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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的溃疡病是猕猴桃生产中威胁最大的细菌性病害#种植

抗病品种是防治猕猴桃溃疡病最有效途径!猕猴桃抗源是抗病育种的物质基础#本试验通过离体接种!在室内评价

了
!

个不同种的
=

个猕猴桃资源及品种对溃疡病的抗性#结果表明&供试材料离体叶片"枝条接种溃疡病菌后!其

发病时间"病斑大小"发病率差异明显#按病斑大小排序!其抗性强弱依次为毛花猕猴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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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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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毛花猕猴桃(

R?>;>

)抗病性最强!表现为发病最晚!离体叶片"枝条分别于接种后
0;T

"

1;T

发

病!比对照推迟了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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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斑最小!为对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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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病率最低!为对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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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病性相关酶活性

比对发现!不同材料的
$9I

"

C9E

"

$78

酶活性差异较大!抗性材料均高于感病材料!且峰值出现时间早于感病材

料#其中!毛花猕猴桃(

R?>;>

)的
$9I

峰值最高!接种后
"T

出现!比对照早
0;T

$

C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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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峰值接种后
0;T

出

现!比对照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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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毛花猕猴桃(

R?>;>

)对溃疡病抗性最强!可作为今后猕猴桃抗病育种或抗性砧木的理想材

料#这为猕猴桃抗病育种提供了理论依据!为猕猴桃溃疡病的防控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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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崔丽红等!湘西地区猕猴桃细菌性溃疡病抗性资源筛选及其抗性机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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猕猴桃细菌性溃疡病是由丁香假单胞菌猕猴桃

致病变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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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

$.%

%

引起的毁灭性病害&自
0?>!

年在日本被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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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来#现已有很多国家陆续发现该病#如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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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国'

#

(

)新西兰'

!

(等&我国
0?>"

年首次在湖南东山峰

农场发现#

#

年间就致使该农场栽培的约
0##<#X'

1

猕猴桃果园被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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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后该病连年发生#全国很多猕

猴桃产区感染此病#损失严重&

1;0"

年湘西永顺)凤

凰猕猴桃主栽区 /红阳0果园发病率高达
?"<#1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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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年重庆
"

个猕猴桃主要生产区中#/红阳0果园

发病最重#有的果园发病率高达
0;;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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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四川
0!

个猕猴桃主产区中#溃疡病发病面积占种植

面积的
1@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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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抗病性是植物减轻或抑制病菌侵染的遗传

特性#现代农业中#利用植物抗病性是防治病害的重

要措施&

$.%

是猕猴桃生产中最重要的病害#其危害

程度与猕猴桃品种有关&李淼等'

?

(

)申哲等'

0;

(

)张慧

琴等'

00

(田间调查发现#不同猕猴桃品种溃疡病发病程

度有明显差异&林文力等'

@

(通过随机抽样调查发现#

湖南凤凰)永顺)吉首猕猴桃园的栽培品种中#/金魁0

发病较轻#/红阳0发病最重&一般植物抗病性有固有

和诱导两种类型#其中植物诱导抗性是因真菌)细菌)

病毒等诱导因子侵袭而引起的#可使植物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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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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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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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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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抗病性相关酶活性发生一系列变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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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庚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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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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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志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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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盼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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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表明#猕猴桃体内相关酶活性与植株抗病性密切相

关#感病品种感病后酶活性显著低于抗病品种&

湘西是湖南猕猴桃重要的生产基地#截至
1;0!

年#

种植面积约为
0

万
X'

1

#占全省种植面积的
?;P

'

0=

(

&

近年来#溃疡病致使当地很多猕猴桃园被毁#损失十分

严重&为此#笔者特开展湘西地区猕猴桃溃疡病

抗性资源筛选及其抗性机理研究#旨在筛选抗性

强的猕猴桃资源#为湘西地区猕猴桃抗病育种提

供理论依据#为猕猴桃溃疡病防控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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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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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试验材料均来自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试验

园#包括!美味猕猴桃
;2%+1+)+$28+1(1&+&3%&<)(,+5

2+"&$

#品种/米良
0

号0和育种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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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中华猕猴

桃
;<28+1(1&+&$+%4-X<

#品种/东红0)/红阳0$对照%和

育种材料/

dF01

0+对萼猕猴桃
;<-$,-$%$8:44

#育种

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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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毛花猕猴桃
;<(.+$1%8$H(4)X<

