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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白粉病胡麻种质资源田间鉴定与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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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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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白粉病目前已成为影响胡麻产量和质量最常见的病害之一!种植抗病品种是防控病害最经济环保的有效措

施!然而抗病亲本材料的缺乏已成为制约抗病品种选育的关键因素#为筛选出抗白粉病胡麻材料!本研究在田间自

然感病的条件下!采用病情指数法对
+((

份国内外胡麻种质资源材料进行了抗白粉病鉴定和评价#结果表明!所有

供试材料均程度不同地感染胡麻白粉病!无免疫材料!仅有
"

份材料为中抗&其余
%*"

份均为感病材料!其中
,

份材

料中感!

"%

份材料感病!

%+"

份材料高度感病#本研究可为抗白粉病胡麻品种的培育及相关抗病基因的发掘提供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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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麻为油用亚麻的俗称"是干旱和半干旱区重

要的油用和经济作物%

#

&

$白粉病目前已成为国内外

大部分胡麻种植区最常见的病害之一"近年来在我

国甘肃#新疆#河北#内蒙古等胡麻主产区时有大面

积发生"严重影响胡麻的产量和质量$胡麻白粉病

的病原菌为
H*,*23"*$*?aA;59

'胡麻粉孢("属子囊

菌门真菌"其病原菌寄生专化性较强"而且在一个生

长季节中可多次重复侵染"导致胡麻白粉病大暴

发%

%+

&

$胡麻白粉病目前主要使用农药在发病初期

进行防治"但防治效果大多较差且会导致种植成本

增加"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环境污染$种植

抗病品种并进行抗病基因的合理布局是防控包括白

粉病#锈病等在内的作物病害的经济#有效和环保#

安全的途径%

!$

&

$然而据相关研究者%

%

"

)*

&及本文作

者多年的调查"国内主栽胡麻品种中极为缺乏抗白

粉病材料$因此"鉴定和筛选抗白粉病胡麻资源以

用于抗白粉病胡麻品种的培育"是目前急需开展的

工作$国外如印度#埃及#加拿大从
%(

世纪
,(

年代



%(#*

末就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相继筛选出了一些抗病

种质%

+

"

#(

&

$我国对于亚麻种质资源的抗白粉病鉴定

筛选研究较少"迄今为止仅有乔红霞等%

%

&

#何建群

等%

##

&和王玉富等%

#%

&的
+

篇报道"同时这些研究除了

筛选出的抗病种质材料少之外"均为
#

年的试验结

果"而由于种植地区的变化#气候环境的不同以及白

粉病生理小种的变异"一些抗病材料并不能一直保持

其抗性$基于以上认识"本研究对搜集引进的
+((

份

国内外胡麻种质资源进行了两年'

%(#$]%(#)

年(的

田间抗白粉病鉴定"以期筛选出抗病种质"为抗白粉

病胡麻品种的培育及相关抗病基因的发掘提供参考$

"

!

材料与方法

")"

!

材料

试验材料
+((

份"其中尚未进行过白粉病鉴定

的材料
%*"

份"引自甘肃省农作物种质资源保存库*

"

份为
04QE5B

和
<P

N

P5B

%

+

"

#+

&在加拿大筛选出的抗

白粉病材料
=G238;QA7

#

=GD4FQA7

#

=G/9<P::

#

=F4647F8

与
T57B4

"引自加拿大植物资源保存中心

'

O647FV87808QAP;98QA:G474B4

"

OV0G

($

")%

!

方法

"&%&"

!

田间鉴定圃设计

田间鉴定圃位于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甘肃省农

业科学院院内试验地"前茬为小麦$试验材料分两

批分别于
%(#$]%(#)

年
+

月下旬播种"采用人工开

沟撒播"每份材料种植
%

行"行距
(&%3

"行长
#&%3

"

种植密度为
"((

万粒-
E3

%

"鉴定圃两边各种植
%

行

保护行$生育期期间不施用任何杀菌剂"其余均按

大田常规管理$

"&%&%

!

