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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

*目的+探讨鉴定大白菜菌核病抗病性的简易方法(为大白菜抗菌核病育种提供借鉴)*方法+以大

白菜菌核病样病原菌为接种体(选用抗病品种
#N=$D#

和
#N=&!

,耐病品种
#!=!"!

和
#!=$DN

及感病品种
#!=!%D

,

#N=D!

和
#"=$%

为试验材料(对大白菜离体叶片和活体幼苗进行抗病性鉴定(并对离体叶片的接种时期,发病温度,接

种部位及活体幼苗的接种时期,接种量进行比较(最后利用离体叶片接种法对
L&

份大白菜种质资源进行菌核病抗病

性鉴定)*结果+大白菜离体叶片抗病性鉴定的最适接种苗龄为
!

叶期(最适宜接种部位为叶片正面(最佳发病温度

为
$Nf

'活体幼苗抗病性鉴定的最适接种量为直径
NKK

的菌丝琼脂块(最适接种苗龄为
G

叶期)在
L&

份被鉴定的

大白菜种质材料中(

$G

份材料表现抗病(

GL

份材料表现耐病(

$#

份材料表现感病(

"

份材料表现高感)*结论+离体和

活体菌丝琼脂块接种方法均能准确鉴定出大白菜的抗病性(其中离体菌丝琼脂块法更经济适用'大白菜种质资源中

存在着抗病和耐病材料(可用于抗!耐"菌核病品种的选育)

!关键词"

!

大白菜'菌核病'抗病性鉴定'白菜抗病育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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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十字花科蔬菜(原产中国(栽培历史

非常悠久(品种资源丰富(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是

目前我国栽培面积最大的蔬菜作物%

#

&

)菌核病是由

核盘菌!

3)+4;.,101(:)+4;.,1.;*2

"引起的真菌性病

害%

$

&

)菌核病菌的寄主范围非常广泛(除了危害十

字花科蔬菜以外(还侵害茄科,豆科,葫芦科等作

物%

G

&

(据统计(核盘菌现在已危害的植物有
"N

科

!%L

种%

!

&

)该病原菌可以分泌草酸毒素(这在其致

病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NCD

&

)近些年来(大

白菜菌核病的发生比较频繁(使大白菜产量遭受巨

大损失)受菌核病侵害的大白菜一般减产
#%Y

以

上(严重的达
G%Y

"

N%Y

(甚至绝产(严重影响大白

菜的产量和品质%

"

&

)目前(在十字花科植物中尚未

发现对菌核病免疫的材料(但明确了不同芸薹属作

物对菌核病的抗性存在明显差异%

LC&

&

(故当前生产上

主要采用化学药剂来防治菌核病)从经济和环境保

护角度出发(选育优良抗病品种是防治大白菜菌核

病既经济有效又安全的措施(而准确,简单的菌核病

抗性鉴定方法是抗病品种筛选的重要环节%

#%C#$

&

)苗

期菌丝琼脂块法是一种常用的菌核病人工抗病鉴定

接种方法(近年来(国内有关利用苗期菌丝琼脂块法

对大田作物和蔬菜进行菌核病抗病鉴定的报道很

多%

#GC#&

&

(但是对大白菜菌核病抗病鉴定方法的报道

很少)本试验将核盘菌菌丝琼脂块接种大白菜进行

抗病性鉴定(研究了苗龄,接种温度,接种部位等多

个因素对接种菌核病病原菌后大白菜发病的影响(

以期建立大白菜菌核病的快速鉴定方法(并为筛选

抗病种质和培育抗菌核病的大白菜新品种奠定基

础)

#

!

材料与方法

#<#

!

试验材料与菌株

供试大白菜抗病材料
#N=&!

和
#N=$D#

,耐病材

料
#!=!"!

和
#!=$DN

以及感病材料
#!=!%D

!只用于

离体鉴定",

#N=D!

