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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明确芝麻种质资源对棒孢叶斑病的抗性水平，本试验采用田间人工接菌方法对１７４份芝麻种质资源抗病

性进行评价。田间试验结果表明，供试芝麻材料中没有免疫及高抗品种，通过聚类分析可将供试品种分为５个类

群，其中抗病品种３２个、中抗品种１７个、中感品种６９个、感病品种３０个、高感品种２６个，占参试品种的比例分别

为１８．３９％、９．７７％、３９．６６％、１７．２４％、１４．９４％。经亲本系谱分析，抗棒孢叶斑病品种的亲本对棒孢叶斑病也表现

良好抗性，说明抗病基因资源的利用对芝麻品种选育至关重要，在育种工作中应加强品种系谱分析，充分利用抗病

基因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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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芝麻棒孢叶斑病是由山扁豆生棒孢犆狅狉狔狀犲狊

狆狅狉犪犮犪狊狊犻犻犮狅犾犪引起的叶部病害，在我国芝麻种植主

产区发生普遍，发病率达５０％～８０％
［１］。棒孢叶斑

病的发生会导致芝麻籽粒秕，千粒重减少，含油量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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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甚至蒴果提前炸裂［２］。山扁豆生棒孢寄主广泛，

分生孢子可借风、雨在田间传播，在潮湿环境下易萌

发，从而反复侵染寄主。目前，生产上主要采用化学

方法防治芝麻棒孢叶斑病，防治效果低，还易诱发病

原菌产生抗药性，不能从根源解决该病害对芝麻生

产的威胁。棒孢叶斑病发展迅速，除受到湿度和气

候的影响外，还与品种的抗病性密切相关。因此，种

植抗病品种是防治芝麻棒孢叶斑病最为安全、经济、

有效的措施。

聚类分析是基于数量统计的一种性状分类研究

方法，已有不少研究将聚类分析引入植物抗病性评

价［３４］。通过聚类分析，可以将抗性表型数据进行科

学分类，从中筛选出具有相同抗性遗传背景的品种

和资源［５］。周红英等［６］对５２份芝麻种质资源茎点

枯病的病株率和病情指数进行聚类分析，其中１５份

抗病、３５份感病。近年来，国内学者对棒孢病病原

菌生物学特性［７］、致病机理［８］和化学防治［９］等做了

初步研究，但关于芝麻品种对棒孢叶斑病抗性的研

究尚未见报道，且缺乏完善的抗性评价方法，生产上

缺乏优良的抗病资源。因此，为明确芝麻种质资源

对棒孢叶斑病的抗性水平，本试验选取１７４份芝麻

种质资源进行田间抗性鉴定，为芝麻品种资源在抗

病育种和生产中的应用提供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供试芝麻品种：共１７４份种质资源，包含推广品

