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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选育和应用抗病品种是防治水稻细菌性病害最经济有效的措施%本研究采用苗期喷雾法和针刺法对黑龙江

省
!)

个水稻主栽品种进行抗性鉴定%结果表明$利用针刺法鉴定的各水稻品种中表现中抗以上的品种有
%!

个$其

中高抗品种
)

个$对接种水稻品种病斑长度进行差异显著性分析$

!)

个水稻主栽品种间抗性存在显著差异&利用喷

雾法鉴定各品种$病级表现
%

级的品种有
<

个$占
%"8<1

%对数据进行比较分析$针刺法和喷雾法对抗病品种鉴定

的结果基本一致%本研究鉴定的
)

个高抗稻种资源对于抗细菌性褐斑病生产实践提供重要价值%因此$加大对水

稻品种资源的深入研究$对实现水稻细菌性褐斑病的可持续控制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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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细菌性褐斑病是由丁香假单胞菌丁香致病

变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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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的一

种重要的水稻细菌性病害*

%

+

$该病
%#**

年在匈牙

利发现"

%#"&

年在我国首次报道$水稻细菌性褐斑

病在我国东三省地区较为常见"自水稻苗期至成熟

期都有发生"主要为害水稻叶片$低温潮湿条件下

水稻易感病$发病初期水稻叶片上产生水渍状病

斑"后病斑逐渐扩大"形成褐色坏死斑*

)

+

$近年来"

该病在黑龙江省不同地区一直有不同程度的发生"

影响了水稻品质及产量$该病的发生和流行除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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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张瑶等!黑龙江省水稻品种资源对水稻细菌性褐斑病的抗性鉴定

菌源与环境因素影响外"还与品种的抗病性密切相

关"因此"利用抗病品种来控制病害流行是最经济有

效的措施*

.!

+

$研究水稻细菌性病害常采用喷雾法

接种"该方法的优点是病菌主要从气孔侵入使接种

体分散均匀"植株各个部位均可接触到细菌$喷雾

法接种操作方便"效率高"接近于病菌的自然侵染状

态"鉴定结果与品种在田间表现相近"一直受到国内

外研究者的好评*

*"

+

$也有研究者针对田间暴风雨

后病害突然暴发的特点及有些年份在喷雾接种后出

现发病不均匀或病情不稳定等状况"提出采用针刺

接种法"通过在叶片上造成一些伤口提高病菌侵染

概率*

<

+

$针刺法接种成功率高"喷雾法接种叶片表

面受菌均匀$目前"国内外未曾报道过不同水稻品

种对水稻细菌性褐斑病的抗性研究"因此对水稻细

菌性褐斑病的最佳接种方法及抗感分级标准还未明

确$本文收集到黑龙江省水稻生产上的
!)

个主栽

品种"利用致病力强的菌株采用针刺法和喷雾法分

别对这
!)

个水稻品种进行抗性鉴定$以期对水稻

细菌性褐斑病的防治和育种提供理论依据与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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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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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供试水稻品种!共
!)

个"均是黑龙江省水稻产

区主栽品种$

供试菌株!供试细菌性褐斑病菌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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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反复接种验

证"为致病力较稳定的菌株"由东北农业大学提供"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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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油冻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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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箱备用$

H2

培养基!氯化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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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肉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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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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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脂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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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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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种与调查

水稻种子播种前用
<*1

乙醇进行表面消毒后

用无菌水反复冲洗干净$于
*

月中旬进行盆栽播

种"每品种每盆播种
)&

!

)*

粒'盆高
%&8*/+

"直径

%%8*/+

($

"

月下旬"待水稻叶片为
*

!

"

叶期时"

对盆栽水稻植株进行喷雾和针刺接种"每盆为
%

次

重复"每处理设
.

次重复$将供试菌株于
H2

培养

基上划线纯化培养
!$'

"挑取单个菌落到
H2

液体

培养基"

)<i

恒温摇床
%*&N

#

+,-

培养
)!'

"配制成

.4%&

$

/Q?

#

+>

的菌悬液*

$

+

$

喷雾接种时采用喷壶手动喷雾"移动喷头将菌

液均匀地喷洒在水稻叶片上"每盆喷菌量
.

!

