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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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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甘肃省大麦条纹病病原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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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遗传多样性及致病力差异!运用
D9$8

分子标记

技术对大麦条纹病菌不同菌株进行遗传多样性分析!并采用三明治法进行菌株致病力差异研究#结果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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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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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从
!"

个菌株中扩增出
01@

条带!平均每个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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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带!遗传相似系数范围为
;<!@>#

"

;<?>!0

!平均

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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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遗传相似系数为
;<=1#@

时!可将供试菌株划分为
!

个类群!分别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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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0

个菌株$致病

力测定结果显示菌株
jKC

较菌株
jj

致病力强!两菌株除在品种(甘啤
1

号)和(

*$F#

)上无致病力外!在其他供

试品种上致病力均存在差异#表明大麦条纹病菌不同菌株间存在遗传差异!且菌株
jKC

和菌株
jj

存在致病

力差异#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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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9

$

!

遗传多样性$

!

致病力差异

中图分类号!

!

J!#"<01#

!!

文献标识码!

!

9

!!

EF(

!

!

0;<0@@>>

"

\

<]VGX<1;0>1>=

>%&%)*",*;%$+*)

6

(&(-

6

+*+(&,;*$#-%&"%,*..%$%&)*()*/&/.!

*

+#(&

5

7&+)

-

+)',(#)

#

)'%

2

()'/

9

%&/.4($-%

6

-%(.+)$*

2

%*&>(&+#

2

$/;*&"%

!"U(2*5/)

0

#

!

N"J3

<

%)

1

0

#

1

#

!

.+,-N5/6%()

#

#

!

MJ,-.(P%2)

1

0

#

1

#

!

M+F%(26&

0

#

1

#

!

'+,-H/(

<

/)

0

#

1

$

0AK"&2;E*%5$&.$"'S-

>

L"M%*"#%*

>

%

:

(*$3'"&3"&36*%

<

4.$-&.-

#

K"&2;S-

>

L"M%*"#%*

>

%

:

6*%

<

P?

<

%*#"&#G

K-*?

<

'"2?0&/"&.-?-&#

#

L"&O/%;

!

=#;;=;

#

6/$&"

+

1A6%''-

)

-%

:

(

)

*%&%?

>

#

K"&2;(

)

*$.;'#;*"'

I&$5-*2$#

>

#

L"&O/%;

!

=#;;=;

#

6/$&"

+

#A(*./$5-2%

:

K"&2;(

)

*$.;'#;*"'I&$5-*2$#

>

#

L"&O/%;

!

=#;;=;

#

6/$&"

%

34+)$(")

!

A5&

1

&)&4%*9%?&3:%4

0

27E

>

*-&%

<

/%*"

)

*"?$&-"*266&*4&9732;9%77&3&)43&

1

%2):%)-():/

#

>(:9&4&*4&9

>%45V+LI;(3K&3:

#

()945&?%3/6&)*&9%77&3&)*&8&4>&&)%:26(4&SS()9%:26(4&S'D>(:4&:4&98

0

45&:()9>%*5

;&4529@A5&3&:/64::52>&945(4(424(62701@73(

1

;&)4:>&3&284(%)&9732;!"%:26(4&:@+;2)

1

45&;

#

(662745&

73(

1

;&)4:>&3&

=

26

0

;23

=

5%*

#

>%45()(?&3(

1

&27=@!073(

1

;&)4:

=

&3V+LI;(3K&3@A5&

1

&)&4%*:%;%6(3%4

0

3()

1

&9

732;;@!@>#42;@?>!0

#

>%4545&(?&3(

1

&27;@>#;>@":26(4&:%)45&:4/9

0

>&3&*6(::%7%&9%)42!