种４２份（表１中所列编号１～４２为推广品种）。种

质资源由河南省农业科学院芝麻研究中心以及国家

特色油料产业技术体系芝麻综合试验站提供。

供试病原菌：山扁豆生棒孢犆狅狉狔狀犲狊狆狅狉犪犮犪狊狊犻

犻犮狅犾犪，菌株ＳＦ１１（ＧｅｎＢａｎｋ登录号：ＭＴ２２８９５２），

分离自河南省芝麻主产区平舆县，由河南省农业科

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生物防治研究室保存。

试验田设在河南省农业科学院现代农业科技试

验示范基地，位于河南省新乡市平原新区，灌溉排水

条件良好，肥力均匀中等，前茬作物为小麦，每份芝

麻品种资源种植３行，行长３ｍ，行距０．５ｍ，种植

６０ｄ后进行接菌处理。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病原菌孢子悬浮液制备及接种

将病原菌转接至新鲜ＰＤＡ培养基上，２８℃黑暗

培养７ｄ，待菌丝生长至完全覆盖培养基，加入适量无

菌水，采用尼龙纱布过滤，除去残余培养基和菌丝，收

集分生孢子，制备病原菌孢子悬浮液，利用血球计数

板将孢子悬浮液浓度调至１×１０６个／ｍＬ，在芝麻成株

期（种植６０ｄ左右）喷雾接菌，接菌后喷雾保湿４８

ｈ，保持田间湿度。

１．２．２　棒孢叶斑病病害调查

目前尚无芝麻上棒孢叶斑病病害分级标准，因

此，借鉴其他作物棒孢叶斑病病害分级标准［１０１１］进

行调整。于芝麻棒孢叶斑病发病盛期调查芝麻整株

叶片病害程度，每行调查１５株，并详细记录不同病

害级别的病株数。病害分级标准如下。

０级：叶片无病斑；１级：病斑面积占叶面积比例

≤５％；２级：５％＜病斑面积占叶面积比例≤１０％；３

级：１０％＜病斑面积占叶面积比例≤２５％；４级：

２５％＜病斑面积占叶面积比例≤５０％；５级：病斑面

积占叶面积比例＞５０％。病情指数
［１２］计算公式

如下：

病情指数（ＤＩ）＝

∑（各级病株数×相对级数值）
调查总株数×最高级值

×１００。

１．３　数据处理及分析

采用Ｅｘｃｅｌ和ＳＰＳＳ２０．０进行数据统计及方差

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芝麻棒孢叶斑病病情指数聚类分析及抗性评

价标准制定

　　芝麻种质资源棒孢叶斑病发病程度调查结果见

表１，采用ＯｒｉｇｉｎＰｒｏ（２０２１版）进行聚类分析，通过

平均聚类法可将１７４份芝麻品种病情指数从低到高

聚为５个类群（图１），第Ｉ类群病情指数（１４．６７±

２．３１）～（３７．３３±４．６２），第Ⅱ类群病情指数为

（４０．００±０）～（４６．６７±９．２４），第Ⅲ类群病情指数为

（４９．３３±１０．０７）～（７２．００±６．９３），第Ⅳ类群病情指

数为（７３．３３±１０．０７）～（８６．６７±６．１１），第Ⅴ类群病

情指数为（８９．３３±１２．２２）～（１００±０）。依据聚类结

果，同时结合文献［１１］确立棒孢叶斑病抗性评价标准

（表２）。

·８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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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１７４份芝麻种质资源棒孢叶斑病发病程度及抗病性评价

犜犪犫犾犲１　犜犺犲犱犻狊犲犪狊犲狊犲狏犲狉犻狋狔犪狀犱狉犲狊犻狊狋犪狀犮犲犲狏犪犾狌犪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犲犿犪犻狀犮狌狉狉犲狀狋狊犲狊犪犿犲犵犲狉犿狆犾犪狊犿狊

