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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瓜枯萎病苗期抗病性筛选方法的研究

崔鸿文 习二士部J JL匀、 石行尸

(西北农学院园艺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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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工控制条件下
,
以品种黑 2 3 1

、

西农 58 号和津研 2 号为高抗
、

抗病及感病的典型代表
,

对黄瓜枯萎病苗期筛选方法进拼 了
一

系列研

究
。

证明
: 苗期与成株期抗性一致

。

确定了筛选14 天的接种方法
、

适

宜密度
、

温度和接菌量
。

对筛选条件下的相互作用表现型 进 行 了 描

述
。

提出了筛选株的繁殖方法
。

为抗枯萎病品种 的选育找到了可能更

为快速
、

简便而有效的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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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使向有效的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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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 日趋严重的枯萎病

, 已成为严重威胁黄瓜产量灼主要病害
。

据调查
,

西安

地区黄瓜枯萎病常年发病率为20 一 30 %
,

严重田块死亡率达 60 一70 % 〔‘ 〕 。

天津市感病

品种发病率达 80 %左右
,

大棚生产由于枯萎及霜霉的为害
,

亩产仅 5 0 0 0斤 〔2 ’ 。

据本院

十年所积累灼资料分析
,

栽培感病品种时
,

枯萎病死亡率每增加 1。%
,

减产 1 5 7 6斤 〔“ “。

如此严重的 损失向我们提出
:

必须迅速杜绝黄瓜枯萎病的 为害
,

这是提高黄瓜产量的主

要途径之一
。

栽培中
,

为了减少枯萎病的为害
,

增加 收入
,

多采用轮作倒茬
夕

半高垄 或 高 垄 栽

培
, 控制灌水

,

药剂灌根等措施
。

但由于枯萎病属土传病害
,

病菌可花土壤中长期存活
,

加 之蔬菜高度集约栽培的特点
, 其防治成本高而效果甚微

。

国内外实践均证明
,

在病害防

治 的各种方法中
,

利用抗病品种最为经济
、

易行而有效
。

许多果树
、

蔬菜作物的病害
,

如病毒病
,

黄萎病
、

晚疫病
、

枯萎病等 , 主要靠抗病品种来解决 〔弓 」。 因 此
,

选育抗病

黄瓜就成为当前黄瓜育种中迫在眉睫的任务
。

自7 。年代以来
, 国内许多单位相继开展 了 以抗枯萎为主要育种 目标的育种工作

。

除

少数单位建立了人工病圃外
,

多采用传统的
、

依靠大田 自然发病 或重茬连作的方法
。

这

些 , 虽获得了一些效果
夕 但田间选择耗费大量人力物力 ,

占地面积大
,

筛选周期长
,

而

且环境条件未加控制
,
以及病菌在土壤中分布的不均匀性

,

必然造成选择上 较 大 的 误

差
。

旷菊存 (1 9 8 0年 ) 〔” ’提出的苗期快速鉴定方法
,

大大缩短了 筛选 周 期
,

但仍需

一个月以上
,

_

且由于病菌抱子未经计数
,

环境未加控制
,

而缺乏试验的重演性和广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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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用性
。

国外在蔬菜作物苗期抗病性筛选方面已有相当的进展
,

已对许多作物
,

如甘兰
、

蕃茄
、

萝 卜
、

菜豆
、

西瓜
、

甜瓜 的多种病害提出相应的筛选方法
t。、 7、 g 、 “、 ‘。’,

W
·

D
·

G u b le r

等 〔

川 ( 1 9 7 8年 ) 在温室内
,

以沙子为栽培基质
,

对 45 天苗令黄瓜
,

用 10
.

抱子 / ml 的枯

姜病抱子悬浮液浇灌
,

每玻璃盆 2
.

sm l (盆径2 2c m
,

容积 8 公升 )
,

经20 天
,

不抗病的死

亡
。

筛选周期长达 6 5天
。

W illia m s 〔, 2 ’ ( 1 9 8 0年)
,

直接播在带有 病 菌 的 沙 盘 内

(1 0 “抱子 / 克沙子 )
,

一周后加 。
.