和
#"=$%

!只用于活体鉴定"(均由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大白菜研究室提供)将
"

个材料

的种子先在体积分数
"NY

酒精中处理
#K9+

(再用

灭菌蒸馏水冲洗
$

"

G

次后(于
$Nf

培养箱内催芽

G@

(选取发芽一致的种芽播种于穴盘中)所用基质

提前进行灭菌处理(置日光温室于自然条件下正常

生长)

供试菌株为大白菜核盘菌
a/%%#

%

$%

&

(是将采自

陕西省杨凌田间自然发病大白菜上的菌核(经表面

消毒后接种于
VB5

平板培养基上(于
$Nf

培养并

经分离纯化后获得的菌丝(置于
!f

冰箱中保存备

用)

#<$

!

大白菜幼苗离体叶片菌核病抗性鉴定条件的

筛选

#<$<#

!

接种管理和调查方法
!

!

#

"接种材料的准

备)待试验材料长到一定时期后(取每个材料大小

和叶位相同的健康叶片(用蒸馏水冲洗干净(准备
D

个托盘(每个托盘底部铺
#

张滤纸(倒入适量蒸馏水

将滤纸浸透(再将每个材料的接种叶片平铺在托盘

中并注明材料编号)

!

$

"菌丝琼脂块的准备及接种)将
!f

保存的

菌丝培养基在
$Nf

黑暗条件下活化培养(待菌丝铺

满
$

$

G

培养基时进行接种)用直径
NKK

的打孔器

沿菌落边缘打孔取接种菌块(将菌块有菌丝的一面

接种到叶片或叶柄中央(以无菌丝的琼脂块作为对

照(接种叶片时尽量避开叶脉(最后喷洒定量无菌

水(用保鲜膜覆盖保湿)将接种好的叶片水平放置

于恒温培养箱内(

G$1

后测量病斑最大长度)统计

发病级别(计算病情指数(进行抗病性等级划分)

!

G

"叶片和叶柄的病情分级标准)叶片病情分

级标准为#

%

级(无病症'

#

级(病斑长度
%

"

%<L>K

'

G

级(病斑长度
%<&

"

#<D>K

'

N

级(病斑长度
#<"

"

$<!>K

'

"

级(病斑长度
$<N

"

G<$>K

'

&

级(病斑长

度大于
G<G>K

)叶柄病情分级标准为#

%

级(无病

症'

#

级(病斑长度
#<%

"

#<N>K

'

G

级(病斑长度

#<D

"

$<%>K

'

N

级(病斑长度
$<#

"

$<N>K

'

"

级(病

斑长度
$<D

"

G<%>K

'

&

级(病斑长度大于
G>K

)

!

!

"病情指数的计算和抗病性分类)病情指

数
h

%

,

!病级数
g

该病级发病株数"$!最高发病级

数
g

总调查株数"&

g#%%

)抗病性归类标准参考2中

国主要蔬菜抗病育种进展3

%

$#

&白菜叶部病害抗病性

归类标准(即#免疫!

F

"(无病'高抗!

\M

"(病情指数

%<%#

"

##<##

'抗病!

M

"(病情指数
##<#$

"

GG<GG

'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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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病!

ZM

"(病情指数
GG<G!

"

NN<NN

'感病!

=

"(病

情指数
NN<ND

"

""<""

'高感!

\=

"(病情指数

""<"L

"

#%%

)

#<$<$

!

最适接种时期的确定
!

用菌丝琼脂块分别

接种
$

叶期,

!

叶期,

D

叶期的离体叶片(每个处理
L

株幼苗(

G

次重复(接种后置于
$Nf

光照培养箱内)

接种后管理和调查方法同
#<$<#

节)

#<$<G

!

最适发病温度的确定
!

采用
#<$<$

节确定

的最适接种时期(用菌丝琼脂块对离体叶片进行接

种(接种后分别置于
$%

(

$N

(

G%f

光照培养箱内培

养(每个处理
L

株幼苗(

G

次重复)接种后管理和调

查方法同
#<$<#

节)

#<$<!

!

最适接种部位的确定
!