*+>

"

接种后套袋保湿"温室温度控制在
)$i

左右"湿度

<&1

!

#&1

"

)%O

后调查不同品种的发病情况"记录

每株水稻苗的总叶数&病叶数&病叶级数*

#

+

$

针刺接种时选平展叶片"利用单针蘸取菌悬液

进行接种$针刺部位位于叶片中上部位中脉两侧"

每片叶片接种
*

个点"每盆接种
%*

片叶"针刺接种

菌悬液浓度为
.4%&

$

/Q?

#

+>

"使针刺部位与菌悬液

接触充分"保证接种成功*

%&%%

+

$套袋保湿"

)%O

后"

每盆测量
%&

个病斑"记录病斑长度"通过
6766

软

件计算每个处理的平均值"将病斑的平均长度作为

衡量不同品种抗感水平的分级标准$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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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感分级标准

本研究中水稻细菌性褐斑病抗感分级标准参照

水稻细菌性条斑病分级标准及国际水稻所对白叶枯

病的分级标准"通过鉴定结果筛选制定水稻细菌性

褐斑病分级标准!以完整叶为标准"

&

级"无病斑%

%

级"病斑面积为叶面积
%&1

以下%

.

级"病斑面积

为叶面积的
%%1

!

)*1

%

*

级"病斑面积为叶面积的

)"1

!

!*1

%

<

级"病斑面积为叶面积的
!"1

!

*#1

%

#

级"病斑面积为叶面积的
"&1

以上*

%)%!

+

$

针刺接种抗感分级标准参照水稻细菌性病

害*

#

"

%*

+及喷雾法接种病斑级别结果进行界定!高抗

'

9U

("平均病斑长度
'

%++

%中抗'

VU

("

%++

#

平均病斑长度
'

)++

%中感'

V6

("

)++

#

平均病

斑长度
'

.8*++

%高感'

96

("平均病斑长度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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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分析

$"!

!

针刺接种水稻品种对水稻细菌性褐斑病菌的

抗感反应

!!

采用针刺接种法"

!)

个水稻主栽品种对
7U<&%

菌株的抗性差异区分较明显$

!)

个水稻品种对细菌

性褐斑病表现高抗&中抗&中感&高感的资源分别占比

为
!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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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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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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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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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见图
%

$对
7U<&%

菌株表现中抗及

以上水平的品种有
%!

个"占
..;.1

"其中"1丰育

)

号.1龙泽
%)

.1垦稻
%<

.等表现中抗水平"1牡丹江

)#

.1龙泽
%"

号.表现为高抗"牡丹江和龙泽系列其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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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品种筛选结果也均为中抗以上水平$中感和高感

水平的大多数为龙粳系列品种'表
%

($

图
!

!

9$

个水稻品种对细菌性褐斑病抗性类型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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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接种后产生的病斑长度进行差异显著分析"

结果'表
)

(表明"供试的
!)

个水稻主栽品种对

7U<&%

菌株的抗性存在显著差异$其中"1松粳
%&

.

1东农
!)$

.1龙糯
.)*

.1新垦
%<

.1龙稻
)&

号.1合江

%

号.等品种感病性较强%1牡丹江
)#

.1龙泽
%"

号.

等品种抗病性较强"图
)

为针刺接种后抗感品种叶

片表现$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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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期针刺接种抗%

3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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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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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供试的杂交水稻品种中"龙粳与龙稻系列

水稻品种居多"抗性鉴定结果表明"龙粳系列&龙稻

系列&松粳系列品种大多数表现为中感以上水平%而

牡丹江系列&龙泽系列&部分垦稻系列品种对水稻细

菌性褐斑病抗性较好"表
%

中
!)

个水稻品种抗感差

异明显"其中1牡丹江
)#

.1龙泽
%"

号.为高抗品种"

说明杂交水稻品种的抗性与其父本&母本的抗性密

切相关$1牡丹江
)#

.1龙泽
%"

号.在生产栽培过程

中可广泛推广种植"以提高水稻的品质及产量$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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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刺接种不同水稻品种对
BKUT!

菌株的抗感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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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

期 张瑶等!黑龙江省水稻品种资源对水稻细菌性褐斑病的抗性鉴定

$"$

!