#育种材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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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接种枝条为长势一致的一年生枝条#直

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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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片为当年生的健康嫩叶&

接种菌株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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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植

物保护学院果树病害生物学和综合防治实验室提

供&将致病菌株
R11>

接种至
IH

固体培养基上#

1"f

下培养
#@X

&挑单菌落至
IH

液体培养基中#

于
1"f

)

1;;&

"

',4

摇床上培养
#@X

#而后
@";;&

"

',4

离心
@',4

#收集菌体#以备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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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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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种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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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体叶片接种
$.%

参考黄其玲等'

0>

(和
dX%2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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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略改

动%#采用真空渗透接种&接种菌液的配制!收集

R11>

菌体#用无菌
$HJ

缓冲液$

/

B=<;

%冲洗
R11>

菌体
1

"

#

次#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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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为
;<1

的菌液#再稀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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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
#;'I

菌液加入
";'I

离心管中待用&将

猕猴桃叶片用无菌水冲洗干净#避开叶脉#用打孔器

$

)c0"''

%打取叶盘#将叶盘分别放入盛有菌液的

离心管中#每管
!"

"

";

片叶盘#以
$HJ

缓冲液为对

照#用真空泵抽真空
0X

#取出叶片#吸干叶盘表面水

分#将其背面朝下平贴在
;<>P

水琼脂的培养皿上#

每皿
0"

片#置于
I

"

8c0@X

"

>X

的人工气候箱

中#昼夜温度
0@f

"

0;f

&并分别于接种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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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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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0;T

观察叶盘发病情况#计算病斑面积"叶盘面

积$用
=

表示%&每皿
#

次重复&

叶盘发病程度分级!

;

级#无病斑+

0

级#

=

为
0P

"

0;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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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级#

=

为
00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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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

+

#

级#

=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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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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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

=

为
"0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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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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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

=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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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情指数
c0;;g

#

$各级叶盘数
g

相对级值%"

$总叶盘数
g

最高级值%+

抗性评价!病情指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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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为高抗$

BD

%+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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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抗病$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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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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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耐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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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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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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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为高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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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体枝条接种
$.%

参考
dX%2

等'

0?

(的致伤接种法$略改动%&接种

菌液配制!收集
R11>

菌体#用无菌水制成菌悬浮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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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
78

@;;

至
;<1

&采集健康的当年生猕猴桃枝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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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0"-'

%#用
;<@P 5%C+7

表面消毒

0;',4

#灭菌水清洗
#

"

!

次#自然晾干#用石蜡将

两端封口&用已灭菌的刀片划伤树皮至木质部$宽

0''

%&以无菌水为对照#在伤口处接种
R11>

菌

液
0;

$

I

#每供试材料接种
0"

根#

#

次重复&而后

放入托盘#置于
I

"

8c0@X

"

>X

#光照和黑暗时

温度分别为
0@f

和
0;f

的人工气候箱中培养&于
"

)

0;

)

0"

)

1;

和
1"T

分别测量病斑长度#并用
8:4-%4

法

进行方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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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试材料接种
$.%

后相关酶活性测定

!<:<:<!

!

酶液制备

参照
*,3(4

等'

1;

(和孙红梅等'

10

(的方法$略有改

动%制备离体枝条接种
R11>

后
;

)

"

)

0;

)

0"

和
1;T

的

酶液&称取样品
;<"

6

置于研钵中#加入
;<;"'2+

"

I

$HJ

缓冲液$

/

B=<>

%

0'I

和少量
$L$

#冰浴#研

磨成浆#转至
S$

管#用
#'I$HJ

缓冲液冲洗研钵#

冲洗液转入
S$

管&在
!f

)

@";;&

"

',4

离心
#;',4

#

取上清液$即酶液%&

!<:<:<:

!

$9I

活性测定

参考易盼盼'

0@

(和董汉松'

11

(的方法$略有改动%&

以不加酶液为空白对照#将检测液
#<0'I

$即
1'I

/

B=<>$HJ

冲液
h0'I;<;1'2+

"

IIF

苯丙氨酸
h

0;;

$

I

酶液%放于水浴锅内#

#;f

下反应
#;',4

#在

1?;4'

处测
78

值#计算
$9I

酶活性#以
0',4

内

78

变化
;<;0

为
0

个酶活性单位&

$9I

总活性
c

$

78

空白
^

78

样品%
>

?

