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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为了解湖北省小麦品种!系"的抗病性水平#对
"##$

年以来湖北省审定的
E<

个小麦品种和在湖北省进行区域

试验的
EE)

份小麦品系进行赤霉病$条锈病$白粉病和纹枯病等
E

种主要病害的抗病性评价%结果表明&

$

"参试品系

中有
$

份材料对赤霉病表现高抗#未发现对纹枯病表现高抗或免疫的材料'对赤霉病和纹枯病的平均抗性评价分值分

别为
$E=&#

和
&=E%

#介于中感和高感之间'对条锈病和白粉病的平均抗性评价分值分别为
$&=E&

和
(=&E

#介于中抗和

中感之间%

"

"审定品种的综合抗性水平不高#对条锈病的抗性评价分值为
$"=E)

#介于中抗和中感之间#对其他
&

种病害

的抗性介于中感和高感之间'审定品种的单产呈增加趋势#株高在不断降低#生育期相应延长#综合抗病性也在增强%

&

"审

定品种的综合抗病性与对条锈病抗性的相关系数最高#为
#=)&(

'对纹枯病的抗性与株高呈显著正相关#与单产呈显著负

相关'对赤霉病的抗性与株高无显著相关%鉴于此#湖北省需加强抗病育种力度#同时应充分做好小麦病害的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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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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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朱光等$湖北省小麦品种!系"对赤霉病&条锈病&白粉病和纹枯病的抗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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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是湖北省仅次于水稻的第二大粮食作物'

据湖北省统计年鉴数据%近年小麦每年种植面积稳

定在
$#)

万
@3

"以上'湖北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

小麦生育期内降雨频繁%造成多种小麦病害的多发

和重发%给湖北小麦生产带来了很大隐患(

$

)

'目前%

赤霉病&条锈病&白粉病和纹枯病是威胁湖北小麦生

产的主要真菌病害'小麦赤霉病是由镰孢属
+,-

.#&*,/

真菌引起的一种世界性小麦病害'随着全

球气候变暖和秸秆还田等耕作制度以及耕作方式的

改变%小麦赤霉病的流行范围不断扩大%流行频率开

始增加(

"&

)

'赤霉病是湖北麦区的第一大病害%危害

严重%因此在湖北省小麦品种审定中%对达不到赤霉

病抗性要求的品种实行一票否决制(

E

)

'小麦条锈病

是气传病害%在湖北麦区发生频繁%导致产量损失严

重%同时湖北麦区是中国小麦条锈病的重要越冬菌源

地和北方麦区条锈病发生的菌源地之一%在全国小麦

条锈病大发生中起重要桥梁作用(

'

)

'小麦白粉病是

世界性病害%遍及中国各个麦区%在湖北麦区每年均

不同程度发生%常年发生面积
"#

万
@3

"左右%给小麦

生产造成严重损失(

<)

)

'由于小麦矮秆品种的推广以

及麦田肥水条件的不断改善%小麦白粉病发病情况日

趋严重(

(

)

'小麦纹枯病是由土壤传播的世界性病害%

可导致
$#H

"

E#H

的产量损失(

%$#

)

'由于气候变暖&

氮肥用量增加和耕作方式的改变%纹枯病已成为我国

长江中下游麦区和黄淮麦区的主要病害(

$$

)

'

培育和利用抗病品种是防控小麦病害最经济&

环保的有效手段'因此%明确湖北小麦品种!系"的

综合抗病性%对指导小麦抗病育种和小麦病害防控

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对湖北省
"##$

年
I"#$(

年

间参加区域试验小麦品系和已审定小麦品种的抗病

性进行系统评价%以期摸清湖北省小麦品种!系"的

抗病性背景和演变%为湖北省小麦抗病育种和小麦

病害综合防控提供参考'

-

!

材料与方法

-.-

!

材料

供试小麦材料为
"##$

年以来湖北省审定的小

麦品种
E<

个以及在湖北省进行区域试验的小麦品

系
EE)

个'赤霉病抗性鉴定的对照小麦品种为*苏

麦
&

号+!高抗"&*鄂恩
$

号+!中抗"和*郑麦
%(

+!感

病"'白粉病抗性鉴定的对照小麦品种为*广源
$$!

