麦转移这些外源抗锈基因
,

已成为提高小麦抗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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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手段
。

对其抗病机制的研究则是科学利用的

基础
。

国内外研究认为影响侵人前抗锈性的因素涉及

物理因子和生理因子
。

本文对侵人前抗性的研究

结果认为
,

柔软滨麦草的抗锈性主要受到表皮毛密

度和气孔密度的影响
。

叶正面的表皮毛一方面悬空

了抱子向叶面的附着
,

另一方面也阻止了抱子的正

常萌发
,

并使畸形的芽管无法到达气孔形成附着胞
。

柔软滨麦草的表皮毛将整个气孔覆盖
,

即使抱子萌

发
,

也无法识别气孔
。

由于柔软滨麦草具有叶片翻转

习性
,

因而其叶背面的生物学特性与抗锈性也有关

系
,

研究发现柔软滨麦草气孔分布很特别
,

只有叶边

缘存在气孔
,

这样就最大限度地降低了芽管到达气

孔的机率
。

国外研究结果认为
,

由于气孔密度小
,

芽

管到达气孔的生长过程中所消耗的能量就多
,

以致

于到达气孔也不能分化出附着胞 , 〕。

本研究结果与

其相一致
,

阐明了物理因素在抗病性中的作用
。

对柔软滨麦草后代的研究结果认为
,

其叶表皮

毛密度和气孔密度与抗锈性无关
。

影响柔软滨麦草

杂交后代侵人前抗锈性的因素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

本研究结果为利用柔软滨麦草抗锈基因
,

拓宽

小麦的抗锈遗传基础
,

丰富小麦抗锈基因库
,

利用多

种抗病机制保持小麦的持久抗锈性提供了理论依据

与试材
。

〔参考文献 〕
, , 。 〕

, , 一

〔」
, ,

, 一

陈尚安
,

玉璨
,

许树军
,

等 小麦野生近缘植物抗病性鉴定〔〕中国农业科学
, , 一

·

林晓民
,

李振岐 山羊草材料杭条锈性研究初报【月 西北农业大学学报
, ,

一

傅 杰
,

陈漱阳
,

张安静 八倍体小滨麦的形成及细胞遗传学研究〔〕遗传学报
, , 一

·

心
,

, 一

商鸿生
,

金元谦
,

三种麦类作物对叶 冠 锈菌非寄主抗病性及品种抗病性的组织病理学研究【 西北农业大学学报
,

, 一

郭 萍
,

井金学
,

傅 杰 三个小麦近缘属抗锈性研究〔〕西北农业大学学报
,

”
,

一
·

,

块
, ,

一

一卫工‘︼,,几,曰内西月喂﹄勺口一一工,一

一‘一,目了一‘工,‘

,

一 , , 一 , , 一 , 一 ‘

及和雌阴翻才 耐 胡
, 口 , ,

州
一

“人 成。

八 “ “

, 尽
, , , 月 泣 ,

二

、

,

,

, 一

,

,
,

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