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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大豆（犌犾狔犮犻狀犲狊狅犼犪）抗斜纹夜蛾资源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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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斜纹夜蛾已发展为影响大豆生产的世界性虫害。对大豆抗斜纹夜蛾种质资源进行鉴定是开展抗虫育

种的基础。野生大豆是栽培大豆祖先种，遗传多样性远远超过栽培大豆，从野生种质中发掘斜纹夜蛾抗性资源可以

拓宽抗虫育种遗传基础。采用室内喂养斜纹夜蛾幼虫的方法，以幼虫重和蛹重为指标，鉴定了３５份野生大豆和２０

份栽培大豆对斜纹夜蛾的抗性。结果显示：不同种质饲喂下，幼虫重、蛹重和幼虫历期在种质间差异极显著，遗传变

异幅度较大，幼虫重和蛹重极显著相关。采用标准品种分级法对抗性鉴定结果进行划分，从５５份供试资源中筛选

出６份高抗种质，均来自野生大豆；５份高感材料，１份来自野生大豆。本研究为大豆抗斜纹夜蛾育种提供了原始材

料，同时有助于大豆抗虫遗传研究与新基因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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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豆［犌犾狔犮犻狀犲犿犪狓（Ｌ．）Ｍｅｒｒ．］为人类提供了

