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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为了解云南地区不同核桃品种对叶枯病的抗性%从而为核桃抗病品种选育和叶枯病的防治提供依据%试验采用

田间调查和离体叶片接种法获得病斑面积和病情指数%采用聚类分析的方法对田间调查和离体接种的病斑面积进行

聚类分析%并结合病害分级标准%综合评价云南主栽
,-

个核桃品种对
7&+19('9)''&+19('+'

的抗病性$结果表明")大泡

核桃
&

*叶片上未出现病斑%)小圆果*病斑面积最小%为
"2'"II

7

%而)圆菠萝
7

*病斑面积最大%达到
UU-21UII

7

'采

用
N9MB

最小偏差平方和法和欧式距离进行聚类分析%其聚类效果与接种结果和田间调查结果的吻合度最好$通过

田间调查和离体接种综合评价%将
,-

个核桃品种分为
&,

个抗病品种(

&"

个中抗品种(

-

个中感品种和
7

个感病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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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核桃栽培范围广&面积大&产量产值高"是

云南林业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云南全省核桃种植

面积达
7UU

万
8I

7

"其中约有
1-

万
8I

7挂果"年核

桃干果产量达
&''

多万
=

"产值超过
,U'

亿元"是云

南省林业产业中产值最高&效益最好&农民得益最多

的产业+

&7

,

%随着人工栽培面积的扩大"加之高效管

理技术不到位"病虫害发生也逐渐增加%据云南省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检疫局统计"截至
7'&,

年底"全

省核桃病虫害发生面积
&2,

万
8I

7

"其中虫害发生

面积
'2-

万
8I

7

&病害发生面积
'21

万
8I

7

'

7'&1

年

全国森林有害生物普查"发现云南核桃病虫害发生面

积已经超过
-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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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其中病害发生
!2-

万
8I

7

"这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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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核桃病虫害发展速度十分迅猛%核桃叶枯病是由

7&+19('9)''&+19('+'

引起的核桃叶部常见病害"是

核桃产业发展中面临的一个重要病害%该病害会降

低核桃的结实量和果实饱满度"给当地核桃生产和

农民的经济收入带来损失"严重制约核桃产业的

发展%

链格孢属真菌是引起植物叶枯病的主要病原

菌+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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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4>CD9MCG

等首次报道了由
7&+19('9,

)''&+19('+'

引起的核桃叶斑病+

1

,

"

7''!

年
*4>CD9MCG

等再次报道了引起榛子和核桃叶枯病的病原是
7#

'&+19('+'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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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ĜO

<

等报道了
7#'&+19('+'

是引起欧榛和核桃叶枯病的病原+

U

,

"

7'&'

年徐阳等

报道了新疆南疆和田墨玉县托乎拉乡的核桃叶枯病

是由
7#'&+19('+'

引起+

V

,

"

7'&7

年曲文文等明确危

害核桃的链格孢菌是
7#'&+19('+'

+

&'

,

"

7'&"

年韩敏从

新疆喀什地区分离到核桃叶枯病病原
7#'&+19(',

+'

+

&&

,

%项目组前期对云南省核桃病害研究时发现
7#

'&+19('+'

同样是引起核桃叶枯病的主要病原%

应用抗病品种是防治植物病害最经济安全的方

法"而抗病性鉴定和抗病种质资源的筛选是品种合理

利用和抗病育种工作的基础+

&7

,

%余仲东等+

&,

,采用针

刺接种法对核桃枝条进行接种试验评价了
&7

个核桃

品种对
B%+9

4

%$

6

0'19)'

引起的溃疡病的抗性'牛亚胜

等+

&!

,采用标准差法研究了
7'

个核桃品种对黑腐病的

抗病性"石进昌等+

&"

,采用田间试验法对核桃细菌性黑

斑病进行了抗性调查"筛选出抗性较高的品种%笔者

对云南主栽的
,-

个核桃品种对叶枯病病原
7&+19('9,

)''&+19('+'

抗性进行了初步测定和评估"以期对核桃

品种的引种栽培提供理论依据%

#

!