"

+!高抗"&*绵麦
&)

+!高抗"&*鄂恩
$

号+!中抗"和

*郑麦
%(

+!感病"'条锈病抗性鉴定的对照小麦品

种为*鄂麦
$(

+!高抗"&*鄂恩
$

号+!中抗"和*宁麦

%

+!感病"'纹枯病抗性鉴定的对照小麦品种为*绵

麦
&)

+!高抗"&*鄂恩
$

号+!中抗"和*郑麦
%(

+!感

病"'赤霉菌接种菌株为黄冈
$

号#条锈菌菌株为条

中
&$

&条中
&"

和条中
&&

的等比例混合菌种#白粉病

菌株为
&"

个已知毒性菌株的混合体#纹枯病菌株为

<E!$

'参试品种!系"由各育种单位提供%对照品种

和供试菌株由农作物重大病虫草害防控湖北省重点

实验室保存'

-./

!

抗病性鉴定方法

采用人工接种鉴定的方法'在小麦扬花
$#H

时%用分生孢子浓度为
$J$#

'个,
3K

悬浮液进行赤

霉病喷雾接种%接种后
$

周内每天中午用喷雾器喷

水保湿#在小麦拔节期傍晚用混合分生孢子悬浮液

进行条锈病喷雾接种%接种后覆膜保湿
$'@

#在苗期

和返青期于傍晚采用抖接分生孢子的方式进行白粉

病接种#在播种时每
<<)3

"撒施
&B

9

室内培养的

带菌玉米砂粒进行纹枯病土表下接种'

E

种病害鉴

定方法和分级标准参照杨立军等(

$"

)的方法'每个

材料播种
"

行%行长
$3

%行距
"#>3

'白粉病和条

锈病抗性鉴定圃中种植
$

列与待鉴定材料垂直的感

病品种作为病害诱发行'田间管理与大田一致'

-.0

!

抗病性评价和相关性分析

根据湖北省小麦生产中各种病害的发生频率和

危害程度%对参加湖北省小麦区域试验的品种!系"

对单种病害的抗性以及对
E

种病害的综合抗病性进

行量化评分'每个品种!系"满分
$##

分!对
E

种病

害全部免疫"%其中赤霉病占
E#

分%条锈病
&#

分%白

粉病
"#

分%纹枯病
$#

分'每种病害根据抗性等级

分别赋予权重系数%将
E

种病害的分值相加获得该

-

'#"

-



"#"#

材料综合抗病性分值'分值高者抗病性好%具体评

价标准见表
$

'

已审定品种的产量&株高和生育期数据根据两

年区域试验的平均值计算获得%病害鉴定结果参照

品种审定公告'利用
2D>L6

和
1M11$%=#

对数据进

行处理和分析'

表
-

!

抗病性评价分级-

#

1)23$-

!

45)3$%6*7)%%$%%8$"&*69'%$)%$7$%'%&)"5$

病害名称

,5NL4NL

免疫
O33;8L

!

$=#

"

高抗
P0

!

#=(

"

中抗
Q0

!

#=<

"

中感
Q1

!

#=E

"

高感
P1

!

#="

"

赤霉病
+,.#&*,/@L4RA65

9

@S E# &" "E $< (

条锈病
1ST5

U

LT;NS &# "E $( $" <

白粉病
M?GRLT

7

356RLG "# $< $" ( E

纹枯病
1@4T

U

L

7

LN

U

?S $# ( < E "

!

$

"

P0

$高抗#

Q0

$中抗#

Q1

$中感#

P1

$高感%下同'.

$=#

&

#=(

&

#=<

&

#=E

&

#="

/表示各抗性水平的权重系数'

P0

$

P5

9

@6

7

TLN5NS48S

#

Q0

$

Q?RLT4SLTLN5NS48S

#

Q1

$

Q?RLT4SLN;N>L

U

S5A6L

#

P1

$

P5

9

@6

7

N;N>L

U

S5A6L=V@LN43L4

UU

65LNAL6?G=

.

$=#

%

#=(

%

#=<

%

#=E

%

#="

/

TL

U

TLNL8SNS@LGL5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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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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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分析

/.-

!