优质的植物蛋白和脂肪，是一种重要的粮食、油料、

饲料等多用途兼用作物。大豆在整个生长周期中，

常常受到多种有害生物的侵害，导致产量和品质严



２０１６

重下降，其中虫害损失占世界大豆总产量的２６％～

２９％
［１］。斜纹夜蛾（犘狉狅犱犲狀犻犪犾犻狋狌狉犪Ｆａｂｒｉｃｉｕｓ）属鳞

翅目（Ｌｅｐｉｄｏｐｔｅｒａ），夜蛾科（Ｎｏｃｔｕｉｄａｅ），是一种分

布极广的世界性食叶性害虫，其在我国的为害区主

要分布于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中、下游及南方各

省。近年来，斜纹夜蛾已上升为常发性、暴发性的重

要农业害虫之一［２］。目前斜纹夜蛾的防治仍以化学

防治为主，但化学防治成本高且带来一系列问题，如

环境污染、抗药性增强以及杀伤天敌等。大量实践

表明，抗虫种质资源是进行农作物抗虫育种的基础，

对抗性资源进行鉴定和利用，最终育成抗虫品种是

经济、有效的虫害防治途径，同时对农业可持续发展

和环境保护也具有重要意义［３］。

栽培大豆在长期人工定向选择下，遗传基础狭

窄，缺乏丰富的基因源，导致大豆抗虫育种难以取得

突破性进展。野生大豆是栽培大豆的原始祖先种，

遗传多样性远远超过栽培大豆，蕴藏着多种优异抗

性基因［４］。许多研究者相继开展了野生大豆利用研

究，将野生大豆有益基因融合到栽培大豆中，促进野

生种质向栽培大豆遗传渗透，从而改良栽培大豆［５］。

我国占有世界总数９０％的野生大豆资源，一系列野

生大豆抗性资源的挖掘和利用工作相继展开。杨振

宇等［６］对野生大豆抗蚜性进行重复鉴定，发现了高

抗蚜虫的材料‘８５ ３２’；来永才等
［７］从９８９份野生

大豆资源中筛选出８份高抗大豆孢囊线虫的材料，５

份高抗大豆花叶病毒的材料和３８１份高抗大豆食心

虫的材料；此外，研究者还在野生大豆中发现了耐旱

和耐盐的种质［８］。上述例子表明，野生大豆中存在

栽培大豆所没有的抗性资源，挖掘和利用野生大豆

抗病虫基因，是大豆种质遗传改良的一条重要途径。

近年来，对大豆抗斜纹夜蛾资源的鉴定和遗传

机制的研究进展很快。目前，大豆种质对斜纹夜蛾

抗性的鉴定方法有３种：田间自然虫源鉴定、网室人

工接虫鉴定和实验室生物鉴定。田间鉴定是利用自

然虫源，用目测抗性等级的方法筛选抗性资源。盖

钧镒等［９］提出以小区为目测单位，采用５０％叶片数

为基数的抗性指数目测标准来估计叶片损失率。网

室人工接虫鉴定是将不同大豆材料种于网室或温

室，于一定时期接种人工继代培养或采卵孵化的幼

虫，根据大豆品种受害情况来鉴定抗虫性［１０］。实验

室生物鉴定是将Ｈａｔｃｈｅｔｔ等提出的生物鉴定方法

（ｂｉｏａｓｓａｙ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进行改进，目前已成为一种普

遍接受的大豆抗生性研究方法［１１１３］。生物鉴定所用

大豆材料要求生长状况一致且无病虫害，测定时取

相同部位叶片饲喂人工继代培养的健康、生理状态

一致的害虫。记录叶片损失重量或面积，以及虫重

变化，观察害虫龄期发展，记录化蛹率、羽化率及死

亡率等情况。生物测定的优点是可重复性好，不受

自然条件和自然虫源的限制，适用于大规模品种鉴

定。吴巧娟等［１４］采用实验室生物鉴定的方法，根据

大豆种质资源对斜纹夜蛾单一虫种的抗性表现，从

４５份材料中鉴定出４份高抗材料‘黄皮小青豆’、

‘日本’、‘矮杆黄’、‘ＰＩ２２７６８７’和３份高感品种‘监

利牛毛黄’、‘沔阳白毛豆’、‘大浦大粒黄’。

目前对斜纹夜蛾抗性的鉴定多集中于对栽培大豆

的研究，而对野生大豆抗斜纹夜蛾资源的挖掘及利用

比较鲜见。充分发掘野生大豆抗斜纹夜蛾资源的潜

力，找到人工驯化过程中流失的优异抗虫基因，加快抗

性品种育成，已成为大豆抗性育种的重要研究领域。

本研究旨在通过实验室生物鉴定，完善野生和栽培大

豆种质对斜纹夜蛾的抗性鉴定和优异种质筛选，获得

稳定高抗和高感的材料。本研究为大豆抗虫新基因发

掘与抗虫机制研究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大豆抗虫育

种提供了宝贵的育种材料，对促进抗虫大豆品种的育

成，以及我国大豆产业发展和环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

用于斜纹夜蛾抗性鉴定的３５份野生和２０份栽

培大豆种质由安徽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和南京

农业大学国家大豆改良中心提供。３５份野生大豆来

自于我国长江中下游及南方的１１个省份。斜纹夜蛾

虫卵购自河南省济源白云实业有限公司，养虫室温度

控制在（２６±１）℃，相对湿度为６０％～７０％，光照条件

为Ｌ∥Ｄ＝１６ｈ／８ｈ。将供试材料随机编号，于２０１４

年６月１５日播种于安徽省农业科学院试验基地。

野生大豆采用穴播，行距１．００ｍ，穴距０．６０ｍ，每

穴留苗３株。栽培大豆采用条播，行距０．４０ｍ，株

距０．１０ｍ。播前撒１０％吡虫啉可湿性粉剂杀灭地

下害虫及上年虫蛹，整个生长期内不施任何药剂。

１．２　试验设计与方法

自由选择取食试验：将一张用灭菌水浸湿的滤

纸放入一个铝制托盘（６０ｃｍ×４０ｃｍ），滤纸中间区

域为接虫区。随机选择野生大豆和栽培大豆各１５

份，取初花期完全展开叶片，用软毛刷清除叶面灰尘

和虫卵，分别置于托盘左右两边。将３０头３龄斜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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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卷第２期 吴倩等：野生大豆（犌犾狔犮犻狀犲狊狅犼犪）抗斜纹夜蛾资源鉴定

