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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小麦品种抗条锈性丧失问题

的 初 步
、

探 讨

李 振 岐

( 西北农学院植物保护系 )

月lJ 舀

小麦条锈病是我国小麦最重要的病害之一
,

在流行年份可使小麦 减产 20 ~ 加 %
。

据估计
, 1 9 5 0 年和 1 9 6 4 年小麦锈病大流行时

,

分另lJ减产 12 0 亿斤和 60 亿斤
。

解放后 30 年来的经验证明
,

防治小麦条锈病必须贯彻
“ 以种植抗锈品种 为主

,

药

剂和栽培防治为辅
,

土洋结合
,

综合防治
” 的方针 〔 “ 了 ,

而种植抗锈品种
,

是防治小麦

条锈病的最基本途径和最经济有效的措施
。

1 9 6 5一 1 9 7 6 年十二年间
,

小麦条锈 病 在我

国黄河中
、

下游广大麦区基木上得到控制
,

未能流行
,

主要由于采用了以种植丰产抗锈

良种为主的综合防治措施
。

-

但是抗锈品种应用中的一个突出问题
,

是品种抗锈性丧失问题
。

生产实践 反 复 证

明
,

一个抗锈品种在生产上种植一定年限 ( 一般为 5一 10 年左右 ) 后
,

往往会丧失抗诱

性
,

从而失去其在生产上的应用价值
。

如碧玛一号自 1 9 5 2 年开始推广
,

仅仅经过 气尔
,

至 1 9 5 7 年即丧失了抗锈性
〔 。 ’ “ ’ 。

小麦品种抗锈性丧失问题
,

不仅是我国小麦生产上的一个突出问题
,

同时
,

也是世

界上许多产麦围家尚未解决的一个难题
。

据报告
「3 5 ’ , 1 9 7 1一 1 9 7 5 年世界 巨有 26 个国

家发现有小麦品种丧失抗锈性的情况
,

丧失抗锈性的时间平均为 5
.

5 年
,

最短的 1 年
,

较长的 1 0 年
。

目前我国小麦品种抗条锈性丧失问题十分严重
,

西北
、

西南
、

华北生 i倪上的大部分

主栽品种如阿勃
、

丰产三号
、

泰山一号等已丧失了抗锈性
「’ 7 ’ ,

并五缺乏接班品种
。

因

此
,

为了确保小麦高产稳定
,

为早 日实现
“ 四化

”
做出贡献

,

加速研究解决我国小姜品

种抗条锈性丧失问题
,

是当前一项十分重要而迫切的任务
。

本文的目的在于
,

试图根据国 内外有关研究成果
,

对我国小麦况
,

种抗条锈性丧失原

因和解决途径提出初步看法
,
供有关部门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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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
、