编号

Ｎｏ．

品种

Ｖａｒｉｅｔｙ

病情指数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ｄｅｘ

抗性评价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编号

Ｎｏ．

品种

Ｖａｒｉｅｔｙ

病情指数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ｄｅｘ

抗性评价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１ ＤＷ６０７ ２４．００±４．００ Ｒ

２ 鄂芝４号Ｅｚｈｉ４ ２２．６７±２．３１ Ｒ

３ 鄂芝５号Ｅｚｈｉ５ ２１．３３±２．３１ Ｒ

４ 鄂芝６号Ｅｚｈｉ６ ２８．００±４．００ Ｒ

５ 鄂芝７号Ｅｚｈｉ７ ２５．３３±２．３１ Ｒ

６ 鄂芝８号Ｅｚｈｉ８ ３０．６７±６．１１ Ｒ

７ 阜芝１号Ｆｕｚｈｉ１ ３４．６７±２．３１ Ｒ

８ 赣芝３号Ｇａｎｚｈｉ３ ２０．００±０．００ Ｒ

９ 河南１号Ｈｅｎａｎ１ １４．６７±２．３１ Ｒ

１０ 冀芝３号Ｊｉｚｈｉ３ ３４．６７±２．３１ Ｒ

１１ 漯芝１５Ｌｕｏｚｈｉ１５ ３２．００±４．００ Ｒ

１２ 漯芝１８Ｌｕｏｚｈｉ１８ ２６．６７±２．３１ Ｒ

１３ 漯芝１９Ｌｕｏｚｈｉ１９ ２６．６７±４．６２ Ｒ

１４ 漯芝２１Ｌｕｏｚｈｉ２１ ３０．６７±８．３３ Ｒ

１５ 漯芝２２Ｌｕｏｚｈｉ２２ ２２．６７±４．６２ Ｒ

１６ 宛芝１６Ｗａｎｚｈｉ１６ ２２．６７±２．３１ Ｒ

１７ 皖芝１号Ｗａｎｚｈｉ１ ３３．３３±２．３１ Ｒ

１８ 新蔡选抗Ｘｉｎｃａｉｘｕａｎｋａｎｇ ３３．３３±２．３１ Ｒ

１９ 予芝１０号Ｙｕｚｈｉ１０ ３７．３３±４．６２ Ｒ

２０ 豫芝１１Ｙｕｚｈｉ１１ ３３．３３±６．１１ Ｒ

２１ 豫芝４号Ｙｕｚｈｉ４ ２５．３３±２．３１ Ｒ

２２ 郑芝１３Ｚｈｅｎｇｚｈｉ１３ ３０．６７±６．１１ Ｒ

２３ 周１０Ｊ５Ｚｈｏｕ１０Ｊ５ ２４．００±４．００ Ｒ

２４ 周芝１３号Ｚｈｏｕｚｈｉ１３ ２２．６７±２．３１ Ｒ

２５ 周芝２号Ｚｈｏｕｚｈｉ２ ３６．００±４．００ Ｒ

２６ 驻芝１８号Ｚｈｕｚｈｉ１８ ３６．００±６．９３ Ｒ

２７ 驻芝２２号Ｚｈｕｚｈｉ２２ ２９．３３±２．３１ Ｒ

２８ 驻芝２３号Ｚｈｕｚｈｉ２３ ３０．６７±４．６２ Ｒ

２９ ＤＳ８９９ ４１．３３±４．６２ ＭＲ

３０ 阜芝２号Ｆｕｚｈｉ２ ４１．３３±４．６２ ＭＲ

３１ 冀航芝１号Ｊｉｈａｎｇｚｈｉ１ ４０．００±４．００ ＭＲ

３２ 临泉小籽白Ｌｉｎｑｕａｎｘｉａｏｚｉｂａｉ ４６．６７±６．１１ ＭＲ

３３ 睢县五股杈Ｓｕｉｘｉａｎｗｕｇｕｃｈａ ４２．６７±９．２４ ＭＲ

３４ 皖芝２号Ｗａｎｚｈｉ２ ４４．００±８．００ ＭＲ

３５ 皖芝５０１Ｗａｎｚｈｉ５０１ ４６．６７±９．２４ ＭＲ

３６ 赣芝９号Ｇａｎｚｈｉ９ ５０．６７±６．１１ ＭＳ

３７ 金黄麻Ｊｉｎｈｕａｎｇｍａ ５６．００±４．００ ＭＳ

３８ 驻芝１６号Ｚｈｕｚｈｉ１６ ６０．００±６．９３ ＭＳ

３９ 驻芝１９号Ｚｈｕｚｈｉ１９ ５８．６７±４．６２ ＭＳ

４０ 冀９０１４Ｊｉ９０１４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ＨＳ

４１ 冀黑芝２号Ｊｉｈｅｉｚｈｉ２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ＨＳ

４２ 晋芝３号Ｊｉｎｚｈｉ３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ＨＳ

４３ １６ＭＰ０９０ ２６．６７±６．１１ Ｒ

４４ 木子芝麻Ｍｕｚｉｓｅｓａｍｅ ２４．００±４．００ Ｒ

４５
商水农家种

Ｓｈａｎｇｓｈｕｉｎｏｎｇｊｉａｚｈｏｎｇ
３６．００±８．００ Ｒ

４６ 武宁黑Ｗｕｎｉｎｇｈｅｉ ２８．００±６．９３ Ｒ

４７ １６ＭＰ０２０ ４５．３３±６．１１ ＭＲ

４８ １６ＭＰ１０５ ４５．３３±２．３１ ＭＲ