抗白粉病田间调查与鉴定

在
)

月中旬"待田间胡麻白粉病普遍发生时对

供试材料的感病情况进行观察记载$每份材料随机

选取
%(

株"参照杨学等%

#"

&

#沈成等%

#$

&及李进京

等%

#)

&的方法进行病情分级"具体如下!

(

级"无侵染

病症*

#

级"植株有
#

-

+

以下的叶片发病"白粉模糊

不清*

%

级"植株有
#

-

+

"

%

-

+

的叶片发病"白粉较为

明显*

+

级"植株有
%

-

+

以上的叶片发病"白粉层较

厚#连片*

!

级"白粉层较厚"叶片开始变黄#坏死*

"

级"植株有
%

-

+

以上的叶片变黄#坏死$

根据病级计算病情指数"公式为!

IJ

K

&

'

6

*

$

*

(-

"A

"

!!

式中"

IJ

为病情指数"

6

*

为发病级别"

$

*

为相应

发病级别的株数"

A

为调查的总株数$依据各材料

两年抗白粉病鉴定结果的平均值"按以下标准进行

抗性评价!病情指数
IJc(

为免疫*

(

#

IJ

#

#(

为

高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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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农艺性状记载

按照1油用亚麻种质资源描述规范和数据标

准2

%

#)

&对生育期#株高#单株果数#千粒重等主要农

艺性状进行调查记载及考种$

"&%&>

!

数据的统计分析及作图

采用
2_986%((+

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及作图"用

?O??#*&(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

!

结果与分析

%)"

!

供试胡麻材料主要农艺性状的变异分析

供试的
+((

份胡麻种质资源的主要农艺性状变

异情况见表
#

$

表
"

!

胡麻种质资源的主要农艺性状变异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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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数据为两年数据的平均值$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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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

期 罗俊杰等!抗白粉病胡麻种质资源田间鉴定与筛选

!!

可以看出"在记载观察的
$

个主要农艺性状中"

变异幅度均达到
#(S

以上"变异系数在
#!&(+S

"

+$&%,S

之间"其中以单株果数的变异幅度最大"而

每果粒数的变异幅度最小$各农艺性状的变异系数

按从高到低依次为单株果数#分枝数#千粒重#生育

期#株高#每果粒数$由此可见"供试的胡麻种质资

源材料的主要农艺性状变异丰富"进一步进行抗白

粉病鉴定具有可行性$

%)%

!

胡麻种质资源白粉病抗性鉴定结果

总体而言"两年的白粉病发病情况基本相似"

%(#$

年首次发病时间为
$

月
#*

日"

%(#)

年则为
$

月

#+

日"

%(#$]%(#)

年
)

月中旬时均达到白粉病盛发

期$供试胡麻材料两年白粉病病情指数的方差分析

结果表明'表
%

("供试材料之间抗病性具有极显著

差异'

!

#

(&((#

("但年际间差异不显著"这与两年

白粉病总体发病情况相似相关$

表
%

!

胡麻种质资源白粉病病情指数的方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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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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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异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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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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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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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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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

份胡麻供试材料中"两年各材料的平均

病情指数在
%"&(

"

*,&(

之间"所有材料的平均病情

指数为
,$&$

"说明两年发病较重"同时未监测出对白

粉病免疫及高抗的材料$统计结果表明'图
#

#表
+

("

中抗的材料有
"

份"分别为+公系
+%

号,#+河北大

粒,#+

)# !%$

,#+谢列波,和+

@=0-Ẁ => #!#(

#&#

,"占参试材料的
#&$)S

*其余
%*"

份材料均表现

感病"其中中感材料'

/?

(

,

份"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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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病材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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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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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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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感材料'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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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占
),&++S

$

在筛选出的
"

份抗病材料中"

!

