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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河南省小麦白粉菌群体毒性结构及年度动态变化$对河南省近
$

年来的小麦白粉菌群体毒性进行了

监测$结果表明其病菌群体对小麦白粉病抗性基因或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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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对抗性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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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毒性频率为
"I

$这些基因依然为有效的抗病基

因#病菌群体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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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抗性基因或组合的毒性频率近年来总体呈上升趋势$且毒性频率已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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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加强对这些抗病基因或组合的重点监测$并建议在抗病育种中谨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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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专性寄生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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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的小麦白粉病目前已成为影响我国小麦生产的

主要病害之一"近年来其发生流行面积一直维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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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抗病品种是防治小麦白粉

病最经济(有效和安全的方法"但由于植物与病原菌

的协同进化作用"主效单基因抗病品种的广泛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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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易对病菌群体产生选择压力"造成病菌群体相应

毒性基因的频率迅速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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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导致抗病性,丧

失-"因此监测小麦白粉菌群体的毒性及动态变化对

抗病育种和品种布局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基于基因

对基因学说在植物病理学领域得到更多人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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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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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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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提出采用含有

已知抗病基因的鉴别寄主监测和分析禾谷类白粉病

菌毒性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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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国内外逐渐应用于小麦白粉

菌群体毒性监测的研究中'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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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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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以来"

我国学者对小麦白粉菌群体毒性监测中发现"由于黑

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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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位或代换系品种的大面积推广"抗病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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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小麦白粉病的抗性丧失"近年来又发现病菌群

体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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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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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毒性频率也呈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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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各地小麦白粉病发生流行(种植品种的抗

性等因子的差异"导致不同地区(不同年份病菌群体

的毒性也存在一定差异'河南省是我国小麦主要产

区"据统计近年来小麦播种面积在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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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小麦白粉病发生比较严重"一般年份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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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河南省小麦白粉菌群体毒性已有相关的研究报

道"其监测结果显示在河南省抗病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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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在河南省一直保持较好的抗性"但这些基

因近几年在我国其他部分省份抗性效果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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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研究在此基础上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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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河南省小麦白粉

菌群体毒性进行了监测"以期进一步了解近年来河

南省小麦白粉菌群体毒性结构和年度动态变化"进

而为河南省抗病品种的合理布局提供有效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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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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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试材料

本试验用于小麦白粉菌毒性鉴定的含已知抗白

粉病基因的鉴别寄主由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

究所麦病组保存"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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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品种"其中感病对照品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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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采自河南省安阳市鹤壁市(林州市#新乡市

辉县市(新乡市(延津县#焦作市修武(温县#郑州市巩

义市(荥阳市#开封市开封区#三峡门市灵宝市(卢氏

县#洛阳市孟津县(嵩县等河南省小麦主要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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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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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白粉菌的分离#纯化和扩繁

将在河南省小麦产区采集的带有有性闭囊壳的

小麦病叶用蒸馏水浸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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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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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挑取病叶上

的闭囊壳于潮湿的滤纸上"并将该滤纸贴在培养皿

盖上'配制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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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骈咪唑的水琼脂培养基"将无

菌小麦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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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上培养至产生分生孢子后再进行转接繁殖"按照

此方法再重复两次"即可得到单孢子堆纯化的小麦

白粉菌菌株'带无性分生孢子的病叶标样可直接接

种到试管苗上"其他过程同有性闭囊壳的分离纯化'

将分离纯化的小麦白粉菌菌株通过多次接种完成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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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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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河南省小麦白粉菌群体毒性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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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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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张美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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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河南省小麦白粉菌群体的毒性变化动态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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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年度变化动态可看出"病菌群体对
!/4#

(

!/4?

和
!/4i$

抗性基因或组合的毒性频率除

!"##

和
!"#!

年外总体呈上升趋势'而病菌群体对

抗性基因
!/03

和
!/

,

D@E

-等的毒性频率呈下降

趋势"特别是
!/03

的毒性频率
!"#9

年和
!"#/

年

分别只有
#01$%I

和
#"14!I

'病菌群体对
!/!

(

!/!!