４９ 白帝８棱Ｂａｉｄｉ８ｅｄｇｅ ４４．００±４．００ ＭＲ

５０ 玻头黑Ｂｏｔｏｕｈｅｉ ４１．３３±６．１１ ＭＲ

５１ 册亨白芝麻Ｃｅｈｅｎｇｗｈｉｔｅｓｅｓａｍｅ ４５．３３±１２．２２ ＭＲ

５２ 贵州白芝麻Ｇｕｉｚｈｏｕｗｈｉｔｅｓｅｓａｍｅ ４２．６７±４．６２ ＭＲ

５３
荔波芝麻０９Ｓ１２９

Ｌｉｂｏｓｅｓａｍｅ０９Ｓ１２９
４０．００±０．００ ＭＲ

５４ 鹿寨白芝麻Ｌｕｚｈａｉｗｈｉｔｅｓｅｓａｍｅ ４０．００±０．００ ＭＲ

５５ 青杆芝麻Ｑｉｎｇｇａｎｓｅｓａｍｅ ４０．００±０．００ ＭＲ

５６ 苏丹红芝麻Ｓｕｄａｎｒｅｄｓｅｓａｍｅ ４６．６７±８．３３ ＭＲ

５７ １６ＭＰ００３ ６２．６７±４．６２ ＭＳ

５８ １６ＭＰ０２２ ５７．３３±９．２４ ＭＳ

５９ １６ＭＰ０２５ ７０．６７±１２．２２ ＭＳ

６０ １６ＭＰ０２９ ６８．００±４．００ ＭＳ

６１ １６ＭＰ０３１ ６２．６７±４．６２ ＭＳ

６２ １６ＭＰ０３３ ５７．３３±２．３１ ＭＳ

６３ １６ＭＰ０５３ ６０．００±０．００ ＭＳ

６４ １６ＭＰ０６１ ５６．００±８．００ ＭＳ

６５ １６ＭＰ０７３ ６６．６７±１２．２２ ＭＳ

６６ １６ＭＰ０８４ ５８．６７±６．１１ ＭＳ

６７ １６ＭＰ０８７ ６４．００±１０．５８ ＭＳ

６８ １６ＭＰ０８９ ６５．３３±１４．０５ ＭＳ

６９ １６ＭＰ１０６ ５７．３３±８．３３ ＭＳ

７０ １６ＭＰ１１１ ７０．６７±１６．１７ ＭＳ

７１ １６ＭＰ１１８ ６６．６７±８．３３ ＭＳ

７２ １６ＭＰ１２０ ６８．００±３０．２０ ＭＳ

７３ １６ＭＰ１２１ ６４．００±１８．３３ ＭＳ

７４ １６ＭＰ１２７ ６８．００±１８．３３ ＭＳ

７５ １６ＭＰ１３３ ４９．３３±１０．０７ ＭＳ

７６ １６ＭＰ１３４ ６４．００±１８．３３ ＭＳ

７７ ＢＯＮ（ＮＯ７８３） ６２．６７±４．６２ ＭＳ

７８ Ｋ２２ ５２．００±０．００ ＭＳ

７９ ＳｕｋｅＮｏ５（２） ５８．６７±２．３１ ＭＳ

８０ Ｔｅｒａｓ７７ ６５．３３±１２．８６ ＭＳ

８１ 安乐芝麻Ａｎｌｅｓｅｓａｍｅ ５３．３３±４．６２ ＭＳ

８２ 叉麻Ｃｈａｍａ ５６．００±０．００ ＭＳ

８３ 东芝高抗９０Ｄｏｎｇｚｈｉｇａｏｋａｎｇ９０ ６０．００±１４．４２ ＭＳ

８４ 独秆站Ｄｕｇａｎｚｈａｎ ６４．００±６．９３ ＭＳ

８５ 多斗芝麻Ｄｕｏｄｏｕｓｅｓａｍｅ ５７．３３±９．２４ ＭＳ

８６ 额敏芝麻Ｅｍｉｎｓｅｓａｍｅ ５３．３３±１０．０７ ＭＳ

８７ 二秋麻Ｅｒｑｉｕｍａ ６４．００±４．００ ＭＳ

８８
丰城白芝麻

Ｆｅｎｇｃｈｅｎｇｗｈｉｔｅｓｅｓａｍｅ
５４．６７±９．２４ ＭＳ

８９ 高产者Ｇａｏｃｈａｎｚｈｅ ６５．３３±１４．０５ ＭＳ

９０ 观音麻Ｇｕａｎｙｉｎｍａ ６９．３３±１０．０７ ＭＳ

９１ 和尚帽Ｈｅｓｈａｎｇｍａｏ ６１．３３±２．３１ ＭＳ

９２ 洪庄芝麻Ｈｏｎｇｚｈｕａｎｇｓｅｓａｍｅ ５７．３３±４．６２ ＭＳ

·９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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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犜犪犫犾犲１（犆狅狀狋犻狀狌犲犱）

编号

Ｎｏ．

品种

Ｖａｒｉｅｔｙ

病情指数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ｄｅｘ

抗性评价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编号

Ｎｏ．

品种

Ｖａｒｉｅｔｙ

病情指数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ｄｅｘ

抗性评价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９３ 淮滨白芝麻Ｈｕａｉｂｉｎｗｈｉｔｅｓｅｓａｍｅ ７０．６７±９．２４ ＭＳ