1

32/

=

:(4(

1

&C

)&4%*:%;%6(3%4

0

6&?&627;@=1#@@W%3/6&)*&4&:4:52>&945(4%:26(4&S'D5(95%

1

5&3?%3/6&)*&45()%:26(4&SS

#

()9%:26(4&S'D()9%:26(4&SS5(9?%3/6&)*&9%77&3&)*&2)(668(36&

0

?(3%&4%&:&P*&

=

4

/

-()

=

%1

0

()9

/

-LC#

0#

>5%*5>&3&%;;/)&42%:26(4&S'D()9%:26(4&SS@A5&3&:/64:%)9%*(4&945(445&3&>(:

1

&)&4%*9%77&3&)*&(;2)

1

!"%:26(4&:()9(*6&(3?%3/6&)*&9%77&3&)4%(4%2)8&4>&&)%:26(4&S'D()9%:26(4&SS@

5%

6

7/$,+

!

E

>

*-&%

<

/%*"

)

*"?$&-"

+

!

V+LI

+

!

1

&)&4%*9%?&3:%4

0

+

!

?%3/6&)*&9%77&3&)4%(4%2)

!!

大麦作为全球第四大禾谷类作物#与其他麦类

作物相比#其抗旱)耐瘠和耐盐性更强#在全世界广

泛种植#而我国大麦贸易长期处于净进口状态'

0

(

&

经过育种工作者多年的努力#目前已经育成部分品

种#缓解了我国啤酒大麦市场的供求矛盾&随着我

国人均啤酒消费量的上升)人口的增加以及大麦粮

草双高育种目标的提出#对啤用大麦需求进一步加

大#但我国大麦生产和发展过程受到大麦条纹病

$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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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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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该病害是由麦类核腔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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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起的种传病害#在大多数大麦种植地区发生严重#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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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李葆春等!甘肃省大麦条纹病菌遗传多样性及致病力差异

致大麦严重减产'

1#

(

&大麦条纹病主要发生在北美)

北非)俄罗斯)欧洲)印度和中国等&国内该病害主

要分布在沿长江流域的浙江)江苏)四川)甘肃河西

走廊地区以及青藏高原裸大麦区等&近年来大麦条

纹病在我国江苏)浙江)四川和湖北等地的重病区平

均发病率高达
#"<#P

'

!

(

#河西走廊玉门市发病率达

@;P

#造成
#;P

"

!;P

的产量损失'

"

(

#甘肃省古浪

县重病田块发病率达到
1=P

'

@

(

&

大麦条纹病菌遗传多样性分析国内外已有报

道#

U%VX%&

等'

=

(运用
01

个随机引物对来自叙利亚

不同地区的大麦条纹病菌进行
D9$8

分析#结果表

明不同菌株间有明显遗传差异+王春明等'

>

(运用
0;

个随机引物对甘肃省的
00

个大麦条纹病菌标样进

行
D9$8

分析#

00

个供试菌株间遗传距离为
;<;1

"

;<#0

&

H%

Y

&%N)%&

等'

?

(对采自不同地区大麦条纹病菌

进行
AEJFD[I$

和
AJJD

分析#

AEJFD[I$

结果显示供

试菌株间无差异#而
AJJD

分析显示供试菌株可划分

为
!

个簇&司二静等'

0;

(利用
AJJD

标记对甘肃省不

同地区的大麦条纹病菌进行遗传多样性分析#结果

表明
?;<1!P

的片段具有多态性#遗传相似系数为

;<!!

"

0

#当遗传相似系数为
;<@>

时#可将供试菌株

划分为
!

个类群&

抗病育种是病害防治经济有效的途径#抗性评价

是抗病育种的前提条件#而不同菌株间致病力差异给

抗性评价带来了很大困扰#只有在明确菌株间致病力

差异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获得准确的抗性评价#国内外

关于大麦抗条纹病菌致病力差异已有报道#

E(N%:]

'

00

(

评价了
#

个菌株对
"=

份大麦品种进行抗性评价#结

果表明
#

个菌株在致病力上存在显著差异#

KDJ01#=

致病力最强而
KDJ01#>

致病力最弱&

*%)),

等'

01

(依

据菌丝生长速率)致病力和蛋白类型进行群体变异分

析#将供试菌株划分成无致病力)中等致病力和强致

病力#且不同致病力的类群拥有不同的蛋白类型&

H%

Y

&%N)%&

等'

?