材料和方法

#"#

!

材料

供试菌株!供试链格孢
7&+19('9)''&+19('+'

由

西南林业大学云南省森林灾害预警与控制重点实验

室分离并保存%

接种材料!接种用核桃树叶片采自大理白族自

治州林业科学研究所核桃种质资源圃不同品种的嫩

叶%每一供试品种选取生长良好&树势相对一致的

核桃树"采集树冠外围中部健壮的发育枝中部复叶"

采摘第
,

$

!

片小叶"叶宽
!

$

"5I

"长
&'

$

&75I

%

种质资源圃于
7'&'

年建成"所采集的
,-

个核桃的

品种信息如表
&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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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主栽核桃品种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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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RLI:4M

品种

;9MC4=

W

树龄.年

_

<

4

序号

RLI:4M

品种

;9MC4=

W

树龄.年

_

<

4

&

大泡核桃
& &7 7'

圆菠萝
& &7

7

大泡核桃
7 &" 7&

圆菠萝
7 &&

,

大泡核桃
, &' 77

桐子果
&&

!

大泡核桃
! &, 7,

夹棉大麻
&&

"

青皮大泡
&" 7!

夹棉小麻
&&

1

小泡核桃
&, 7"

漾杂一号
&"

-

纸皮核桃
&' 71

漾杂二号
&"

U

细皮核桃
&! 7-

漾杂三号
&"

V

小胖若核桃
&, 7U

漾江一号
&"

&'

三台核桃
& &7 7V

云新云林
& &!

&&

三台核桃
7 && ,'

云新云林
7 &7

&7

方壳核桃
&& ,&

云新高原
&,

&,

娘青核桃
&, ,7

云新
V','& &'

&!

大木瓜核桃
&& ,,

云新
V',', &'

&"

扎
,!, &' ,!

云新
V','1 &'

&1

新翠丰
&' ,"

大包壳
&&

&-

新新
7

号
&' ,1

大尖嘴
&,

&U

新早丰
&' ,-

四方果
&7

&V

小圆果
&7

#"!

!

方法

#2!2#

!

田间调查

7'&-

年&

7'&U

年于核桃叶部病害发病初期&盛

发期和盛发后期"在云南大理&楚雄&昌宁&临沧等地

的核桃种植基地进行核桃叶枯病田间自然发病调

查%每个品种选取具有代表性的
&'

株"每株分别从

东西南北
!

个方向各选择
&'

片叶"调查叶枯病病叶

的生长状况&病斑面积&病斑形状&大小&颜色&数量

等"采用十字交叉法测量病斑直径"统计相关数据"

计算相应的病斑面积均值和病情指数%

病情指数
#

(

#病级
%

该级叶片数$

总叶片数
%

最高病级 %&''

%

病害分级标准参照苜蓿匍柄霉叶斑病的分级标

准"稍有改进+

&1

,

%

表
!

!

核桃叶枯病田间调查分级标准

-3;0%!

!

E0344+6+&31+574137832856T307/10%36;0+

,

.1

8+4%34%;

9

6+%08+7<%41+

,

31+57

级别

PM9B4

症状

3

W

I

6

=GI

'

级
'

<

M9B4

无病斑出现"叶片呈现正常绿色

&

级
&D=

<

M9B4 &

个病斑"病斑面积占叶面积
1(

以下

7

级
7OB

<

M9B4

&

$

,

个病斑"病斑面积占叶面积
1(

$

7'(

"

叶片开始褪绿

,

级
,MB

<

M9B4

,

$

&'

个病斑"病斑面积占叶面积
7&(

$

"'(

"病斑坏死"叶片发黄

!