夜蛾放入接虫区，让其自由选择取食，观察接虫后

２、１６ｈ斜纹夜蛾取食情况。

实验室生物鉴定：为保持大豆叶片鲜嫩程度一

致，选用初花期完全展开叶片，采摘的叶片立即装入

自封袋并封口，置于冰盒中，用于室内喂养。养虫容

器为一次性大号有盖塑料盒（直径１２ｃｍ），为保证透

气，盒盖用针钻出相同数目小孔。用软毛刷将３龄斜

纹夜蛾轻轻拨入大号塑料盒，每盒５头，每份种质资

源３次重复。每２ｄ更换新鲜叶片，喂养至第１０天，

称量每盒活体幼虫总重计为幼虫重。第１０天起，斜

纹夜蛾幼虫陆续化蛹，称量蛹重并记录幼虫历期。

１．３　数据统计分析

应用ＤＰＳＶ９．５０及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０对试验数据进

行统计分析。分别以幼虫重和蛹重作为抗性鉴定指

标，采用盖钧镒等［１５］提出的标准品种分级法进行抗

虫性分级。将经供试大豆种质饲喂１０ｄ得到的斜

纹夜蛾幼虫重以及化蛹后的蛹重按大小依次排列，

分别选取前１０个（最抗）和最后１０个（最感）对应的

种质材料作为标准品种，按表１给出的分级标准将供

试野生和栽培大豆材料对斜纹夜蛾的抗性分为５级。

表１　抗性标准品种分级法１
）

犜犪犫犾犲１　犚犲狊犻狊狋犪狀犮犲狊狋犪狀犱犪狉犱狏犪狉犻犲狋狔犵狉犪犱犲狊狔狊狋犲犿

抗性等级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ｇｒａｄｅ

组中值

Ｍｉｄｐｏｉｎｔ

组限

Ｃｌａｓｓｌｉｍｉｔ

高抗（ＨＲ）

Ｈｉｇｈ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 ＜（ａ＋ｄ）

抗（Ｒ）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２ｄ （ａ＋ｄ）～（ａ＋３ｄ）

中间（Ｍ）

Ｍｉｄｄｌｅ
ａ＋４ｄ ＞（ａ＋３ｄ）～（ａ＋５ｄ）

感（Ｓ）

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ｌｅ
ａ＋６ｄ （ａ＋５ｄ）～（ａ＋７ｄ）

高感（ＨＳ）

Ｈｉｇｈ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ｌｅ
ｂ ＞（ａ＋７ｄ）

　１）ａ为１０份最抗品种饲喂１０ｄ的斜纹夜蛾的平均幼虫重或蛹重；

ｂ为１０份最感品种饲喂１０ｄ的斜纹夜蛾的平均幼虫重或蛹

重，ｄ＝（ｂ－ａ）／８。

ａｓｔａｎｄｓｆｏｒｔｈｅｍｅａｎｂｏｄｙｗｅｉｇｈｔｏｆｌａｒｖａｏｒｐｕｐａｏｆ犘狉狅犱犲狀犻犪

犾犻狋狌狉犪ｆｅｄｆｏｒｔｅｎｄａｙｓｗｉｔｈｔｅｎｍｏｓｔ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ａｎｄｂ

ｓｔａｎｄｓｆｏｒｔｈｅｍｅａｎｂｏｄｙｗｅｉｇｈｔｏｆｌａｒｖａｏｒｐｕｐａｏｆ犘狉狅犱犲狀犻犪

犾犻狋狌狉犪ｆｅｄｆｏｒｔｅｎｄａｙｓｗｉｔｈｔｅｎｍｏｓｔ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ｌｅ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ｄ＝
（ｂ－ａ）／８．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斜纹夜蛾对野生大豆和栽培大豆的自由选择

取食差异

　　自由选择取食试验接虫后２、１６ｈ斜纹夜蛾取

食情况及野生大豆和栽培大豆叶片损失情况如图１

所示：野生大豆叶片损失明显小于栽培大豆叶片损

失，更多的３龄斜纹夜蛾聚集在栽培大豆叶片一侧

取食，这种不同可能是由于野生大豆和栽培大豆在

气味、适口度等方面的差异所致。与野生大豆相比，

斜纹夜蛾偏好取食栽培大豆，可以从野生大豆种质

资源中鉴定筛选出具有斜纹夜蛾抗性的资源种质。

图１　斜纹夜蛾自由取食试验

犉犻犵．１　犉狉犲犲犳犲犲犱犻狀犵犲狓狆犲狉犻犿犲狀狋狅犳犮狅犿犿狅狀犮狌狋狑狅狉犿

２．２　野生大豆和栽培大豆对斜纹夜蛾的抗性分级

和优异种质

　　３５份野生大豆和２０份栽培大豆叶片喂养的斜

纹夜蛾幼虫重和蛹重见表２～３。不同地域来源的

野生和栽培大豆饲喂的斜纹夜蛾幼虫重极差为

３．０８３（０．６８９～３．７７２），蛹重极差为１．１５１（０．５８１～

１．７３２），表明不同品种对斜纹夜蛾的抗性存在较大

变异，这种变异是品种间存在抗虫性遗传差异的真

实反应。方差分析（表４）表明，斜纹夜蛾幼虫重和

蛹重在各材料间差异均达到极显著水平（幼虫重

犉＝８２．２８６３，蛹重犉＝４２．７１４０），而重复间差

异不显著。对斜纹夜蛾幼虫重和蛹重进行相关性分

析，结果显示幼虫重与蛹重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０．９０２），表明幼虫重和蛹重所反映的抗、感差异

是比较一致的。

采用盖钧镒提出的标准品种分级法，以幼虫重

为指标，得到高抗材料１０份，抗性材料１３份，表现

中间的材料７份，感性材料１６份，高感材料９份。

以蛹重为指标，得到高抗材料７份，抗性材料９份，

表现中间的材料１４份，感性材料１７份，高感的材料

８份。综合以上，以两者为指标，均表现高抗的材料

有６份，分别是来自江西修水、浙江天台、安徽安庆、

·１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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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五河、安徽芜湖、安徽马鞍山的野生大豆种质材

