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

l , 9

2卷
4年

第 l期 西北农业大学学报 V o l
.

2 2 N o
.

A
c t a

U n iv
.

A
Z r i e

.

D 〕 r e a
l i
一 o e e记 e n t a

l Ja n
.

1 9 9 4

玉米穗粒腐病接种技术及品种

抗病性鉴定研究
’

李亚玲 马秉元 李多川 龙书生
(陕西省农科院植保所

,

陕西杨陵
·

71 2 10 0)

摘 要 以玉米穗粒腐病的主要病原菌串珠镰刀菌 F o ar 讼m

~
材习仑

~
She ld 为菌

源
,

采用 4种接种方法比较结果
,

以针刺果穆较深处 (籽粒与移轴间 )发病最重
,

花丝喷雾法发

病最轻 ;接种时期以乳熟期接种为好 ;接种浓度以 10 x 40 倍
,

每视野 60 个分生抱子接种效果最

好 ,接种量以每果穗接种 2
.

s m L 抱子悬浮液发病重
,

效果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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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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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5 4 3 5
.

1 3 1
,

5 4淞
.

4 4

玉米穗
.

粒腐病主要为害玉米食用部分的果穗籽粒
,

对产量影响极大
.

穗粒腐病在陕

西省各地均有不同程度发生
,

有的相当严重
。

1 9 8 8年汉 中地区全区 n 个县普遍发生
,

病穗

率 46 % ; 1 9 9 2年在麟游县调查采样
,

穗粒腐病果穗覆盖率达 100 %
,

因此研究玉米穗粒腐病

菌源
,

探索接种鉴定技术方法
,

筛选抗病品种及抗源材料
,

对防治此病
,

对促进玉米生产有

重要意义
。

1 材料和方法

1
.

1 接种技术比较试验

1
.

1
.

1 接种方法 ①花丝喷雾法
:

在玉米 吐丝盛期
,

用喉头喷雾器将抱子悬浮液均 匀地

喷洒在花丝上
,

至花丝有液滴为止
;②牙签法

:

在玉米乳熟期
,

以消毒牙签沾抱子液插入玉

米穗 中部
,

牙签保留至收获
,

③苞叶内注射法
:

用注射器将抱子悬浮液注入苞叶内 (不刺入

果穗 ) ;④针刺果穗较深处
:

用注射器插入果穗深处 (籽粒与穗轴间 )
,

然后注入抱子悬浮

液
。

每果穗接种 2
.

s m L 抱子悬 浮液均在果穗中部选择一个接种点接种
。

供试品种为陕

8 4 1 3
、

掖单 12 号
,

47 8
.

抱子悬浮液浓度 为 10 x 40 倍
,

每视野约 60 个抱子
。

1
.

1
.

2 接 种时期 分为乳熟期和 蜡熟期
.

采用针刺果穗较深处的方法
,

每果穗接种 .2

s m L 抱子悬浮液
。

供试品种为陕 8 4 1 0
,

武 1 25 义 武 1 17
.

1
.

1
.

3 接种浓度 分为 3个浓度
,

即 10 x 40 倍
,

每视野分别为 20 个分生抱子
,

60 个分生抱

子
,

10 0个分生抱子
。

以针刺果穗较深处方法接种
,

每果穗接种 2
.

s m l 抱子悬浮液
。

供试品

种
:

掖单 13 号
,

武 3 08
·

1
.

1
.

4 接 种童 设 3个接种量
,

即每果穗接种 0
.

s m L
、

1
.

s m L
、

2
.

sm L 饱子悬浮液
,

其浓

度为 10 X 40 倍
,

每视野 60 个分生抱子
。

供试品种陕单 9号
,

4 78
.

接种方法同 1
.

1
.

3
.

收稿日期
:
19 9 3一 0 5一 2 8

。

,

陕西省科委资助课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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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试验接种时间在 8月 6日至 8月27 日
,

此期间平均气温 23
.

4℃ (变幅为 1 8
.

4一 27
.

8℃ )
,

相对湿度平均 84 % (幅度 71 %一 95 % )
。

试验每处理接 5 ~ 20 个果穗
.

接种选择阴天为

好
,

接种后用小型喷雾器于果穗喷水
,

然后套上硫酸纸袋保湿
。

玉米成熟期
,

按 6级标准 (见

1
.

2
.

2) 调查各果穗病级
,

计算出各处理平均病级
,

进行 比较分析
。

1
.

2 品种抗病性鉴定

1
.

2
.