９４ 黄狼皮Ｈｕａｎｇｌａｎｇｐｉ ６４．００±１４．４２ ＭＳ

９５ 霍县芝麻Ｈｕｏｘｉａｎｓｅｓａｍｅ ６８．００±２２．２７ ＭＳ

９６
鹫丹山黑芝麻

Ｊｉｕｄａｎｓｈａｎｂｌａｃｋｓｅｓａｍｅ
５４．６７±４．６２ ＭＳ

９７ 抗旱芝麻Ｋａｎｇｈａｎｓｅｓａｍｅ ５３．３３±６．１１ ＭＳ

９８ 老头瓣子Ｌａｏｔｏｕｂａｎｚｉ ６６．６７±８．３３ ＭＳ

９９ 罗溪黑芝麻Ｌｕｏｘｉｂｌａｃｋｓｅｓａｍｅ ７０．６７±２．３１ ＭＳ

１００ 芩巩芝麻Ｑｉｎｇｏｎｇｓｅｓａｍｅ ６８．００±１０．５８ ＭＳ

１０１
卿头镇疙瘩营村芝麻

Ｑｉｎｇｔｏｕｚｈｅｎｇｅｄａｙｉｎｇｃｕｎｓｅｓａｍｅ
６６．６７±１０．０７ ＭＳ

１０２ 山东０５３０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０５３０ ７０．６７±２８．１ ＭＳ

