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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籼稻主栽品种对白背飞虱的抗性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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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明确云南籼稻主栽品种对白背飞虱犛狅犵犪狋犲犾犾犪犳狌狉犮犻犳犲狉犪（Ｈｏｒｖáｔｈ）的抗虫性及其影响产量的水稻关键生

育期，为抗虫品种选育和推广提供参考依据，本文利用苗期和分蘖盛期单株接虫鉴定、成株期（移栽期—乳熟期）田

间自然种群发生鉴定等方法，测定了云南籼稻区３１个水稻主栽品种对白背飞虱的抗虫性及其产量。结果表明，苗

期有７个品种表现高抗，２３个品种表现中抗—中感，１个品种表现高感；分蘖期有２０个品种表现高抗，有１１个表现

中抗—中感；成株期田间自然种群鉴定，３１个品种成株期白背飞虱田间自然种群的累计虫量都超过了对照品种

ＴＮ１，均表现为感虫。单株接虫鉴定多数品种表现抗虫，而大田期自然种群鉴定则全部表现为感虫，一定程度说明

了云南籼稻区主栽品种对白背飞虱具有耐害性而无抗生性。移栽期、孕穗期、抽穗期百丛虫量与有效穗数呈显著的

负相关性；移栽期、孕穗期和抽穗期的百丛虫量是造成有效穗数少和产量低的关键因子。移栽期、孕穗期和抽穗期

是防治白背飞虱的关键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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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

　　白背飞虱犛狅犵犪狋犲犾犾犪犳狌狉犮犻犳犲狉犪（Ｈｏｒｖáｔｈ）以成、

若虫直接刺吸稻株韧皮部汁液的方式为害水稻，影

响稻株分蘖，导致千粒重下降，甚至稻株枯死［１］。白

背飞虱是云南省水稻生产的重要害虫，也是当地稻

飞虱中的优势种群［２］。云南地形、气候多样，栽培稻

品种丰富，水稻种植制度复杂，滇西南部、东南部为

单双季稻混栽区，其余大部为单季中稻种植区，常年

种植水稻１０２万ｈｍ２
［３］。近几年，云南省白背飞虱

持续大暴发，２００７年全省受害面积达８６．７万ｈｍ２；

２００９年单灯虫峰日诱虫量高达９万头，灯下累计虫

量９～１５万头／月，超历史记录
［４］；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

师宗与富宁单灯虫峰日诱虫量过万头，灯下累计虫

量４～１８万头／月
［５］。白背飞虱上升为水稻上最突

出的极易暴发成灾的重要害虫，与水稻品种更新及

杂交稻、优质稻的大面积推广密切相关［６８］。不同的

水稻品种和生育期影响着白背飞虱卵巢发育及其孵

化、若虫存活率及其羽化率、成虫产卵量及其蜜露排

泄量等指标［９１０］。采用苗期和分蘖盛期人工单株接

虫，根据植株的受害度来评价水稻品种的抗虫性是

较常用的方法［１１］。田间自然鉴定法可以鉴定水稻

品种对白背飞虱的拒异性、抗生性和耐害性，包括白

背飞虱在稻株上取食和产卵等多种行为反应［１２］。

为了掌握云南水稻主栽品种对白背飞虱的抗虫性，

我们采用苗期和分蘖盛期单株接虫鉴定、成株期田间

自然种群鉴定及产量测定的方法鉴定了云南省３１个

籼稻品种对白背飞虱的抗性，旨在为选育和推广抗虫

品种提供参考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供试材料

供试水稻品种均由云南省水稻产业技术体系

区域试验站提供，为当地主栽品种（区域推广面积

１５００ｈｍ２，全省推广面积５０００ｈｍ２以上的籼稻品

种），共３１个，其中，籼型常规稻１１个（‘文稻１６号’、

‘红稻６号’、‘临籼２３’、‘临优１４８５’、‘文糯１号’、

‘红优７号’、‘临籼２１’、‘云恢２９０’、‘红优４号’、

‘文稻１号’、‘文稻１３号’），其余２０个为籼型杂交

稻。感虫对照为籼型常规稻‘ＴａｉｃｈｕｎｇＮａｔｉｖｅ１’