SH 0 a g la n d s
营养液一次

,

经 21 天
,

分级选择
。

筛选周

期也需21 天
。

为了寻求简便
、

快速
、

有效且具有广泛适用性的黄瓜枯萎病苗期筛选的方法
,

制定

一套规范化的筛选程序
,

提高选择效果
,

加快育种进程
,

减少人力物力 消 耗
,

降 低 成

本
L。

我们对黄瓜枯萎病苗期筛选的接种浓度和方法
,

适宜的温度和密度
,
以及筛选株的

鉴定
、

选择和繁殖等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
,

并就筛选条件下黄瓜幼苗的相互作用表现型

进行了 观察和描述
。

为进一步研究枯萎病的遗传规律
、

枯萎病源小种的分化 提 供 了 依

抿
,

并对研究同类作物或不同作物 (棉花
、

辣椒等 ) 相似病害的筛选方法提供了参考
。

材料与方法

试验于 1 9 8 0年 3 月

—
1 9 8 2年 10 月在西北农学院园艺系蔬菜育种实验室进行

。

利用

恒温水浴槽控制温度
,

人工光照 (5 0 o C一6 Co 0 L u
x)

,

无土栽培
。

试验共进行十四 次
。

供试菌利为西安市农科所分离提纯的尖抱 镰刀 菌黄 瓜 专 化型

(F a s a r i u m o x y s p o r iu m (s e h l) f
. s p

.

C u e u m e r in
u
m O w e n ) 西安 I 号

。

选 用

黑 2 31 (或黑单 1 号 )
、

西农 58 号
、

津研 2 号为高抗
、

抗病
、

感病品种的典 型代 表
, 分

别就抗病性筛选的一系列问题进行 了研究
。

预备试验对苗期筛选时无土栽培的不同基质作了观察
,

认定了蛙石有 良好的效果
。

其优点是
:

保湿
、

通气
,

利于瓜苗出土和病菌繁殖
。

病菌用 R ic l、a r d培养液
,

在2 8 c 温度条仁汀卜间歇振荡培养 7 一 9 天
。

菌液经沙布过

滤
,

除 去菌丝
,

计算饱子含量
。

用离心机把抱子和 毒汁分开后
,

再用灭菌水及毒汁调正

袍子浓度
,

使每 ICO克虾石拌合接菌体 1 2 :
’

m l
,

抱子含量达 既定接菌浓度
。

根据不同的试验阶段
,

两次采用正 交 试 验
,

分 别 安 排了 品 种
、

浓 度
、

温 度
、

接菌方法等因素
,

分析了 几个因素已主要趋势
,

并研究了 在筛选条件下
夕

不 同品种死苗

率同大 田死亡率的一致性
。

为三此基础上
,

对营养
、

温度
、

浓度
、

密度 等进 行了 具体 研

究
。

除正交试验
,

其它 因素的试验用接种体
,

毒汁含量均为2 。%
,
以便节约成本

,

减化

手续
。

最后按确定的筛选指标
,

作验证性试验
,
以验证试验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

为避免污染
,

整个试验所用各种器具
、

蛙石
、

稀释用水等均进行消毒
,

并进行无菌

操作
。

试验把播种后第 1 4天作为预定 的筛选周期
,

把高抗品种死亡率低于80 %
、

抗病品种死

亡率为80 一 95 %
、

感病品种死亡率达蛇一1叨 %作为标准
。

定时记载(每日1 8 : 00 ) 各试验

处理逐 日死亡率
。

必要时 于第14 天 把成活株在 PD A 固体培养基上分 离培 养
。

一周 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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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感染株率
, 以便寻找出室内最大选择压力的各筛选 因素的合理指标