料；均表现高感的材料有５份，１份是来自云南昭通

的野生大豆种质，其余均为栽培大豆，包括‘南农

５０２’、‘辽阳大粒黄’、‘台７５’和‘油０４ ８８’。表５列

出取食高抗或高感材料的斜纹夜蛾幼虫发育历期，

数据显示高抗或高感材料喂养的斜纹夜蛾幼虫发育

历期有显著差异，取食高抗材料的斜纹夜蛾幼虫表

现出发育较迟缓，发育历期相对较长，而取食高感材

料的斜纹夜蛾幼虫能够正常生长发育，发育历期相

对较短。

表２　基于斜纹夜蛾幼虫重的野生和栽培大豆抗性分级１
）

犜犪犫犾犲２　犚犲狊犻狊狋犪狀犮犲犾犲狏犲犾狊狅犳狑犻犾犱狊狅狔犫犲犪狀犪狀犱犮狌犾狋犻狏犪狋犲犱狊狅狔犫犲犪狀犫犪狊犲犱狅狀犾犪狉狏犪犾狑犲犻犵犺狋狅犳犮狅犿犿狅狀犮狌狋狑狅狉犿

材料编号

Ｎｕｍｂｅｒ

材料名称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ｎａｍｅ

来源

Ｏｒｉｇｉｎ

幼虫重／ｇ

Ｌａｒｖａｌ

ｗｅｉｇｈｔ

抗性级别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ｇｒａｄｅ

５１ 南农５０２ 栽培大豆 ３．６４３±０．０３９ ＨＳ

３８ 辽阳大粒黄 栽培大豆 ２．９９０±０．０４４ ＨＳ

１６ 云南昭通 野生大豆 ２．８００±０．０３６ ＨＳ

５５ 台７５ 栽培大豆 ２．７１４±０．０４９ ＨＳ

５４ 油０４ ８８ 栽培大豆 ２．６８４±０．０３２ ＨＳ

４１ 石７６２５ 栽培大豆 ２．６４７±０．０４８ ＨＳ

３９ 晋豆２３ 栽培大豆 ２．６２９±０．０６８ ＨＳ

５３ 浙４９０４ 栽培大豆 ２．５８６±０．０１２ ＨＳ

３６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８２ 栽培大豆 ２．５５７±０．０５６ ＨＳ

１４ 四川乐山 野生大豆 ２．５４４±０．０３５ Ｓ

４５ 秋乐１２０８ 栽培大豆 ２．５２２±０．０４０ Ｓ

４０ 邯豆５号 栽培大豆 ２．４６７±０．０４４ Ｓ

２１ 安徽宁国 野生大豆 ２．４２８±０．０１１ Ｓ

８ 湖北利川 野生大豆 ２．４０５±０．０４７ Ｓ

３７ ｙｏｕｒｇＣ２１０７５ 栽培大豆 ２．４００±０．０５５ Ｓ

１８ 浙江嵊县１ 野生大豆 ２．３９６±０．０４８ Ｓ

１ 福建福州 野生大豆 ２．３９１±０．０５１ Ｓ

６ 湖北崇阳 野生大豆 ２．３８５±０．０３６ Ｓ

１５ 四川梁平 野生大豆 ２．３６５±０．０３９ Ｓ

４７ 豌豆２３ 栽培大豆 ２．３４６±０．０４６ Ｓ

４２ 冀豆１７ 栽培大豆 ２．３２３±０．０５３ Ｓ

９ 湖北宜恩 野生大豆 ２．３１０±０．０７３ Ｓ

４８ 皖宿１１０２ 栽培大豆 ２．３０１±０．０５０ Ｓ

４６ 中黄１３ 栽培大豆 ２．２９７±０．０３３ Ｓ

５２ 苏豆５号 栽培大豆 ２．２６９±０．０５５ Ｓ

４４ 鲁９９０１１ ４ 栽培大豆 ２．０５７±０．０１９ Ｍ

１０ 湖南浏阳 野生大豆 ２．０５２±０．０１５ Ｍ

１２ 江西九江 野生大豆 ２．０５０±０．０３６ Ｍ

材料编号

Ｎｕｍｂｅｒ