参试小麦品系对赤霉病的抗性分析

参试的
EE)

份小麦品系中对赤霉病表现高抗的

品系仅
$

份!*扬
#<X(<

+"%占参试品系的
#=""H

#表

现中抗的品系有
'#

份%占参试品系的
$$=$%H

#表现

中感的品系有
"E%

份%占参试品系的
''=)#H

#表现

高感的品系有
$E)

份%占参试品系的
&"=(%H

'参试

品系对赤霉病抗性的平均分值为
$E=&#

%介于中感和

高感之间'

"##<

年
I"#$#

年间参试品系对赤霉病

的抗性较好!平均分值为
$<=E%

"%而
"#$$

年
I"#$'

年间参试品系对赤霉病的抗性较差!平均分值为

$"=%<

"%与前期比较%

"#$<

年
I"#$(

年参试品系对

赤霉病的抗性水平略好!表
"

"'

表
/

!

参试小麦品系对赤霉病的抗性水平-

#

1)23$/

!

:$#$3*6&$%&$927$$9'"

(

3'"$%7$%'%&)"5$&*!"#$%&"';$)923'

(

;&

年度

*L4T

参试品种数,份

Y?=?CSLNSLR

ATLLR58

9

658LN

平均分

-WLT4

9

L

N>?TL

高抗
P0

数量,份

Y?=

占比,
H

MLT>L8S4

9

L

中抗
Q0

数量,份

Y?=

占比,
H

MLT>L8S4

9

L

中感
Q1

数量,份

Y?=

占比,
H

MLT>L8S4

9

L

高感
P1

数量,份

Y?=

占比,
H

MLT>L8S4

9

L

"##$I"##' <) $&=<$ # #=## ( $$=%E &$ E<=") "( E$=)%

"##<I"#$# %( $<=E% $ $=#" "$ &$=&E '% <#="# $) $)=&'

"#$$I"#$' $<$ $"=%< # #=## & $=(< %E '(=&% <E &%=)'

"#$<I"#$( $"$ $E=<) # #=## $( $E=(( <' '&=)" &( &$=E#

总计
V?S46 EE) $E=&# $ #="" '# $$=$% "E% ''=)# $E) &"=(%

!

$

"播种年度以秋播时间为准%下同'

V@LSLNSLRG@L4SATLLR58

9

658LNGLTLN?G8584;S;3858L4>@?C>T?

UU

58

9

NL4N?8

%

S@LN43L4

UU

65LNAL6?G=

/./

!

参试小麦品系对条锈病的抗性分析

在具有完整条锈病鉴定数据的
E")

份小麦品

系中%对条锈病免疫的品系有
%

份%占参试品系的

"Z$$H

#表现高抗的品系有
'$

份%占参试品系的

$$Z%EH

#表现中抗的品系有
$$&

份%占参试品系的

"<ZE<H

#表现中感的品系
$$E

份%占参试品系的

"<Z)#H

#表现高感的品系
$E#

份%占参试品系的

&"Z)%H

'参试品系对条锈病抗性的平均分值为
$&ZE&

%

介于中抗和中感之间'总体看来%除
"##$

年
I"##'

年

外%参试品系对条锈病抗性在年度间比较稳定!表
&

"'

/.0

!

参试小麦品系对白粉病的抗性分析

在参试的
EE)

份小麦品系中%对白粉病免疫的

品系有
E

份%占参试品系的
#=(%H

#表现高抗的品

系有
&&

份%占参试品系的
)=&(H

#表现中抗的品系

有
%&

份%占参试品系的
"#=($H

#表现中感的品系

有
$(E

份%占参试品系的
E$=$<H

#表现高感的品系

有
$&&

份%占参试品系的
"%=)'H

'参试品系对白

粉病抗性的平均分值为
(=&E

%介于中抗和中感之

间'总体看来%

"##<

年
I"#$#

年间参试品系对白粉

病抗性较好!平均分值
%=$#

"%

"#$$

年
I"#$'

年参

试品系对白粉病的抗性较差!平均分值为
)=E'

"%而

"#$<

年
I"#$)

年参试品系对白粉病的抗性水平略

好于往年!表
E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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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

期 朱光等$湖北省小麦品种!系"对赤霉病&条锈病&白粉病和纹枯病的抗性评价

表
0

!

参试小麦新品系的条锈病抗性水平-

#

1)23$0

!