1 采用针刺果穗较深处的方法
,

每果穗注入 2
.

sm L 抱子悬浮液 ( 10 x 40 倍
,

每

视野 60 个分生抱子 )
。

每材料接种 5~ 19 个果穗
。

1
.

2
.

2 病级记载标准及品种抗
、

感程度划分
:

病级分为 6级
: o级

:

全穗无病籽粒
; 3级

:

病籽粒占果穗 1/ 4 ~ 1八
;

1级
:

病籽粒在 10 粒以下
; 4级

:

病籽粒占果穗 1/ 2一 3 / 4 ;

2级
:

病籽粒 n ~ 1/ 4果 5级
:

病籽粒占果穗的 3 4/ 以上
。

穗发病
;

品种抗感程度按病指 (病指计算常规 )划分如下
:
H R (高抗 )病指 20 以下

; R (抗病 )病

指 2 0
.

1~ 4 0 ; S (感病 )病指 4 0
.

1一 6 0 ; H S (高感 )病指 6 0
.

1以上
。

1
.

3 供试菌种

为病穗上分离纯化的串珠镰刀 菌 F us a万 “ m m on ,’l
l’of 。

。 She dl
.

供试玉米材料 5月初

播种
,

田 间常规管理
。

除特殊要求者外
,

均在玉米乳熟期接种
。

调查记载在收获前进行
。

2 结果与分析

2
.

1 接种方法试验

4种接种方法比较 (见表 1 )
:

花丝喷雾法和苞叶内注射法发病轻
;而牙签法和针刺果穗

较深处法发病重
。

以针刺果穗较深处接种法发病最重
,

平均病级为 1
.

42
,

花丝喷雾法发病

最轻
,

平均病级为 0
.

69
,

二者相差一倍以上
。

上述方法在供试 3个品种上反应一致
。

表 1 玉米穗粒腐病接种方法比较 (病级 )

供试品种 (系 ) 花丝喷雾 牙签法 苞叶内注射 针刺果毯深处

OU门ot占,óod
ó,口4.

…
,几.二孟111.1ù七110弓̀O口Rl二Où.

…
OC以
,1000,ù厅了000白0

.

…
ō .孟弓.人,且ù.二陕 8 4 13

掖单 12 号

4 7 8

平均

0
.

7 5

0
.

7 8

0
.

5 6

0
.

6 9

表 2 玉米穗
、

粒腐病接种时期比较 (病级 ) 表3 玉米穗
、

粒腐病接种浓度比较 (病级 )

只éOQù门矛̀Ul二

…
ō .二叮̀0全 口dòǎHé仁dòOJ

…
11丹jg妇

供试品种 (系 )

陕 8 4 10

武 12 5 x 武 1 1 7

平均

乳熟期 蜡熟期
供试 品种

( 系 )

掖单 13 号

饱子数 /视野

6 0 10 0

1
.

2 8

1
.

6 4

1
.

4 6

1
.

0 7

1
。

2 0

1
.

1 4
武 3 0 8

平均

5 0

6 0

5 5

2
.

2 接种时期
、

接种浓度和接种里试验

由表 2结果可见
,

进行玉米抗穗粒腐病鉴定的接种时期以玉米乳熟期为好
,

此时正值

籽粒生长盛期
,

易感病
,

所 以发病较充分
,

而蜡熟期玉米籽粒逐渐变硬
,

病菌不易入侵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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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

发病不充分
,

病情较轻
。

表 3结果表 明
,

同一接种方法
,

不 同接犷 浓度 表 4 玉米德粒腐病接种 t 比较 (病级 )

间发病轻重不同
,

接种浓度为每视野 20 个分生泡 筷盛蕊下飞藻下下落二石蔽丁飞二石石万落二石百

子的平均病级 L 55
,

60 个抱子 的平均病级 .2 38
,

一函石百一一丁丽一一几万了一一而 5

1 0 0个抱子的平均病级 2
.

1 9
。

以每视野 6 0个抱子接
4 7 5 0

.

7 0 0
.

0 0 1
.

7 3

种浓度效果最好
。

在感病材料武 3 08 上差异更明 一迁兰一一一止止三一一止止三一一二止乙一

显
。

表 4结果
,

3个不同接种量比较
,

以每果穗接种 2
.

s m L 发病重
,

在 自交系 47 8上表现较

明显
。

2
.

3 品种抗病性鉴定

1 9 9 1~ 1 9 9 2年鉴定了 17 份玉米材渗4
,

其中 自交系8个
,

杂交种及组合 9个
.