喷雾接种水稻品种对水稻细菌性褐斑病菌的

抗感反应

!!

结合针刺接种结果"制备
7U<&%

菌悬液对不同

水稻品种进行喷雾接种"根据病斑面积占总叶片面

积的大小"得到不同水稻品种抗性分级结果"图
.

为

不同抗性级别病斑在水稻叶片上的表现情况$根据

表
)

可知"在所有供试的水稻品种中"对
7U<&%

菌

株病级表现
%

级的品种有
<

个"占
%";<1

"代表如

1牡丹江
)#

.1龙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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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1丰育
)

号.1垦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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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病级表现
.

级的品种有
)&

个"占
!<8"1

"代表如1龙

稻
%.

.1牡丹江
)$

.1垦稻
"

.等%病级表现
*

级的品种

有
%%

个"占
)"8)1

"代表如1龙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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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1空育
%.%

.

1龙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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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等%抗性表现
<

级的品种有
.

个"占

<;%1

"分别为1龙糯
.)*

.1新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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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东农
!)$

.%抗性

表现
#

级的品种有
%

个"占
)8!1

"代表品种1松粳

%&

.$通过上述数据可知"喷雾接种抗性表现为
.

级

和
*

级的水稻品种居多"这些品种在针刺接种过程

中抗性表现多为中感水平"针刺接种结果与喷雾接

种结果基本一致$

图
%

!

不同抗性级别病斑在水稻叶片上的表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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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差$同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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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目前水稻细菌性病害的抗性鉴定主要通过人工

接种鉴定$本研究在水稻苗期进行喷雾法与针刺法

接种"得到的结果基本一致$菌株
7U<&%

是致病力

较稳定的菌株"利用
7U<&%

菌种鉴定出的抗性品种

)

<#%

)



)&)&

可为田间生产提供一定的参考$通过对不同水稻品

种的抗性鉴定"我们得到对
7U<&%

菌株表现中抗水

平以上的品种
%!

个"如1牡丹江
)#

.1龙泽
%"

号.1丰

育
)

号.1垦稻
%<

.等"这些品种既可作为抗病品种

在田间种植"又可以作为抗水稻细菌性褐斑病品种

选育的良好抗源$从这些水稻品种中可发现"龙粳&

龙稻&松粳系列品种大多数表现中感以上水平%而牡

丹江&龙泽系列&部分垦稻系列品种对水稻细菌性褐

斑病抗性较好"揭示父母亲本的抗病性与品种的抗

病性密切相关"这些抗性较好的亲本材料也可以作

为抗细菌性褐斑病的优质抗源材料$

本研究选用了针刺法与喷雾法接种对黑龙江省

主栽水稻品种进行抗性鉴定"这两种接种方法都更

接近田间水稻植株自然发病的状况$水稻细菌性褐

斑病病原菌主要从气孔和伤口侵入*

)

+

"水稻叶片的

气孔结构和数量影响着植株的抗病性"低温潮湿等

环境因素更容易导致其发病"因此对不同品种抗性

鉴定结果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

"

%"

+

$

虽然水稻细菌性褐斑病发现至今已有几十年历

史"但不同水稻品种对水稻细菌性褐斑病菌的抗性

鉴定未见报道$国内外对于细菌性褐斑病病级的划

分及抗感水平分级也未有明确标准$本研究参照国

际水稻所对水稻白叶枯病病级的划分标准以及其他

水稻细菌性病害的病级划分"抗感分级标准*

%<%$

+

"将

针刺接种法与喷雾接种法鉴定结果相结合"制定了

一套对褐斑病菌的抗性鉴别标准"从中选出抗水稻

细菌性褐斑病的品种$喷雾接种一般以病斑占叶面

积比例作为分级标准"针刺接种一般以病斑长度分

级*

%#

+

"但不同的水稻细菌性病害分级标准存在差

异"这也给品种对细菌性褐斑病的抗性鉴定带来难

度$在试验过程中"尽管我们保证了所有水稻品种

的接种时间&接种方法&环境因素相同"但由于品种

不同&温室盆栽环境与田间自然环境存在差异"对结

果可能略有影响$因此"加大对水稻品种资源的深

入研究对实现水稻细菌性褐斑病的可持续控制有着

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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