（ＴＮ１）。各区域品种如下：

西双版纳州：‘两优８１６’、‘两优２１６１’、‘江优

１２６’、‘两优２１８６’、‘协优３３６’、‘宜香３００３’、‘宜香

１０７’、‘金优１１’、‘Ｔ优６１３５’、‘宜香２０３’；

临沧市：‘内香８５１８’、‘临籼２３’、‘临籼２１’、‘内

香优１号’、‘临优１４８５’、‘宜香９９Ｅ４’；

红河州：‘红稻６号’、‘明两优８２９’、‘两优

１２５９’、‘赣优明占’、‘红优４号’；

文山州：‘文稻１号’、‘文糯１号’、‘宜香７０７’、

‘文稻１６号’、‘文稻１３号’；

曲靖市：‘明两优５２７’、‘红优７号’、‘丰优香

占’、‘Ｙ两优７号’、‘云恢２９０’。

供试虫源：抗虫性评价虫源均为试验地的自然

虫源。

试验地点：师宗县五龙乡（１０４．１８°Ｅ，２４．８４°Ｎ，海

拔９３８．９ｍ），年平均温１８．０℃，年均日照１４７２．７ｈ，

积温５８７９℃，降雨量８１５～１３００ｍｍ，光照充足，为

典型湿热籼稻区。

１．２　苗期单株接虫鉴定

参照刘光杰等［１］的苗期单株接虫鉴定法并加以

改进。将待测品种与感虫对照品种的种子催芽后分

别播于小塑料钵（直径７．０ｃｍ×高１５．０ｃｍ）中，每

钵１苗。待到苗龄２～３叶期时，每苗接入白背飞虱

２龄若虫１０头，瓶口盖湿纸巾，用橡皮筋扎紧瓶口，

每个品种各设１５个重复。当感虫品种‘ＴＮ１’的死

苗率为９５％时调查各品种的死苗率，按表１的评价

标准评定抗性级别。

１．３　分蘖盛期单株接虫鉴定

参照刘光杰等［１］的分蘖盛期单株接虫鉴定法并

加以改进。将供试品种播于长２８ｃｍ×宽２２ｃｍ×

高１３ｃｍ的塑料盆内，每个品种１盆，苗龄３０ｄ时选

取健壮株５株，剪去次生分蘖，仅留主茎，并分别罩

透明打孔的塑料瓶（直径７．０ｃｍ×高４５．０ｃｍ）。每

品种每苗接入白背飞虱２龄若虫２０头，５个重复。

当感虫对照品种‘ＴＮ１’的死苗率达到９５％时调查

各品种的死苗率，按表１的评价标准评定抗性级别。

表１　水稻材料抗稻飞虱鉴定评价标准

犜犪犫犾犲１　犈狏犪犾狌犪狋犻狅狀狊狋犪狀犱犪狉犱狊犳狅狉狆犾犪狀狋犺狅狆狆犲狉狉犲狊犻狊狋犪狀犮犲犻狀

狉犻犮犲犫犪狊犲犱狅狀狊犲犲犱犾犻狀犵犿狅狉狋犪犾犻狋狔

抗性级别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ｇｒａｄｅ

死苗率／％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抗性水平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ｌｅｖｅｌ

０ ≤１．０ 免疫（Ｉ）

１ １．１～１０．０ 高抗（ＨＲ）

３ １０．１～３０．０ 抗（Ｒ）

５ ３０．１～５０．０ 中抗（ＭＲ）

７ ５０．１～７０．０ 中感（ＭＳ）

９ ≥７０．１ 感（Ｓ）

１．４　成株期田间自然种群鉴定法

参照刘光杰等［１２］和商科科等［１３］的田间抗性评

·２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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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的方法进行。