(在
!>

个大麦品种上对
0#

个菌株进行

致病力变异分析#结果显示菌株存在很高的致病力

变异&吴宽然'

0#

(通过对
0#

个菌株的侵染调查分

析#发现各个菌株间的致病力差异较大&司二静

等'

0;

(采用三明治法对
!#

个大麦条纹病菌进行致病

力差异研究#其中强致病力)中等致病力和弱致病力

菌株分别为
1

个)

10

个和
1;

个#表明不同菌株间存

在明显致病力差异&目前关于甘肃省大麦条纹病菌

在不同品种上的致病力差异研究还未见报道&

本研究对来源于甘肃省不同地区)不同年份的

大麦条纹病菌运用
D9$8

标记进行遗传多样性分

析#并通过三明治法接种不同大麦品种进行菌株间

致病力差异研究#以期为深入开展该病害的流行规

律和抗病育种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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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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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供试菌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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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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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株

由甘肃省干旱生境作物学重点实验室麦类种质创新

课题组提供#菌株详细信息见表
0

&

表
!

!

供试菌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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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1.*45/451J-/10I

K

菌株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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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株名称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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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主

B2.)

采集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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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6

+2-%+,)

Y

采集时间"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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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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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UE

大麦 甘肃景泰
1;;? ;@

1 CKE

大麦 甘肃景泰
1;;? ;@

# JJK

大麦 甘肃景泰
1;;? ;@

! MC

大麦 甘肃永昌
1;;? ;@

" jKC

大麦 甘肃永登
1;;? ;@

@ JK

大麦 甘肃金川
1;;? ;@

= *I

大麦 甘肃古浪
1;;? ;@

> J8

大麦 甘肃山丹
1;;? ;@

? J*J

大麦 甘肃景泰
1;01 ;@

0; CUd

大麦 甘肃永昌
1;01 ;@

00 eJH

大麦 甘肃永昌
1;01 ;@

01 jd

大麦 甘肃凉州
1;01 ;@

0# eEH

大麦 甘肃民乐
1;01 ;@

0! Bdd

大麦 甘肃甘州
1;01 ;@

0" jj

大麦 甘肃山丹
1;01 ;@

0@ jj !

大麦 甘肃山丹
1;01 ;@

0= 8j

大麦 甘肃玉门
1;01 ;@

0> 8j 1

大麦 甘肃玉门
1;01 ;@

0? CB

大麦 甘肃山丹
1;01 ;@

1; Bd

大麦 甘肃古浪
1;01 ;@

10 JJH

大麦 甘肃永昌
1;01 ;@

11 BMB

大麦 甘肃凉州
1;01 ;@

1# EH

大麦 甘肃永昌
1;01 ;@

1! JJ

大麦 甘肃古浪
1;01 ;@

1" BdE

大麦 甘肃古浪
1;01 ;@

1@ BJB

大麦 甘肃凉州
1;0# ;@

1= BJ

大麦 甘肃凉州
1;0# ;@

1> 5BF0

大麦 甘肃山丹
1;0! ;@

1? 5BF1

大麦 甘肃山丹
1;0! ;@

#; dBdB

大麦 甘肃甘州
1;0! ;@

#0 8d

大麦 甘肃永昌
1;0! ;@

#1 IHF0

大麦 甘肃永昌
1;0! ;@

## IHF1

大麦 甘肃永昌
1;0! ;@

#! BUeF0

大麦 甘肃永昌
1;0! ;@

#" BUeF1

大麦 甘肃永昌
1;0! ;@

#@ M$B

大麦 甘肃永昌
1;0! ;@

#= dMR

大麦 甘肃凉州
1;0! ;@

#> J*JE

大麦 甘肃民乐
1;0! ;@

#? K*

大麦 甘肃民乐
1;0! ;@

!; JHC

大麦 甘肃民乐
1;0! ;@

!0 J*eE

大麦 甘肃民乐
1;0! ;@

!1 RIJ

大麦 甘肃民乐
1;0! ;@

!# *OR

青稞 甘肃碌曲
1;0! ;@

!! JJB

大麦 甘肃古浪
1;0! ;@

!" JOI

大麦 内蒙古额尔古纳
1;0! ;@

*

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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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及仪器!