级
!=8

<

M9B4

&'

个以上病斑"病斑面积占叶面积
"'(

以

上"叶片发黄"脱叶

-

1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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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

期 贺占雪等!云南主栽核桃品种对
7&+19('9)''&+19('+'

叶枯病的抗病性评价

以病情指数为基础"采用相对抗病性评价不同

品种的抗性程度"根据病情指数并参照王瑜等+

&-

,抗

性分级研究中划分标准进行抗性划分%抗病!病情

指数
"

"

'中抗!

"

&

病情指数
&

&"

'中感!

&"

"

病情指

数
&

7"

'感病!病情指数
)

7"

%

#2!2!

!

离体接种

#2!2!2#

!

菌株培育及接种材料处理

链格孢在
F0_

培养基上于
7".

培养
"B

后"采

用
,II

打孔器在菌落边缘打取菌饼"备用%

供试核桃嫩叶用
-"(

乙醇表面消毒后用无菌

水冲洗
,

次"吸干表面水分"用石英砂在叶片正面固

定部位摩擦"造成轻微伤口"备用%

#2!2!2!

!

接种

试验采集的
,-

个核桃品种的叶片大小相近%

在培养皿底层放入滤纸并加入无菌水使其润湿"将

经过处理的叶片放入培养皿内"叶柄基部用浸湿的

脱脂棉裹住以保持水分'然后将制好的菌饼反扣

在叶片摩擦部位"以接种无菌
F0_

为对照"各处

理重复
&'

次%每天观察记录接种后叶片的发病

情况%

,B

后开始按十字交叉法测量病斑直径"

直至第
-

天"采用第
"

天的数据计算病斑面积%

病害分级标准参照黄德芬+

&U

,的分级标准"在此

基础上进行改进%将接种后叶片出现的病斑面积分

为以下几级#表
,

$%

表
=

!

离体接种条件下核桃叶枯病分级标准

-3;0%=

!

E0344+6+&31+574137832856T307/10%36;0+

,

.1

8+4%34%;

9

%3;%5*+0%36C+75&/031+57

病级

PM9B4

症状

3

W

I

6

=GI

'

级
'

<

M9B4

无病症

&

级
&D=

<

M9B4

病斑面积占叶面积
&

"(

7

级
7OB

<

M9B4 "(

"

病斑面积占叶面积
&

7"(

,

级
,MB

<

M9B4 7"(

"

病斑面积占叶面积
&

"'(

!

级
!=8

<

M9B4

病斑面积占叶面积
)

"'(

#2!2=

!

数据处理与分析

所收集的试验数据进行病情指数计算"再用

3F33772'

软件进行聚类分析%根据所测量的直径

计算出病斑面积"然后去掉病斑面积数据的最大值

和最小值"依次进行以下
1

种处理!不转换&对数转

换&平方根转换&中心化转换&规格化转换以及标准

化转换'聚类方法采用组间连接法&组内连接法&最

近距离法&最远距离法&重心法&中位数法&

N9MB

最

小偏差平方和法等
-

种方法'聚类距离采用欧氏距

离%将数据处理方法&聚类方法和聚类距离分别组

合进行数据分析"依据接种后的平均病斑面积和聚

类分析结果"筛选出最适合的聚类分析方法%

#"=

!

抗性评价

根据田间调查和离体接种的结果进行系统聚类

分析"结合病情指数分级"对
,-

个核桃品种对
7&,

+19('9)''&+19('+'

的抗性进行划分%

!

!

结果与分析

!"#

!

田间调查抗性评价

由表
!

可以看出"

,-

个核桃品种的病情指数在

72"

$

,721

范围内%病情指数是反映不同核桃品种

抗病性的一项重要指标"根据病情指数划分
,-

个核

桃品种的抗病性!抗病品种
&,

个"占
,"2&,(

'中抗品

种
&1

个"占
!,27!(

'中感品种
1

个"占
&1277(

'感病

品种
7

个"占
"2!'(

%

表
?