根据
#<$<$

节和

#<$<G

节确定的接种时期,接种温度(用菌丝琼脂块

对离体叶片的正面,背面和叶帮分别进行接种)每

个处理
L

株幼苗(

G

次重复)接种后管理和调查方

法同
#<$<#

节)

#<G

!

大白菜幼苗活体菌核病抗性鉴定条件的筛选

#<G<#

!

接种管理和调查方法
!

!

#

"幼苗的准备)待

供试材料长到一定时期(用蒸馏水喷湿叶片后接种)

!

$

"菌丝琼脂块的准备及接种)方法同
#<$<#

节(将接种后的幼苗用保鲜膜覆盖保湿(置于
$Nf

恒温箱培养(

!L1

后测量病斑最大长度)参照

#<$<#

节中的标准统计发病级别(计算病情指数(进

行抗病性等级划分)

#<G<$

!

最适接种时期的确定
!

待供试材料分别长

至
G

叶期,

N

叶期和
"

叶期(用长好的菌丝琼脂块进

行活体接种(每个处理
L

株幼苗(

G

次重复(接种后

置
$Nf

光照培养箱内培养(管理和调查方法同

#<G<#

节)

#<G<G

!

最适接种量的确定
!

采用
#<G<$

节确定的

最适接种时期(用菌丝琼脂块对幼苗进行接种(接种

量分别为直径
!

(

N

和
DKK

的菌丝琼脂块)每个处

理
L

株幼苗(

G

次重复(接种后置
$Nf

光照培养箱

内培养(管理和调查方法同
#<G<#

节)

#<!

!

L&

份大白菜种质资源的抗病性鉴定

采用确定的离体菌丝琼脂块鉴定方法(对
L&

份

大白菜种质资源进行抗病性鉴定(

L&

份材料均为自

交系材料(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园艺学院大白菜课

题组提供)

#<N

!

数据处理

试验数据用
Z9>*(4(.0?X>3-

录入整理(并采用

F[Z=V===0,09409>4$%

进行数据分析)每组试验

重复
G

次(试验结果用
G

次试验的平均值表示)

$

!

结果与分析

$<#

!

大白菜幼苗离体叶片菌核病抗性鉴定条件的

确定

$<#<#

!

最适接种时期的确定
!

由表
#

可见(不同苗

龄大白菜离体叶片接种菌核病菌丝后(均能明显区

分感病材料(但抗病材料与耐病材料不容易区别)

$

叶期接种时抗病材料和耐病材料的病情指数差异不

显著(且抗病材料
#N=&!

表现为耐病'

D

叶期接种时

抗病材料和耐病材料的病情指数均较高(差异不显

著(抗病材料都表现为耐病'

!

叶期接种时(抗病,耐

病,感病材料的病情指数依次上升(且抗病性分级明

确(可以准确判断不同材料间菌核病的抗性差异(是

适宜的接种苗龄)

表
#

!

不同苗龄离体叶片接种菌核病菌丝后对供试大白菜病情指数的影响

W,b-3#

!

?..3>04(.433@-9+

T

,

T

3(.10=1,;.-3,:34(+@943,439+@3X(.Q19+343>,bb,

T

3,.03*9+(>)-,09(+(.3)+4;.,101(

材料

Z,03*9,-

处理时期
F+(>)-,09(+40,

T

34

$

叶期
$0*)3-3,.40,

T

3

病情指数

B943,439+@3X

抗病性

B943,43*34940,+>3

!

叶期
!0*)3-3,.40,

T

3

病情指数

B943,439+@3X

抗病性

B943,43*34940,+>3

D

叶期
D0*)3-3,.40,

T

3

病情指数

B943,439+@3X

抗病性

B943,43*34940,+>3

#N=$D# G$<!#iN<"L> M GG<GGi$<"L> M GL<L&i"<GNb ZM

#N=&! !L<#NiN<"Lb ZM G$<!#i!<$!> M !N<G"iG<$#b ZM

#!=$DN !%<"!iN<"Lb> ZM GL<D$iG<D"> ZM GN<#&i##<$Gb ZM

#!=!"! G"<%!iL<&Gb> ZM !&<%"iG<$#b ZM !"<$$iN<NDb ZM

#!=!%D "#<G%iN<"L, = D!<%$i#<LG, = D!<L#i#<D%, =

#N=D! D$<&DiG<$#, = D#<##iN<ND, = D%<#&i!<$!, =

!!