1g R%.)(&R,b

#中科瑞泰$北京%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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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根生化科技$北京%

有限公司+其他试剂均为国产分析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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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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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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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胶成像分

析系统#北京君华鑫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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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电泳仪#美国
H,2FD%T

公司&

供试大麦!由甘肃农业大学甘肃省作物遗传改

良与种质创新重点实验室"甘肃省干旱生境作物学

重点实验室麦类种质创新课题组提供#主要来源于

国外引进栽培品种和国内其他省份栽培品种#国内

品种
1?

份#国外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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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分别来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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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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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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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大麦条纹病菌菌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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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不同菌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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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取参考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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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物由北京六合华大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合成#菌株间表现多态性的引物信息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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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9*C*E*ECE* " J1;>? CCC*CEEECC #

J>@ *E*CCE99CC ! J1;?! CEEE*C*C9C >

J011 *9**9ECCCE @ J1;?? 9**CC99C9* 0@

J0;>; E*9E**C*EC # 7$O;> *99C9CE*** >

J1;>1 9C*CCE*E9* 0! 7$O01 E**CCCEC9C ?

J1;># E**9CEC**E 0! 7$9;# 9*EC9*CC9C #

J1;>! CCC99*C*99 > H0; CE*CCE***9C @

J1;>@ C9*C***EC9 00

!<:<:

!

大麦条纹病菌菌株
jKC

和
jj

的致病力测定

致病力测定方法采用三明治法'

0;

#

0"

(

#将菌株

jKC

和
jj

分别在
$89

培养基上培养
=T

#在菌落

边缘打取菌饼#置于新
$89

培养基上#在
11f

下恒

温培养
=T

#用来接种大麦种子&

种子用
=;P

乙醇处理
#;.

#再用
"P

次氯酸钠

处理
"',4

#经无菌水冲洗多次后将种子彻底晾干#

然后将种子置于生长
=T

的两层菌丝的
$89

培养

基中间#每个重复接种
#;

粒大麦种子#每个品种

#

次重复#

@f

黑暗放置
1;T

后转移至直径
01-'

花

盆#

I

"

8c01X

"

01X

#培养
!"T

后待病斑完全显

现时进行观察记载每次重复的全部幼苗数#及出现

症状的幼苗数&

!@A

!

数据分析

将电泳结果
859

图谱中清晰且可重复的条带记

为1

0

2#无条带记为1

;

2#利用软件
5EJMJ

/

-1<0;(

计

算各菌株间遗传相似性系数$

6

(4(),-.,',+%&,)

Y

#

*J

%#采用
Q$*R9

$

:4V(,

6

X)(T

/

%,&

6

&2:

/

'()X2T

V,)X%&,)X'(),-'(%4

%法进行聚类分析&

致病力划分参照
H%

Y

&%N)%&

等'

?

(

!发病率
$

=;P

为强致病力#

1;P

%

发病率
(

=;P

为中等致病

力#

;

%

发病率
(

1;P

为弱致病力#发病率
c;

为无

致病力&

:

!

结果与分析

:@!

!

!"

个大麦条纹病菌菌株
;)=E

分析

0=

个
D9$8

引物在
!"

个大麦条纹病菌中共扩

增出
01@

条谱带#平均每个引物扩增出
=<!0

条带&

不同菌株间的遗传相似系数范围为
;<!@>#

"

;<?>!0

#

菌株
BUeF0

与
IHF1

的遗传相似系数最大#表明二

者遗传距离和遗传差异均最小#菌株
IHF1

与
5BF0

的遗传相似系数也较大#为
;<?=@1

&菌株
dMR

与

jd

的遗传相似系数最小#表明二者遗传距离和遗传

差异均最大#菌株
M$B

与
jd

的遗传相似系数也较

小#仅为
;<!>!0

&供试菌株遗传相似系数平均值为

;<>#;>

#表明供试菌株间群体遗传差异较小#可能

是引物数量较少所致#也可能与菌株主要来源于河

西地区有关&

:@:

!

聚类分析

以
Q$*R9

法对供试的
!"

个菌株构建聚类

*

1?0

*



!"