我国小麦品种抗条锈性丧失问题的

发生过程和发展简况

小麦品种抗锈性丧失问题
,

是二十世纪初期
,

在美
、

加等国伴随着小麦抗锈育种工

作的开展所出现的一个新问题
。

这一问题在国际上引起人们的注意
,

首先是从 1 9 3 4 年

C er o s 品种在美国中部丧失抗锈性开始的
。

C er es 系 1 9 2 6 年开始推广
,

在生产上种植 8

年后
,

至 1 9 3 4 年突然丧失抗锈性
。

当时该品种 占小麦播种面积三分之一
。

其次是 1 9 5 0

年 T ha t c h e r 品种在美
、

加一带丧失抗锈性
。

我国小麦品种抗条锈性丧失问题发生较迟
,

是解放后应用杂交品种碧玛一号后出现

的一 个新问题
。

截至 目前
,

我国小麦品种抗条锈性的丧失
,

大体上可归为三批
〔 ’ 8 〕 : 即 50

年代一批
,

60 年代一批和 70 年代一批
。

50 年代以碧玛一号为代表
。

这一品种 1 9 5 2 年

大面积推广
, 1 9 5 7 年完全丧失抗锈性

。

同一时期丧失抗锈性的还有西北 54
、

西北丰收
、

农大 1 83 等
。

60 年代以玉皮
、

甘肃 96
、

陕农 9 号
、

南大 2 4 1 9 为代表
。

这些品种一般

是 57 年开始推广
,

64 年以前先后丧失了抗锈性
,

同一时期丧失 抗 锈 性的还 有 西 农

6 0 2 8
、

中农 2 8
、

西北 6 1 2
、

西北 1 3 4
、

陕农一号
、

农大 3 1 1 等许多品种
。

7 0 年代 以 阿

勃
、

丰产三号
、

尤皮 2 号
、

北京 8 号为代表
,

这些品种一般在 64 年以后大面积 推广
,

75 年前后丧失抗条锈性
。

同一时期丧失抗锈性的有甘麦 8 号
,

天选 15
、

16
、

17
、

矮丰

3 号和 4 号
、

咸农 68
、

卫东 8 号
、

孟县 4 号
、

郑引 1号等一大批品种
。

我国小麦品种抗条锈性丧失的速度
,

因品种快慢不同
。

据在陇南 观 察
〔 “ ’ :

从引进

到抗性完全丧失
,

有的较快
,

如碧玛 1 号
、

西北 1 3 4 ,

约经 3 一 4 年 , 有的较慢
,

如南

大 2 4 1 9
、

阿勃
、

尤皮 2 号
,

约经 8一 10 年
;
有的丧失很快

,

甚至引进 当年就丧失了抗锈

性
,

如农大 3 1 1
、

济南 2
一

号
,

64 年引入甘谷
,

当年即严重发病
。

目前我国小麦品种抗条锈性丧失问题仍在发展中
。

据 1 9 7 9 年 6 月 9一 n 日
,

我们

在陇南天水
、

甘谷一带调查
,

泰山 l 号也丧失了抗锈性
。

一些其它品种如山前麦
、

阿魁

垒
,

特别是洛夫林 10
、

13 发病程度也迅速发展
。

洛夫林 10 的大 田发病率在有的 田 块

已达 70 %
,

反应型
: 1

、
2

、

3 型均有
,

严重度 10 一 65 %
。

洛夫林 13 的大 田发病率在

有的田块 已达 30 %
,

反应型
: l

、
2 , 3 ,

严重度 2一 40 %
。

洛夫林 -0] 为黄河中下游

许多育种单位的主要抗源亲本
,

如不迅速设法防止病害发展
,

目前接班品种的 缺 乏 情

况
,

将会变得更为突出
。

三
、

关于我国小麦品种抗条锈性丧失的原因

关于小麦品种抗锈性丧失的原因
,

在美
、

加
、

澳等国自二十世纪二十
、

三十年代就

开始了研究
〔 3 ` 〕 ,

以后其它国家也陆续开展了起来
。

根据国外研究
,

引致小麦况
,

种抗锈性丧失原因有三方面因素
,

即病菌的变异
,

.

品种

本身的变异和环境因素的影响
,

但主要是病菌变异引起的
。

因 为 许 多国家的 研 究 证

明 ￡’ ` ’ 3 ” 3 ” ,

伴随小麦品种抗锈性的丧失常常有新的生理类型出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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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国小麦品种如碧玛一号
、

24 9 1等抗条锈性丧失的原因
,

汪可宁等 ( 1 9 5 6 “ ’ J ,

1 9 5 7 〔 ’ ” 了
一

)
、

季振 岐
、

刘汉文 ( 1 9 5 7 门 ` ’ )
、

文,{汉文
、

几 宪 池 ( 1 9 5 7 「日 」 )
、

张 石 成

( 1 9 5 7 〔 ’ ” 〕 )
、

(( 人民 日报 》 ( 1 9 5 7 『” )
、

中国 农 手于}注植保所 ( 1 9 6 3 〔 “ 〕 )
、

李振岐

( 1 9 6 4 )
、

曾士迈 ( 1 9 6 9 `” ” 」 ) 陕西省植保所 ( 1 9了4 〔 2 ` 了 )
、

甘肃省植保所等 ( 1 9 7 5
、

19 78
t “ ’ 7 〕 )

,

曾先后做了不少调查研究
,

并且提出了许多看法
,

为进一步研究和 解 决

这一问题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依据
。

现根据我们的研究和有关资料提出如下看法
:

( 一 ) 病菌变异是引致我国小麦品种抗条锈性丧失的主要原因
。

我们认为
,

其根据是
:

1
.