;<;0

>

$

>

@

>

%

$

0

%

式$

0

%中#酶活性单位为
Q

*

6

0̂

*

',4

0̂

$以下相同%#

78

空白为未加酶液时
1?;4'

处的
78

值#

78

样品为

加酶液时
1?;4'

处的
78

值#

?

为提取酶的总体积

$

'I

%#

$

为测定酶液的体积$

'I

%#

@

为样品质量$

6

%#

%

为测定时间&

!<:<:<A

!

C9E

活性测定

采用紫外光吸收法'

1#

(

&取
;<;"'2+

"

I$HJ

$

/

B=<;

%

缓冲液
0;;'I

#加入
#;P

过氧化氢
0@;

$

I

#摇匀#

避光
!f

保存&取
1<?'IC9E

反应液#在
#;f

水

浴锅中预热
0"',4

#加入
0;;

$

I

酶液#摇匀#快速盛

入比色皿#在波长
1!;4'

下测
78

初始值及
#',4

时的
78

值#计算
C9E

酶活性#以
0',4

内
78

变

化
;<0

为
0

个酶活性单位&

C9E

总活性
A

$

78

初始
B

78

末%
>

?

;<0

>

%

>

$

>

@

$

1

%

式$

1

%中#

78

初始为波长
1!;4'

下
;',4

的
78

值#

78

末

为波长
1!;4'

下
#',4

的
78

值#

%

为测定时间$即

#',4

%#

?

)

$

)

@

与式$

0

%相同&

!<:<:<L

!

$78

活性测定

采用愈创木酚法'

1!

(

&量取
;<;"'2+

"

I$HJ

$

/

B@<;

%

缓冲液
";'I

#加入
;<;"''2+

"

I

愈创木酚
1>

$

I

#

磁力搅拌器上$

#;f

%搅动#溶解#冷却后#加入
#;P

B

1

7

1

0?

$

I

#摇匀#低温保存以备用&取
#'I$78

反应液#加入
#;

$

I

酶液混匀#以加
#;

$

I$HJ

缓冲

液$

/

B=<>

%为对照#在
!=;4'

处测
;

)

1',4

的
78

值#计算其
$78

酶活性#以
0',4

内
78

变化
;<;0

为
0

个酶活性单位&

$78

总活性
A

$

78

末
B

78

初始%
>

?

;<;0

>

%

>

$

>

@

$

#

%

式$

#

%中#

78

初始为波长
!=;4'

下
;',4

的
78

值#

78

末 为波长
!=;4'

下
1',4

的
78

值#

%

为测定时

间$即
1',4

%#

?

)

$

)

@

与式$

0

%相同&

!@A

!

数据处理

试验数据采用
Sb-(+

和
J$JJ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

!

结果与分析

:@!

!

供试材料离体叶片#枝条接种溃疡病病菌后发

病情况比较

!!

从表
0

)图
0

可以看出#供试材料的离体叶片)

枝条接种
R11>

后开始发病的时间)发病率明显不

同&其中#毛花猕猴桃/

R?>;>

0的离体叶片接种

R11>

后
0;T

出现病状#发病率
!<!P

#病情指数为

1<1

#高抗#离体枝条接种
R11>

后
1;T

出现病症#出

现时间最晚#接种后
1"T

发病率仅为
><@P

+对萼猕

猴桃/

J?>;0

0)美味猕猴桃/

RF;@

0)/米良
0

号0离体

叶片接种
R11>

后
@T

开始发病#

0;T

后的发病率分别

为
1"<>P

)

#;<;P

)

#1<@P

#病情指数分别为
1><;

)

#;<!

)

#!<>

#均为耐病#离体枝条接种
R11>

后
0"T

出现

病症#接种后
1"T

的发病率分别为
1?<1P

)

#!<>P

)

#><=P

+中华猕猴桃/

dF01

0离体叶片接种
R11>

后

!T

开始发病#接种后
0;T

的发病率为
"1<1P

#病情

指数为
";<=

#感病#离体枝条接种后
0;T

出现病症#接

种后
1"T

发病率仅为
"?<>P

+/东红0)/红阳0离体叶片

接种
R11>

后
1T

开始发病#接种后
0;T

的发病率分别

为
"=<0P

)

>!<>P

#病情指数分别为
"#<#

)

=><=

#分别为

感病)高感#离体枝条#接种
R11>

后
0;T

出现病症#接

种后
1"T

的发病率分别为
@=<1P

)

>0<!P

&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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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猕猴桃材料离体叶片接种
=/*

菌株
P::M

后发病情况!

