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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北抗蚜野生大豆重复鉴定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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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 林 省 农 业 科 学 院 大 豆 研 究 中 心 ，吉 林 公 主 岭 "$%"&&；’#日 本 国 家 农 业 研 究 所 (

摘 要 ：对 $ 份 野 生 大 豆 )*+$’、)*+$, 和 )*+" 在 人 工 气 候 箱 内 进 行 抗 蚜 重 复 鉴 定 。结

果 表 明 ，)*+$’ 为 抗 !-(大 豆 蚜 虫 ，而 )*+$,、)*+" 为 感 蚜 材 料 !.(，抗 级 与 栽 培 大 豆 吉 林 $* 无

明 显 差 异 。 研 究 结 果 对 大 豆 抗 蚜 育 种 及 遗 传 研 究 中 抗 源 材 料 的 应 用 提 供 了 保 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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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豆 蚜 !!"#$%& ’()*$+, 012345461(广 泛 分 布 于 中 国 大 豆 主 产 区 ，尤 其 以 东 北 大 豆 产

区受害为重。’&&& 年美国发现新的大豆虫害，经鉴定为大豆蚜虫。讫今为止，大豆蚜虫已

成为大豆生产的世界性难题。

大 豆 蚜 虫 以 成 蚜 、幼 蚜 危 害 大 豆 生 长 点 、顶 叶 、嫩 茎 ，造 成 植 株 卷 缩 和 矮 化 ，产 量 下

降 ，猖 獗 年 份 ，若 不 防 治 可 减 产 *&789&7。 大 豆 蚜 还 是 大 豆 花 叶 病 毒 病 的 主 要 传 播 媒

介 ，使 大 豆 子 粒 的 斑 驳 加 重 ，降 低 大 豆 的 商 品 品 质 。 目 前 ，防 治 大 豆 蚜 虫 多 采 用 化 学 防

治 ，其 缺 点 是 成 本 高 ，易 使 蚜 虫 产 生 抗 药 性 ，杀 死 大 量 的 天 敌 ，造 成 环 境 污 染 和 生 态 破

坏。因此，选育和利用抗蚜或耐蚜的品种是一种经济有效的防治途径。

中国是大豆的发源地之一，拥有丰富的野生资源和栽培资源。“七五”期间我国就大

豆蚜虫的抗源筛选作了大量工作。冯真等!",)%(对 ’ &9$ 份栽培大豆品种资源进行了抗

蚜鉴定，但除国育 ,)+: 和国育 "&&+: 等无毛材料外，没有发现高抗的种质资源。范遗恒

!",))( 对 ,&’ 份栽培大豆在田间评价了抗蚜性，发现仅青皮平定和嘟噜豆有一定 的 抗

性。由于栽培大豆中缺乏高抗的种质资源，无毛材料往往伴随着一系列的形态、生理和

代谢上的缺陷，很难在 育 种 中 利 用 。 岳 德 荣 等!",))(对 ,$’ 份 野 生 大 豆 、*$ 份 半 野 生 大

豆进行大豆抗蚜虫筛选。田间初筛高抗材料，野生大豆有 $& 份，半野生大豆则一份也没

有。半野生大豆个体抗级的分布情况与野生大豆明显不同，半野生大豆的抗蚜水平与野

生大豆比较有下降的趋势。对田间初筛为高抗的材料连续两年在网室内进行接蚜鉴定，

肯 定 了 $ 份 野 生 大 豆 !)*+$’，)*+$,，)*+"(对 大 豆 蚜 虫 为 高 抗 ，其 抗 蚜 性 高 于 栽 培 大 豆

中所发现的最强抗蚜性材料，认为野生大豆中抗大豆蚜的基因型频次高于栽培大豆。颜

范悦等!",,$(进行了大豆品种的抗蚜类型和耐蚜类型研究，发现确实存在耐蚜种质。耐

蚜 品 种 具 有 较 强 的 补 偿 能 力 ，花 期 前 后 在 同 样 的 虫 口 压 力 下 与 敏 感 品 种 相 比 ，在 株 高 、

叶面积、卷叶株率上表现明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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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美国 %&’( )*++ 在温室内对 , -$$ 余份美国大豆品种资源进行抗蚜性筛选，