卷第
#

期 李葆春等!甘肃省大麦条纹病菌遗传多样性及致病力差异

图#在遗传相似系数为
;<"!;;

时#可划分为
1

类

群#菌株
jd

单独为一类群#剩余菌株构成第二类

群+

;<=1#@

时可将供试菌株划分
%

)

(

)

)

和
*

为
!

个类群#分别包含
!0

)

1

)

0

和
0

个菌株#其中菌株

8jF1

和菌株
jd

各为一类#菌株
Bdd

和
dBdB

构

成一类#而剩余
!0

个菌株划分为一类$图
0

%&本研

究中菌株来源于不同地区#通过聚类分析发现采集

于同一地区的菌株未被聚在一起#如
8j

和
8jF1

均来源于甘肃玉门东渠同一田块的不同感病植株#

但被划分在不同类群中#表明菌株
8j

和
8jF1

间

存在一定遗传差异#此外来源于内蒙古的菌株
JOI

与来源于甘肃永昌的
eJH

聚在一起#遗传相似系数

较大#因此基于
D9$8

分析结果表明大麦条纹病菌

菌株类群与菌株的地理来源间没有明显的相关性&

图
!

!

LO

个菌株
;)=E

标记聚类分析图

?4

6

@!

!

>,0/1-.*5*,

K

/4/23LO3

"

,*'0

+

$0,(

2

,(&%'*(4/2,*1-/R41J;)=E8*.Q-.

:@A

!

菌株
\

$>

和
\\

的致病力差异

将菌株
jKC

和
jj

分别接种于
@1

份不同来

源的大麦品种上研究其致病力差异&结果表明#接

种菌株
jKC

的大麦材料的发病率为
;

"

?;<01P

#

接种菌株
jj

的发病率为
;

"

@@<@=P

+在
@1

个大麦

品种上接种
jKC

和
jj

平均发病率分别为
#><1>P

和
0;<;!P

#分别表现为中等致病力和弱致病力#菌

株
jKC

致病力与菌株
jj

相比较强&菌株
jKC

在
@1

个品种上的致病力表现依次为
?

个品种上表

现强致病力)

#@

个品种上表现为中等致病力和
00

个品种上表现为弱致病力#

@

个品种上表现为无致病

力+菌株
jj

对供试
@1

个品种均未表现出强致病力#

在
01

个品种上表现为中等致病力#

#;

个品种上表现

为弱致病力#

1;

个品种上表现为无致病力$表
#

%&

jKC

和
jj

除在品种/甘啤
1

号0和/

*$F#

0上表现

为无致病力外#在多数品种上致病力差异较大&在

整体水平上虽然菌株
jKC

比菌株
jj

致病力强#

但是在个别品种上菌株
jj

比菌株
jKC

致病力

强#如在/

H9DA0?#

0和/内
;>$UF#@

0上菌株
jKC

表

现为无致病力而菌株
jj

表现为中等致病力&基于

不同品种对供试菌株的反应差异表明菌株
jKC

和

菌株
jj

存在明显的致病力差异&

表
A

!

不同大麦品种人工接种
\

$>

和
\\

后抗性评价

"*+,-A

!

;-/4/1*57-23+*.,-

K

*77-//425/124/2,*1-

\

$>*5I

\\

+

K

*.143474*,45270,*1425

品种

L%&,()

Y

来源

J2:&-(

菌株
jKC

0

7

.(1"

'

8".$

:

.$#+1($jKC

发病率"
P

8,.(%.(

,4-,T(4-(

致病力等级

L,&:+(4-(

6

&%T(

菌株
jj

0

7

.(1"

'

8".$

:

.$#+1($jj

发病率"
P

8,.(%.(

,4-,T(4-(

致病力等级

L,&:+(4-(

6

&%T(

品种

L%&,()

Y

来源

J2:&-(

H%:T,4

澳大利亚
#"<!1

中
0@<@=

弱

I,4%

丹麦
>><>?

强
"<1@

弱

安特
0#

丹麦
#?<@"

中
@<@=

弱

德
0#

德国
!><"@

中
0"<;;

弱

??