１０３ 鳝鱼皮Ｓｈａｎｙｕｐｉ ６９．３３±１５．１４ ＭＳ

１０４ 邵伯芝麻Ｓｈａｏｂｏｓｅｓａｍｅ ５３．３３±９．２４ ＭＳ

１０５ 四川白芝麻Ｓｉｃｈｕａｎｗｈｉｔｅｓｅｓａｍｅ ６９．３３±１２．８６ ＭＳ

１０６ 唐河金卜莲Ｔａｎｇｈｅｊｉｎｂｏｌｉａｎ ７０．６７±６．１１ ＭＳ

１０７ 铁青芝麻Ｔｉｅｑｉｎｇｓｅｓａｍｅ ４９．３３±９．２４ ＭＳ

１０８ 土耳其芝麻Ｔｕｒｋｅｙｓｅｓａｍｅ ５７．３３±８．３３ ＭＳ

１０９ 小伏芝麻Ｘｉａｏｆｕｓｅｓａｍｅ ６６．６７±８．３３ ＭＳ

１１０ 小籽白Ｘｉａｏｚｉｂａｉ ６５．３３±８．３３ ＭＳ

１１１ 新编５号Ｘｉｎｂｉａｎ５ ６８．００±８．００ ＭＳ

１１２ 新生村黑麻Ｘｉｎｓｈｅｎｇｃｕｎｈｅｉｍａ ６５．３３±１９．７３ ＭＳ

１１３
新县黑芝麻（２）

Ｘｉｎｘｉａｎｂｌａｃｋｓｅｓａｍｅ（２）
６６．６７±２６．０３ ＭＳ

１１４ 崖州黑芝麻Ｙａｚｈｏｕｂｌａｃｋｓｅｓａｍｅ ６６．６７±８．３３ ＭＳ

１１５ 鄢陵柳条青Ｙａｎｌｉｎｇｌｉｕｔｉａｏｑｉｎｇ ５７．３３±１４．０５ ＭＳ

１１６ 宜阳白１Ｙｉｙａｎｇｂａｉ１ ６８．００±８．００ ＭＳ

１１７ 早熟芝麻Ｚａｏｓｈｕｓｅｓａｍｅ ５２．００±６．９３ ＭＳ

１１８
长垣落阵屯柳条青

Ｃｈａｎｇｙｕａｎｌｕｏｚｈｅｎｔｕｎｌｉｕｔｉａｏｑｉｎｇ
７０．６７±２．３１ ＭＳ

１１９ 郑Ｄ１５ＺｈｅｎｇＤ１５ ６０．００±４．００ ＭＳ

１２０ 芝麻ＹＺ０３１８ＳｅｓａｍｅＹＺ０３１８ ５７．３３±４．６２ ＭＳ

１２１
钟祥黄芝麻８号

Ｚｈｏｎｇｘｉａｎｇｙｅｌｌｏｗｓｅｓａｍｅ８
７２．００±６．９３ ＭＳ

１２２ １６ＭＰ０１１ ８５．３３±１２．８６ Ｓ

１２３ １６ＭＰ０１５ ８１．３３±４．６２ Ｓ

１２４ １６ＭＰ０２６ ７３．３３±１０．０７ Ｓ

１２５ １６ＭＰ０４６ ８６．６７±６．１１ Ｓ

１２６ １６ＭＰ０５６ ７８．６７±２．３１ Ｓ

１２７ １６ＭＰ０５７ ８１．３３±１０．０７ Ｓ

１２８ １６ＭＰ０８０ ８１．３３±６．１１ Ｓ

１２９ １６ＭＰ０９５ ７７．３３±９．２４ Ｓ

１３０ １６ＭＰ０９６ ８０．００±６．９３ Ｓ

１３１ １６ＭＰ１１９ ８１．３３±４．６２ Ｓ

１３２ １６ＭＰ１２４ ７７．３３±６．１１ Ｓ

１３３ １６ＭＰ１２５ ８１．３３±２０．１３ Ｓ

１３４
ＷＺＭ１５１０苏油所８１

ＷＺＭ１５１０Ｓｕｙｏｕｓｕｏ８１
７６．００±１０．５８ Ｓ

１３５ 阿联２４３Ａｌｉａｎ２４３ ８１．３３±２．３１ Ｓ

１３６ 白渡芝麻Ｂａｉｄｕｓｅｓａｍｅ ８０．００±１２．００ Ｓ

１３７
杈芝麻（开原县）

Ｃｈａｓｅｓａｍｅ（Ｋａｉｙｕａｎｘｉａｎ）
８２．６７±２．３１ Ｓ

１３８ 大兴芝麻Ｄａｘｉｎｇｓｅｓａｍｅ ８０．００±８．００ Ｓ

１３９ 独条白芝麻Ｄｕｔｉａｏｗｈｉｔｅｓｅｓａｍｅ ７４．６７±６．１１ Ｓ

１４０ 多枝黑芝麻Ｄｕｏｚｈｉｂｌａｃｋｓｅｓａｍｅ ８４．００±１０．５８ Ｓ

１４１
河北紧口黄２

Ｈｅｂｅｉｊｉｎｋｏｕｈｕａｎｇ２
８１．３３±１２．２２ Ｓ

１４２ 鲫鱼皮Ｊｉｙｕｐｉ ８１．３３±２．３１ Ｓ

１４３ 江都邵伯白Ｊｉａｎｇｄｕｓｈａｏｂｏｂａｉ ７８．６７±２．３１ Ｓ

１４４ 泌阳小八股杈Ｂｉｙａｎｇｘｉａｏｂａｇｕｃｈａ ８０．００±４．００ Ｓ

１４５ 杞县香布袋Ｑｉｘｉａｎｘｉａｎｇｂｕｄａｉ ７４．６７±２．３１ Ｓ

１４６ 三合黑芝麻Ｓａｎｈｅｈｅｉｓｅｓａｍｅ ７７．３３±６．１１ Ｓ

１４７ 桐梓芝麻１Ｔｏｎｇｚｉｓｅｓａｍｅ１ ８１．３３±６．１１ Ｓ

１４８ 汶上芝麻１Ｗｅｎｓｈａｎｇｓｅｓａｍｅ１ ７４．６７±１４．０５ Ｓ

１４９
印度黄白芝麻

Ｉｎｄｉａｎｙｅｌｌｏｗｗｈｉｔｅｓｅｓａｍｅ
７７．３３±１８．９０ Ｓ

１５０ 淤溪白Ｙｕｘｉｂａｉ ７６．００±１０．５８ Ｓ

１５１ 云南芝麻Ｙｕｎｎａｎｓｅｓａｍｅ ７３．３３±１０．０７ Ｓ

１５２ １６ＭＰ０６４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ＨＳ

１５３ １６ＭＰ０６６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ＨＳ

１５４ １６ＭＰ０７１ ８９．３３±４．６２ ＨＳ

１５５ １６ＭＰ０７２ ８９．３３±１２．２２ ＨＳ

１５６ １６ＭＰ０８５ ９２．００±４．００ ＨＳ

１５７ １６ＭＰ０８８ ９６．００±４．００ ＨＳ

１５８ １６ＭＰ１２３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ＨＳ

１５９ １６ＭＰ１２６ ９４．６７±９．２４ ＨＳ

１６０ Ｍａｒｇｏ（０１３１１－Ｂ） １００ ＨＳ

１６１ Ｒｏｄｏｓ ９０．６７±８．３３ ＨＳ

１６２ 朝鲜芝麻１Ｃｈａｏｘｉａｎｓｅｓａｍｅ１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ＨＳ

１６３ 东北资源００８Ｄｏｎｇｂｅｉｚｉｙｕａｎ００８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ＨＳ

１６４ 疙瘩棍Ｇｅｄａｇｕｎ ９４．６７±６．１１ ＨＳ

１６５ 观２１Ｇｕａｎ２１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ＨＳ

１６６ 衡水二号Ｈｅｎｇｓｈｕｉｅｒｈａｏ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ＨＳ

１６７ 江向黑Ｊｉａｎｇｘｉａｎｇｈｅｉ ９２．００±４．００ ＨＳ

１６８ 辽宁一顺风Ｌｉａｏｎｉｎｇｙｉｓｈｕｎｆｅｎｇ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ＨＳ