%

"*+,-!

!

(574I-57-23I-1*7J-I,-*B-/3.28Q4R43.0418*1-.4*,*31-.45270,*1425R41JP::M

资源及品种

D(.2:&-(%4T3%&,()

Y

发病率"
PA4-,T(4-(

1T !T @T >T 0;T

接种
0;T

的病情指数

8,.(%.(,4T(b0;T%

Y

.

%W)(&,42-:+%),24

抗病性评价

D(.,.)%4-(

(3%+:%),24

毛花猕猴桃 /

R?>;>

0

;<(.+$1%8$

/

R?>;>

0

$

;<;i;<;

%

-

$

;<;i;<;

%

-

$

;<;i;<;

%

W

$

;<;i;<;

%

(

$

!<!i#<>

%

T 1<1(

高抗$

BD

%

对萼猕猴桃/

J?>;0

0

;<-$,-$%$

/

J?>;0

0

$

;<;i;<;

%

-

$

;<;i;<;

%

-

$

!<!i#<>

%

(W

$

0"<@i0<!

%

T

$

1"<>i0<?

%

- 1><;T

耐病$

E

%

美味猕猴桃/

RF;@

0

;<28+1(1&+&3%&<)(,+2+"&$

/

RF;@

0

$

;<;i;<;

%

-

$

;<;i;<;

%

-

$

0#<1i0<0

%

T(

$

11<>i0<?

%

-T

$

#;<;i1<#

%

- #;<!T

耐病$

E

%

美味猕猴桃 /米良
0

号0

;<28+1(1&+&3%&<)(,+2+"&$

/

R,+,%4

6

0

0

$

;<;i;<;

%

-

$

;<;i;<;

%

-

$

0@<?i0<!

%

-T

$

1=<!i1<0

%

-

$

#1<@i1<;1

%

- #!<>-

耐病$

E

%

中华猕猴桃/

dF01

0

;<28+1(1&+&

/

dF01

0

$

;<;i;<;

%

-

$

><?i=<=

%

G-

$

1=<@i1<0

%

G-

$

#@<0i1<0

%

G-

$

"1<1i#<;

%

G ";<=G

感病$

J

%

中华猕猴桃 /东红0

;<28+1(1&+&

/

824

6

X24

6

0

$

><?i=<=

%

G

$

0#<@i1<=

%

G

$

#!<1i#<1

%

G

$

!!<1i1<?

%

G

$

"=<0i#<!

%

G "#<#G

感病$

J

%

中华猕猴桃 /红阳0$

CO

%

;<28+1(1&+&

/

B24

6Y

%4

6

0

$

#1<!i#<@

%

%

$

"!<0i"<!

%

%

$

="<>i@<0

%

%

$

>1<@i=<"

%

%

$

>!<>i><!

%

% =><=%

高感$

BJ

%

!

0

%表中数据为
#

个重复的平均值&同列中不同字母表示经
8:4-%4

0

.

多重比较差异显著#

0

%

;<;"

&

EX(T%)%,4)X()%G+(%&()X(%3(&%

6

(2W#&(

/

(%)(T'(%.:&('(4).<8,WW(&(4)+())(&.,4)X(.%'(-2+:'4.X2V(T.,

6

4,W,-%4)T,WW(&(4-(.G

Y

8:4-%4

0

.':+),

/

+(&%4

6

()(.)

#

0

%

;<;"<

图
!

!

猕猴桃离体枝条接种
=/*

菌株
P::M

后

不同时间的发病率

?4

6

@!

!

(574I-57-23I-1*7J-I/J221/3.28I433-.-51

Q4R43.0418*1-.4*,/*31-.45270,*1425R41JP::M

:@:

!

供试材料离体叶片#枝条接种溃疡病病菌后病

斑大小比较

!!

从图
1

"

图
"

可知#供试材料离体叶片)枝条室

内接种
R11>

后#各材料的病斑大小差异显著$经

8:4-%4

0

.