鉴定结果 (表

5 )表明
:

供试材料大多数为抗病类型
,

占鉴定材料的 80 % 以上
。

品种间发病程度差异明显
,

有的病指 为 20
.

7
,

而有病指高达 64
.

4
。

抗性表现较好的材料有 8 4 1 3
、

陕 8 4 1。
,

武 3 04 x 武

1 25
,

天 10 X 社 1 02
,

陕单 9号
,

武 1 1 7
,

8 1 5 1 5等
.

杂交种抗病性优于 自交系
.

表 5 对玉米品种 (自交系 )德粒腐病的鉴定

材 料 名 称

武 1 1 7

8 1 5 1 5

武 1 2 5

5 0 0 5

M 0 1 7

4 7 8

武 1 2 6

武 3 0 8

陕 8 4 13

陕 8 4 10

陕单 9号

武 3 o 4 x 武 12 5

天 l o x 社 10 2

掖单 12 号

榆黄 l o g x W N I

掖单 13 号

武 1 2 5 x 武 1 1 7

接种称数 平均病级 (病级幅度 ) 病情指数 抗感程度

RRRRRR

:;

自交系

_ S _

H S

0OQù八j3.hnJ4
.30....30323334...345464

RRRRRRRRR

:;
交杂种ǎ组合à

::

1
.

5 ( l ~ 3 )

1
.

5 ( l ~ 2 )

1
.

6 4 ( 1~ 3 )

1
.

6 7 ( 1~ 3 )

1
.

7 1 ( 1~ 3 )

1
.

7 3 ( 1~ 3 )

2
.

7 1 ( 2 ~ 4 )

3
.

2 2 ( 2 ~ 5 )

1
.

0 8 ( 1~ 2 )

1
.

28 ( 1~ 2 )

1
.

33 ( 1~ 2 )

1
.

4 ( 1~ 2 )

1
.

4 3 ( 1~ 2 )

1
.

4 6 ( 1~ 2 )

1
.

5 ( l一 2 )

1
.

5 3 ( 1~ 2 )

1
.

6 4 ( l ~ 2 )

2 1
.

5

2 5
.

6

2 6
。

7

2 8
。

0

2 8
。

6

2 9
.

1

3 0
.

0

3 0
。

5

3 2
。

7

3 讨论与结论

通过两年试验
,

认为玉米穗粒腐病的接种方法以针刺果穗较深处注入抱子悬浮液效

果较坏
; 花丝喷雾法和苍叶内注射抱子悬浮液虽不损坏籽粒

,

接近 自然状况
,

但发病不充

分
;
牙签法比较简便

,

但接种量不易控制
,

发病也轻
。

接种时期以玉米乳熟期为好
。

试验接

种浓度以 10 x 40 倍
,

每视野 60 个分生抱子为优
,

每视野 1 00 个抱子的病级虽与 60 个抱子接

近
,

但扩 繁菌量要 比 60 个饱子 的几乎多 出一倍
。

不 同 接 种 量 比 较
,

以每果穗接种 .2

s m L 泡子悬浮液发病重
,

0
.

s m L 接种量太小
,

操作 中不易掌握
,

发病也不充分
.

玉米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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穗
、

粒腐的抗病性鉴定
,

目前 尚无成熟的系统鉴定技术
,

根据本研究结果
,

鉴定接种时间在

玉米乳熟期进行为好
,

可 采用针刺果 穗较深处
,

每果穗接种串珠镰刀 菌抱子悬 浮掖 .2

s m L (浓度为 10 又 40 倍
,

每视野 60 个分生抱子 )
。

关于病级和 品种抗
、

感程度划分标准
,

国内潘惠康将病级划分为 7级
。

根据作者的试验

及 田间调查和采样分析结果
,

果穗发病达到 2级以上的材料较小
,

这就难以区分出发病程

度的差异
,

而且果穗一半霉变发病
,

已相 当严重
,

此分级标准较宽
,

为此
,

特将分级标准修

订为 6级
,

经在穗
、

粒腐病鉴定中应用
,

能划分出品种间的抗感差异
,

较为切实可行
。

此外
,

品种抗
、

感程度以病指划分为好
。

穗粒腐病病情分级是以单个果穗为单位
,

同一

品种的每个果穗间发病程度不完全一样
,

不同病级果穗多少也有悬殊
,

计算出平均病级还

不能更准确地反映其抗性实质
,

而按发病级别计算出病情指数进行分析 比较
,

可更好地反

映各材料的抗感程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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