材料名称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ｎａｍｅ

来源

Ｏｒｉｇｉｎ

幼虫重／ｇ

Ｌａｒｖａｌ

ｗｅｉｇｈｔ

抗性级别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ｇｒａｄｅ

４３ 中作０４ １２ 栽培大豆 １．９９９±０．０１２ Ｍ

７ 湖北鹤峰 野生大豆 １．９８２±０．０２９ Ｍ

１９ 浙江嵊县２ 野生大豆 １．９２７±０．０４４ Ｍ

１１ 江苏靖江 野生大豆 １．８２１±０．０４２ Ｍ

４９ 蒙１１ ３ 栽培大豆 １．６２９±０．０５３ Ｒ

５０ 中涡９号 栽培大豆 １．５２６±０．０３３ Ｒ

２４ 安徽长丰 野生大豆 １．４９６±０．０３０ Ｒ

３４ ＰＩ２２７６８７ 栽培大豆 １．４５２±０．０５４ Ｒ

５ 贵州榕江 野生大豆 １．４１０±０．０２８ Ｒ

４ 广西全州 野生大豆 １．４０４±０．０１２ Ｒ

２ 福建连城１ 野生大豆 １．３４０±０．０７３ Ｒ

３１ 安徽宿州 野生大豆 １．３０８±０．０３６ Ｒ

１７ 浙江丽水 野生大豆 １．２８５±０．０３４ Ｒ

２５ 安徽合肥 野生大豆 １．２８２±０．０６３ Ｒ

３３ ＰＩ１７１４５１ 栽培大豆 １．２３２±０．０３７ Ｒ

３５ ＰＩ２２９３５８ 栽培大豆 １．２２４±０．０２０ Ｒ

３ 福建连城２ 野生大豆 １．２１３±０．０２４ Ｒ

３０ 安徽蚌埠 野生大豆 １．１２６±０．００６ ＨＲ

２７ 安徽铜陵 野生大豆 １．１０９±０．０１３ ＨＲ

２３ 安徽肥西 野生大豆 １．０９８±０．０５４ ＨＲ

１３ 江西修水 野生大豆 １．０７０±０．０４２ ＨＲ

２９ 安徽六安 野生大豆 １．０２９±０．０１９ ＨＲ

２０ 浙江天台 野生大豆 １．０２５±０．０６７ ＨＲ

２２ 安徽安庆 野生大豆 ０．９８２±０．００２ ＨＲ

３２ 安徽五河 野生大豆 ０．８３２±０．０４０ ＨＲ

２８ 安徽芜湖 野生大豆 ０．８１２±０．０４７ ＨＲ

２６ 安徽马鞍山 野生大豆 ０．７０８±０．００６ ＨＲ

　１）根据标准品种分级法，高抗：幼虫重≤１．２０４ｇ；抗：１．２０４ｇ＜幼虫重≤１．６５４ｇ；中间：１．６５４ｇ＜幼虫重≤２．１０４ｇ；感：２．１０４ｇ＜幼虫重≤

２．５５４ｇ；高感：幼虫重＞２．５５４ｇ。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ｖａｒｉｅｔｙｇｒａｄｅｓｙｓｔｅｍ，ＨＲ：Ｌａｒｖａｌｗｅｉｇｈｔ≤１．２０４ｇ；Ｒ：１．２０４ｇ＜Ｌａｒｖａｌｗｅｉｇｈｔ≤１．６５４ｇ；Ｍ：１．６５４ｇ＜

Ｌａｒｖａｌｗｅｉｇｈｔ≤２．１０４ｇ；Ｓ：２．１０４ｇ＜Ｌａｒｖａｌｗｅｉｇｈｔ≤２．５５４ｇ；ＨＳ：Ｌａｒｖａｌｗｅｉｇｈｔ＞２．５５４ｇ．

表３　基于斜纹夜蛾蛹重的野生和栽培大豆抗性分级１
）

犜犪犫犾犲３　犚犲狊犻狊狋犪狀犮犲犾犲狏犲犾狊狅犳狑犻犾犱狊狅狔犫犲犪狀犪狀犱犮狌犾狋犻狏犪狋犲犱狊狅狔犫犲犪狀犫犪狊犲犱狅狀狆狌狆犪犾狑犲犻犵犺狋狅犳犮狅犿犿狅狀犮狌狋狑狅狉犿