随着生产品种抗锈性的丧失
,

常常伴随出现相应的致病力更强的新的 生 理 小

种
。

例如
,

根据 中国农科院植保所和陕西省植保所等单位的调查 鉴 定
〔吕」 ,

伴随碧玛一

号抗锈性的丧失出现了条中 1 号
,

伴随碧玉麦出现了条中 8 号
,

伴随陕农系统品种出现

了条中 10 号
,

伴随 2 4 1 9 出现了条中 13 号和 16 号
,

伴随农大 3 n 和北京 8 号出现了

条中 1 7 号
,

伴随阿勃出现了条中 18 号和 19 号
,

伴随丰产 3 号出现了条中 20 号
,

伴

随尤皮 2 号出现了条中 21 号等
。

同时
,

这些新的小种随着新的品种面积的扩大
,

其 在

病菌群体中的数量也相应地增加
,

逐渐成为优势小种
。

此时这一品种在生产上就完全丧

失了抗锈性
,

失去其在生产上的应用价值
。

2
.

我国过去一批批品种抗条锈性丧失现象
,

一般都是在我国西部地区如陇南
、

川

西一带首先发生
,

然后再由西向东扩展
。

例如
,

据观察
〔。 ’ “ 〕 ,

碧玛一号小麦 1 9 5 2 年

引入陇南
, 1 9 5 3 年个别植株发病

, 1 9 5 4 年在陇东发现苗期感病
, 1 9 5 5 年在关中发现部

分植株发病
, 1 9 5 6 年加重

, 1 9 5 7 年普发
,

并在广大黄河中下游地区流行
。

其他 品种如

碧玉
、

2 4 1 9
、

阿勃
、

尤皮 2 号等在抗锈性丧失过程中也有类似情况
。

这种现象只有在病菌发生变异情况下才可能发生
。

3
.

我们
〔 ` 6 ’ 。 2 “ J

在人工控制条件下
,

用条中 l
一

号单抱菌系在碧玉麦苗上进行继

代转接试验
,

形成的新类型与在 自然条件下在碧玉麦上所采到的条中 8 号小种同为一个

类型
。

证明碧玉麦抗条锈性的丧失是由条中 1号变成的条中 8 号引致的
。

4
.

我们
〔“ ’ ` “ ’ 用条中 l 号和用碧玛一号抗锈性变异前后不同年代与不同地 区 种

子进行苗期接种试验
,

未发现在抗锈性上有何差异
。

说明碧玛一号抗条锈性的丧失主要

并非 由于种子本身变异 引致的
。

关于条锈菌变异的途径
,

根据过去研究
,

可能有
:

① 病菌群体中原有小种数 量 组

成发生变化
,

使一些潜在的有致病力的小种逐渐增多
,

从而改变病菌的致 病 力 ; ② 新

小种的产生
,

即产生致病力更强的新小种
。

在自然情况下这两种途径都可能发生作用
,

但许多国家
〔 ” “ ’ ” 。 ’ ` ” ’

的研究证明
,

不断产生的新小种常常是引致品种抗锈性丧失的主

要原因
。

关于条锈菌新小种产生的途径
,

一般认为可能有三
;

即突变
、

异核作用和适应性变

异
。

通过突变和异核作用可以产生新的致病类型业 已先后 由G a s s
ne

r & tS r ia b ( 1 9 3 2 ) 〔 3 ” ’

和 L i r t l e ,
R

。

( 1 9 6 7 ) 〔 ” “ ’ 试验证明
,

突变率为 1
.