未发现抗蚜材料。在对栽培大豆资源的筛选中，首先发现抗大豆蚜虫材料的是北美大豆

祖先 ./0+*12、34567/1 和 89:,-$;。在田间试验中，./0+*12 的抗蚜性对大豆的保护作用等

于施用系统杀虫剂<9=*>45+/?’*>@。其它 ! 个品种资源 A424/ B4’4*、A4(/、C";$) 和 89D$#:
在抗蚜水平上与 ./0+*12、34567/1 和 89:,-$; 差异不显著。

本研究就 D 份 野 生 大 豆 <E-FD"，E-FD#，E-F,@的 抗 蚜 性 在 人 工 气 候 箱 内 进 行 了 重 复

鉴定，明确了其抗蚜性的差异。

! 材料与方法

!"! 材 料

野生大豆 E-F,、E-FD"、E-FD#；栽培大豆吉林 D-。

!"# 鉴定方法

!野生大豆播种后，在初生叶期约一周后移栽。

"大豆蚜虫的放养。在人工气候箱内，以 "DG控制昼 H 夜 为 ,; H E I，放 饲 , 龄 幼 虫

<产子 ,E I 以内@。
#生育状况、生存数量的观察。, 日两次记录蚜虫的数量、存活状态<取食、游走及取

食部位@、各龄蚜虫数。

!"$ 试验设计

按随机区组设计，同一材料放饲蚜虫为 - 头，重复 ! 次；放饲蚜虫 ,$ 头，重复 - 次。

在一生育周期即 : > 的时间，调查蚜虫的存活数量。以第 : > 调查的蚜虫存活数量的平

均值计算<表 ,@。

" 结果与分析

#"! 接蚜 % 头的分析结果

接蚜 - 头的分析结果如表 "、D、!。

以第 : > 各重复的蚜虫存活数量平均值进行方差分析。由表 "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品种间差异极显著，JK$L$,。说明各品种间抗蚜性存在极显著差异。由 MA. 法进行多重