!

不同核桃品种对叶枯病的田间抗性

-3;0%?

!

*+0%82%4+4137&%568+66%2%71T307/1

<32+%1+%4150%36;0+

,

.1;

9

6+%08+7<%41+

,

31+57

序号

RLI:4M

品种

;9MC4=

W

病情指数

0CD49D4COB4Y

抗性等级

A4DCD=9O54

<

M9B4

&

大泡核桃
& 72"

抗病
A

7

三台核桃
& 72"

抗病
A

,

漾杂一号
72"

抗病
A

!

大泡核桃
, 72U

抗病
A

"

夹棉小麻
72V

抗病
A

1

大泡核桃
! ,2!

抗病
A

-

小胖若核桃
,21

抗病
A

U

圆菠萝
& ,2-

抗病
A

V

夹棉大麻
,2V

抗病
A

&'

新新
7

号
!2'

抗病
A

&&

纸皮核桃
!27

抗病
A

&7

小圆果
!2!

抗病
A

&,

桐子果
!2"

抗病
A

&!

大木瓜核桃
-2,

中抗
KA

&"

云新
V',', -2"

中抗
KA

&1

三台核桃
7 -2V

中抗
KA

&-

方壳核桃
U2'

中抗
KA

&U

大泡核桃
7 U27

中抗
KA

&V

小泡核桃
U2"

中抗
KA

7'

新翠丰
U2U

中抗
KA

7&

云新云林
7 V2&

中抗
KA

77

青皮大泡
V2,

中抗
KA

7,

四方果
V2"

中抗
KA

7!

云新云林
& V2U

中抗
KA

7"

大包壳
&'2&

中抗
KA

71

细皮核桃
&'2,

中抗
KA

7-

漾杂三号
&'2!

中抗
KA

7U

娘青核桃
&&2&

中抗
KA

7V

漾杂二号
&&2!

中抗
KA

-

-V&

-



7'&V

续表
?

!

-3;0%?

%

E571+7/%8

!

序号

RLI:4M

品种

;9MC4=

W

病情指数

0CD49D4COB4Y

抗性等级

A4DCD=9O54

<

M9B4

,'

扎
,!, &U2,

中感
K3

,&

新早丰
&U2!

中感
K3

,7

漾江一号
&V27

中感
K3

,,

云新高原
&V2-

中感
K3

,!

云新
V','1 7'2!

中感
K3

,"

大尖嘴
7&27

中感
K3

,1

圆菠萝
7 ,'2U

感病
3

,-

云新
V','& ,721

感病
3

按病斑面积均值"对
,-

个品种进行系统聚类分

析"结果显示"将各重复病斑平均面积原始数值不作

转换&聚类方法采用
N9MB

最小偏差平方和法&聚类

距离采用欧式距离"所得聚类结果与田间调查病情

指数划分结果吻合度最好"符合田间调查病斑大小

的分布规律%据此"以欧式距离
"

作为聚类分割点"

将
,-

个核桃品种分为
!

类"第
&

类
&,

个抗病品种'

第
7

类
&1

个中抗品种'第
,

类
1

个中感品种'第
!

类
7

个感病品种#图
&

$%

图
#

!

基于田间调查病斑面积的不同核桃品种对

叶枯病抗性的聚类分析

*+

,

"#

!

E0/41%23730

9

4+4562%4+4137&%568+66%2%71T307/1

<32+%1+%4150%36;0+

,

.1+76+%08;34%8570%4+5732%3

!"!

!

离体鉴定抗性评价

将链格孢接种在
,-

个核桃品种叶片上"测量病

斑直径"计算
"B

后病斑面积"按照病害分级标准"将

,-

个核桃品种分为
!