6 : 1 0 0 0 0 0一 2 0 0 0 0 0 〔 3 “ ’
关于条锈

菌是否可通过适应性变异产生新类型
,
过去尚无人研究

,

学者之间也一直存在着争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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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试验
「` 6

”
” , ’ 。 〕 ( 李振岐

、

李金玉 ) 证明
,

条 r
卜 I 号单抱菌系在亲缘近的品种碧

玉上和在偏施 尺肥条件下
,

可以通 i刃和鱼性变异
,

变为条中 8 号
,

取得 对碧玉麦的致病

性
。 -

( 二 ) 寄主木身变异也是影响品种抗条锈性袭失的重要因素之一
。

病菌变异虽然是引致品种抗条锈性丧失的主要原因
,

但寄主本身变异对品种抗锈性

丧失也有重要作用
。

国外和我国的经验都证明
,

抗源品种过分单一化
,

抗性基础不强
,

是导致品种抗锈性丧失的主要内在因素
。

因为抗源品种单一化可使毒性更强的新小种通

过定向选择
,

迅速发展成为优势小种
。

我国碧玛一号小麦很快丧失其抗锈性
,

主要原 因

之一
,

就是因为当时这个品种在生产上单一化种植所致
。

而 1 9 6 5一 1 9 7 6十二年间
,

小麦

条锈病在我 国黄河中下游广大麦区之所以未能流行
,

与这一期间各地区
,

特别 是 在 陇

南
、

陇东种植了许多抗源不 同的品种
,

限制了新小种的产生和发展有很大关系
。

其次
,

小麦品种不纯
,

如由于天然杂交
,

混杂退化和遗传分离在植株群体中出现部

分感病单株
,

对品种抗锈性丧失也有一定作用
,

因为这些植株可给病菌提供 向抗病植株

适应的
“ 桥梁

” 。

此外
,

小麦品种布局和配置不合理
,

如将亲缘相近的感抗品种相邻种植
,

也可相对

消弱品种的抗病性
,

而有利于病菌 由感病品种向抗病品种适应
。

( 三 ) 环境条件对品种抗锈性丧失也有重要影响
。

环境条件包括 自然条件和栽培条件
。

环境条件对品种抗锈性丧失的影响
,

可通过改

变品种本身的抗病性
,

也可通过改变病菌的致病性及其与品种之间的相互关系
。

在环境

条件中
,

与抗锈性丧失有关的因素主要有温度
、

营养
、

播期和光照等
。

1
.

温度

实践证明
,

温度与品种抗锈性丧失关系最为密切
。

过去的研究一致证明
,

高温可提

高小麦品种对条锈的抵抗性
,
而低温则反之

,

可降低品种的抗锈性
。

陆师义等 ( 1 9 5 8 )
〔 ’ 5 ’

试验证明
,

温度对反应型转变起着决定性作用
。

当温度升高时
,

由感病逐渐变成抗病
,

其温度转折点 自 15 ℃一 25 ℃
,

因品种和小种组合不 同而异
。

一

我们 ( 李振岐
、

赵宜谦
、

阴省林 )于 1 9 7 8年在高
、

中
、

低 ( 23 ℃
、

1 5
.

7℃
、

1 3
.

5℃ )

兰种温度下研究了洛夫林 10
、

13
、

18
、

尤皮 2 号对条中 19 号的抵抗性
,

也取得了类似

结果
。

高温提高了洛夫林 10 和尤皮 2 号对 19 号的抵抗性
,

低温相反
,

而对洛夫林 13
、

18 的抵抗性无明显影响
。

我国西部冷凉地区如陇南
、

川西一带
,

使很多引入品种丧失 抗锈性
,

成 为
“
易 变

区 ” ,

也 与这一地区的温度直接
、

间接影响有关
。

因为这一地 区温度低
,

易使品种抗锈

性降低
,

而有利于病菌致病力的提高和对寄主的适应
。

同时
,

也正因为这一地 区 温 度

低
,

小麦的生育期
一

长
,

病菌的繁殖代数也多
,

从而使病菌的变异 机 率 也相对增多
。

此

外
,

这一地区夏季温度低也有利于变异菌系的保存和发展
。

2
.