:$#$3*6&$%&$927$$9'"

(

3'"$%7$%'%&)"5$&*%&7'

<

7=%&

年度

*L4T

参试品种数,份

Y?=?CSLNSLR

ATLLR58

9

658LN

平均分

-WLT4

9

L

N>?TL

免疫
O33;8L

数量,份

Y?=

占比,
H

MLT>L8S4

9

L

高抗
P0

数量,份

Y?=

占比,
H

MLT>L8S4

9

L

中抗
Q1

数量,份

Y?=

占比,
H

MLT>L8S4

9

L

中感
Q1

数量,份

Y?=

占比,
H

MLT>L8S4

9

L

高感
P1

数量,份

Y?=

占比,
H

MLT>L8S4

9

L

"##$I"##' E) $$=)E # #=## $ "=$& $" "'='& $( &(=&# $< &E=#E

"##<I"#$# %( $&=$< & &=#< ( (=$< "E "E=E% && &&=<) &# &#=<$

"#$$I"#$' $<$ $&=(< # #=## "$ $&=#E '( &<=#" &" $E="% '# &$=#<

"#$<I"#$) $"$ $&=)E < E=%< "$ $)=&< $% $'=)# &$ "'=<" EE &<=&E

总计
V?S46 E") $&=E& % "=$$ '$ $$=%E $$& "<=E< $$E "<=)# $E# &"=)%

!

$

"

"##'

年度条锈病数据缺失'

,4S4?CNST5

U

LT;NSTLN5NS48>L58"##'GLTL35NNLR=

表
>

!

参试小麦新品系对白粉病的抗性水平

1)23$>

!

:$#$3*6&$%&$927$$9'"

(

3'"$%7$%'%&)"5$&*

<

*?9$7

@

8'39$?

年度

*L4T

参试品种数,份

Y?=?CSLNSLR

ATLLR58

9

658LN

平均分

-WLT4

9

L

N>?TL

免疫
O33;8L

数量,份

Y?=

占比,
H

MLT>L8S4

9

L

高抗
P0

数量,份

Y?=

占比,
H

MLT>L8S4

9

L

中抗
Q1

数量,份

Y?=

占比,
H

MLT>L8S4

9

L

中感
Q1

数量,份

Y?=

占比,
H

MLT>L8S4

9

L

高感
P1

数量,份

Y?=

占比,
H

MLT>L8S4

9

L

"##$I"##' <) (=)" # #=## ' )=E< $< "&=(( &" E)=)< $E "#=%#

"##<I"#$# %( %=$# $ $=#" $' $'=&$ "$ "$=E" &E &E=<% ") ")=''

"#$$I"#$' $<$ )=E' $ #=<" E "=E( ") $<=)) <% E"=(< <# &)=")

"#$<I"#$) $"$ (=<% " $<='& % )=EE "% "&=%) E% E#='# &" "<=E'

总计
V?S46 EE) (=&E E #=(% && )=&( %& "#=($ $(E E$=$< $&& "%=)'

/.>

!

参试小麦品系对纹枯病的抗性分析

在参试的
EE)

份品系中%没有对纹枯病表现免

疫和高抗的品系%表现中抗的品系有
"(

份%占参试

品系的
<="<H

#表现中感的品系有
")<

份%占参试

品系的
<$=)EH

#表现高感的品系有
$E&

份%占参

试品系的
&$=%%H

'参试品系对白粉病抗性的平

均分值为
&=E%

%介于中感和高感之间'总体看来%

"#$$

年
I"#$'

年间参试品系对纹枯病的抗性较

差!平均分值为
&=$)

"%其他年份的抗性表现相对

稳定!表
'

"'

表
A

!

参试小麦品系对纹枯病的抗性水平

1)23$A

!

:$#$3*6&$%&$927$$9'"

(

3'"$%7$%'%&)"5$&*%;)7

<

$

@

$%

<

*&

年度

*L4T

参试品种数,份

Y?=?CSLNSLR

ATLLR58

9

658LN

平均分

-WLT4

9

L

N>?TL

高抗
P0

数量,份

Y?=

占比,
H

MLT>L8S4

9

L

中抗
Q0

数量,份

Y?=

占比,
H

MLT>L8S4

9

L

中感
Q1

数量,份

Y?=

占比,
H

MLT>L8S4

9

L

高感
P1

数量,份

Y?=

占比,
H

MLT>L8S4

9

L

"##$I"##' <) &=(" # # $$ $<=E" &% '(="$ $) "'=&)

"##<I"#$# %( &='% # # % %=$( <# <$="" "% "%='%

"#$$I"#$' $<$ &=$) # # & $=(< (( 'E=<' )# E&=)(

"#$<I"#$( $"$ &=<E # # ' E=$& (% )&='' ") ""=&$

总计
V?S46 EE) &=E% # # "( <="< ")< <$=)E $E& &$=%%

/.A

!