注#表中数值为/平均值
i

标准误0'同列数据后标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

"

%<%N

(邓肯检测法")下表同)

/(03

#

B,0,,*3

/

K3,+i40,+@,*@3**(*

0'

B9..3*3+0-(23*>,43-3003*49+@9>,0349

T

+9.9>,+0@9..3*3+>3

!

"

"

%<%N

(

B)+>,+0340

"

<W134,K3b3-(2<

$<#<$

!

最适培养温度的确定
!

表
$

结果表明(培养

温度为
$%f

时(抗病,耐病,感病材料的病情指数普

遍较小(材料间抗病性差异不大(耐病材料
#!=$DN

表现为抗病(感病材料
#!=!%D

表现为耐病'培养温

度为
G%f

时(各材料均未出现发病现象!表
$

中略

去"(这可能是由于温度太高抑制了菌丝生长%

#"

&

'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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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温度为
$Nf

时(抗,耐,感病材料病情指数依次上

升(抗性分级明显(抗病,耐病,感病材料的病情指数

差异显著(并且抗病性分级明确(是适宜的接种温

度)

表
$

!

培养温度对不同抗性大白菜离体叶片接种菌核病菌丝后病情指数的影响

W,b-3$

!

?..3>04(.03K

J

3*,0)*3(.10=1,;.-3,:34(+@943,439+@3X(.Q19+343

>,bb,

T

3,.03*9+(>)-,09(+(.3)+4;.,101(

材料

Z,03*9,-

培养温度$
f W3K

J

3*,0)*3

$%

病情指数

B943,439+@3X

抗病性

B943,43

*34940,+>3

$N

病情指数

B943,439+@3X

抗病性

B943,43

*34940,+>3

材料

Z,03*9,-

培养温度$
f W3K

J

3*,0)*3

$%

病情指数

B943,439+@3X

抗病性

B943,43

*34940,+>3

$N

病情指数

B943,439+@3X

抗病性

B943,43

*34940,+>3

#N=$D# GG<GGi$<"L> M GG<GGi$<"L> M #!=!"! !D<G%iG<%Db ZM !&<%"iG<$#b ZM

#N=&! G$<!#i!<$!> M G$<!#i!<$!> M #!=!%D N%<%%i!<L#b ZM D!<%$i#<LG, =

#!=$DN GG<GGi$<"L> M GL<D$iG<D"> ZM #N=D! ND<!Li#<D%, = D#<##iN<ND, =

$<#<G

!

叶片接种部位的感病性比较
!

表
G

结果表

明(叶片背面接种时(抗病材料和耐病材料的病情指

数均较高(抗病材料表现为耐病(耐病材料
#!=!"!

表现为感病(材料间的病情指数差异不显著'叶帮接

种时(抗病材料均表现为耐病(抗病材料与耐病材料

的病情指数差异不显著'只有在
!

叶期叶片正面接种

时(抗病,耐病,感病材料的病情指数依次上升(且彼

此差异显著(抗病性分级明确(是适宜的接种部位)

表
G

!

接种部位对不同抗性大白菜离体叶片接种菌核病菌丝后病情指数的影响

W,b-3G

!

?..3>04(.9+(>)-,09(+4903(.10=1,;.-3,:34(+@943,439+@3X(.Q19+343>,bb,

T

3,.03*9+(>)-,09(+(.3)+4;.,101(

材料

Z,03*9,-

接种部位
F+(>)-,09(+4903

叶片正面

W13)

JJ

3*4)*.,>3(.-3,.

病情指数

B943,439+@3X

抗病性

B943,43*34940,+>3

叶片背面

W13@(2+4)*.,>3(.-3,.

病情指数

B943,439+@3X

抗病性

B943,43*34940,+>3

叶帮

Z9@:39+(.-3,.