营养条件

在营养条件 中
, N

、
P

、
K 三要素对品种抗锈性影响不同

。

很多试验 ( H as oeb ar ku

功 3 0
,

G a o s n e r 1 5 3 4 , A
.

E
.

丘马科夫 1 9 5 5 ,
0

. u .

沃伊特申娜 1 9 5 7 等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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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证明
,

偏施 N 肥可降低品种抗锈性
,

而增施 P
、

K 肥可提 高 品 种的抗锈性
。

李学书

( 1 9 5 8) 证明
,

根外追施 P 肥可提高小麦对条锈病的抵抗性
,

并且有后效
。

在我们
厂` ” , ’ 。 ’

的 61 一 64 年的试验中证明
,

偏施 N ( Z N ) 肥可提高碧玉麦对条中 l 号的 感 病性
,

对

照 ( 正常 N
、

P
、

K ) 为 1一 1+ ,

而偏 N 为 1十一 2 ; 而对 2 4 1 9
、

6 1 2
、

5 7 D u 一 5 一 3 1
、

甘肃 96 和碧玛一号无明显影响
。

增施 P ( Z P ) 肥可提高碧玉麦的抗条锈性
,

对照为

1一+1
,

而增 P 为 1 ; 对 2 4 1 9 的抗诱性 也有所提高
,

对 照 为 2一 ,

增 P 为 2一 1九 但

对碧玛一号无明显影响
。

可见肥料对品种抗条诱性影响显著与否与品种有很大关系
。

_

我们 ( 李振岐
、

赵宜谦
、

阴省林 ) 于 1 9 7 8 年 在 三种 温 度 即 1 3
.

8℃
、

1 5
.

7℃~

2 3
.

5℃下研究了洛夫林 10
、

13
、

18 和尤皮 2 号
、

天选 17 等品种在 Z N
、

正常 N 、
一

P
、

K 和 Z P 条件下对条中 19
、

20
、

21 号抵抗性的稳定程度
,

结果 Z N 提高了洛夫林 1叭

尤皮 2 号
、

夭选 17 对 19 号的感病性
,

增 P 相反
,

可提高这些品种的抗病性
,

而 Z N 和

Z P 对于上述品种对条中 20
,

21 号以及洛夫林 13
、

18 对条中 19
、

20
、

21 号的抗锈性

影响
,

一

因品种和小种组合而异
。

一
_

一

3
.

光与品种抗条锈性的关系

光的影响包括光照强度
、

光照时间和光的质量三个方面
。

同时
,

光的影响 比 较
_

复

杂
,

往往与温度和湿度等条件交错在一起发生作用
。

过去许多研究 ( G o s s lle r & A p 1P’ i

1 9 2 7 ,
H a r t & F o r b e s 1 0 2 5 ,

s h u k l a i ` 5 4 ) 一致证明
,

增加光强度往往使小麦抗锈性

降低
,

而遮阴 可延长潜育期
,

充分黑暗则植株黄化
,

抑制锈菌发育
。

陆师义等 ( 1 9 5 8) 〔 2 “ 〕

研究发现
,

光影响的具体情况随品种和小种组合而已
。

.

此外
,

实践证明
,

不 合理的栽培措 施
,

特别是在早播地区的过早播种
,

对新小种的

发展和流行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

例如
, 1 9 7 6年秋季条种 1 9号小种在陇东流行

,

从而引

致陇东
、

关中一带大部品种抗锈性丧失
,

主要是 由过于早播种 ( 比常年早 15 一 30 天 )
,

-

给19 号小种大量繁殖蔓延创造了有利条件
。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
,

引致我国小麦品种抗条诱性丧失的主要原 因是病菌的变异
,

但

与小麦品种本身由于抗源品种过分单一
,

抗性基础薄弱
,

良种繁育制度不健全
,

品种不

纯
,

和品种布局配置不合理 以及环境条件
,
特别是低温

、

偏施 N 肥和不合理的 栽 培 制

度
,

如过早播种的影 响
,

有利于病菌的适应和新的毒性小种的繁殖
、

保存
、

扩展和流行

有密切的关系
。

因此
,

在研究小麦品种抗条锈性丧失原因时
,

必须从病菌
,

寄 主和环境

条件三个方面进行综合研究
,

才有明确方向
,

易于找出解决途径
。

四
一

、

关于我国小麦品种抗条锈性丧失问题的解决途径

国外关于小麦品种抗锈性丧失问题解决途径的研究和认识
,

是在应用抗锈品种中逐

步发展和提高的
。

在二十世纪 20 一 30 年代人们在防治小麦锈病方面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对锈菌生理小