份来自于中国"另外

#

份的来源未知$此外"引进的
"

份在加拿大鉴定

为抗白粉病的材料'

#&#

("无一例外均表现为高度感

病'病情指数在
*(

以上"表
+

($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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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试胡麻材料对白粉病不同抗性类型的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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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病胡麻材料及部分感病材料的病情指数!抗性评价及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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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讨论

白粉病目前已成为胡麻产区的主要病害之一"

由于缺乏抗病品种"一旦温度和湿度等环境条件适

宜"胡麻白粉病就会大暴发"呈现出发病时间短#

流行速度快等特点"严重影响胡麻产量和质量"从

而进一步影响农民增收和胡麻产业的发展%

+

"

#,#*

&

$

胡麻白粉病目前主要采用三唑类#甲氧基丙烯酸酯

类等农药进行防治%

#$

"

%(%#

&

$药剂防治不仅导致种

植成本的增加"还造成环境污染$种植抗病品种是

防治作物病害最经济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方式"也

成为胡麻育种者主要的育种目标之一%

%+

&

$对胡麻

种质资源材料进行抗病鉴定和筛选"是解决目前抗

病亲本极度缺乏的困境和制约抗病品种培育的重

要途径之一$

相对于黄瓜#甜瓜和小麦等农作物"人们对胡麻

白粉病的研究较少"且目前国内尚未有对白粉病生

理小种的分离鉴定等研究报道$因此"对于胡麻白

粉病鉴定"主要在田间自然发病条件下进行$本研

究对国内外
+((

份胡麻种质资源主要农艺性状的分

析发现'表
#

("这些材料农艺性状的多样性丰富"反

映了其遗传基因的多样性"有利于白粉病抗性鉴定

筛选$对这些材料连续两年的田间抗白粉病鉴定结

果表明"其中无免疫及高抗材料"且仅有
"

份材料

'+公系
+%

号,#+河北大粒,#+

)# !%$

,#+谢列波,和

+

@=0-Ẁ =>#!#(#&#

,(表现为中抗'表
+

("这说

明胡麻抗白粉材料尤其是抗性良好的材料极度缺

乏"这与乔红霞和陈娟%

%

&的研究结果相似"在其所鉴

定的
"+

份胡麻种质中"仅+西吉胡麻,表现为抗病$

引进的
"

份在加拿大鉴定为抗白粉病的胡麻材料

'

=G238;QA7

#

=G D4FQA7

#

=G /9<P::

#

=F4647F8

和
T57B4

(

%

+

"

#+

&

"两年的病情指数均在
*(

以上'表
+

("

表现为极度感病"说明在不同的气候条件和种植区

域可能因白粉病生理小种的不同而使其丧失了抗病

性$因此"对于本试验研究中所筛选出的抗病材料"

还需要进行多年多点的鉴定"以便筛选出对不同生

理小种具有抗性的胡麻材料$

中国作为全球主要的胡麻产区之一"胡麻产量

和种植面积分别位列世界第二和第三%

%!

&

$然而与

其他主要胡麻种植国如加拿大#印度等国相比"我国

对于胡麻抗白粉病种质资源的鉴定筛选研究工作还

较为落后$从
%(

世纪
,(

年代末开始"这些国家的

研究者就相继开展了这方面的工作"鉴定筛选出了

一批抗白粉病材料"并进一步对胡麻白粉病进行了

m>T

定位研究%

+

"

#+

"

%!%"

&

$此类研究为抗病品种的

培育提供了重要支持"最近
04QE5B

%

%$

&的研究结果即

为最好的例证!连续
!

年'

%(#%]%(#$

年(的田间白

粉病抗性鉴定结果表明"

*(S

的加拿大主栽胡麻品

种表现抗病$由此可见"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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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试验获得的结果有一定偏差,因此$本研究筛选出

的单剂和混剂配比还需田间试验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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