病情指数

B943,439+@3X

抗病性

B943,43*34940,+>3

#N=$D# GG<GGi$<"L> M !&<%"iG<$#b ZM G"<%!i#<D%b ZM

#N=&! G$<!#i!<$!> M !&<%"iN<"Lb ZM G"<%!i!<$!b ZM

#!=$DN GL<D$iG<D"> ZM N!<DGi#<D%b ZM !#<D"i!<L#b ZM

#!=!"! !&<%"iG<$#b ZM NN<NDi!<L#b = !%<"!iL<!&b ZM

#!=!%D D!<%$i#<LG, = D%<#&i&<"D,b = LD<##iL<GG, \=

#N=D! D#<##iN<ND, = "%<G"iN<"L, = "D<LNiD<&&, =

$<$

!

大白菜幼苗活体菌核病抗性鉴定条件的确定

$<$<#

!

最适接种量的确定
!

表
!

结果表明(接种菌

块直径为
!KK

时(抗病材料的病情指数均较低(耐

病材料
#!=!"!

及感病材料
#N=D!

表现为抗病'接种

菌块直径为
DKK

时(各材料病情指数均较高(抗病

材料
#N=$D#

,

#N=&!

和感病材料
#N=D!

均表现为耐

病'接种菌块直径为
NKK

时(抗病,感病,耐病材料

的病情指数依次上升(抗病性分级较明确且差异显

著(可以判断不同材料间菌核病的抗性差异(是较适

宜的接种量)

表
!

!

接种量对不同抗性大白菜活体幼苗接种菌核病菌丝后病情指数的影响

W,b-3!

!

?..3>04(.9+(>)-,09(+@9,K303*(.433@-9+

T

4(+@943,439+@3X(.Q19+343>,bb,

T

3,.03*9+(>)-,09(+(.3)+4;.,101(

材料

Z,03*9,-

菌块直径$
KKB9,K303*(.1

;J

1,3,

T

,*b-(>I

!

病情指数

B943,439+@3X

抗病性

B943,43*34940,+>3

N

病情指数

B943,439+@3X

抗病性

B943,43*34940,+>3

D

病情指数

B943,439+@3X

抗病性

B943,43*34940,+>3

#N=$D# GG<GGi%<%%b M GG<GGi%<%%> M !$<N&iL<!&b> ZM

#N=&! GG<GGi%<%%b M GG<GGi%<%%> M GD<D"i$<&!> ZM

#!=$DN !G<"%iD<"&, ZM !&<DGiN<#Gb ZM N%<%%i%<%%b ZM

#!=!"! GG<GGi%<%%b M !N<NDiD<#&b ZM !D<G%iD<!#b> ZM

#"=$% !N<#&i$<N", ZM D#<!Li&<$N, = DD<D"i%<%%, =

#N=D! GG<GGi%<%%b M N#<##i%<%%b ZM G"<N%i&<L#> ZM

$<$<$

!

最适接种苗龄的确定
!

表
N

结果表明(接种

时期为
"

叶期时抗病材料
#N=$D#

表现为耐病(耐病

材料
#!=$DN

表现为感病(而感病材料均表现为耐

病'

N

叶期进行接种时除感病材料
#N=D!

表现为耐

病外(其余材料的抗病性分级均较明确且差异显著'

接种时期为
G

叶期时(抗病,感病,耐病材料的病情

指数依次上升(抗病性分级明确且差异显著(可以准

确判断不同材料间菌核病的抗性差异(因此
G

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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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最适宜的接种时期)

!!

比较分析供试大白菜材料离体叶片接种与幼苗

活体接种的抗病性分级结果(

!

叶期离体叶片接种鉴

定结果!表
#

"与
G

叶期活体鉴定结果!表
N

"的抗感性

完全一致(病情指数的相关系数为
%<&#

(说明离体叶

片接种可以真实反映幼苗活体接种的抗病性结果)

表
N

!

接种苗龄对不同抗性大白菜活体幼苗接种菌核病菌丝后病情指数的影响

W,b-3N

!

