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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偃6号小麦高温抗条锈性的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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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86~1991年在田间对小偃6号小麦的观察表明，(1)前期温度偏 低时 反应型 

与感病品种表现一致 ，但病情发展缓慢 (2)潜育期比感病品种长 }(3)后期当 日平均气温上升 

到18～21℃持续3 d以上时，转变为抗痛反应 }(4)高温抗条锈性对 小种无专化性 }(5)产量损 

失不显著 。 

关键词 小麦，条锈病，高温抗条锈性 d-1露白鼍 
中囝分类号 s4 35 121 42，$432，21 

李振岐 对小麦抗锈性丧失原因及其解决途径进行了探讨。孙月海等 和 Ohm等0： 

对 品种的慢条锈性进行了研究．认为慢锈性品种抗性比较稳定和持久 ，但产量不高。Qay— 

oum等 和 Mih,s等 发现 ，美国小麦品种“Gai J~es”具有成抹期高温抗条锈性。在国内这 

方面的工作 尚未 见报道 笔者于1986年进行小麦品种抗锈性测定和考察生产品种时 ，发现 

我国小偃6号小麦亦具有高温抗条锈性。现将研究结果报道于下。 

1 材料与方法 r 

供试小麦品种为小偃6号和抗病对照品种“植79107”，由西北植物研究所小麦遗传室 

提供，品种(系)测定材料由农学系小麦育种组和天水市农科所提供。供试条锈菌生理小种 

(条中25，26，28，29号)由中国农科院植保所提供，菌种均经过纯化鉴定，隔离繁殖后备用 

试验在西北农大农一站进行。生理小种高温抗条锈性测定，共接5个小种，每个小种分别接 

供试品种5行，行长l m．采用塑料薄膜复盖隔离。田问防病保产测定 ．设两组处理，一组早春接 

条中25，26，27，28，29号等量混合菌种 ；另一组早春喷粉锈宁药剂保护，每组处理重复3次 ， 

小 区面积1．8 nr，单收单打计产并测千粒重。品种(系)抗性测定，采用诱发行接条中25， 

26，27，28，29号混合菌种诱发 。大田病情调查每年在5月底或6月初进行。 

2 结果与分析 

2．I 小偃6号的潜育期 

l 989～1991年用不同小种接种1删定结果表明．小偃8号对所接小种的潜育期均比感病 

品种长，以l 991年的试验为例 ，平均长1．6 d，而比抗病品种平均短1．2 d(表I)． 

表1 小偃6号在田间的潜育期(1990~1991) 

田间接 件时 间3月13日 

嘘犒 日期 ：1995一岫一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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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小偃6号发病期间的表现与病情 ‘ 

1 991年在接种条件下的田问病情表明．小1匿6号在 日平均气温低于18℃以下时，反应 

型与感病品种表现一致，惟病叶率、严重度发展缓慢。但当 日平均气温上升到18~21℃时 ， 

病斑周围开始出现退绿坏死反应．随后夏孢子堆逐渐变黑枯死，变为抗病反应。而对照品 

种铭贤169~r]不受高温影响。抗病品种植79lO7一开始发病就呈1—2型抗病反应，病叶率严 

重度增长慢，最终病情较轻(见表2)． 

表2 小僵6号不同时期的反应型、病叶率 、严重度(1 991) 

★反应型(严重度 ，病叶率％) 

在自然发病 的大田中，小偃6号的最后病情均 比当地其他感病品种显著轻(见表3)。 

表3 大田自然发病条件下与其他感病品种的病情 比较 

2．3 小偃6号高温抗条锈性对不同生理小种的反应 

1 989年田问分小种测定结果表明，小偃6号在日平均气温低于l8℃以前，对供试的5个 

小种均表现感病反应．咀从5月7日起 日平均气温上升到l8～2l℃持续出现3d后，所接5个 

小种的叶片病斑周围均表现逐渐枯死反应，说明小偃6号的高温抗条锈性不具小种专化性 

(见表4)。 

表4 小堰6号大田分小种测定及反应型变化 ’(1989) 

接 种时间3月Z7日 

2．4 小偃6号高温抗条锈性表达所需的温度与时问 

在杨陵6年的观察结果表明，4q[~6号在田问高温抗}生表达的日平均气温 18～21℃持续3 

d以上 ，若这个温度只出现1 d或2 d，气温又降低到18℃以下，病斑周围则不出现枯死反应。 

2．5 小偃6号的防病保产作用 

从表5可以看出，小偃6号在小区产量和千粒重方面诱发区比保护区减少不显著，与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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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品种比较减少也不显著 ，但对照感病品种诱发区比保护 区减少极显著，表明小偃6号在 

条锈病流行年防病保产作用明显 

表5 不同抗条锈病品种的产量损失比较’(1991) 

★丧 内数据 为s十 置夏 的平 均 值 I小 区面积 1 2 m×t 5 m 

3．讨 论 

小偃6号 自1975年迄今在关中大面积种植 已达2O余年。虽然它也感染当前的优势小 

种，但仍是生产上的主栽品种 主要原 因是其具有高温抗条锈性，在条锈病流行年表现受 

害轻，产量损失小，稳产。高温抗条锈品种具有在发摘前期慢锈性和在后期相对高温出现 

后表现过敏性坏死反应的特点 ，因而在春季温度回升快的地区种植，防病保产作用显著。因此， 

在使用该类品种时要考虑地区的生态特点，更充分有效地发挥这种抗病性的作用。 

通过对从我国北方麦区征集的810个品种(系)的抗条锈性测定，发现高温抗条锈品种 

21个，如77—69、宛原18—36、8716—95R、植644等，占测定品种的2．6 oA，说明在我国小麦品种 

不乏这种宝贵资源，各地应充分发掘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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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Temperature Resistance 0f Xiaoyan No，6 Wheat tO Strip Rust 

Lu Heplng 

(Depa~mem nf PlaNt I~rotectlon，N th stcrn Agricultural UJdver~h．Yangling。sh触 H ，712100) 

Abstrac~ The field observation in 1986~ 1991 sheW that Xiaoyan No．6 wheat has 

such characteristles fits fo[Iows：(1)At early Stage with relative lower temperature，its re— 

action type tO the disease is the san~e as that of the susceptible varieties，but the spread— 

ing rate and serious degree of the disease develop slowlyl(2)The incubation period is 

longer than that of susceptible varieties{(3)At later stage when the day average temper— 

ature rises tO 18～ 21℃ for over 3 day ，changes from susceptible to resistance‘(4)There 

is no race—specificity in the high—temperature resistance to strip rust}(5)The loss of 

yield is not remark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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