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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条锈菌洛夫林 1 3菌系的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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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品种洛夫林 13 是我国近年来广泛应用的抗源材料之一
。

它被引入陇南 后
,

于

1 9 7 9年开始其抗条锈性发生变异
,

随后病情逐 年加重
。

据作者调查
, 1 98 通和 19 8 5年陇南

洛夫林 13 田块 已出现典型的高感植株
。

我国现有的条锈菌生理小种对
一

小麦洛夫林 13 均无

致病性
,

为此作者于 1 9 8 2一 1 9 8 5年对洛夫林 1 3上的条锈菌系进行了分离培养和 回 接 筛

选
,

并对发现的洛夫林招菌系进行了初步研究
。

现将结果简报如下
。

(一 ) 洛尖林13 菌系的筛选

从 1 9 8 2年起
,

每年从陇南川道麦区的洛夫林13 发病植株上采集条锈标样
,

带回后奋

感病品种辉县红上繁殖
,

然后在常温 ( 16 ℃ ) 下回接洛夫林怜幼苗
。

1 9 8 2 , 1 9 8 3 , 1 9 8 4

年所分离的菌系均未回接成功
。

然而
, 1 9 8 5年的 3 2个标样中有三个菌系在16 ℃ 下能正常

感染洛夫林 1 3
。

经反复回接
,

三个菌系对洛夫林 1 3均表现出稳定的致病性
。

其潜育期为

9 天 ; 反应型为 3 一 4 型 ; 发病率为 10 0 %
,

严重度为切一 6。%
。

这三个菌系均采 白海

拔为1 3 0 0公尺的甘谷川道
、

发病正常的洛夫林 1 3成株叶片上
。

为了进一步确定所筛选到的三个菌 系
,

分别征集了 ;1匕京
、

廿谷
、

汪川和陕西农科院

的洛夫林13 种子
,

用三菌 系进行接神
。

结果表明三菌系在 16 C 下均能感染不同来源的洛

夫林 13 幼苗
,

并且致病力都基才; 一致
。

然而在同一条件下
,

条中28
,

26
,

25
,

23
,

22 和

1 9号小种均不能感染洛夫林 1 3
。

(二 ) 洛失林13 菌系对洛失林 13 成株致病性测定

1 9 8 6年 4 月下旬用洛夫林 1 3菌系接种洛夫林 1 3成株后
,

将植株置于自然条件下
。

结

果表明洛夫林1 3菌系能感染洛夫林成株叶片
,

并表现出较强的致病力
。

其潜育期仅为10

天
,

反应型为 3 一 4 型
,

普遍率为10 0 %
。

同时接种的条中28
,

26
,

25
,

23
,

22 和 1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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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种
,

除 28 号引起的反应型为 1 一 2 型外
,

其余小种仅呈 。或 。 ;
反应

,

对洛夫林 13 均

无致病力
。

(三 ) 洛夫林 13 菌系的鉴定

我国现有的生理小种对洛夫林 13 均无致病性
,

因此对三个新发现的洛夫林 13 菌系进

行了鉴定
。

鉴别寄主采用全国小麦条锈菌生理小种鉴定协作组规定的16 个小麦品种
。

在 16 ℃ 条件下
,

三个洛夫林 13 菌系除对中四
、

抗引6 5 5
、

尤皮 亚号和小源n 四 个 品

种无致病力外
,

对洛夫林13
、

洛夫林10
、

维尔
、

阿勃
、

丰产 3 号
、

阿夫等 12 个品种均表

现致病
。

在二次重复鉴定中三菌系的反应型完全一致
,

由此表明三个菌系为同一致病类

型
。

( 四 ) 洛夫林 13菌系致病范围的测定

为了解洛夫林 13 菌系的致病范围
,

测定了该菌系对 1 35 个品种的苗期致病性和 对 42

个品种的成株期致病性
。

在测定苗期致病性的1 35 个品种中
,

表现感病的68 个品种
,

占50
.

37 % ; 表现中抗的

有 25 个品种
,

占1 8
.

5 1% ; 表现免疫或近免疫的有 52 个
,

占31
.

12 %
。

供试的 6 个洛夫林

1 3后代品种多j亢8 2 1
、

多抗8 2 2
、

多抗 8 2 3
、

多抗 8 2 4
、

多抗5 1 2
、

抗 1 17均表现高度感病
。

表现感病的品种有
: 洛夫林 10

、

依利乔夫卡
、

7 7( 2)
、

肯贵阿
、

白兔 3 号
、

豫西 8 5 1
、

小

僵 6 号
、

郑州了11
、

保加利亚10
、

保加利亚 1 4
、

郑引 l 号
、

西育 7 号
、

里勃留拉
、

西 农

3 2 1 7
、

郑州 7 6 1
、 s , 2 4 2 2 / 4 6 4

、

吉春 3 1 5
、

7 4 2 0 0
、

宕昌红
、

永 4 3 5 6
。

表现免疫或高抗的

品种有
:

成 良 6 号
、

小源 1 1
、

尤皮 I号
、

抗引 6 5 5
、

天选 3 5
、

7 0 3 7
、

8 1 (平) 2
、

7 3 1 4 0
、

7 7 (3 8 )
、

金凤4 8
、

钱保德
、

萨孟特
、

安 8 0一 2 6
、

北京1 5等品种
。

在成株致病性的测定中
,

表现感病的有
:

洛夫林 1 3
、

洛夫林 10
、

阿夫乐尔
、 s t 2 4 4 2

/ 4 6 4
、

高加索
、

僵师 9 号
、

小堰 6 号
、

运 78 一 2
、

郑引 1 号
,

山前麦
、

有芒 7 号
、

里勃

留拉
、

7 7( 2) 等
; 表现免疫或高抗的有

:
萨孟特

、

多年生 1 号
、

中四
、

水源n
、

尤 皮 亚

号
、

天选 3 5
、

长武 7 2
、

2 5
、

8 1 (平 )2
、

柯斯
、

钱保德
、

7 3 1 4 0
、

成良6号
、

抗引 6 5 5
、

7 0 5 7

等品种
。

(五 ) 讨论与建议

近年来陇南川道麦区洛夫林 1 3病情逐年加重
,

并出现了高感条锈的典型植株
,

这是

洛夫林 1 3抗诱变异的又一新动向
,

这可能与洛夫林13 菌系的出现密切相关
。

试验结果表明
,

洛夫林 13 菌系是一新的条锈菌致病类型
,

它对洛夫林 13 后代品种
、

一些重抗源材料和生产品种具有致病性
。

随该菌系数量的增长和蔓延
,

不仅会进一步加

重陇南洛夫林1 3品种的病情
,

而且有可能影响关中
、

华北广大麦区对洛夫林 13 后代品种

在生产上的利用
。

因此
,

应密切注视该菌系在田间的分布和数量变化
,

以便为小麦品种

的合理布局和应用提洪信息
; 应采取相应措施防治洛夫林 13 菌 系的进一步蔓延发展 ; 在

今后的抗源材抖和品种鉴定中应增加洛夫林 13 菌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