(

!/!0

(

!/!i/

等抗性基因或组合的年均毒

性频率虽然低于
0"I

"但年度间有一定波动'病菌

群体对
!/9?

(

!/#0

(

!/09

(

!/!iF"3

等抗性基

因或组合的年均毒性频率低于
0"I

且年度间波动

较小"抗性表现较为稳定'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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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本研究对河南省近
$

年小麦白粉菌群体毒性进

行监测的结果表明"总体上河南省大部分抗性基因

的毒性频率与其他省份是一致的%

#!#/

&

)抗性基因

!/##

(

!/0#

(

!/0?

(

!/0)

(

!/0(

(

!/0

;

(

!/9#

(

!//

(

!/J

(

!/$

(

!/#J

(

!/#%

(

!/#i!i%

等在生

产上已丧失抗病性"而
!/#)

(

!/!

(

!/9?

(

!/#!

(

!/#0

(

!/#/

(

!/!#

(

!/!!

(

!/!0

(

!/!4

(

!/09

(

!/0/

(

!/4/

(

!/

,

D@E

-(

!/!iF"3

(

!/!i/

等

仍为有效的抗病基因"可在抗病育种或生产上使用'

抗性基因
!/#!

(

!/#/

和
!/!#

分别来源于拟

斯卑尔脱山羊草%

#J

&

(野生二粒小麦%

#$

&

(簇毛麦%

#%

&

"

多年的抗性鉴定结果显示这些基因在许多地方均表

现出较强的抗性"甚至免疫%

#!#/

"

!"

&

'本研究中河南

小麦白粉菌群体对抗性基因
!/#!

(

!/#/

和
!/!#

的毒性频率均为
"I

"结果与刘伟等%

9

&对陕西省和

王振花等%

#9#/

&对新疆及全国其他地区的小麦白粉菌

群体对抗性基因
!/#!

(

!/#/

和
!/!#

毒性监测结

果一致"另外"近年来新加的抗性基因
!/4/

的毒性

频率也比较低!小于
!I

$"因此以上这些基因多年

来在多个地区包括河南省呈现稳定抗性"建议可以

在河南省抗病育种工作中加以利用'

虽然抗性基因
!/!

和
!/

,

D@E

-的毒性频率

低于
0"I

"但年度间有一定波动"并且不同省份间

的毒性频率也呈现出差异"如病菌群体对抗性基因

!/!

的毒性频率在新疆和陕西省低于
0"I

"而在其

他省份远高于
0"I

%

9

"

#9#/

&

#病菌群体对抗性基因
!/

,

D@E

-的毒性频率在云南(湖北(山东(陕西等均较

高"但在新疆仍较低%

#!

"

#9#/

&

"因此生产中应该谨慎使

用"同时重点监测这些抗性基因'

!"

世纪
%"

年代初期抗性基因
!/4#

和
!/4?

在河南省表现良好抗性"但当时在川黔地区已出现

高毒力菌株"盛宝钦等%

!#

&推测这将对黄淮海麦区抗

病基因
!/4#

和
!/4?

的使用造成威胁'本研究发

现近几年河南省小麦白粉菌群体对抗性基因
!/4#

和
!/4?

的毒性频率分别达到
9014$I

和
941!%I

"

总体呈现上升的趋势"虽然本监测结果显示这两个

抗病基因
!"##

和
!"#!

年的毒性频率低于
!"I

"但

通过分析发现这可能是由于这两年采样地点过于集

中造成的'李亚红等%

4

"

$

&

(刘伟等%

9

&

(徐志等%

!!

&也研

究发现其他省份小麦白粉菌群体对抗病基因
!/4#

和
!/4?

的毒性频率均超过
9"I

且呈上升趋势"因

此抗性基因
!/4#

和
!/4?

应考虑谨慎使用或者不

使用"并且继续监测其毒性变化动态'

已有的一些研究表明抗病基因
!/0"

在全国多

个省份表现良好抗性%

4

"

9

"

#!

"

#4

&

"但本研究发现在河南

省抗病基因
!/0"

的毒性频率大于
0"I

且呈上升趋

势"在河南省抗病育种中应谨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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