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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枯萎抗性与接菌量关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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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摘 要 在不同接苗量条件下对感病和抗病品种的病株率和病情指数进行了研究，结果 

表明；不同接苗量间品种瘕情指数存在显著差异，1000和 750 g／m 接苗量的痛情指数槛显 

著高于 250 g／m ．表现出品种病情指数随接苗量增大而增高。品种痛株率与接苗量之间呈显 

著正相关且具有直线回归关系．在品种的选育进程中，加大接苗量可以加连选育进度和提高 

选育效果· 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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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床、病团按种棉枯病菌后，不但能使抗病性较好的品种抗性继续提高 ，且能使感 

病的棉花品种逐渐向着抗病方向变异，为棉花抗枯萎病育种提供了一条行之有效的育种 

途径 。许多高抗枯萎病的新品种．如西农岱 16抗 、徐 514抗等都是利用此法选育的。但对 

在多大接茁量条件下选育效果最好，选育进度最快研究甚步。本试验通过感病和抗病品种 

在不同接茼量病床中的发病情况．研究枯萎病接菌量与棉花品种枯萎抗性变异的关系t为 

快速 、高效选育棉花高抗枯萎病品种确定适宜接菌量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枯萎病菌培养 

：灭蔼条件下分离致病力较强的 F 枯萎病菌系，采用改良式理查撼氏培养基在 26 
一 ：s 条件下培养 7 d，然后将枯萎病菌转移至 1-1．5高压灭菌的麦粒砂中，在 26～ 

28℃条件下扩大培养 lO～15 d，凉干备用。 

1．2 材料与设计 

选用 3个感病品种岱 l6原、中7原、徐 142原和两个经病床、病面选育后的抗病品种 

中 7抗、徐 1 42抗为材料，以陕 401为抗病对照 田问试验为裂 区设计，主区菌量分别为 

250，500，750和 1000 g／m ；副医为品种。主区和付区均随机排列，重复 2次。 

l、3 调查与分析方法 

在发病高峰期调查各品种在几种接苗量条件下的发病情况 ，计算病株率和病情指数， 

并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接菌量与品种病情指数 

对病情指数羟 s 转换后进行方差分析，结果不同接菌量问和不同品种问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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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均存在显著差异(F_ 一31．59，Fo． 。=9．28；F 一36．1 7⋯F os=4．10)，但菌量与品 

种间互作不显著 。品种问和菌量闻多重比较结果(表 1，2)表明 ，3个感病品种与抗病品种 

的病情指数在任何接菌量条件下均存在极显著差异，而感病品种之间、抗病品种之间差异 

不显著。4种接菌量间，1000和 750g／m。接菌量的病情指数极显著高于 250 g／m。．表现出 

接菌量越大，品种的病情指数越高。说明对具一定抗病性的品种，加大接菌量可以提高选 

育效果。 - 

表1 品种间病情指数SSR；曼 验(sin 。， ) 表2 菌置间病情指数SRR测验(sin一0厂 ) 

2．2 品种枯萎抗性与接菌量的关系 

品种病株率与接菌量问的回归和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表 3)．无论是感 

病品种还是抗病品种 ，病 株率均随接 

菌量增大而提高，说明品种的抗病性 

是相对的，是有条件的。当接菌量增加 

时，增大了选择压力．使感病品种的病 

株率进一步提高．同时也使抗病品种 

的发病株数增多 。这一规律在棉花抗 

表 3 品种病株率与接菌菌 回归和相关分析 

注tf为苗量(g／m )，，为宿椿率‘昝)． 

病育种上对抗性不同的品种接种适宜接菌量进行选育具有重要作用。感病品种回归截距 

和回归系数较大 ，因此在较低接菌量条件下进行选育 ．既可以使其充分发病 ，又可以保留 

适量的娃株以供选择；具有一定抗性的品种．其回归截距和回归系数较小，但随菌量增加 

病株率仍继续增高 ，固此对这一类品种的继续选育可以逐渐加大接菌量 ，促使其发病 ，这 

样可以起到加速选育进度和提高选育效果的作用。 

3 讨 论 

棉花感病品种在病床、病圃条件下，由于病原苗侵染，品种受到了选择压使之发病并 

且产生变异，经人工选择和 自然选择逐渐转变为抗病品种“1。培育年数与病情指数关系的 

理论值表明(表4)_2 ，在250 g／m。接菌量条件下，感病品种需经4年左右的选育，其抗病 

性可接近抗病对照。感病品种初入病床、病圃，其病情指数降低较快，即抗病性根快可得以 

提高 ，而抗病性提高到一定程度以后，再经选育，其病情指数降低就逐渐缓慢了。 

棉花品种对枯萎的抗性 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能表现 ，无论是感瘸品种还是抗病品种， 

只有在病菌存在条件下种值才能袭现出抗病性的差异，H9感病品种的病抹率高，发病程度 

严重；抗病 品种的病株率低．发病程度较轻。而同一品种在病原菌数量不同条件下种植，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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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株率和发病严重程度仍有差异 ，即病株率、发病严重程度与病菌量成正相关。 

表 4 培育年徽与病情指徽关系理论值 

佳 t陕 401(CK1的鼎 情指 投为 2l-79 ． 

根据病床、病圃对品种的选育特点和规律，品种病情指数与培育年数成负相关，品种 

病株率与接菌量成正相关，在选择的最初几年，对病床适量接菌 250 g／m 效果较好，既能 

使感病品种充分发病，在选择的作用下使病株率直线下降，又可以避免发病过重，全军覆 

灭，无从选择的苊险。当品种的抗病性有一定程度提高以后，在病床中加大接菌量至 750 

或 i000 g／m ，既可以增加品种的病株率和发病严重程度，又可以加快品种的变异逮度， 

这样既在加大选择压力条件下，同时起到加速选育进度和增强选育效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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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between Cotton Resistance to Fusarium 

Will Disease and Inoculated Pathogen Quantities 

Zeng M nheng Zhang Ynnqing Gao Yonge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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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et Index of diseases and occurrences 0{diseases of susceptible and resistant 

varieties are analyzed under the condition of different inoculated—pathogen quantitie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remarkable differenee of the index exists among different inocu— 

lated—pathogen quantities．Index of diseases on the 1000 and 750 (glm。)inoculated— 

pathogen quantities are remarkably higher than 250(g／m )．with the increase of inocu— 

lated—pathogen quantities the index of diseases rises．There are remarkable positive cor— 

relation and regression between occurrence of diseases and inoculated—pathogen quanti— 

t ees．In breeding，the speed of breeding can be quickened and the efficiency of breeding 

Call be raised with the hlcrease of inoculated—pathogen quant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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