德
=

德国
"@<"1

中
=<0!

弱

9+(b,.

德国
>><1!

强
1<11

弱

C&,.),4%

德国
""<"@

中
1@<>#

中

32TN%

法国
>"<1>

强
!<!!

弱

[5O[F1

法国
#1<?>

中
0;<;;

弱

E9H7D9

法国
#@<""

中
?<=;

弱

$2T,(

法国
";<;;

中
!<=@

弱

[(&

6

:.

加拿大
=0<!#

强
;<;;

无

d0!;L;0"K

美国
##<##

中
@<;>

弱

d;#@j;1?D

美国
=><;@

强
;<;;

无

*SDEDQ8

美国
!@<@=

中
@<@=

弱

d1;#Q;;!L

美国
?<>?

弱
;<;;

无

R24(b

美国
?!<!!

强
0;<;;

弱

d0!0L;""K

美国
01<";

弱
@<1"

弱

H9DA0?#

美国
;<;;

无
1"<1;

中

*;@0"00?E

美国
?#<="

强
;<;;

无

d;=0?;!>?

美国
"?<0!

中
;<;;

无

d01;L;0@K

美国
><;?

弱
00<00

弱

d0113;1=V

美国
#0<;?

中
1"<;;

中

甘木二条 日本
!;<@!

中
;<;;

无

牛古特 日本
1?<0=

中
#><;?

中

阿知玛黄金 日本
@><="

中
0@<@=

弱

麒麟直
0

号 日本
";<;;

中
#;<@?

中

韭琦
01

号 日本
0;<1;

弱
0"<0"

弱

法尔非特 匈牙利
##<##

中
;<;;

无

D%b%4%

匈牙利
01<";

弱
@<"1

弱

U:G,+%4)

匈牙利
1"<0=

中
;<;;

无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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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

!

"*+,-A

&

>251450-I

%

品种

L%&,()

Y

来源

J2:&-(

菌株
jKC

0

7

.(1"

'

8".$

:

.$#+1($jKC

发病率"
P

8,.(%.(

,4-,T(4-(

致病力等级

L,&:+(4-(

6

&%T(

菌株
jj

0

7

.(1"

'

8".$

:

.$#+1($jj

发病率"
P

8,.(%.(

,4-,T(4-(

致病力等级

L,&:+(4-(

6

&%T(

品种

L%&,()

Y

来源

J2:&-(

U%b%4%

匈牙利
#@<#>

中
=<##

弱

JF0

叙利亚
1?<!"

中
#0<0?

中

蒲麦
!

号 中国福建
1@<"1

中
1<=>

弱

甘啤
1

号 中国甘肃
;<;;

无
;<;;

无

HMF0

中国甘肃
##<##

中
1<11

弱

甘啤
0

号 中国甘肃
01<;!

弱
1@<0?

中

;;0; 0#

中国甘肃
0><="

弱
@<=#

弱

??0; !?

中国甘肃
"<"@

弱
;<;;

无

>>0; # 0 #

中国甘肃
#=<";

中
;<;;

无

dMR;>=@

中国甘肃
11<=#

中
;<;;

无

?>10 0#=

中国甘肃
><##

弱
;<;;

无

舟曲扁二棱 中国甘肃
=><"=

强
;<;;

无

;;1; !

中国甘肃
;<;;

无
1<#>

弱

*$F#

中国甘肃
;<;;

无
;<;;

无

杨农
00=!

中国江苏
1"<@"

中
;<;;

无

奥比黑 中国江苏
;<;;

无
0;<#=

弱

内
;>$UF#@

中国内蒙古
;<;;

无
##<;1

中

潼麦
0

号 中国陕西
@!<#0

中
!<0>

弱

舟麦
0

号 中国浙江
##<##

中
;<;;

无

舟麦
1

号 中国浙江
""<;;

中
01<1"

弱

dMR;>?;

中国西藏
!#<=!

中
1;<11

中

西 野大麦 中国西藏
#><0#

中
;<;;

无

dMR;1;=

中国西藏
0@<@=

弱
1!<!!

中

dMR;##?