小区设计：试验设３次重复，随机区组排列，小

区面积５ｍ２，株行距１５ｃｍ×３０ｃｍ，单株移栽，基本

苗１００株，合计９６个小区，试验田四周设保护行。

试验于４月６日播种，５月９日移栽，５月２０日开始

田间虫量调查。田间白背飞虱自然迁入发生，常规

田间肥水管理，苗期至收获期不施任何杀虫剂。

调查方法：参照国家标准《稻飞虱测报调查规

范》（ＧＢ／Ｔ１５７９４—２００９）田间虫量系统调查盘拍法

（３３ｃｍ×４５ｃｍ白搪瓷盘）开展调查。每个品种随

机调查１０丛，记录每丛稻株上白背飞虱不同翅型的

成虫、低龄和高龄若虫数量，每周调查１次，至８月

１２日水稻乳熟期结束。将白背飞虱虫量为感虫对

照‘ＴＮ１’上虫量的７０％以上的品种确定为感虫

类型［１２］。

产量测定：成熟时，每小区调查５０丛，记录单穗

结实粒数≥５粒的总有效穗数；将每小区收获的全

部稻粒去杂去瘪后称量作为实收产量，用水分测量

仪ＤＲＣＳ－ＡＣ（武汉凯特电子）测定含水率，扣除水

分，折算为每公顷产量（犢），犢＝（１００００／犛）×犠×

（１－犕）／（１－犕狅），其中，犛为小区面积，犠 为小区

实收产量，犕 为水分速测仪测定含水率，犕狅为标准

干重含水率（籼稻＝１３．５％）。

１．５　数据计算

用ＳＰＳＳＤｕｎｃａｎ’ｓ法进行差异显著性分析，用

ＳＰＳＳＰｅａｒｓｏｎ法进行相关性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苗期单株接虫鉴定

苗期单株接虫鉴定结果（表２）显示：测定的３１个

品种中，对白背飞虱表现高抗的２个（６．４５％）、抗虫的

５个（１６．１３％）、中抗的１５个（４８．３９％）、中感的８个

（２５．８１％）、感虫的１个（３．２３％），抗虫、中抗—中感

和感虫品种的比例为７∶２３∶１。

２．２　分蘖盛期单株接虫鉴定

分蘖期单株接虫鉴定结果（表２）显示：３１个品

种中，表现高抗的１６个（５１．６２％）、抗虫的４个

（１２．９０％）、中抗的７个（２２．５８％）、中感的４个

（１２．９０％）、感虫的０个（０％），抗虫、中抗—中感和

感虫品种的比例为２０∶１１∶０。

表２　３１个品种苗期和分蘖期单株对白背飞虱的抗性表现１
）

犜犪犫犾犲２　犛犻狀犵犾犲狆犾犪狀狋狉犲狊犻狊狋犪狀犮犲狅犳３１狉犻犮犲狏犪狉犻犲狋犻犲狊狋狅狑犺犻狋犲犫犪犮犽犲犱狆犾犪狀狋犺狅狆狆犲狉犻狀狊犲犲犱犾犻狀犵犪狀犱狋犻犾犾犲狉犻狀犵狊狋犪犵犲狊

品种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死苗率／％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苗期单株