材料编号

Ｎｕｍｂｅｒ

材料名称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ｎａｍｅ

来源

Ｏｒｉｇｉｎ

蛹重／ｇ

Ｐｕｐａｌ

ｗｅｉｇｈｔ

抗性级别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ｇｒａｄｅ

５１ 南农５０２ 栽培大豆 １．６４３±０．０２７ ＨＳ

３８ 辽阳大粒黄 栽培大豆 １．５８３±０．０３２ ＨＳ

１６ 云南昭通 野生大豆 １．５５３±０．０１４ ＨＳ

５５ 台７５ 栽培大豆 １．４４４±０．０１６ ＨＳ

２１ 安徽宁国 野生大豆 １．４１５±０．０５５ ＨＳ

８ 湖北利川 野生大豆 １．４０３±０．０１１ ＨＳ

３７ ｙｏｕｒｇＣ２１０７５ 栽培大豆 １．４０１±０．００６ ＨＳ

材料编号

Ｎｕｍｂｅｒ

材料名称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ｎａｍｅ

来源

Ｏｒｉｇｉｎ

蛹重／ｇ

Ｐｕｐａｌ

ｗｅｉｇｈｔ

抗性级别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ｇｒａｄｅ

５４ 油０４ ８８ 栽培大豆 １．３８６±０．００５ ＨＳ

４２ 豌豆２３ 栽培大豆 １．３６５±０．０１２ Ｓ

１５ 四川梁平 野生大豆 １．３５９±０．０１５ Ｓ

４７ 冀豆１７ 栽培大豆 １．３５８±０．００４ Ｓ

３９ 晋豆２３ 栽培大豆 １．３３５±０．０１０ Ｓ

６ 湖北崇阳 野生大豆 １．３２９±０．０１６ Ｓ

１４ 四川乐山 野生大豆 １．３２５±０．０１５ 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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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３　犜犪犫犾犲３（犆狅狀狋犻狀狌犲犱）

材料编号

Ｎｕｍｂｅｒ

材料名称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ｎａｍｅ

来源

Ｏｒｉｇｉｎ

蛹重／ｇ

Ｐｕｐａｌ

ｗｅｉｇｈｔ

抗性级别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ｇｒａｄｅ

４１ 石７６２５ 栽培大豆 １．３２１±０．０１２ Ｓ

１１ 江苏靖江 野生大豆 １．３１６±０．０１１ Ｓ

１０ 湖南浏阳 野生大豆 １．３１１±０．０１４ Ｓ

５３ 浙４９０４ 栽培大豆 １．３０７±０．００５ Ｓ

４５ 秋乐１２０８ 栽培大豆 １．２７９±０．０２４ Ｓ

１２ 江西九江 野生大豆 １．２６８±０．０２０ Ｓ

１ 福建福州 野生大豆 １．２６２±０．０４６ Ｓ

１８ 浙江嵊县１ 野生大豆 １．２５１±０．００８ Ｓ

４８ 皖宿１１０２ 栽培大豆 １．２２９±０．００５ Ｓ

３６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８２ 栽培大豆 １．２２３±０．０２０ Ｓ

７ 湖北鹤峰 野生大豆 １．２０７±０．０１５ Ｓ

５２ 苏豆５号 栽培大豆 １．１８３±０．０１４ Ｍ

４ 广西全州 野生大豆 １．１７７±０．０１３ Ｍ

４６ 中黄１３ 栽培大豆 １．１７１±０．００４ Ｍ

４０ 邯豆５号 栽培大豆 １．１５７±０．０２９ Ｍ

５ 贵州榕江 野生大豆 １．１５５±０．０１９ Ｍ

４４ 鲁９９０１１ ４ 栽培大豆 １．１４２±０．０２０ Ｍ

１７ 浙江丽水 野生大豆 １．１３７±０．０３５ Ｍ

９ 湖北宜恩 野生大豆 １．１３３±０．０３５ Ｍ

５０ 中涡９号 栽培大豆 １．０９９±０．０３２ Ｍ

１９ 浙江嵊县２ 野生大豆 １．０９２±０．０１１ Ｍ

材料编号

Ｎｕｍｂｅｒ

材料名称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ｎａｍｅ

来源

Ｏｒｉｇｉｎ

蛹重／ｇ

Ｐｕｐａｌ

ｗｅｉｇｈｔ

抗性级别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ｇｒａｄｅ

３ 福建连城２ 野生大豆 １．０６９±０．０３２ Ｍ

４３ 中作０４ １２ 栽培大豆 １．０５８±０．０２１ Ｍ

２４ 安徽长丰 野生大豆 １．０４９±０．０３１ Ｍ

２ 福建连城１ 野生大豆 １．０３８±０．０２９ Ｍ

４９ 蒙１１ ３ 栽培大豆 １．００４±０．０１６ Ｒ

２９ 安徽六安 野生大豆 ０．９８５±０．０１４ Ｒ

３０ 安徽蚌埠 野生大豆 ０．９８４±０．０１９ Ｒ

３５ ＰＩ２２９３５８ 栽培大豆 ０．９６６±０．０２３ Ｒ

２５ 安徽合肥 野生大豆 ０．９６５±０．００６ Ｒ

３４ ＰＩ２２７６８７ 栽培大豆 ０．９５２±０．０３４ Ｒ

２７ 安徽铜陵 野生大豆 ０．９３６±０．０１６ Ｒ

２３ 安徽肥西 野生大豆 ０．９０４±０．０１８ Ｒ

３３ ＰＩ１７１４５１ 栽培大豆 ０．８９７±０．０１３ Ｒ

２０ 浙江天台 野生大豆 ０．８３３±０．０３５ ＨＲ

３１ 安徽宿州 野生大豆 ０．７８６±０．０１４ ＨＲ

２２ 安徽安庆 野生大豆 ０．７１０±０．００４ ＨＲ

１３ 江西修水 野生大豆 ０．７０３±０．０１５ ＨＲ

２８ 安徽芜湖 野生大豆 ０．６６９±０．００５ ＨＲ

３２ 安徽五河 野生大豆 ０．６６２±０．０１７ ＨＲ

２６ 安徽马鞍山 野生大豆 ０．６２５±０．０１７ ＨＲ

　１）根据标准品种分级法，高抗：蛹重≤０．８５８ｇ；抗：０．８５８ｇ＜蛹重≤１．０２８ｇ；中间：１．０２８ｇ＜蛹重≤１．１９８ｇ；感：１．１９８ｇ＜蛹重≤１．３６８ｇ；高