表 ! 放饲蚜虫及存活量

材料 接蚜数量 重复次数 重复 , 重复 " 重复 D 重复 ! 重复 - 平均

E-FD# - ! - " - - F !L"-
,$ - ,$ ,$ - E " :L$$

E-F, - ! - - ! - F !L:-
,$ - ,$ # # # # #L"$

E-FD" - ! , " $ D F ,L-$
,$ - " " " " , ,LE$

吉林 D- - ! - - - - F -L$$
,$ - ,$ ,$ ,$ # ,$ #LE$

表 # 方差分析

变异来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 方 J 值 显著水平

处理间 D,L"- D ,$L!,; : ,$ $L$$, !NN
处理内 ,"L-$ ," ,L$!, :
总变异 !DL:- ,-



比较!表 "、#$。结果表明，品种 #!吉林 "%$与
品种 &、’ 及品种 & 与 ’ 间抗蚜性差异 不 显

著 ，但 品 种 " 与 品 种 #!吉 林 "%$、&、’ 间 差

异 达 极 显 著 水 平 ，对 照 表 #，幼 蚜 数 量 # 次

重 复 平 均 值 为 ’(% 头 ，表 明 品 种 "!)%*"&$
抗蚜能力最强，并且其抗蚜性强于 ’、& 品

种，而材料 ’、& 的抗蚜性与栽培品种!吉林 "%$无明显差异。

!"! 接蚜 #$ 头的分析结果

接蚜 ’+ 头的分析结果如表 %、,、-。

以 第 - . 各 重 复 的 蚜 虫 存 活 数 量 平 均

值进行方差分析。由表 % 方 差 分 析 结 果 表

明，品种间差异极显著。说明各品种间抗蚜

性存在极显著差异。由 /01 法进行多重比

较 !表 ,、-$结 果 表 明 ，品 种 #!吉 林 "%$与 品

种 &、品 种 & 与 品 种 ’ 在 %2显 著 水 平 差 异

不 显 著 ，说 明 在 接 蚜 密 度 加 大 的 情 况 下 ，品 种 & 与 ’ 间 抗 蚜 性 差 异 不 显 著 ，但 品 种 & 更

接近于栽培品种。品种 " 与品种 #!吉林 "%$、&、’ 间差异达极显著水平，对照表 -，幼蚜数

量 % 次 重 复 平 均 值 为 ’() 头 ，表 明 品 种 "!)%*"&$抗 蚜 能 力 最 强 ，并 且 其 抗 蚜 性 强 于 ’、&
品种。

! 小 结

通过对已鉴定为抗蚜的 " 份野生大豆在人工气候箱内的重复鉴定， 在 不 同 虫 口 密

表 % &’( 法多重比较

34( 均值 # & ’ "

# %(++ +(-"% +("’5 & +(+++ #66
& #(-% +(&% +(%+’ , +(+++ -66
’ #(&% +(-% +(%++ +(++& %66
" ’(%+ "(%+ "(&%+ &(-%+ +

注：下三角为均值差，上三角为显著水平。

表 ) 各品种在同一接蚜密度差异显著性比较

处理 均值 %2显著水平 ’2极显著水平

处理 # %(++ 7 8
处理 & #(-% 7 8
处理 ’ #(&% 7 8
处理 " ’(%+ 9 :

表 * 方差分析

变异来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 方 ; 值 显著水平

处理间 ’5)(%%+ + " ,,(’)" " &’(+’’ + +(+++ ’66
处理内 %+(#++ + ’, "(’%+ +
总变异 &#)(5%+ + ’5

表 + &’( 法多重比较

34( 均值 # & ’ "

# 5() +(,++ " +(+&" 5 +(+++ ’66
& 5(& +(, +(+,- - +(+++ ’66
’ -(+ &() &(&++ + +(+++ "66
" ’() )(+ -(#++ + %(&++ +

注：下三角为均值差，上三角为显著水平。

表 , 各品种在同一接蚜密度差异显著性比较

处理 均值 %2显著水平 ’2极显著水平

处理 # 5() 7 8
处理 & 5(& 79 8
处理 ’ -(+ 9 8
处理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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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接蚜条件下，对 ! 份野生大豆进行了多次重复比较分析。结果表明，材料的抗蚜性

状受接蚜密度影响较小，没有明显的变化，只能是材料本身的抗蚜性起主要的作用。而

! 份 野 生 大 豆 抗 蚜 性 却 有 明 显 的 差 异 ，即 "#$!% 为 抗 蚜 材 料 ，在 接 蚜 后 的 & ’ 调 查 时 间

内 ，没 有 幼 蚜 出 生 ，蚜 虫 数 量 减 少 ，可 能 由 饥 饿 而 死 ，未 死 亡 蚜 虫 在 茎 上 游 走 ，不 能 在 固

定 地 点 取 食 ；而 "#$!(、"#$) 的 抗 性 水 平 与 栽 培 大 豆 吉 林 !# 相 近 ，为 感 蚜 ，在 接 蚜 后 的

& ’ 调 查 时 间 内 ，有 幼 蚜 出 生 ，蚜 虫 数 量 增 多 ，蚜 虫 在 初 生 嫩 叶 的 背 面 固 定 地 点 取 食 ，这

对于今后的抗蚜性育种及遗传研究是极其重要的。本研究结果是在人工气候箱内进行

的，保证了气候条件的一致性，使鉴定结果的可信度得到了保证。但由于鉴定是在蚜虫

的一个繁殖周期*约 & ’+内的鉴定结果，为保证鉴定结果的准确性，应适当延长调查日数

或移栽到田间继续鉴定。应用 "#$!% 为抗蚜材料的遗传研究、抗蚜性育种相关研究正在

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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