中国西藏
@><!1

中
0;<;;

弱

dMRF##?!

中国西藏
!1<;=

中
><>?

弱

dMR;!##

中国西藏
##<##

中
0><@#

弱

dMR;#=?

中国西藏
!"<;;

中
1"<1"

中

dMR@?"#

中国西藏
1@<"=

中
@@<@=

中

矮旱三号 中国浙江
";<!1

中
;<;;

无

秀
=? 1

中国浙江
"<>>

弱
;<;;

无

浙农大
1

中国浙江
?;<01

强
#<>?

弱

A

!

讨论

寄主与病原菌的自身特点及相互关系对抗病育

种和病害防治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两者是相互

斗争相互依存关系#而病原菌遗传多样性和致病力差

异对病害防治尤为重要#本研究通过
D9$8

方法对不

同来源的大麦条纹病菌进行遗传多样性分析#并通过

人工接种方法对不同菌株进行致病力差异研究&

本研究结果显示
D9$8

分析可以揭示供试菌

株间遗传差异#与
U%VX%&

等'

=

(和王春明等'

>

(的结果

较一致#并且本研究选取的引物数量多于前者#本研

究筛选到
0=

条在供试菌株间表现多态性引物#而

U%VX%&

等'

=

(和王春明等'

>

(分别只筛选到
?

条和
1

条

多态性
D9$8

引物&本试验
D9$8

分析结果显示

扩增谱带在菌株间均表现多态性#与王春明等'

>

(报

道的
!@<0"P

相比较高#产生此差异可能与本研究

中所用菌株数量较多#且地理来源更加丰富有关&

菌株
*OR

采集于甘肃省甘南青稞感病植株#而聚

类结果显示菌株
*OR

与来源于甘肃古浪的菌株

JJB

遗传差异较小#聚在一起#这与王春明等'

>

(报

道的菌株类群与不同寄主有一定的相关性的研究结

论不一致#可能与供试菌株数量有关&本研究结果表

明
D9$8

聚类与河西地区菌株地理来源无相关性#与

H%

Y

&%N)%&

等'

?

(的研究结果相一致#造成该现象的原因

与大麦条纹病为种传病害有关#同一地区不同地块种

子来源地不同#不同种植区域间的种子调运对病原菌

在不同地理区域间的传播也起到重要的作用&

本研究通过不同品种经人工接种不同菌株后的

发病率对不同菌株进行致病力差异研究#结果显示

不同菌株间致病力差异较大#与前人研究结果'

0;

#

0#

(

相一致&司二静等'

0;

(在大麦品种/

A.2))%

0上对
!#

株大麦条纹病菌进行致病力测定#其中菌株
jKC

和菌株
jj

分别划分为强致病力菌株和弱致病力菌

株#而本研究选取菌株
jKC

和菌株
jj

在
@1

份大

麦上进行致病力测定#结果显示菌株
jKC

较菌株

jj

致病力强#与司二静等'

0;

(的研究结果一致&因

菌株
jKC

和菌株
jj

存在明显致病力差异#在部分

品种上菌株
jKC

表现无致病力#但是菌株
jj

却能

使该品种致病#如/

H9DA0?#

0和/内
;>$UF#@

0&本研究

只筛选到品种/甘啤
1

号0和/

*$F#

0对菌株
jKC

和

菌株
jj

均表现为抗病#接种后未发现感病植株#后

续应考虑通过构建遗传群体在免疫品种中挖掘抗性

基因或
jEI

#进而更好地为大麦条纹病的抗病育种

提供抗性资源&

由于本研究中只选用了
!;

条
D9$8

引物中多态

性较高的
0=

条
D9$8

对供试菌株进行遗传多样性分

析#若要更加详细地进行甘肃省大麦条纹菌的遗传多

样性分析#还需进行大量的
D9$8

引物筛选或采用其

他标记方法进行相关研究&本研究只选用菌株
jKC

和菌株
jj

在不同大麦品种上进行致病力差异研究#

后续应选取更多菌株在不同品种上进行致病力差异

研究#通过菌株间遗传差异和致病力差异为大麦条纹

病抗病育种和病原菌致病机理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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