。

试验还就筛选条件下
,

黄瓜感染枯萎病以后的种种表现作了观察和记载
,

对病状作

了分类和描述
。

对筛选株扦插繁殖作了尝试
, 统计了扦插成活率

,

测定 了根 系发 生情

况
。

结果与讨论

一
、

室内筛选与大田抗性的一致性

对三个抗性水平不 同的品种
, 用L

。
( 3 弓) 正交试验安排接种

,

两次获 得结 果均表

明 : 接种后
,

品种 间死亡率始终保持着差异
。

高抗品种死苗率低
,

感病品种死亡率高 ,

且死苗早 (图一 )
。

对接种后14 天成活株分离培养证明
:

各品种的感染率与死苗率高低

的趋势完全一致 (表一 )
。

说明抗性强灼品种病菌不易侵染 , 且侵染后
一

不易引起发病
,

潜育期长
。

以上不同品种间死苗率及感染率存在的这种差异
,

同本院历年 获大田所累积的资料

完全一致 f“ 〕。 进一步研究证明
,

宝 内人工接种条件下
,

不 同品种死苗 忿的差异同大田

死亡率呈强正相关 〔‘“〕 。

说明
,

在一定条件下
,

对选种材料进行苗期室内筛选完 全是可

行的
。

二
、

接菌方法

用正交表 L
。

( 3 ‘
)

,

安排了三种接种方法
:

( 1 ) 播种时用拌和 成 接 菌
,

出苗后

加Ic % R ie h a r d培养液 (方法 i ) ; ( 2 ) 播种时用拌不}i法接菌
,

}司时 心{}2 0 % R ie h a r d

培养液 (方法 2 ) ; ( 3 ) 出苗 后 用 灌根法接 种
,

并加 10 % R ic h a r d 培 养 液 (方法

3 )
。

结果证明
,

播种方法不同
,

死苗迟早与死苗率有明显差异 (图二 )
。

方法 2 死苗

早
,

发展快
,

死苗率高
; 方法 1 死苗始期较晚

,

死苗增加缓慢
,

死苗率居中 ; 方法 3 播

一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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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接菌条件下品种与死亡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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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后第12 天才死苗
,

死亡率最低
。

播种第14 天
,

方法 2 死苗率高达71
.

7 %
,

较其它两种

方洛死苗率高 45
.

。%和 6 8
.

4 %
。

对成活株分离培养也证明
,

方法 2 感染率最高
,

为 81
.

7筋

较方法 1
、

3 感染率高 1 1
.

7 % 和 6 5 %
。

表一 接菌条件下品种与感染率的关系

/
1

乖!
;

’

⋯
工周

一⋯
一、竿二⋯

一
、

丝
一一

临
赢

一

::i、⋯:} ⋯::⋯⋯)⋯:⋯{; ⋯:)⋯:

方法之

/ /

卜!|11
.
一O六门只

.,沙J‘

/ /

一.少

介。
反裔多

方法 2 播种时接菌
,

同时又加

有一定量的 R ic h a r d培养液
,

为病

菌的迅速繁殖提供了营养条件
,

这

就扩大了侵染源和提高了病菌代谢

产物

—
毒素的 含量

,

致使 发病

早
,

感染率高
,

死苗率高
。

因而认

为
:

方法 2 有利于缩短黄瓜枯萎病

苗期筛选周期
,

是较为适宜的接菌

方法
。

三
、

营养控制

以津研 2 号为材料
,

把消毒的

病菌滤 液 (毒汁 ) 作 为1 0 0 ,

设百

分之 1 0
、

2 0
、

3 0
、

4 0
、

S J五 个浓度处

理
,

以无菌水作对照
。

按10 0克 蛙

/ /

/
义

’

:⋯⋯/ /
仁一二一一二{一

/

/ 抓 ,

/
r

/

/ 分法3

zj 尹之 砂3

钟 种肠 乒澎
、

图二 接菌方法与死苗率的关系

石加 1 2 c m l稀释液
,

拌合后播 种
。

控制25 ℃的恒温
夕

观察出苗率及死苗率
。

结果证明
:

在试验毒汁浓度范围内
,

不同处理与对照间出苗率无明显差异
,

但毒汁对出苗速率有影

响 (表二 )
。

当毒汁含量为 1。一20 %时
,

对播种后 96 小时及其以后的出苗速率无影响 ;
毒

汁含量达 30 % 以 上时则影响较大
。

毒汁含量愈高
,

出苗愈慢
。

至第14 天
,

无论那个试验

处理
,

均未出现死苗现象
。

筛选时
,

除给予 一定量的病菌抱子外
,

还应当有病菌进一步 繁殖 的营 养物 质
。

同

时
,

黄瓜本身也需要养分
。

研究指出
:

R io h a r d培养基
,

既是枯萎病菌的培养基
,

又是

多种高等植物的培养液 〔‘3 〕 ,

且氮
、

磷
、

钾含量远远高于普通植物营养液
。

因此
,

根据

本试验
,

在不影响出苗及瓜苗生 长的情况下
,

选用2 。% 的毒汁代替一般的植物培养液
,

方法简便
,

节约成本
,

既满足了黄瓜 的需要
,

又利于病菌的繁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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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毒汁含t 与出苗率及死苗率的关系

毒汁含量 播种粒数

出 苗 %

死苗率 (第 1 4天 )

9 2小时 ! 9 6小时 }1 0 8小时 ! 1 1 5小时

000000对照 (无菌水)

1 0 %

2 0 %

3 0 %
_

4 0 %

5 0 %

1 0 5

1 0 5

1 0 5

1 0 5

le 5

1 0 5

1 0
。

5

3
。

8

2 9
。

5

4 2
。

9

3 3
。

3

4
。

8

2
。

9

0

8 9
.

5

4
。

8

8 9
。

5

9 2
。

5

9 6
.

2

9 4
.

3

9 6
。

7

9 0
。

5

八口J往‘UO,卫na
..

⋯
9J9自J任UO八八QUQ�O曰�了曰了

四
、

筛选温度与接菌浓度

为了确定最适筛选温度和最佳接菌浓度
,

在多次试验 已确定 均温度和 浓度范围 {:
’

J茱

础上
,

对这两个因素进一步作了研究
。

试验以西农 58 号为材料
,

温度和接菌浓度均设三个水平 (温度
: 2 4 ℃

、

26 ℃
、

28 ℃
;

浓度
:

每克蛙石抱子量为 15
“ 、

1G
“ ’ “ 、

1。。) ,

三次重复
,

随机区 组排列
,

记载不 同处理

的 出苗率
、

感染率
、

死苗率
。

(一 ) 温度
、

浓度与出苗率的关系

图三表明
:
在 2 4一 28 ℃范围内

,

温度越

高
,

出苗越快
。

接种后三天
,

24 ℃处理的
,

出

苗只有 1 5
.

7 %
,

26 ℃为 5 8
,

9 %
,

28 ℃则高达

92
.

1 %
。

因为在人工接种条件下
,

发病快
,

温度应以有利于出苗为宜
。

故从对出苗影响

看
,

应选择26 ℃或28 ℃
。

在接种 1 护一 1少抱子 /克蛙石范围内
,

似

乎出苗率有随浓度增加而降低的趋势
。

接种

后第 4 天
,

依接菌浓度由低到高的出苗率分

别是
: 9 9%

、

兑
.

左9石和 0 0
.

9 ‘
、

石
,

经方差分

析
,

三者无明 显差异
。 一

i

丁见
,

浓度对出苗率

无大 沟影响
。

( 二 ) 最适筛选温
「

变{
’ } ’

j选择

从表三可以看出
:

温度对筛选有极为屯

么荡义

孩 种 大款 霓几助响
。

在 2 : 一 28 ℃范围内
,

温度越低
,

图三 黄瓜出苗速度与温度的关系 感染株率及死苗卑越高
夕

死苗占感染株百分

率也随温度降低而升高
。

如筛选 14 天
,

24 ℃比 2 8 c 感染株率高1 3
.

4 %
,

死亡率高招
.

2 %
,

死苗占感染株百分率高 2 8
.