感：蛹重＞１．３６８ｇ。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ｖａｒｉｅｔｙｇｒａｄｅｓｙｓｔｅｍ，ＨＲ：Ｐｕｐａｌｗｅｉｇｈｔ≤０．８５８ｇ；Ｒ：０．８５８ｇ＜Ｐｕｐａｌｗｅｉｇｈｔ≤１．０２８ｇ；Ｍ：１．０２８ｇ＜Ｐｕｐａｌ

ｗｅｉｇｈｔ≤１．１９８ｇ；Ｓ：１．１９８ｇ＜Ｐｕｐａｌｗｅｉｇｈｔ≤１．３６８ｇ；ＨＳ：Ｐｕｐａｌｗｅｉｇｈｔ＞１．３６８ｇ．

２．３　抗、感性野生大豆资源的分布

上述抗性鉴定结果显示对斜纹夜蛾抗或者高抗的

种质材料更多来自于野生大豆资源；而表现感或高感

的斜纹夜蛾种质材料主要来自于栽培大豆资源。用于

抗性鉴定的３５份野生大豆资源来源于我国１１个省份

（福建、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江苏、安徽、云南、

广西、贵州），同时也是斜纹夜蛾的主要为害区域，在其

中的７个省份（福建、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安徽、贵

州）发现了抗或者高抗的野生大豆资源，其中来源于安

徽省的表现高抗的种质资源较多，其次为浙江、江西。

鉴定的高感材料中仅１份是野生大豆种质，来源于云南

昭通。本研究鉴定出的抗、感材料可用于野生大豆对

斜纹夜蛾抗性遗传机制的研究，其中的高抗种质还可

以作为抗虫品种选育的亲本材料投入到育种实践中。

表４　野生和栽培大豆种质喂养斜纹夜蛾幼虫重、蛹重方差分析１
）

犜犪犫犾犲４　犃犖犗犞犃狅犳犾犪狉狏犪犾狑犲犻犵犺狋犪狀犱狆狌狆犪犾狑犲犻犵犺狋狅犳犮狅犿犿狅狀犮狌狋狑狅狉犿

参数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变异来源

Ｓｏｕｒｃｅｏｆ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自由度

犇犉

平方和

犛犛

均方

犕犛
犉 犘－ｖａｌｕｅ 犉ｃｒｉｔ

幼虫重

Ｌａｒｖａｌｗｅｉｇｈｔ

重复间Ｒｅ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２ ０．０１６３ ０．００８２ ０．４８７５ＮＳ ０．６１５５　 ３．０８０４

品种间Ｖａｒｉｅｔｙ ５４ ７４．３１３２ １．３７６２ ８２．２８６３ ７．６６２９Ｅ６８ １．４５６２

误差Ｅｒｒｏｒ １０８ １．８０６２ ０．０１６７

总变异Ｔｏｔ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１６４

蛹重

Ｐｕｐａｌｗｅｉｇｈｔ

重复间Ｒｅ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２ ０．０１１９ ０．００６０ １．４７８７ＮＳ ０．２３２５　 ３．０８０４

品种间Ｖａｒｉｅｔｙ ５４ ９．３１６７ ０．１７２５ ４２．７１４０ ３．２４Ｅ５３ １．４５６２

误差Ｅｒｒｏｒ １０８ ０．４３６２ ０．００４０

总变异Ｔｏｔ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１６４ ９．７６４９

　１）ＮＳ：无显著差异；：０．０１水平有显著差异。

ＮＳ：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ｔ０．０１ｌｅｖ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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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取食高抗、高感材料的斜纹夜蛾幼虫历期１
）

犜犪犫犾犲５　犇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犪犾狆犲狉犻狅犱狅犳犮狅犿犿狅狀犮狌狋狑狅狉犿犾犪狉狏犪犾