Ｓｉｎｇｌｅｐｌａｎｔｉｎ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ｔａｇｅ

分蘖期单株

Ｓｉｎｇｌｅｐｌａｎｔｉｎ

ｔｉｌｌｅｒｉｎｇｓｔａｇｅ

抗性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苗期单株

Ｓｉｎｇｌｅｐｌａｎｔｉｎ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ｔａｇｅ

级别

Ｇｒａｄｅ

水平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ｌｅｖｅｌ

分蘖期单株

Ｓｉｎｇｌｅｐｌａｎｔｉｎｔｉｌｌｅｒｉｎｇｓｔａｇｅ

级别

Ｇｒａｄｅ

水平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ｌｅｖｅｌ

两优８１６Ｌｉａｎｇｙｏｕ８１６ ２０．０ ６．７ ３ Ｒ １ ＨＲ

两优２１６１Ｌｉａｎｇｙｏｕ２１６１ ３３．３ ６．７ ５ ＭＲ １ ＨＲ

江优１２６Ｊｉａｎｇｙｏｕ１２６ ６６．７ ３３．３ ７ ＭＳ ５ ＭＲ

两优２１８６Ｌｉａｎｇｙｏｕ２１８６ ２６．７ ６．７ ３ Ｒ １ ＨＲ

协优３３６Ｘｉｅｙｏｕ３３６ ４６．７ ４６．７ ５ ＭＲ ５ ＭＲ

宜香３００３Ｙｉｘｉａｎｇ３００３ ３３．３ ６６．７ ５ ＭＲ ７ ＭＳ

宜香１０７Ｙｉｘｉａｎｇ１０７ ５３．３ ４０．０ ７ ＭＳ ５ ＭＲ

金优１１Ｊｉｎｙｏｕ１１ ３３．３ ４０．０ ５ ＭＲ ５ ＭＲ

Ｔ优６１３５Ｔｙｏｕ６１３５ ４０．０ ６．７ ５ ＭＲ １ ＨＲ

宜香２０３Ｙｉｘｉａｎｇ２０３ ３３．３ ６．７ ５ ＭＲ １ ＨＲ

内香８５１８Ｎｅｉｘｉａｎｇ８５１８ ４０．０ ６．７ ５ ＭＲ １ ＨＲ

临籼２３Ｌｉｎｘｉａｎ２３ ４６．７ ４０．０ ５ ＭＲ ５ ＭＲ

临籼２１Ｌｉｎｘｉａｎ２１ ６０．０ ６６．７ ７ ＭＳ ７ ＭＳ

内香优１号Ｎｅｉｘｉａｎｇｙｏｕ１ ６０．０ ６．７ ７ ＭＳ １ ＨＲ

临优１４８５Ｌｉｎｙｏｕ１４８５ ４０．０ ６．７ ５ ＭＲ １ ＨＲ

宜香９９Ｅ４Ｙｉｘｉａｎｇ９９Ｅ４ ４６．７ ４０．０ ５ ＭＲ ５ ＭＲ

红稻６号 Ｈｏｎｇｄａｏ６ ２０．０ １３．３ ３ Ｒ ３ Ｒ

明两优８２９Ｍｉｎｇｌｉａｎｇｙｏｕ８２９ ４６．７ ６．７ ５ ＭＲ １ ＨＲ

两优１２５９Ｌｉａｎｇｙｏｕ１２５９ ６．７ ６．７ １ ＨＲ １ ＨＲ

·３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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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犜犪犫犾犲２（犆狅狀狋犻狀狌犲犱）