2%
。

经D u
nc

a n ’s新复极差测验和多重 比较认为
,

这种差异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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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不同温度条件下感染率及死苗率差异

温

一
⋯
-

噢群淞砚汗一补吧
⋯:

. .

⋯
.

⋯⋯
·

⋯⋯
.

:⋯:⋯⋯::⋯
:

⋯!⋯:
:

⋯:⋯
·

:⋯
;::

:

⋯
‘

1

⋯
·

⋯
_

_

为显著
。

·

七

黄瓜为喜温蔬菜
,

根系伸长最适温为32 ℃ 〔“ ’ ,

枯萎病繁殖和侵染的最适温为24 丫

27 ℃
。

在试验温度范围内
,

温度越低
,

越是有利于病源繁殖和侵染
,

对根系发育不利
,

-

因而感染率和死苗率高
。

如果把筛选 14 天后的存活株作为入选率
,

未感染株作为预期大田入选率
,

那么
,

28 ℃;

的入选率为 24
.

2 %
,

高于预定指标
。

24 一 26 ℃感染率为 同一显著水准
, 入选率较低

,
且

与设计要求相符
,

均可选用
。

但依据温度对出苗的影响看
夕
以 温度较高为宜 ; 同时

,

在

温度较高季节
,

24 ℃不及 2 6 ℃容易控制
。

因此
,

最适筛选温度为26 ℃
。

(三 ) 最适筛选浓度的选择

表四试验资料表明
:

接菌浓度为影响抗病性筛选的另一重要 因素
,

但不及温度的影

响大
。

在接菌量为I c6
一 1沪泡子 /克蛙石范围内

夕 接菌量越大
,

死苗率
、

感染率及死苗占

感染株百分率越高
。

接菌后第14 天
,

接菌量 1 0 ’泡子 /克蛙石比 1 0 “泡子 / 克 蛙石感染率高

8
.

8 %
,

死亡率高 1 8
.

1% ,
死苗占感染株百分率高24

.

7%
。

经新复极差测验和多重比较
,

不 同接菌浓度之间的感染率和死苗率存在极显著差异
。

无疑
,

接菌浓度越大
,
筛选压力越高

,

病源的群体侵染力越强
, 因而感染率及死苗

率越高
。

表四 不同接菌浓度条件下感染率及死苗率差异

⋯ 成染株率差异 } 死苗率差异 ⋯

月几份些卫

死。、感

⋯
筛选 1 4 天

}
染株 } 入选 !
‘% ,

⋯
(% ,

⋯

冬口

预期大
田 入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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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四还 可 看 出
:

当 接菌量为10
” ’ “抱子 / 克蛙石时

,

筛选 14 天
,

死苗率为81
.

3%
,

感染率为94 沼%
,

人选率及预期田间入选率为 1 8
.

7和 5
.

8 %
,

与预定指标 相符
。

而 1 0 . 和

l沪与设计要求相比
,

或高
,
或低

。

因此 , 10 ”’ 5袍子 / 克蛙石可作为适宜的筛选浓度
。

厂

以上 (二 )
、

(三) 分析表明
,

温度和浓度均为影响抗病性筛选的重要 因素
。

但经F

测验
, 温度和浓度之间

,

无论对感染率和死苗率
,

均不存在明显的 交互作用
。

五
、

始称密度
‘

以西农郭号为材料
,

按每口杯 ( 8 火 s c m ) 5 苗
、

8 苗和 10 苗三个 水平 设计
,

随

机区组
, 三弃重复

, 记载逐 日死苗率
, 并分析死苗率的差异

。

试验表明
:

在不 同筛选密度条件下
,

死苗速率及趋势基本一致
。

在第10 天 以前
,

密

播的死苗率略低
,

第n 天 以后
,

三种密度死苗率愈来愈接近
,

最后两天
,

密度大的死苗

率较密度小的死苗率略高
。

经F测验认为
,

不同密度 间的这种差异极不明 显
。

5 一 10 苗

伺死苗率差异幅度仅为1
。

4%
,

筛选 14 天入选率为8
.