审定小麦品种的抗病性及部分性状分析

"##$

年以来湖北审定小麦品种
E<

个%审定

品种对赤霉病&条锈病&白粉病和纹枯病抗性的

平均分值分别为
$E=#"

&

$"=E)

&

)=$&

和
&=#&

%对

条锈病的抗性介于中抗和中感之间%对其他
&

种

病害的抗性介于中感和高感之间'对条锈病表

现中抗以上的品种有
$)

个%对白粉病表现中抗

以上的品种有
%

个%对赤霉病和纹枯病表现中抗

以上的品种各有
$

个'总体上看%审定品种在单

产呈增加趋势的同时%株高逐渐在降低%而生育

期在延长!表
<

"'

/.B

!

审定品种部分性状的相关性分析

利用软件
1M11$%=#

对
"##$

年以来湖北省审

定品种的株高&生育期&产量&赤霉病抗性&条锈病抗

性&白粉病抗性&纹枯病抗性&综合抗病性进行相

关性分析'结果!表
)

"表明%审定品种的综合抗病

-

)#"

-



"#"#

性与对其条锈病抗性&白粉病抗性和赤霉病抗性呈

显著相关性%其中与条锈病抗性的相关系数最高

!

0

"

[#=)&(

%

!

#

#=##$

"'审定品种的株高与生育

期和产量呈显著负相关%与对纹枯病的抗性呈显著

正相关'审定品种对纹枯病抗性与产量呈显著负

相关'

表
B

!

/CC-

年
D/C-E

年间湖北审定小麦品种抗病性及部分性状评价

1)23$B

!

F#)3=)&'*"*"9'%$)%$7$%'%&)"5$)"9

<

)7&')3&7)'&%*6#)7'$&'$%7$3$)%$9'"G=2$'

<

7*#'"5$67*8/CC-&*/C-E

审定年度

*L4T4;S@?T5FLR

品种数,个

Y?=?CTL6L4NLRG@L4SW4T5LS5LN

株高,
>3

PL5

9

@S

产量,
B

9

-!

@3

"

"

I$

*5L6R

生育期,
R

XT?GS@NS4

9

L

综合抗病性评分

1>?TL?C/,0

"##$I"##' $E %"="(\<=$% E(E<=<'\&""=#' $%"="%\$=<< &'=<%\(=<%

"##<I"#$# $" (%=<%\<="E E#E)=E#\$)#=$# $%'=$%\"=&) &&=&&\<=<(

"#$#I"#$' ) )%=#$\E=(" <<E$=''\E''=$# $%%=$&\&=(& &%=E&\$#=EE

"#$<I"#$( $& (#=#'\E=)( <E&&="#\'E&=E' $%<='%\&=#& &(=$'\)=#'

总计
V?S46 E< ('=%%\)=%' '%#E=E'\(#'=%' $%'=&)\&=E( &<=&<\(=#)

审定年度

*L4T

4;S@?T5FLR

赤霉病

+;N4T5;3@L4RA65

9

@S

平均分

-WLT4

9

L

N>?TL

中抗 免疫的数量,个

Y?=?CQ0

S?533;8L

条锈病

1ST5

U

T;NS

平均分

-WLT4

9

L

N>?TL

中抗以上数量,个

Y?=?CQ0

S?533;8L

白粉病

M?GRLT

7

356RLG

平均分

-WLT4

9

L

N>?TL

中抗以上数量,个

Y?=?CQ0

S?533;8L

纹枯病

1@4T

U

L

7

LN

U

?S

平均分

-WLT4

9

L

N>?TL

中抗以上数量,个

Y?=?CQ0

S?533;8L

"##$I"##' $"=&$ I $$='E ' (=## < &=(' $

"##<I"#$# $E=<) $ %=## " )=## " "=<) I

"#$#I"#$' $&=)$ I $E=') E (=## $ &=$E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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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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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

年
D/C-E

年间湖北审定品种抗病性和部分性状的相关性分析-

#

1)23$H

!