品种

Ｖａｒｉｅｔｙ

死苗率／％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苗期单株

Ｓｉｎｇｌｅｐｌａｎｔｉｎ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ｔａｇｅ

分蘖期单株

Ｓｉｎｇｌｅｐｌａｎｔｉｎ

ｔｉｌｌｅｒｉｎｇｓｔａｇｅ

抗性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苗期单株

Ｓｉｎｇｌｅｐｌａｎｔｉｎ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ｔａｇｅ

级别

Ｇｒａｄｅ

水平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ｌｅｖｅｌ

分蘖期单株

Ｓｉｎｇｌｅｐｌａｎｔｉｎｔｉｌｌｅｒｉｎｇｓｔａｇｅ

级别

Ｇｒａｄｅ

水平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ｌｅｖｅｌ

云恢２９０Ｙｕｎｈｕｉ２９０ ６０．０ １３．３ ７ ＭＳ ３ Ｒ

赣优明占Ｇａｎｙｏｕｍｉｎｇｚｈａｎ ２６．７ ６．７ ３ Ｒ １ ＨＲ

红优４号 Ｈｏｎｇｙｏｕ４ ５３．３ ６．７ ７ ＭＳ １ ＨＲ

文稻１号 Ｗｅｎｄａｏ１ ６６．７ ６６．７ ７ ＭＳ ７ ＭＳ

文糯１号 Ｗｅｎｎｕｏ１ ４６．７ ６０．０ ５ ＭＲ ７ ＭＳ

宜香７０７Ｙｉｘｉａｎｇ７０７ ３３．３ ６．７ ５ ＭＲ １ ＨＲ

文稻１６号 Ｗｅｎｄａｏ１６ ６．７ ６．７ １ ＨＲ １ ＨＲ

文稻１３号Ｗｅｎｄａｏ１３ ５３．３ ４６．７ ７ ＭＳ ５ ＭＲ

明两优５２７Ｍｉｎｇｌｉａｎｇｙｏｕ５２７ ７３．３ ２０．０ ９ Ｓ ３ Ｒ

红优７号Ｈｏｎｇｙｏｕ７ ４６．７ ６．７ ５ ＭＲ １ ＨＲ

丰优香占Ｆｅｎｇｙｏｕｘｉａｎｇｚｈａｎ ３３．３ ２０．０ ５ ＭＲ ３ Ｒ

Ｙ两优７号Ｙｌｉａｎｇｙｏｕ７ ２６．７ ６．７ ３ Ｒ １ ＨＲ

ＴＮ１ ９３．３ ９３．３ ９ Ｓ ９ Ｓ

　１）ＨＲ：高抗；Ｒ：抗；ＭＲ：中抗；ＭＳ：中感；Ｓ：感。

ＨＲ：Ｈｉｇｈｌｙ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Ｒ：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ＭＲ：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ｌｙ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ＭＳ：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ｌｙ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ｌｅ；Ｓ：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ｌｅ．