种的调查鉴定
,

提高育种和品种应用 的针对性和予见性
〔 3 ` 〕 。

进入 4 Q年代
,

人 们开始从

事小麦品种的抗源基因及寄主与源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研究
。

提出了
“ 基因对基因学说

”

( G e n e f o r g e n e t h e o r y )
。



茜北农学院学报 19 8 0年

“ 基因对基因 ” 学说反映了一定的 ( 质量遗传 ) 客观规律
,

帮助人们进一步提高对

锈菌小种的予见性
,

也给抗锈育种
、

品种轮换和抗源品种合理布局打下了初 步理 论 基

础 〔 “ ” ,

因而在 5 0年代前后使小麦抗锈育种和品种应用水平又得到进一步提高
。

但是由于

病菌变异常常比品种选育和更换为快
,

人们在应用品种防治锈病方面 的被动局面仍未得

到彻底改变
。

1 9 5 0年由于小种 15 B 的出现和 T h a t hc er 等品种抗锈性 的 丧 失 所致
,

在

美
、

加等国锈病大流行
,

促使人们不得不进一步更深入地研究这一问题
。

6 0年代初期
,

人们在比较丧失抗晚疫病 的免疫品种和老品种的抗性中
,

发 现 了 另

一种抗病性
,

叫做水平抗病性 ( V a n d e : p l a , I k
, 1 , 6 3 〔 “ 7 ’ )

。

水平抗性的机能在于 阻

止病菌侵染寄主后进一步扩展和形成袍子
,

表现为病害潜育期长
,

形成的病斑小而少
,

形成的泡子量小
。

由于病害在植株上发展的漫
,

形成的菌量少
,

所以在田 间成侏期病害

发展速度慢和最终发病程度较轻
,

因而对产量影响较小
。

与水平抗性相对应 的另一种抗性叫垂直抗性
。

垂直抗性是指作物品种对某些病原物

小种能抵抗
,

而对另一些 则不 能抵抗
。

所以在品种的抗病性和病菌的致病性之 间 有 特

异的相互作用
。

这种抗性不能 意定和 J寺久
。

在遗传上由单基因或寡基因控制
。

由一个或

少数主效基因起 作用
。

杂交后代分离 表现为质量遗传
。

这种抗性的机能在于阻止病菌侵

染并把病菌局限在侵染点
,

因而在流行学上能减少发病初期的有效菌量
。

进入 60 年代末和 70 年代以后
,

随着水平
.

抗性育种工作的逐步开展
,

人们对水平抗

性的认识逐步得到提高
。

V a n d e r p l a n k ( 1 9 6 5 )
,

S e h a f e r J
.

F
.

( 1 9 7 1 )
,

R
.

A
。

R o b i n s o n ( 1 9 7 6 )
, K r i s t e n s o n B

.

( 1 9 7 6 )
, L o e g e r i n g D

。

Q
.

等 ( 1 9 7 6 )
,

S t u b l s

R
。

W
。

( 1 9 7 7 )
,

K r i s t e n s e n D
.

L
.

, 份二
一

、 一

!。
’ 、 3 丁

。

C
.

( 1 9 7 7 )
,

C a r l o s D
。

M
.

等

( 1 9 7 7 ) C n o n K 。 “ “ K
.

B
.