犳犲犱狑犻狋犺狋犺犲犺犻犵犺犾狔狉犲狊犻狊狋犪狀狋犪狀犱狊狌狊犮犲狆狋犻犫犾犲犿犪狋犲狉犻犪犾狊

材料编号

Ｎｕｍｂｅｒ

材料名称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ｎａｍｅ

抗级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ｇｒａｄｅ

幼虫历期／ｄ

Ｌａｒｖａｌｐｅｒｉｏｄ

１３ 江西修水 ＨＲ １３．０ｂ

２０ 浙江天台 ＨＲ １３．０ｂ

２２ 安徽安庆 ＨＲ １３．３ｂ

３２ 安徽五河 ＨＲ １３．７ｂ

２８ 安徽芜湖 ＨＲ １３．７ｂ

２６ 安徽马鞍山 ＨＲ １４．０ｂ

５１ 南农５０２ ＨＳ １６．３ａ

３８ 辽阳大粒黄 ＨＳ １６．７ａ

１６ 云南昭通 ＨＳ １６．７ａ

５５ 台７５ ＨＳ １７．０ａ

５４ 油０４ ８８ ＨＳ １７．０ａ

　１）同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在５％水平差异显著。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ｍａｌｌｌｅｔｔ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ｃｏｌｕｍ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ｔ０．０５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ｌｅｖｅｌ．

３　结论与讨论

斜纹夜蛾对大豆的危害日益加剧导致大量化学

杀虫剂投入施用，提高了生产成本并且给生态环境

带来了巨大破坏。大量研究和实践证明，同种作物

不同品种间抗虫性是有差别的，选择抗虫品种并利

用作物自身抗虫性来有效控制害虫是切实可行

的［１６］。我国是栽培大豆起源地，也是野生大豆原生

中心，野生大豆资源数量和类型极为丰富［１７１８］。长

期人工驯化导致栽培大豆遗传基础狭窄，优异抗性基

因源流失，从野生大豆中发掘斜纹夜蛾抗性资源，发

挥野生大豆潜在优势是改良大豆抗虫性的一条有效

途径。由于气候、生态条件和病虫害发生严重程度不

同，选择压力差异很大，在长期自然选择下不同地区

种质资源的抗性必然存在较大差异。鉴定出新的抗

斜纹夜蛾种质，挖掘优异的斜纹夜蛾抗性基因，已成

为大豆抗虫遗传育种的重要方向之一。

以往对大豆抗斜纹夜蛾种质的鉴定多集中于栽

培大豆中，而对野生大豆优异的抗性资源鉴定研究

得很少。本研究鉴定的种质材料包括我国１１个省

的３５份野生大豆和２０份栽培大豆资源。在自由选

择取食试验中，斜纹夜蛾偏好取食栽培大豆，即野生

大豆叶片的损失显著少于栽培大豆，野生大豆对斜

纹夜蛾抗性普遍好于栽培大豆。在进一步的实验室

生物鉴定研究中，斜纹夜蛾幼虫重和蛹重在材料间

差异达到极显著水平，幼虫重与蛹重存在显著正相

关，幼虫重和蛹重所反映的抗、感差异比较一致。高

抗和高感材料喂养的斜纹夜蛾幼虫发育历期有显著

差异，用高抗品种喂养的幼虫历期显著大于高感品

种。不同地域来源的野生和栽培大豆饲喂的斜纹夜

蛾的幼虫重和蛹重存在较大变异，以幼虫重和蛹重

为指标的抗性划分结果表明，野生大豆资源中存在

更多对斜纹夜蛾抗或者高抗的种质材料，栽培大豆

资源中感或高感材料较多，而且鉴定出的高抗材料

比前人研究的抗性材料具有更好的斜纹夜蛾抗性。

在３５份野生大豆资源中，来源于安徽省的表现高抗

的种质资源较多，其次为浙江、江西。在我国，长江中

下游以及南方各省区是斜纹夜蛾的主要为害区，来自

于这些地区的野生大豆受到更大的选择压力，因此从

来源于这些地区的大豆资源中鉴定出的抗、感性材料

具有科学性和代表性。

利用野生资源改良作物抗虫性在生产上得到了

一定的应用，如福建农业科学院稻麦研究所育成的

品种‘长晚６０号’抗褐飞虱
［１９］；李光发等［２０］利用野

生大豆种间杂交材料回交培育出抗食心虫且高产的

品种‘通农１２’。本研究初步鉴定了野生大豆对斜

纹夜蛾的抗感性资源，后续研究将继续对野生大豆

抗感斜纹夜蛾的材料进行深入研究，以挖掘出更多抗

性好且稳定的斜纹夜蛾抗性资源。本研究为探索野

生大豆抗斜纹夜蛾机制提供了基础，后续工作可以利

用人工杂交以及遗传工程手段导入野生大豆抗斜纹

夜蛾基因，培育出抗虫性好的优质大豆新品种；此外，

还可以从野生大豆中提取抗虫活性成分，开发生物农

药，对提高经济效益和环境保护都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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