１６９ 落地黄Ｌｕｏｄｉｈｕａｎｇ ９０．６７±１２．８６ ＨＳ

１７０
泰国有限型５号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ｙｏｕｘｉａｎｘｉｎｇ５
９６．００±６．９３ ＨＳ

１７１ 息县歪嘴红Ｘｉｘｉａｎｗａｉｚｕｉｈｏｎｇ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ＨＳ

１７２ 息县叶二三Ｘｉｘｉａｎｙｅｅｒｓａｎ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ＨＳ

１７３ 野芝３号Ｙｅｚｈｉ３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ＨＳ

１７４ 朱集油胡芦Ｚｈｕｊｉｙｏｕｈｕｌｕ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Ｈ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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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基于病情指数对１７４份芝麻种质资源抗棒孢叶斑病的聚类分析

犉犻犵．１　犆犾狌狊狋犲狉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犳狋犺犲狉犲狊犻狊狋犪狀犮犲狅犳狊犲狊犪犿犲犵犲狉犿狆犾犪狊犿狊狋狅犆狅狉狔狀犲狊狆狅狉犪犾犲犪犳狊狆狅狋犫犪狊犲犱狅狀犱犻狊犲犪狊犲犻狀犱犲狓

　
表２　芝麻抗棒孢叶斑病等级划分标准

犜犪犫犾犲２　犈狏犪犾狌犪狋犻狅狀犮狉犻狋犲狉犻狅狀狅犳狊犲狊犪犿犲狉犲狊犻狊狋犪狀犮犲狋狅

犆狅狉狔狀犲狊狆狅狉犪犾犲犪犳狊狆狅狋

抗性等级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ｌｅｖｅｌ

病情指数（ＤＩ）

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ｄｅｘ

免疫　Ｉｍｍｕｎｅ（Ｉ） ＤＩ＝０

高抗Ｈｉｇｈｌｙ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ＨＲ） ０＜ＤＩ≤１０

抗病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Ｒ） １０＜ＤＩ≤３５

中抗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ｌｙ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ＭＲ） ３５＜ＤＩ≤５０

中感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ｌｙ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ｌｅ（ＭＳ） ５０＜ＤＩ≤７０

感病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ｌｅ（Ｓ） ７０＜ＤＩ≤８５

高感Ｈｉｇｈｌｙ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ｌｅ（ＨＳ） ＤＩ＞８５

２．２　芝麻种质资源抗棒孢叶斑病评价

田间接菌处理１７４份芝麻种质资源中没有发现

免疫和高抗品种，抗病品种３２个，占供试品种总数的

１８．３９％；中抗品种１７个，占供试品种总数的９．７７％；

中感品种６９个，占供试品种总数的３９．６６％；感病

品种３０个，占供试品种总数的１７．２４％；高感品种

２６个，占供试品种总数的１４．９４％（表１，图２）。推

广品种是前期研究筛选出的抗逆、高产芝麻品种，在

芝麻棒孢叶斑病抗性鉴定中，推广品种表现出良好

抗性，其中病情指数最低的为‘河南１号’，病情指数

为１４．６７±２．３１，病情指数最高达到１００，包括‘晋芝

３号’‘冀黑芝２号’和‘冀９０１４’；芝麻推广品种中表

现为抗病的有２８个，占推广品种总数的６６．６７％；

表现为中抗的有７个，占推广品种总数的１６．６７％；

·１０３·



２０２３

表现为中感的有４个，占推广品种总数的９．５２％；

表现为高感的有３个，占推广品种总数的７．１４％。

图２　１７４份芝麻种质资源对棒孢叶斑病的抗病类型占比

犉犻犵．２　犘犲狉犮犲狀狋犪犵犲狊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狉犲狊犻狊狋犪狀犮犲狋狔狆犲狊犻狀狋犺犲１７４

狊犲狊犪犿犲犵犲狉犿狆犾犪狊犿狊狋狅犆狅狉狔狀犲狊狆狅狉犪犾犲犪犳狊狆狅狋

　
２．３　芝麻抗棒孢叶斑病种质资源的利用与分析

河南、湖北、安徽、江西是我国芝麻种植主产区，

根据芝麻品种的选育单位和来源，推广品种资源可

分为华东、华中、华北３组，其中对棒孢叶斑病表现

抗病的品种多集中在华中地区，比如，‘河南１号’