２．３　田间种群鉴定法

５月２０日，水稻处于移栽期，３１个品种的白背

飞虱田间虫量为１１９０～５８２６．７头／１００丛，有２８

个品种田间虫量高于感虫对照‘ＴＮ１’（２０８０头／

１００丛）的７０％，表现为感虫，其中‘江优１２６’达

３４１３．３头／１００丛，‘文糯１号’达５８２６．７头／１００

丛，与对照‘ＴＮ１’差异显著；６月３日，水稻处于分

蘖期，３１个品种的田间虫量（２５７６．７～６９６６．７

头／１００丛）均超过‘ＴＮ１’的田间虫量（２５００头／

１００丛），达到全生育期的最大值，表现为感虫；此

后，田间虫量在５３．３～１３７３．３头／１００丛之间，

各品种的田间虫量开始锐减，品种间虫量差异也

随之减小。３１个品种从移栽至收获累计田间虫

量为６１７６．７～１４０８０头／１００丛，均超过对照品

种‘ＴＮ１’的５７９０头／１００丛（表３）。综上所述，

所测试的３１个水稻品种与感虫对照‘Ｔａｉｃｈｕｎｇ

Ｎａｔｉｖｅ１’（ＴＮ１）相比，成株期田间自然种群抗性

均表现为感虫。

２．４　水稻品种的产量测定

白背飞虱对水稻的有效穗数和产量的影响较

大，‘文稻１号’、‘红优４号’、‘红稻６号’、‘临籼

２３’、‘临优１４８５’和‘临籼２１’的产量低于３００ｋｇ／

６６７ｍ２，与对照‘ＴＮ１’（４３１．８ｋｇ／６６７ｍ２）差异显著，

其产量受白背飞虱的影响最大；‘文稻１３号’、‘云恢

２９０’、‘江优１２６’、‘文糯１号’、‘两优２１６１’、‘内香优

１号’和‘金优１１’的产量为２９０．６～４４５．７ｋｇ／６６７ｍ２，

与对照‘ＴＮ１’（４３１．８ｋｇ／６６７ｍ２）差异不显著，白背

飞虱为害对其产量有一定影响；其余供试品种的产

量均高于一般籼稻的平均单产量４５０ｋｇ／６６７ｍ２，白

背飞虱为害对其产量影响较小，其中‘明两优８２９’、

‘Ｔ优６１３５’和‘明两优５２７’的产量高于６００ｋｇ／６６７ｍ２，

与对照‘ＴＮ１’差异显著。

２．５　水稻不同生育期白背飞虱的田间虫量与有效

穗数、产量的相关性

　　水稻有效穗数与移栽期、孕穗期、抽穗期白背飞

虱的田间虫量显著负相关（表４）。移栽期｜狉｜＝

０．４６５＞０．３０，犘＝０．００７＜０．０１，孕穗期｜狉｜＝０．３５５

＞０．３０，犘＝０．０４６＜０．０５，抽穗期｜狉｜＝０．４６５＞

０．３０，犘＝０．００７＜０．０１，这３个时期随着田间虫量的

增加有效穗数减少，即这３个时期田间白背飞虱为害

影响了水稻有效穗的形成。分蘖期、拔节期、扬花期、

乳熟期的田间虫量与水稻有效穗数没有相关性。

移栽期的田间虫量与产量呈极显著负相关，｜狉｜＝

０．４６１＞０．３０，犘＝０．００８＜０．０１，这个时期白背飞虱

的为害影响了水稻的有效分蘖；分蘖期、拔节期、孕

穗期、抽穗期、扬花期、乳熟期的田间虫量与产量没

有相关性，但孕穗期和抽穗期，白背飞虱为害影响了

水稻的有效分蘖，造成部分水稻空粒、瘪粒。上述结

果表明，水稻在不同生育期受害，其产量损失有较大

差异，移栽期、孕穗期、抽穗期十分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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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

表４　水稻不同生育期白背飞虱的田间虫量与产量的相关性１
）

犜犪犫犾犲４　犆狅狉狉犲犾犪狋犻狅狀犫犲狋狑犲犲狀犠犅犘犎狆狅狆狌犾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狔犻犲犾犱犪狋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犵狉狅狑狋犺狊狋犪犵犲狊狅犳狉犻犮犲

水稻生育期

Ｇｒｏｗｔｈ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有效穗数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ｐａｎｉｃｌｅ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

Ｐｅｒｓｏｎ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显著性（双侧）

Ｓｉｇ．（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样本数量

犖

产量

Ｙｉｅｌｄ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

Ｐｅｒｓｏｎ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显著性（双侧）

Ｓｉｇ．（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样本数量

犖

移栽期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ｉｎｇｐｅｒｉｏｄ －０．４６５ ０．００７ ３２ －０．４６１ ０．００８ ３２

分蘖期Ｔｉｌｌｅｒｉｎｇｓｔａｇｅ －０．１７１ ０．３４８ ３２ －０．１６８ ０．３５８ ３２

拔节期Ｊｏｉｎｔｉｎｇｓｔａｇｅ ０．２２４ ０．２１８ ３２ ０．１０４ ０．５７２ ３２

孕穗期Ｂｏｏｔｉｎｇｓｔａｇｅ －０．３５５ ０．０４６ ３２ －０．０１５ ０．９３５ ３２

抽穗期 Ｈｅａｄｉｎｇｓｔａｇｅ －０．４６５ ０．００７ ３２ －０．３４２ ０．０５５ ３２

扬花期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ｐｅｒｉｏｄ ０．０８３ ０．６５ ３２ ０．１３１ ０．４７６ ３２

乳熟期 Ｍｉｌｋｙｓｔａｇｅ ０．１２７ ０．４９ ３２ ０．０１２ ０．９４７ ３２

　１）表示在０．０１水平（双侧）显著相关；表示在０．０５水平（双侧）显著相关。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ｈ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ｔ犘＝０．０１（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ｈ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ｔ犘＝０．０５（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３　讨论