?..3>04(.433@9+

T

,

T

3(+@943,439+@3X(.Q19+343>,bb,

T

3,.03*9+(>)-,09(+(.3)+4;.,101(

材料

Z,03*9,-

处理时期
F+(>)-,09(+40,

T

34

G

叶期
G0*)3-3,.40,

T

3

病情指数

B943,439+@3X

抗病性

B943,43*34940,+>3

N

叶期
N0*)3-3,.40,

T

3

病情指数

B943,439+@3X

抗病性

B943,43*34940,+>3

"

叶期
"0*)3-3,.40,

T

3

病情指数

B943,439+@3X

抗病性

B943,43*34940,+>3

#N=$D# GG<GGi%<%%@ M GG<GGi%<%%> M G"<%GiD<!#b ZM

#N=&! GG<GGi%<%%@ M GG<GGi%<%%> M GG<GGi%<%%b M

#!=$DN N$<N&i$<N"> ZM !&<DGiN<#Gb ZM NN<NDi%<%%, =

#!=!"! !L<#Ni$<ND> ZM !N<NDiD<#&b ZM N#<##i"<"%, ZM

#"=$% DD<D"iG<#N, = D#<!Li&<$N, = N#<##i!<!!, ZM

#N=D! NL<N$iN<#Gb = N#<##i%<%%b ZM N#<##i!<!!, ZM

$<G

!

L&

份大白菜种质资源的抗病性鉴定

根据叶片的抱合方式(将
L&

份大白菜种质资源

分为合抱类型,叠抱类型,拧抱类型和舒心类型(各

类型大白菜的抗病性鉴定结果如表
D

所示(其中表

现抗病的大白菜材料有
$G

份(耐病材料有
GL

份(感

病材料有
$#

份(高感材料有
"

份)

表
D

!

不同类型大白菜对菌核病的抗病性表现

W,b-3D

!

M34940,+>30(3)+4;.,101(9+@9..3*3+00

;J

34(.Q19+343>,bb,

T

3

资源类型

M34()*>30

;J

3

抗病
M

份数

/)Kb3*

比例$
Y

M,09(

耐病
ZM

份数

/)Kb3*

比例$
Y

M,09(

感病
=

份数

/)Kb3*

比例$
Y

M,09(

高感
\=

份数

/)Kb3*

比例$
Y

M,09(

合计
W(0,-

份数

/)Kb3*

比例$
Y

M,09(

合抱类型

Q)*-3@4C9+2,*@4C0

;J

3

L G!<"& L $#<%N G #!<$& $ $L<N" $# $G<D%

叠抱类型

E:3*-,

J

C0

;J

3

& G&<#G $% N$<DG #G D#<&% N "#<!G !" N$<L#

拧抱类型

W2940C0

;J

3

G #G<%! $ N<$" # #<"D % % D D<"!

舒心类型

Q)*-3@4C()02,*@4C0

;J

3

G #G<%! L $#<%N ! #&<%N % % #N #D<LN

合计
W(0,- $G #%%<%% GL #%%<%% $# #%%<%% " #%%<%% L& #%%<%%

G

!

讨论与结论

G<#

!

大白菜菌核病菌丝琼脂块法人工接种条件的

确定

有关利用菌丝琼脂块法对作物菌核病进行鉴定

的报道很多(主要涉及油菜%

#!

(

#DC#"

&

,向日葵%

#&

&

,花椰

菜%

#$

&等作物(大白菜菌核病的研究报道较少)马田

田等%

#!

&在接种温度为
$Gf

的环境下(对
N

叶期的

油菜进行叶片正面接种鉴定'张志元等%

#D

&用同样的

方法接种于
G

"

!

叶期的油菜叶片正面(在
$%

"

$N

f

下进行保湿鉴定'胡宝成等%

#"

&在油菜第
G

片真叶

正面接种(于
$%f

培养箱里培养并进行抗病性鉴

定'在对向日葵菌核病鉴定的报道中(接种苗龄为

G

"

!