I*77$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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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7)'&%*6#)7'$&'$%7$3$)%$9'"G=2$'

<

7*#'"5$67*8/CC-&*/C-E

相关系数

/?TTL64S5?8>?LCC5>5L8S

株高

PL5

9

@S

生育期

XT?GS@NS4

9

L

产量

*5L6R

综合抗病性

/,0

赤霉病抗性

+P.0

条锈病抗性

1V0

白粉病抗性

MQ0

生育期
XT?GS@

U

LT5?R

I#='$<

""

产量
*5L6R

I#='<'

""

#=<%E

""

综合抗病性
/,0 I#=#(# #="$# #=$#$

赤霉病抗性
+P.0 I#=#E$ #=#<# #=$E$

#='"&

""

条锈病抗性
1V0 I#="(< #="%$ #="#%

#=)&(

""

I#=#"<

白粉病抗性
MQ0 #="&% #=#$E I#=$E"

#='%&

""

#=$'" #=$(%

纹枯病抗性
120

#=&('

""

I#=$($

I#=EE$

""

#=""' #=#'& I#=E< #="<%

!

$

"

""表示极显著相关!

!

$

#=#$

"'

/,0

$综合抗病性#

+P.0

$赤霉病抗性#

1V0

$条锈病抗性#

MQ0

$白粉病抗性#

120

$纹枯病抗性'

""

3L48NS@4SS@L>?TTL64S5?85N@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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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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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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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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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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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小麦赤霉病&条锈病&白粉病和纹枯病是湖北省

小麦的主要真菌病害%属常发病害%给当地小麦生产

带来了很大隐患(

$&

)

'本研究以
"##$

年
I"#$(

年参

加湖北省小麦区试的小麦品系和审定品种为研究对

象%系统地分析了湖北小麦品种!系"的抗病性水平

和抗病性变化趋势'结果表明%参加区试的小麦品

系对条锈病和白粉病的抗性较好%对赤霉病和纹枯

病的抗性较差#总体上%参试品系对赤霉病和条锈病

的抗性表现逐渐增强#审定品种对赤霉病&条锈病&

白粉病和纹枯病的抗性均低于参试品系对此
E

种病

害的抗性#审定品种对条锈病的抗性较好%对赤霉病

和纹枯病的抗性较差%总体来看%审定品种在单产增

加的同时株高降低%生育期延长'自
"##$

年以来审

定的
E<

个品种在湖北的种植面积占湖北小麦种植

面积的
)'H

以上!湖北省种子管理局
"#$)

年数

据"%这些品种对这
E

种病害的抗性代表了湖北省目

前栽培小麦的整体抗性水平'该研究结果可为湖北

省小麦病害防控提供参考%对湖北小麦抗病育种具

有指导作用'

"##$

年至
"#$(

年%湖北省审定小麦品种的产

量潜力不断提高%株高不断降低%生育期不断延长

!表
<

"%有效穗数不断增加(

$E

)

'株高较高的品种由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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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

期 朱光等$湖北省小麦品种!系"对赤霉病&条锈病&白粉病和纹枯病的抗性评价

于小麦穗部远离菌源地000土壤表面%而表现出一

种对病害的逃避机制%因此%一般认为小麦株高与

赤霉病抗病性存在明显的负相关(

$'$)

)

%相关系数

最高为
&[I#=)#

%但这种相关性并没有被充分证

实(

$(

)

'本研究中%审定小麦品种的赤霉病抗性与

株高无明显相关性!表
)

"%说明湖北近年来审定品

种株高降低!表
<

"的同时%赤霉病抗性水平没有下

降'小麦纹枯病病原菌能感染茎基和鞘%破坏运输

组织%阻断营养的运输%从而导致倒伏和死穗(

$%

)

'

]566?>

^

;LS

等(

"#

)研究认为%水稻对立枯丝核菌引起

的纹枯病的抗性与株高和抽穗期密切相关'也有

学者认为%小麦对纹枯病的抗性与小麦株高不存在

相关性(

"$

)

'小麦纹枯病抗性与农艺性状的遗传相

关性存在多种分歧'本研究中%湖北审定小麦品种

对纹枯病的抗性与产量呈显著负相关%与株高呈显

著正相关!可能与本研究中产量和株高呈显著负相

关有关"'

总体上来看%

"##$

年以来湖北省小麦品种

!系"的抗性表现总体平稳%抗性水平不高%特别是

对赤霉病和纹枯病的抗性水平较低'因此%今后一

段时期内%在持续加大湖北小麦抗病育种力度的同

时%要抓好湖北小麦病害的防控工作%确保小麦安

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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