本文根据苗期、分蘖盛期单株接虫鉴定以及成

株期田间自然种群鉴定对云南３１个籼稻主栽品种

进行了抗虫性初步筛选，筛选结果表明，苗期单株人

工接虫鉴定有２２．５８％的品种表现抗虫，７４．１９％表

现中抗—中感，３．２２％表现感虫；分蘖盛期单株人工

接虫鉴定有６４．５２％的品种表现抗虫、３５．４８％表现

中抗—中感，没有发现感虫品种；成株期田间自然种

群鉴定均表现为感虫；３种鉴定方法组合下没有表

现一致的水稻品种，说明这些水稻品种抗性机理复

杂。水稻品种对害虫的抗性机理是多形式和多方面

的，可能表现为拒异性、抗生性或耐害性或表现为几

种因子的共同作用［１２］，因此，对云南籼稻区水稻品

种进行全面、准确的抗虫性评价除了鉴定待测品种

对白背飞虱的反应（苗期和分蘖期鉴定），还需对白

背飞虱对待测品种的反应（蜜露量、若虫历期、单雌

产卵量及孵化率等）作进一步的研究。

白背飞虱为害对水稻产量的影响与水稻品种类

型、生育期等密切相关［１４］。相关性分析表明，云南

水稻有效穗数与移栽期、孕穗期和抽穗期的田间虫

量呈显著负相关，随着田间虫量的增加，有效穗数减

少，因此，这３个时期是防治白背飞虱的关键期。经

产量测定，供试的１１个籼型常规稻品种中有９个品

种产量低于对照‘ＴＮ１’，供试的２０个籼型杂交稻品

种中仅有２个品种产量略低于对照‘ＴＮ１’。汤金仪

等［１５］研究表明，杂交稻和常规稻受白背飞虱为害后

的经济产量损失有较明显的差异，相同虫量下，杂交

稻受害轻于常规稻。

云南省栽培稻品种丰富多样，包括水稻和陆稻、

籼稻和粳稻，同时也包括地方品种和选育品种［１６］，

李隽等２０１２年筛选了云南元阳的１３个地方品种，

明确有２个为感虫品种，１个为抗虫品种
［１１］，而针对

云南稻区选育品种进行的白背飞虱抗虫性研究未见

报道。云南省是中国最大的稻种资源遗传多样化中

心，而云南稻种资源主要分布于临沧、文山、红河等

滇西南和滇东南地区，占总数的８０％
［１７］，本文选取

这些稻区主推的１１个籼型常规稻，２０个籼型杂交

稻进行了抗虫性研究，结果表明这些水稻品种，尤其

籼型杂交稻具有较强的耐害性，这种具有较强耐害

性的水稻品种大面积推广种植对整个稻区的虫量增

加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也是近年来白背飞虱为害严

重的主要原因之一［１８］，也一定程度说明水稻品种是

近年云南白背飞虱发生严重的内在因素之一，今后

在品种选育和推广应用中应加强水稻品种的抗虫性

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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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届国际果树病毒及嫁接传播病害研究理事会（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ｕｎｃｉｌｆｏｒ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Ｖｉｒｕｓ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ＧｒａｆｔＴｒａｎｓ

ｍｉｓｓｉｂｌｅ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ｏｆＦｒｕｉｔＣｒｏｐｓ，ＩＣＶＦ）于２０１７年６月４－９日在希腊瑟萨洛尼基召开。来自世界各地的近１００位学者参加了

会议。中国大陆有两人参加了此次会议，分别是华中农业大学的王国平教授以及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的李世访研

究员。该次大会包括４０个口头报告以及３７个墙报，内容涉及植物病毒、类病毒和植原体等方面。其中６位学者作了特邀大

会报告，题目分别为：

１、希腊果树的栽培生产现状及展望

２、希腊果树病毒研究概况介绍

３、侵染果树的类病毒：从接种到高通量测序（ＮＧＳ）

４、ＮＧＳ技术在植物病毒研究中的应用以及对果树无病毒种苗调运产生的影响

５、果树植原体病害

６、通过抑制寄主植物ＤＩＣＥＲ的表达打破植物的防御系统

此次大会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ＮＧＳ技术在果树病毒及果树病毒病害研究中的广泛应用。近乎一半的报告不论是口头报

告还是墙报中都提到了ＮＧＳ技术，说明该技术在研究果树病毒上的应用空间还很大。会议期间参观了希腊瑟萨洛尼基附近

的果园，考察了李痘病毒和桃潜隐花叶类病毒的发生分布以及危害状况。会后对ＩＣＶＦ的学术委员会进行了改选，新增委员５

人。经过投票确定，第２５届ＩＣＶＦ会议将于２０２０年在荷兰召开。

（李世访，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北京　１００１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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