叶期(接种温度为
$$f

%

#&

&

'有报道用菌丝琼脂

块法对
D

"

"

叶期的花椰菜进行叶片正面接种鉴定(

于
$Gf

的环境下培养%

#$

&

)以上这些报道不仅说明

菌丝琼脂块鉴定方法是可行的(而且其接种温度都

在
$%

"

$Nf

(苗龄为
G

"

!

叶期(接种位置都是叶片

正面接种(这反映了菌核病发病条件的相似性(但这

些报道未见叶片正反面比较及叶帮的接种情况)本

试验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影响大白菜菌核病苗

期菌丝琼脂块鉴定方法的主要因素(如接种苗龄,发

病温度,接种部位,接种量进行了筛选(明确了最适

接种苗龄为
G

"

!

叶期(最适接种量为直径
NKK

的

菌丝琼脂块(最佳发病温度为
$Nf

(最适宜接种部

位为离体叶片正面)本研究所建立的接种方法可应

用于大白菜菌核病的筛选和鉴定)

G<$

!

大白菜菌核病人工接种抗性鉴定方法的选择

目前(常用的菌核病抗性鉴定方法有田间自然

诱发鉴定法和人工接种鉴定法
$

种%

$$

&

)田间自然

诱发鉴定法是自然接种应用最多的鉴定方法(该方

法的缺点是容易受自然环境影响(无法避免其他病

害的影响(并且试验周期长%

$G

&

)人工接种鉴定方法

操作简单,成本低(鉴定周期也比较短(环境条件可

以控制(并且可以对材料进行大批量的鉴定%

#$C#G

&

)

菌丝琼脂块抗病性鉴定法作为一种人工接种鉴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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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属于局部接种(不影响植株正常生长发育(可以

防止发病重导致植株死亡的危险(具有保护珍贵育

种材料的作用(而且该方法条件稳定(周期短(见效

快(简单易行(易于控制(目前应用较为广泛%

#N

&

)其

他人工接种鉴定方法还有菌丝体悬浮液接种法和孢

子悬浮液接种法)菌丝体悬浮液接种法的优点在于

菌株容易培养(获取方便(缺点是定量困难(菌量误

差较大'孢子悬浮液接种可精确定量(试验误差较

小(但孢子收集较为困难(接种数量不好控制(且收

集的孢子难以保存%

$!

&

)本试验以菌丝琼脂块为接

种媒介研究了离体和活体
$

种接种方法对大白菜抗

病性鉴定的影响(结果表明
$

种接种方法均能准确

鉴定出材料的抗病性(且病情指数的相关性为
%<&#

)

综上所述(利用菌丝琼脂块法对大白菜进行抗病性

接种鉴定是比较经济适用的方法)

G<G

!

大白菜菌核病抗性种质资源的分布

对本课题组保存的
L&

份大白菜种质资源的抗

病性进行鉴定后(结果并未发现免疫和高抗大白菜

材料(表现抗病的大白菜数量占
$N<L!Y

(耐病材料

占
!$<"%Y

(感病和高感材料占
G#<!DY

(说明大白

菜种质资源中感病材料比较多(要培育高抗品种还

需要挖掘,创制免疫和高抗大白菜种质资源(这将是

抗病品种突破的关键%

$N

&

)

根据对大白菜不同类型抗病性的分析发现(在

鉴定的大白菜种质资源中(不同叶片抱合类型材料

中均有抗病,耐病,感病材料)在合抱类型大白菜材

料中(抗病和耐病材料所占比例较大(均为
GL<#%Y

(

而感病和高感材料共占
$G<L%Y

'在叠抱类型材料

中(耐病材料所占比例最大(为
!$<NNY

(抗病材料

所占比例为
#&<#NY

'拧抱和舒心类型材料数量较

少(但均表现出较好的抗病性(抗!耐"病材料分别占

LG<GGY

和
"G<GGY

(且无高感材料)由此推断(对

于大白菜而言(材料抗病性可能与叶片抱合类型有

关(叠抱,舒心类型大白菜较合抱,拧抱类型更容易

受菌核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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