3一 9
.

7 %
,

均符 合 试验 预 定 指标

(表五)
。

表五 不同筛选密度死苗率差异

筛选密度 (苗 / 口 杯) 死苗 (% ) I 筛选 14 天入选 (% ) 差异显著性 ( 5 % )

999 0
。

777 = 0
.

0 5 7 < 6
。

9 4

!
一|||以比

|

不 同密度筛选 14 天死苗率相同的事实说明
,

密度对筛选效果没有影响
。

在密度为 5

,

一 1 0苗 / 口杯 ( 8 x s e m ) 时
,

单株营养面积分 别 为 i Z
.

se m , 、

s e m Z 、

6
.

4 c m , 。

实践

中
,
可根据选材种子的多少

,

任意选择筛选密度
。

为了节约筛选成本 , 充分利用设备
,

以选用高密度为宜
,

每平方米可筛选 1 5 6 2苗
。

六
、

相互作用表现型

/ 。

反
一

\
、

\ \
\ 多

、

2 3

\\\
一_

~
通全通

-

_

~ 一~ 之翅迄
卜

\丫

.

兮队日1
.

r||�
六子‘今

稼苟(垂未
�

l_
砂

.

兮义犷沪

图四

多江 lor 咕自护 j Z / 左‘

援钟谁复‘犯头熟浇妊石夕

株高与品种
、

接菌浓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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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植株矮化

在接菌条件下
,

植株普遍有变矮的趋向
。

从 图四
、

五
、

六可以看出
:

株高降低的程

度 与品种抗性及接菌浓度有关
,

品种抗性愈弱
,

接苗浓度愈高
,

植株生长愈矮
,

这种现

象极为明显
。

又才 照
0 6 x jo 亏 3

.

2 x ro 了 2
.

‘ 盆 1 0 ‘ 3 , 民 , o ‘

图五 手周接菌浓度条件不黄瓜幼 苗生长状况 (津研 二号)

777 群群黯黯
黑二3 , 面农58 津石开二号

图 六 接菌韵牛手同品种的蚝状况 (3
, ““‘

翌
!

5 / 舜
,

嘶 )

(二 ) 发育迟缓
,

叶色变深 一

在 筛选条件下
,

除高抗品种受害较小外
,

其它品种子叶生长量均较对照为小
,

真叶

出现迟
,

叶 色变 深 (图六 )
。

由此 ,
可作为间接判断品种或单株感病情况及抗性强弱的

依据
。

(三 ) 病状表现的类型

瓜苗受侵染 以后
,

有些植株
,

颈部往往绕缩变褐
,

由浅至深
,

但多数只在地上部表

现多种多样的病状
。

归纳起来可分以下六类 (图七 )
:

1
.

碎 倒型
:

病苗地上部
,

从子茎上端迅速折倒死亡
,

子叶仍保持绿 色
。

以后
,

子茎 变 为 黑 渴

色
,

死苗快
。

2
.

萎垂型

子茎正常
,

一片 或两片子叶姜蔫下垂
,

叶脉失绿
,

植株呈
“ 牙” 或 “巾”

字型
,

死

亡较迅速
。

{

3
.

卷缩型
:

子茎挺直
,

子叶上举
,

叶缘上翘
,

进而互相抱合
、

折叠
、

叶色正常
,

有时子叶基部



西北农学院学报 1 9 8 3年第 3 期

命嗯勿
立)

、一甲
沙

豁科

f 6 )

、 . ,

碎倒型
‘, ,

委垂型
。卷缩 型 (4. 斑拓型
‘犷,

扭曲型
(“,

黄
‘匕型

r , ’
于荃基音户绩缩变褐

。

朴
( 5 )

接菌爹件下黄为勺苗

病状类型

出现褐斑
, 死亡迅速

。

4
.

扭 曲型
:

子茎直立
,

两子叶基部一侧先出现黄褐色病斑
,

由浅变深
,

逐渐 向有病 斑 一 侧 扭

折
, ‘

矛叶平展
,

顶视子叶夹角 ) 90
“

< 1 8 0
“ ,

严重时死亡
。

5
.