‘郑芝１３’‘豫芝４号’等。从地理来源上来看，对芝

麻棒孢叶斑病表现抗病的品种多集中在华中地区，

可能是因为我国芝麻育种单位主要集中在华中地

区，并且重视抗病资源的利用。

目前我国芝麻育种仍然是以常规杂交育种技术

为主，分析推广品种中亲本系谱可知，性状差异较大

的亲本杂交可以实现优势互补。‘豫芝４号’以其植

株抗逆、耐渍、蒴果多、抗病性强等优点，在杂交育种

中往往作为骨干亲本引入，在棒孢叶斑病调查中，

‘豫芝４号’病情指数为（２５．３３±２．３１），对棒孢叶斑

病表现为抗病。以‘豫芝４号’为亲本，又先后育成

了‘漯芝１５’‘漯芝１８’‘周芝１３’‘鄂芝７号’等优良

品种（图３），这些品种继承了‘豫芝４号’的优势，对

棒孢叶斑病均表现出良好抗性，可作为重要的栽培

品种推广种植。

图３　抗病品种‘豫芝４号’及其育成品种的系谱

犉犻犵．３　犘犲犱犻犵狉犲犲狅犳犳狅狌狀犱犲狉狆犪狉犲狀狋‘犢狌狕犺犻４’犪狀犱犱犲狉犻狏犲犱犻狀犫狉犲犱犾犻狀犲狊

　

３　结论与讨论

优质抗源的筛选和鉴定是抗病育种的关键，但

是关于芝麻棒孢叶斑病抗性种质筛选的研究很少。

河南省地处暖温带与亚热带的过渡带，具有适宜芝

麻生长的良好气候条件，是芝麻种植的主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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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１３］，也是芝麻棒孢叶斑病常发区、重发区，因此，

在河南省芝麻产区开展芝麻抗棒孢叶斑病性鉴定具

有一定的代表性，对芝麻抗病育种研究具有重要

意义。

作物生物学性状的聚类分析被广泛应用于种

质资源评价工作［１４１５］。张鹏等［１６］对１８６份国内外

芝麻资源进行表型性状的聚类分析，将其划分为７

个类群。江诗洋等［１７］采用聚类分析确定了茎点枯

病抗感分界线。目前，国内外均未见芝麻棒孢叶斑

病抗性分级标准的报道，本试验利用病情指数进行

聚类，同时参照其他作物叶斑病抗性评价标准，确

定了芝麻棒孢叶斑病抗性分级范围，对１７４份芝麻

种质资源进行了抗病性评价，其中抗病品种３２个，

中抗品种１７，中感品种６９个，感病品种３０个，高

感品种２６个。芝麻推广品种中抗病品种所占比例

较高，这是长期人工选择的结果，但是并未筛选到

免疫和高抗品种，因此还需要从国内外广泛收集、

鉴定芝麻种质资源，加快筛选高抗种质，用于芝麻

推广品种的抗性改良，进一步提高芝麻推广品种的

抗性水平，为有效控制芝麻棒孢叶斑病危害创造

条件。

此外，本研究发现，父本或母本具有高抗叶斑

病的基因资源，其杂交后代衍生品种表现出良好抗

性，如 ‘豫芝４号’和‘郑芝１３’作为优势亲本，两者

均表现出良好的棒孢叶斑病抗性，其杂交后代‘周

芝１３’对棒孢叶斑病同样表现为抗性，且平均产量

达１６０６．７ｋｇ／ｈｍ２，比亲本‘豫芝４号’增产

９．３％。其他以‘豫芝４号’做亲本衍生的后代，如

‘鄂芝７号’‘漯芝１５’‘漯芝１８’‘皖芝１号’‘豫芝

１１’等均对棒孢叶斑病表现抗病表型。目前，已有

其他农作物抗性品种研究结果表明，品种的抗性与

双亲的抗性具有密切关系［１８１９］。刘红艳等［２０］对中

国芝麻品种的系谱分析表明，不同地理来源、不同

性状的亲本组配有助于促进优势互补，改进优化品

种性状。本研究中筛选出的抗性种质多表现为抗

病，虽然没有达到高抗，但是可以作为优势亲本引

入育种工作，其中‘河南１号’‘漯芝２２’‘鄂芝４

号’等可作为选育抗病品种的重要基础材料。通过

对芝麻棒孢叶斑病抗病种质资源评价，分析系谱关

系，发掘抗病基因并加以利用，有助于增加我国芝

麻推广品种的遗传多样性，促进抗病、抗逆、高产

的芝麻品种选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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