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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形柄锈菌大麦专化型的寄主范围
`

牛永春
2

李振岐 商鸿生
(西北农业大学植保系

,

陕西杨陵
·

71 2 100 )

摘 要 用条形柄锈菌大麦专化型 (尸cu ic n ia : t ir 动如雨
`

w es t
.

f
.

: p
.

h or d
e i )的 3 个代表

性菌系
,

对 8 个族的 25 属 61 种禾草进行了温室人工接种
.

发现寄主 g 属 22 种
,

除星星草

(尸~ in ell ia t o
u

诱oar )属于早熟禾族外
,

其余均属于小麦族
。

大麦属 (月厉汉翻m )所有参试种

均可被侵染
,

多数高感
,

大麦是主要寄主
.

早麦草属 (E
r

~
户” 飞m )植物和簇毛麦 (月砚门以己`

a

“ l lo as )也较感病
。

小麦族的赖草属 ( Z刃阴 us )
、

鹅观草属 ( R Oe g ” 肥” a )和 了去`n 口之厂 u 二 属的所有

参试种均为免疫或近免疫
。

关键词 条锈病
,

大麦 /条形柄锈菌
,

寄主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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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形柄锈菌大麦专化型 (尸 cu cl’ n t’a : t ` t’fo , t’ s W es t
.

f
.

s p
.

ho心“ )引起大麦条锈病
,

在

世界上分布广泛
,

在我国青藏高原和其他部分省区发生普遍
。

关于条形柄锈菌小麦专化型

的寄主范围已有不少研究
,

但关于条形柄锈菌大麦专化型的寄主范围了解甚少
。

为深入研

究条锈病的流行规律和开发非寄主抗性资源
,

我们于 1 9 8 9~ 1” 1年对条形柄锈菌大麦专

化型的寄主范围进行了研究
。

1 材料和方法

参试禾草共 8 个族 25 属 61 种
。

菌种选用我 国条形柄锈菌大麦专化型频率高
、

分布

广
、

具代表性的大麦型 1 号
、

大麦型 2 号和大麦型 2 号鲜黄菌系
。

菌种分别在大麦感病品

种
“

果洛
”
上繁殖后

,

采用人工接种方法分菌系对各种禾草进行致病性测定
。

将禾草播于直

径 75 m m 的塑料花盆 内
,

每盆播 1种
,

置于 10 一 20 ℃温室中培育
。

大种子禾草于 1一 2 叶

期
、

小种子禾草于 3一 5 叶期进行接种
,

每 菌 系 接 种 每 种 禾 草 1 盒
,

重复 2 次
。

接种采

用 0
.

1%吐温 一 20 夏抱子悬浮液涂抹法
,

接种后喷雾
,

置于 7一 10 ℃ 的保湿桶内结露保湿

24 h
,

然后置于 10 ~ 16 ℃
,

每 d 光照 16 h 的植物生长箱中培养
。

接种后 15 d 观察记载
,

记

载按条锈病鉴定常规方法进行
。

2 结 果

发现参试禾草中可被大麦专化型侵染并产生 1 型以上反应的有 9 属 22 种
。

这些禾草

除了碱茅属 (尸uc ct’ en ill a) 的星星草 (尸
.

t en “
价

。 ar )属于早熟禾族外
,

其余 8 属 21 种均属于

小麦沁
,

占小麦族参试禾草种数的 54 铸
。

大麦属 ( H or d
e u m )参试的 5 种植物均可被侵染

,

除 H
.

or hs ve ,’t lz’ i 外均 为 3型以上感病反应
。

旱麦草属植物和簇毛麦 H ay an ldl’ a vi l l os a
也

收稿日期
: 1 9 9 2一 1 1一 0 5

·

l 高等学校博士点基金资助项 目
; 2 现为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博士后

.



第 1期 牛永春等
:

条形柄锈菌大麦专化型的寄主范围

表现感病 反 应
。

可被侵 染的还 有 山羊草属 (A ge il po
: )

、

披碱草属 ( E yl m us )
、

小麦 属

( T八￡,’c u m )
、

黑麦属 ( S ce a le )和冰草属 ( A g r
州沙~ )部分种

,

其中除少数可达 3 型反应外
,

多数为 2 型及 2 型 以下抗病反应
.

小麦族的赖草属 ( z刁m。 )
、

鹅观草属 ( R oe gn 翻 a) 和

hT l’n O力
,

、 m 属的所有参试种均表现免疫或近免疫 (表 1 )
。

表 l 条形柄锈菌大麦专化型代表性菌系在小夏族禾草上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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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主范围是寄生性真菌的一个重要特性
。

对于植物病原真菌来说
,

进行流行学研究需

要了解病菌的寄主范围
,

开发非寄主抗性资源也需要了解病菌的寄主范围
。

关于条形柄锈

菌小麦专化型的寄主范围已有不少研究
〔, 一幻

,

但关于大麦专化型的寄主范围迄今尚未进

行过专门研究
,

仅有的几篇有关报道都是对少数几种植物进行接种试验的结果
。

根据

M a n n e r s 和 Z a d o k s
等的报道

,

大麦专化型可侵染 A g or, 妙
r

on c a n i n u m
、

B ar c h yP do i o m 卿 -l

v a t i c u m
、

B or m u s s t er i l i s 、

E ly m u s
沉

r g i n i c u s 、

H or d e u m j u ba t u m
、

H
.

m a ir n u m
、

H
.

m u ir n u m

和 T ir tic u m d l’ c co cu m va r
.

tir `
co cu m〔 ,一 ` , 。

本文选用了我国大麦专化型 3个代表性菌系
,

对

8 个族的 25 属 61 种禾草进行了人工接种
,

发现可被侵染并产生 1型以上反应的禾草有 9

属 2 2 种
,

其中除星星草外均属于小麦族
。

不同属种感病程度不同
,

大麦属植物最感病
,

是

主要寄主
。

小麦族中赖草属
、

鹅观草属和 T h l’n 内勺,。 m 属植物最抗病
,

在这 3 个属的参试

植物中未发现大麦专化型的寄主
。

在发现的 22 种寄主中
,

除了大麦
、

小麦和芒颖大麦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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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邵己ue m uj ba ut m )曾被前人发 现为大麦专化型的寄主而在本研究中被重新证实以外
,

其余 ” 种均为新发现的大麦专化型的寄主 〔“ 。

比较研究表明
,

大麦专化型的寄生专化性

比小麦专化型强
,

二者除了主要寄主不同外
,

在寄主范围上也有很大差异
。

同时也发现芒

颖大麦草
、

钝俘野大麦 ( H
.

sP o n t a n e u m v a r
.

s P on t a 二 e u m )
、

东方旱麦草 ( E er m口勿。 m

~
-

at le )等以及个别大麦品种既可感染大麦专化型
,

又可感染小麦专化型
.

这些共同寄主的

存在对于两个专化型间的基本交流是否起作用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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