斑枯型
:

受害子叶最初出现黄褐色小斑
,

边缘界限明显
,

逐渐扩大
,

以 至干枯
。

只发生在一

片子叶上时
夕 往往真叶生长正常

,

严 重时死亡
。

6
.

黄化型
:

子卜卜失绿呈黄 色
,

边缘不明显
,

病斑逐渐扩大
,

进而遍及整个子叶
,

但真叶生 长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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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

该病状往往在筛选后期出现
, 所见机会较少

,

严重时死亡
。

七
、

选择及扦擂分殖

筛选 14 天成活的植株
,

可根据相互作用表现型
,

选植株较高
、

子叶肥大
、

有两片真

叶
,

颜 色较淡者栽 入苗床
,
成活后再栽入选种圃进一步选择

。

或者先根据表型特征初选

一次
,

由基部取 o
.

sc m 长的子茎
,

在 P D A 固体培养基上分离培养
,

上部用来 扦 插
, 相

应植株编号标记
。

一周后
,

根据培养结果再作一次淘汰
。

此时
,

扦插者 已经成活
,

栽入

大田进行观察选择
。

利用扦插繁殖的优点是
:
选择更加严格

,

无病区可防止田间污染
。

试验证明
:

筛选 14 天的黄瓜幼苗
,

在25 ℃条件下
,

扦插极易成活
。

苗令21 天的
,

扦

插后成活率降低
。

扦插成活的一般过程是
,

扦插当日呈萎蔫状态
,

第二天恢复正常
, 第四 天 开 始 生

很
,

经 7 一 9 天成活后即可移栽 (图八)
。

( 3 ,

《. 、

料插当天

“ ,

苹四 天

山 节
“ 天

。; ,
节七天

图八 黄瓜扦插生报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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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证明
:

扦插对任何品种 都是适用的
,

不 同品种的扦插成活 率 可 达 97
.

5% 以

上
,

但品种间形成不定根及分根的能力不 同
。

从表六可以看出
:

黑单 1 号发生不定根的

条数最多
, 而平均长度最短

; 西农 58 号发生不定根的数 目最少
, 平均 长度最长

; 津研 2

号居中
,
但一次分根最长

。

单株根系总
一

长度以西农 58 号最短
,

黑单 1
一

号最长
,

但三个品

种单株根系长度总和均在 0
.

75 米以上
。

这样庞大的 根系
,

移栽后不难成活
。

表六 黄瓜扦插成活株根系测定

品种

⋯
门�碑7
.

Q�甲口t匕一」黑单 1 号

西农 58 号

津研 2 号

不 定 根

观测株数

{
刁

W
、

}
根数 / 株

⋯概贵
“ 7

{
3“9‘

}
2 6

·

5

⋯
2

·

2

‘1 6

{
14 0 3

】
1 2

·

1

!
2

·

9

1 1 9
】
“0 0 0

】
1 6

·

8
{

2
·

6

⋯流爆
一

⋯
}

3 9
·

。

1
。

·

3 。

⋯
】

2 5
·

5
{
。

·

5 6
{

】
“7

·

5 } 1
·

0 4 1

单株根系平均总长度
( e m )

.

10 株平均

扦插试验还表明
:
子茎不同剪截部位 (上

、

中
、

下 ) 扦插后生根迟早有差异
,

但成

活率相同
。

从下部剪截者 比中
、

上部剪截者生根早一天
,

但至第六天
,

生根株率相近
,

最终成活率均在9 G
.