方差分析#

0

%

;<;"

%&其中#离体叶片接

种后
0;T

#毛花猕猴桃/

R?>;>

0发病最轻#其病斑面

积"叶盘面积$

=

%最低#仅为
1<>P

##约为对照的
0

"

1"

+对萼猕猴桃/

J?>;0

0次之#

=

为
1=<>P

#约为对照

/红阳0的
1

"

"

+/红阳0感病最重#

=

为
=0<!P

&离

体枝条接种
$.%

后
1"T

#毛花猕猴桃/

R?>;>

0的病

斑最短#为
#<!''

#约为对照的
0

"

00

+对萼猕猴桃

/

J?>;0

0次之#为
00<#''

#约为对照的
0

"

!

+对照病

斑最长#为
!!<#''

&各材料以病斑大小排序#抗性

大小依次为!毛花猕猴桃/

R?>;>

0

$

对萼猕猴桃

/

J?>;0

0

$

美味猕猴桃/

RF;@

0

$

美味猕猴桃/米良
0

号0

$

中华猕猴桃/

dF01

0

$

中华猕猴桃/东红0

$

中

华猕猴桃/红阳0$

CO

%&

图
:

!

猕猴桃离体叶片接种
=/*

菌株
P::M

后发病情况

?4

6

@:

!

(574I-57-23I-1*7J-I,-*B-/3.28I433-.-51Q4R43.041

8*1-.4*,/*31-.45270,*1425R41JP::M

:@A

!

供试材料离体枝条接种
=/*

后相关酶活性比较

从图
@

"

图
>

可看出#供试材料离体枝条接种

R11>

后#各材料的
$9I

)

C9E

)

$78

酶活性差异较

大#抗病品种的相关酶活性均比感病品种高#且酶活

性峰值出现时间也较早&其中#毛花猕猴桃/

R?>;>

0

的
$9I

峰值最高#接种后
"T

出现#出现时间最早#

比对萼猕猴桃/

J?>;0

0)美味猕猴桃/

RF;@

0)/米良
0

号0提早
"T

出现#比中华猕猴桃/

dF01

0)/东红0)

*

0@0

*



1;0?

/红阳0提早
0;T

出现+其
C9E

)

$78

活性峰值也最

高#接种后
0;T

出现#与对萼猕猴桃/

J?>;0

0)美味猕

猴桃/

RF;@

0)/米良
0

号0峰值出现时间相同#但比中

华猕猴桃/

dF01

0)/东红0)/红阳0提早
"T

出现&

图
A

!

猕猴桃材料离体叶片接种
=/*

菌株
P::M

后
!CI

的病斑图

?4

6

@A

!

=-.32.8*57-23I-1*7J-I,-*B-/3.28Q4R43.0418*1-.4*,/!CI*

K

/*31-.45270,*1425R41JP::M

图
L

!

猕猴桃离体枝条接种
=/*

菌株
P::M

后

病斑长度&

3

%

C@CO

%

?4

6

@L

!

'-/425,-5

6

1J23I-1*7J-I/J221/3.28Q4R43.041

8*1-.4*,/*31-.45270,*1425R41JP::M

&

3

%

C@CO

%

图
O

!

部分猕猴桃材料离体枝条接种
=/*

菌株
P::M

后
:OI

症状

?4

6

@O

!

=-.32.8*57-23I-1*7J-I/J221/23/28-Q4R43.041

8*1-.4*,/:OI*

K

/*31-.45270,*1425R41JP::M

图
S

!

不同猕猴桃材料离体枝条接种
=/*

菌株
P::M

后

=)'

酶活性变化

?4

6

@S

!

=)'*714B41

K

*31-.45270,*1425R41JP::M25

I-1*7J-I/J221/23I433-.-51Q4R43.0418*1-.4*,/

图
D

!

不同猕猴桃材料离体枝条接种
=/*

菌株
P::M

后

>)"

酶活性变化

?4

6

@D

!

>)"*714B41

K

*31-.45270,*1425R41JP::M25

I-1*7J-I/J221/23I433-.-51Q4R43.0418*1-.4*,/

A

!