类抗性等级!第
&

类有
&1

个抗

病品种"病斑面积在
'

$

!'2&!II

7范围内'第
7

类有

&7

个中抗品种"病斑面积在
"72!U

$

&7!2V1II

7范

围内'第
,

类有
-

个中感品种"病斑面积在
&-!2-1

$

,7-2!!II

7范围内'第
!

类有
7

个感病品种"病斑

面积大于
U!'II

7

#表
"

$%

表
N

!

不同核桃品种接种链格孢后的抗病性反应

-3;0%N

!

H+4%34%2%4+4137&%568+66%2%71T307/1<32+%1+%415

0%36;0+

,

.1;

9

/4+7

,

0%36C+75&/031+57

序号

RLI:4M

品种

;9MC4=

W

病斑面积均值.
II

7

K49O>4DCGO9M49

抗性等级

A4DCD=9O54

<

M9B4

&

大泡核桃
& '2''

抗病
A

7

小圆果
"2'"

抗病
A

,

三台核桃
& -2&V

抗病
A

!

夹棉小麻
U2,,

抗病
A

"

纸皮核桃
&&2!,

抗病
A

1

圆菠萝
& &&2-,

抗病
A

-

大泡核桃
! &72'U

抗病
A

U

新新
7

号
&!211

抗病
A

V

漾杂一号
7'2''

抗病
A

&'

新翠丰
7&217

抗病
A

&&

大泡核桃
, 7,2U7

抗病
A

&7

云新高原
7!2"'

抗病
A

&,

夹棉大麻
7!2-,

抗病
A

&!

云新云林
& ,&27!

抗病
A

&"

桐子果
,,21'

抗病
A

&1

小胖若核桃
!'2&!

抗病
A

&-

小泡核桃
"72!U

中抗
KA

&U

方壳核桃
""2V!

中抗
KA

&V

云新云林
7 1'21'

中抗
KA

7'

大泡核桃
7 1&2U-

中抗
KA

7&

漾杂三号
1U2&U

中抗
KA

77

青皮大泡
V72'"

中抗
KA

7,

云新
V',', &''27-

中抗
KA

7!

四方果
&'"2U1

中抗
KA

7"

大木瓜核桃
&'12!U

中抗
KA

71

三台核桃
7 &&'2""

中抗
KA

7-

大包壳
&&!2!,

中抗
KA

7U

漾杂二号
&7!2V1

中抗
KA

7V

娘青核桃
&-!2-1

中感
K3

,'

云新
V','1 &-U2!V

中感
K3

,&

漾江一号
&V12V!

中感
K3

,7

细皮核桃
7772"V

中感
K3

,,

大尖嘴
7U&2,"

中感
K3

,!

新早丰
,&12'V

中感
K3

,"

扎
,!, ,7-2!!

中感
K3

,1

云新
V','& U!,2-7

感病
3

,-

圆菠萝
7 UU-21U

感病
3

用离体接种叶片的病斑面积进行聚类分析"将
,-

个

核桃品种分为
!

类"第
&

类
&1

个抗病品种占
!,27!(

'第

-

UV&

-



!"

卷第
!

期 贺占雪等!云南主栽核桃品种对
7&+19('9)''&+19('+'

叶枯病的抗病性评价

7

类
&7

个中抗品种占
,72!,(

'第
,

类
-

个中感品种占

&U2V&(

'第
!

类
7

个感病品种占
"r!'(

#图
7

$%

图
!

!

基于离体接种叶片上病斑面积的不同核桃品种对

叶枯病抗性的聚类分析

*+

,

"!

!

E0/41%23730

9

4+4562%4+4137&%568+66%2%71T307/1

<32+%1+%4150%36;0+

,

.1;34%8570%4+5732%357

+75&/031%80%36%3;%5*+

!"=

!

田间调查与离体接种抗病性综合评价

表
1

结果显示"两种方法的抗病性评价结果吻

合度较高"有
,,

个品种对
7&+19('9)''&+19('+'

的

抗性结果一致"占测试品种的
UV27(

%综合评价

后"将测试的
,-

个品种对
7&+19('9)''&+19('+'

抗性

分为
!