7 % 以上
。

这说明
,

在扦插时对剪截祝 位 叹必选择
:

但为了避免日 间

病害污染
夕

以从子茎上部剪截为好
。

八
、

筛选指标的验证及筛选程序

根据上述筛选条件的研究
,

再次以黑 2 3 1
、

酉农 5 8 号
、

津研 2 号 勺刘
‘

料
夕

以 拌 合法

接种
,

接种量为 1。”
’ “

抱子 / 克蛙石
,

接种体毒汁含量为20 %
,

控制 ZG℃恒 温
,

光照 5 0 。。一

60 DO L u x 夕 每 口杯留 5 苗
,

每处理 1 0杯
夕

三次重复
,

接种后第七天加无菌 水 1 20 m l
。

筛

选 1 4天
,

记载死苗率
,

并分析品种间的差异
。

从表七可以看出
:
在筛选条件下各品种死亡率均符合预定指标

。

经新复极差测验和

多重比较可知
: 黑2 31 同西农58 号之间

,

存在显著差异
, 同津研 2 号之间差异极显著

。

表七 筛选条件下不同品种的差异

·

⋯
死

一
州兀考芍去兰二

::异晕 ⋯:)⋯) ⋯: ⋯于
对筛选后的成活株进行扦插繁殖

,

原在筛选期间已感病但未死苗的幼苗
, 栽于病圃

后很快死亡
。

其余植株生长正常
,

并获得了种子
。

由此证明
,

本研究所确定的各项 筛选指标及繁殖方法
,

用于黄瓜枯萎病苗期筛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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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灼
。

其筛选程序如下
:

无无无

国国国

水水水

接接接

种种种

体体体

(接
一

F)数净计一

}
菌

}
犷二二二 , 丁佗二二二 _ l 乏至 t ;一- 一下

! 困 ! { 国 l {一l一 } !、 }

}种 }、{种 }旦追{ 弃二耳 }母 }

曝
_

}圈
’一

⋯
“

感⋯
一

囚
}液 1

任U U U }, i一不

一
转 / 分

}酬
{子 )

一因回川一回|
|
.

黄黄黄

瓜瓜瓜

籽籽籽

带带带

菌菌菌
蛙蛙蛙
石石石

8 一 15 粒 / 口杯 第 7 天加 1 2 0 m l

(接下�

今

飞

}
接

座
_

1 , }培养
{
“T

l

瓜瓜瓜瓜 培培
苗苗苗苗 养养
出出出出 诱诱
土土土土 发发

{选 }
_ {择 }_一 1筝 }

-

一 {足 }

(接上�

�叫冈1、
接
上

—
一间四

峥
一闰回一

扦扦扦 7 一 9 天天 选选

插插插插插插插 择择

分分分
离离离
培培培
养养养

移移移

栽栽栽
{
定

⋯~
-

}植 }

结 论

1
.

在人工接菌条件下
,

黄瓜对枯萎病的抗性表现与大田完全一致
。

以 蜓石为栽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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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
,
无土栽培

, 接菌后 14 天可达到筛选高抗单株的 目的
。

2
.

接种方法以菌种拌和蛙石最好
。

在接种体内加入20 %毒汁 (病菌滤液) , 既可代

替植物营养
, 又利于病菌繁殖

。

3
.

在24 一28 ℃范围内
,

温度越低
,

死苗越快
。

最适宜的筛选温度为26 ℃
。

4
.

接菌浓度为1。“一1 0 .

抱子 /克蛙石时
,

死亡率随接菌浓度增加而增加
,

其中荃以 1。“
‘ “

抱子 /克蛙石为最适宜的筛选浓度
。

5
.

直径 8 x s c m 的 口 杯
,

每杯 5 一10 株
,

死苗率无差异
。

按最高密度 播种 时
,

每

平方米可筛选 1 5 6 2株
。

6
.

筛选条件下
,

黄瓜表现矮化
、

色深 , 子叶及真叶发育迟缓
, 并有碎倒

、

萎垂
、

卷

缩
、

扭曲
、

斑枯
、

黄化等多种病状
, 可作为苗期间接判断品种或单株抗病性强弱的依据

。

7
.

为了避免大田病菌污染
,

筛选株可通过扦插的途径进行繁殖
。

在 25 ℃条件下
,

扦

插后第 4 天生根
, 7 一 9 天成活

。

移入大 田后可获得种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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