等 ( 1 9 7 8 ) 在水坑育种方面均做了一定工作
,

为水抗育种打

下了基础
。

可 以认为
,

70 年代已进入综合应用水抗
、

垂抗等各种抗性的新阶段
。

与此同时
,

在研究方法方面 也育了新的发展
,

开始应用体系分析方法研究植物病害

问题
。

应用体系分析结果发现
: ①病菌的致病性可分为毒 性 ( V i r lu en

c e ) 和 侵 袭 力

( A gr e s s主v e n e s s )
,

二 者常常是又 泪关
; ② 垂抗品种会引起相应毒性小种的定向选择 ,

而水抗品种却能解除这一压力
,

导致意之化选择
; ③用品种表现免疫的小种与感染小种

先后或同时接种可以产生诱发抗性 ( C h e
un g D

.

5
.

M
.

等 1 9 7 2 )
; ④自然界中植病体

系的特点与农业环境中的值病体系的特点不同
。

前者种间和种内异质性大
,

抗 性 多 样

化 , 后者种间
、

种内异质性小
,

抗性比较单一
。

根据上述发现
,

一般认为解决品种抗诱性丧失的途径可能有以下五种〔32 〕:

1
.

应用聚合品种
。

聚合品种是把已有各种主效抗病基因
,

同时引入同一品种中
,

降低锈菌对品种 的适应速率
,

从而延
一

长品种 使用年限
。

2
。

应用多系品种
。

用一个优良品种为轮回亲本
,

同时分别与包含不同抗病基 因 的

品种进行杂交和回交
,

选出一套农艺性状与回交亲本相似
,

而所含垂直抗性基囚各不同

的品系
,

根据材料组成
,

进行混系种植
。

通过异质混合
,

阻碍病菌传播
,

降低 流 行 速

度
,

推迟流行
。

3
.

实行品种轮换
。

根据小种变化情况
,

用相应的抗病品种轮换种植
,

控制小种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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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对抗源品种进行合理布局
。

在同一流行区系的不同关键地区
,

如在越夏易变区
、

传播桥梁区和越冬流行区分别种植不同抗源品种
,

从而阻止病菌越夏和新小 种 传 播 流

行
。

5
.

应 用水抗品种
。

关 于 我 国小麦品种抗条锈性丧失问题的 解 决 途径
,

国 内 很 多学者如 工 焕 如

( 1今7 5 ) 〔 ;, 〕 、

全 国 小麦条锈病防治研究协作组 ( 1叮7 5 ) 〔 “ 了 、

曾士迈 ( 1马7 7 ) 〔 ” “ ’ 、

许志鲁 ( 1 , 7 8 ) 〔 艺 7 ’ 、

刘汉文 ( 1 9 7 8 ) 〔 ` 。 〕 、

阮寿康 ( 1 9 7 8 ) 「全 ’ 了均 曾 提 出 了许多看

法和建议
,

对认识和解决我国小麦品种抗条锈性丧失 问 题 有很大启发和帮助
。

我们在

1 9 6 4 “ “ 了 、

1 9 7 8 〔 ’ “ 了也提出过 自己的初步认识
。

我们认为解决我国小麦品种抗条锈性丧失问题
,

必须结合我国实际
,

从分析我国小

麦品种抗条锈性丧失规律和具体条件入手
。

关于我国小麦品种抗条锈性丧失原因
,

前已

述及
,

主要是病菌变异引致的
,

而病菌的变异又与品种本身的抗娇性荃础不强 ( 如抗源
! 仁种 单一

,

兑岌亲缘近 ) 和变异 ( 如出现个别变异单株 ) 以及环境条件影响 ( 如 低温
、

偏 N 降低抗性
,

过早播种利于病菌萦殖和传播 ) 密切相关
。

在一些流行区系如陕
、

甘
、

一

青
,

有明显的易变区 ( 如 陇南 )
、

桥梁 区 ( 如陇东 ) 和一般地区 ( 如关中及其以东 ) 的

分 七
。

不利因素是
,

我国各地区的自然和栽培条件千差万另lJ
,

悬殊很大
; 而品科抗源比

较 羊
一 ; 大部分生产品种已失去抗锈性

,

接班品种极端缺乏
,

青黄不接
; 现在品种主要

是 垂 抗
.