类%第
&

类
&,

个抗病品种#

A

$!1大泡核桃
&

(&

1小圆果(&1三台核桃
&

(&1夹棉小麻(&1纸皮核桃(&

1圆菠萝
&

(&1大泡核桃
!

(&1新新
7

号(&1漾杂一

号(&1大泡核桃
,

(&1夹棉大麻(&1桐子果(&1小胖若

核桃('第
7

类
&"

个中抗品种#

KA

$!1新翠丰(&1云

新云林
&

(&1小泡核桃(&1方壳核桃(&1云新云林
7

(&

1大泡核桃
7

(&1漾杂三号(&1青皮大泡(&1云新

V',',

(&1四方果(&1大木瓜核桃(&1三台核桃
7

(&

1大包壳(&1漾杂二号(&1娘青核桃('第
,

类
-

个中

感品种#

K3

$!1云新高原(&1云新
V','1

(&1漾江一

号(&1细皮核桃(&1大尖嘴(&1新早丰(&1扎
,!,

('第

!

类
7

个感病品种#

3

$!1云新
V','&

(&1圆菠萝
7

(%

=

!

结论与讨论

抗病性评价是植物病害防治的重要途径"是作

物抗病育种的重要基础"从抗原筛选&后代选择&直

到品种推广的全过程都离不开抗病性评价%抗性是

寄主&病原物和环境三者之间相互作用的综合表现"

抗病或感病是相对于特定的菌株和特定环境条件下

品种的表现型+

&V77

,

%而聚类分析法是多种植物抗性

评价方法之一"作为数据分析工具"聚类的结果满足

相同组中数据对象的差距尽可能的小"不同组中的

数据差距尽可能大的鉴定方法"在各个领域都得到

广泛的应用+

7,7"

,

%在本次试验研究中使用聚类分析

法"可以将试验样品在抗病性方面的数量性状按其

性质的亲疏度进行分类"从而得出不同品种的抗性

分级%试验过程中采用
3F337,2'

软件对室内离体

接种后的叶片病斑面积进行聚类分析"将
,-

个核桃

品种分为抗病&中抗&中感&感病
!

类"并且试验结果

与田间调查的抗病性评价结果高度吻合%陈永芳等

应用关联分析法"对橘类
&U

个品种和其果实品质进

行了综合评价"明确了最优品种"试验结果证实了聚

类分析可以作为选择优良品种的评价方法+

71

,

%

核桃叶枯病是一种较大程度影响核桃产业可持

续发展的植物病害"目前主要采用化学防治"不仅污

染环境"还容易产生抗药性"选育和栽培抗病品种成

为生产中防治该病安全而长效的方法%本研究采用

田间调查和离体接种方法评价了云南主栽的
,-

个

核桃品种对
7#'&+19('+'

引起的叶枯病的抗性"离体

接种的结果与田间调查的结果吻合度较高"经过综

合评价将
,-

个核桃品种对叶枯病的抗性反应划分

为抗病&中抗&中感&感病
!

个类别"其中
&,

个品种

抗病"

&"

个品种中抗"

-

个品种中度感病"

7

个品种

感病%这种方法适合于人工接种条件下核桃品种

对叶枯病的抗病反应分类%本研究结果显示"同一

核桃品种不同树龄表现出了对叶枯病的不同抗性"

在相同的环境因子下"随着树势增强"抗性也相应

增强%本研究为今后核桃种植过程中筛选抗病基

因"选育新的抗病种质资源"进一步优化抗病育种

和叶枯病的防治等方面提供了基础数据"并为今后

核桃新品种培育和核桃产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科

学依据%

-

V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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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田间调查与离体接种抗病性评价结果比较

-3;0%(

!