讨论

猕猴桃溃疡病致病性强)根除难)范围广)危害

大&目前#对此病的防治主要采用化学药剂与栽培

*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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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相结合的方式&如
J(&,]%V%

等'

1"

(

)阳廷密等'

1@

(

)

秦虎强等'

1=

(的田间试验结果表明#

1;;

$

6

"

'I

链*土

霉素
0

6

"

I

)

>;P

乙蒜素
SC0;

倍液)

=1P

农用硫酸

链霉素
J$e1<;'

6

"

'I

等药剂预防效果较好&

#;

余年来#国内外学者在栽培上对猕猴桃溃疡病防治

取得了一定成果#但防治效果均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生产中易受当年气候)地理位置)果园土质及果农管

理水平的影响&近年来#由于长期频繁过量使用化

学药剂#已引起病菌抗药性增强)农药残留物增多)

果实品质下降等一系列问题&因此#栽培抗病品种

是防治
$.%

最经济)有效)实用的方法#选育抗病品

种)利用抗性资源作为砧木防治
$.%

#是今后研究工

作的重点&

图
M

!

不同猕猴桃材料离体枝条接种
=/*

菌株
P::M

后

=FE

酶活性变化

?4

6

@M

!

=FE*714B41

K

*31-.45270,*1425R41JP::M25I-1*7J-I

/J221/23I433-.-51Q4R43.0418*1-.4*,/

前人研究表明#猕猴桃体内相关酶活性与植株对

$.%

的抗性密切相关&李庚飞'

0#

(

)李淼'

0!

(

)石志军等'

0"

(

通过测定猕猴桃枝条感病前后相关酶的活性#发现

枝条感病后抗病品种的相关酶活性均高于感病品

种#与本试验的结果一致&易盼盼'

0@

(通过测定
"

个

品种盆栽苗接种
$.%

后的相关酶活性#发现各品种

酶活性均显著增加#其中#抗病材料毛花猕猴桃

/

R?>;>

0接种
$.%

后
0;T

其
$78

)

$9I

)

C9E

达到

峰值#而中华猕猴桃/红阳0接种
$.%

后
0"T

其

$78

)

$9I

达到峰值#但
C9E

活性变化不大#这与

本试验结果不同#这可能与供试材料枝干部位)粗度

及酶液提取过程中的处理方法有关#具体原因有待

进一步分析&

抗病资源是选育猕猴桃抗病品种的物质基础#

猕猴桃种间对
$.%

敏感程度不同&石志军等'

0"

(通

过室内离体接种评价了
#

个猕猴桃种的
1!

个不同

品种及资源#发现
#

个毛花猕猴桃材料对
$.%

抗性

强#而多数中华猕猴桃材料抗性较差+张慧琴等'

1>

(

通过室内离体接种评价了
#

个种的
0>

个不同品种

及资源#发现中华猕猴桃抗性最差#而美味猕猴桃的

供试材料抗性差异较大+刘娟'

1?

(通过室内离体接

种#发现
>

个种
1"

个雌性
0@

个雄性猕猴桃资源及

品种中#软枣猕猴桃/魁绿0$雄%高抗#毛花猕猴桃

/毛花0$雄%中感#中华猕猴桃/红阳0$雌%中感#/红

阳0$雄%感病#这与石志军等'

0"

(的研究结论不一致#

也与本试验的结果不同#这可能与接种菌株)接种方

法和供试材料的枝干情况有关&几十年来#国内外

关于猕猴桃品种对
$.%

的抗性研究较多#但多属中

华猕猴桃)美味猕猴桃或毛花猕猴桃的品种或资源#

其他猕猴桃种较少&湘西地区猕猴桃种植历史悠

久#有美味)紫果)对萼)京梨等
0=

个猕猴桃种'

#;

(的

野生资源#为猕猴桃抗性资源筛选和抗病育种工作

的开展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来源&本试验选择了
!

个

种
=

个猕猴桃材料#从种来看#毛花猕猴桃对
$.%

抗

性最强#对萼猕猴桃次之#中华猕猴桃抗性最差+从

资源及品种看#毛花猕猴桃/

R?>;>

0对
$.%

的抗性

最强#对萼猕猴桃/

J?>;0

0次之#中华猕猴桃/红阳0

最差&说明毛花猕猴桃/

R?>;>

0可作为今后抗病育

种或抗性砧木的理想材料&但本试验选用的材料有

限#下一步需扩大猕猴桃鉴定范围#进一步筛选高抗

猕猴桃
$.%

的种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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