兄
,

种
,

而水抗品种很少
,

且一般产量很低
。

有利因素是
,

主要流行区系如陕
、

一

片
、

青
、

川等均 分布在我国境内
,

可 二毛统筹考虑
。

根据 j 几述分析
,

我们 认为
,

为了解决我国小麦品种抗条锈性丧失间题
,

必须充分发

挥 右刊录 {卜
,

初补究防治策略
,

福反据不同流行区系特点
,

狠抓关键地区如越夏易变区相传

J币侨梁区的防治
,

统筹规划
,

因地因时制宜
,

实行抗源品种合理布局
,

综合运用垂抗
、

水抗等各种抗性和其他有效措施
,

开展综合防治
。

在防治工作部署上
,

根据现有工作基础和条件
,

首先应抓好陕
、

甘
、

青流行区的防

治
。

陕
、 一

甘
、

青流行区防治工作的重点
,

应放在以陇南为主的越夏易变区和以陇东为主

户介传播桥梁区
。

为了解决我国小麦品种抗条锈性丧失问题
,

当前应采取如下措施
:

1
.

实行抗源品种合理布局
,

在越夏易变区
、

传播桥梁区和一般地区 以及易变 区 的

l泊
、

川地带应积极创造条件
,

对抗源品种实行合理布局
。

抗源材料应在首先保 证 重 点

( 易变区 ) 前提下
,

根据抗源材料特点合理应用
。

各地区之间要紧密配合
,

互相支持
。

通过抗源品种合理布局
,

减少病菌变异和新菌系的扩大传播流行
。

2
.

根据不 同情况综合应用各种抗性品种
。

鉴于尚无产量较高的水抗
、

耐诱品种
,

因而对 条锈病 的防治
,

当前主要应 以种植垂抗品种为主
。

在个别山区和高原地带
,

无适

当垂抗品种时
,

可种植水抗
、

耐锈品种
。

在高水肥地区应种植多抗性品种
。 `

这样既可发

挥各种抗性 的作用
,

又可保
一

证丰产
。

3
.

加强良种繁育
,

健全种子生产和管理制度
,

严格去杂
、

去劣
、

去病
,

减少病 菌

适应和新小种发展机会
,

坚持提纯复壮
,

实行连续选种
,

不断提高种性和抗病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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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因地制宜采用栽培和药剂防病措施
。

( 1) 在越夏易变区如陇南控制播期
,

避免过早
,

大力消灭 自生麦苗
,

并在山
、

川交

界地带推行 B ay M eb 6 4 4 7 拌种
,

减少病菌越 夏和新菌系产生发展
。

如新菌系有发展可

能时
,

应及时喷药防治
。

( 2) 在传播桥梁区如陇东
,

应加强地区间联防
,

推行 B a y M
e b 6 4 4 7 拌种

,

大力消

灭自生麦苗
,

避免过早播种
,

减少秋茜发病
,

防止病菌建立菌源基地
,

向东部扩大传播

流行
。

( 3) 在一般地区如关中
、

华北平原应注意 合理施肥
、

灌水
,

增施 P 肥
,

避免偏施 N

肥和灌水过多
,

保证麦株健壮生长
。

在高产田块病害有流行可能时
,

应及时喷药防治
,

减少为害
。

5
.

加强新品种选育和推广
。

在此
,

应护大亲本来源
,

丰富抗病基因
; 改善育 种方

法 ( 如进行加代育种 )
,

加速育种进程 , 加强 育种与值病部门协作
,

认真搞好品种抗病

性鉴定
,

使新育品种既能抗优势小种
,

又抗潜在小种
,

并有多抗性
; 加强对种子工作的

领导
,

加强新品种的繁育推广
。

6
.

加强领导
,

加强协作
,

进一步搞好小女品种抗锈性丧失原 因和解决途径的研究
。

除继续抓紧对生理小种的类型
、

分布消长变化规律和陕
、

甘
、

川三省的菌源传播关系的

研究外
,

应加强对小麦品种抗锈性丧失规律
,

特别是病菌变异规律和陇南易变区
,

陇东

桥梁区小麦条锈病的综合防治
,

以及多抗性新品种的选育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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