E5:

'

32+457562%4+4137&%%<30/31+57;

9

6+%08+7<%41+

,

31+57378%3;%5*++75&/031+57

序号

RLI:4M

品种

;9MC4=

W

抗性等级划分
A4DCD=9O545>9DDCSC59=CGO

病情分级
0CD49D45>9DDCSC59=CGO

田间调查

XC4>BCOZ4D=C

<

9=CGO

离体鉴定

S(<)+9%4Z9>L9=CGO

聚类分级
?>LD=4M5>9DDCSC59=CGO

田间调查

XC4>BCOZ4D=C

<

9=CGO

离体鉴定

S(<)+9%4Z9>L9=CGO

&

大泡核桃
&

抗病
A

抗病
A

抗病
A

抗病
A

7

小圆果 抗病
A

抗病
A

抗病
A

抗病
A

,

三台核桃
&

抗病
A

抗病
A

抗病
A

抗病
A

!

夹棉小麻 抗病
A

抗病
A

抗病
A

抗病
A

"

纸皮核桃 抗病
A

抗病
A

抗病
A

抗病
A

1

圆菠萝
&

抗病
A

抗病
A

抗病
A

抗病
A

-

大泡核桃
!

抗病
A

抗病
A

抗病
A

抗病
A

U

新新
7

号 抗病
A

抗病
A

抗病
A

抗病
A

V

漾杂一号 抗病
A

抗病
A

抗病
A

抗病
A

&'

新翠丰 中抗
KA

抗病
A

中抗
KA

抗病
A

&&

大泡核桃
,

抗病
A

抗病
A

抗病
A

抗病
A

&7

云新高原 中感
K3

抗病
A

中感
K3

抗病
A

&,

夹棉大麻 抗病
A

抗病
A

抗病
A

抗病
A

&!

云新云林
&

中抗
KA

抗病
A

中抗
KA

抗病
A

&"

桐子果 抗病
A

抗病
A

抗病
A

抗病
A

&1

小胖若核桃 抗病
A

抗病
A

抗病
A

抗病
A

&-

小泡核桃 中抗
KA

中抗
KA

中抗
KA

中抗
KA

&U

方壳核桃 中抗
KA

中抗
KA

中抗
KA

中抗
KA

&V

云新云林
7

中抗
KA

中抗
KA

中抗
KA

中抗
KA

7'

大泡核桃
7

中抗
KA

中抗
KA

中抗
KA

中抗
KA

7&

漾杂三号 中抗
KA

中抗
KA

中抗
KA

中抗
KA

77

青皮大泡 中抗
KA

中抗
KA

中抗
KA

中抗
KA

7,

云新
V',',

中抗
KA

中抗
KA

中抗
KA

中抗
KA

7!

四方果 中抗
KA

中抗
KA

中抗
KA

中抗
KA

7"

大木瓜核桃 中抗
KA

中抗
KA

中抗
KA

中抗
KA

71

三台核桃
7

中抗
KA

中抗
KA

中抗
KA

中抗
KA

7-

大包壳 中抗
KA

中抗
KA

中抗
KA

中抗
KA

7U

漾杂二号 中抗
KA

中抗
KA

中抗
KA

中抗
KA

7V

娘青核桃 中抗
KA

中感
K3

中抗
KA

中感
K3

,'

云新
V','1

中感
K3

中感
K3

中感
K3

中感
K3

,&

漾江一号 中感
K3

中感
K3

中感
K3

中感
K3

,7

细皮核桃 中感
K3

中感
K3

中抗
KA

中感
K3

,,

大尖嘴 中感
K3

中感
K3

中感
K3

中感
K3

,!

新早丰 中感
K3

中感
K3

中感
K3

中感
K3

,"

扎
,!,

中感
K3

中感
K3

中感
K3

中感
K3

,1

云新
V','&

感病
3

感病
3

感病
3

感病
3

,-

圆菠萝
7

感病
3

感病
3

感病
3

感病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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