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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粱抗蚜遗传规律研究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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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 用 人 工 去 雄 方 法 ，利 用 抗 蚜’感 蚜 、耐 蚜’感 蚜 、感 蚜’感 蚜 等 组 合 的 杂 交 后 代

和 回 交 后 代 ，对 高 粱 品 种 抗 蚜 的 遗 传 规 律 进 行 研 究 。结 果 表 明 ，高 粱 的 抗 蚜 基 因 对 感 蚜 基 因

表 现 显 性 ，受 主 效 单 基 因 控 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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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粱蚜虫是对高粱危害最严重的害虫之一。在山西、辽宁、吉林、山东、河北、黑龙江

和内蒙古的高粱主产区蚜虫的危害尤为严重。目前，防治高粱蚜虫主要采用喷洒乐果等

化 学 药 剂 ，国 内 外 对 高 粱 抗 蚜 性 的 研 究 非 常 少 ，抗 蚜 性 遗 传 方 面 研 究 更 少 ，育 种 中 缺 少

能借鉴的相关理论。所以，研究高粱抗蚜遗传规律，选育和推广优质抗病虫品种，减少或

免除有机杀虫剂的使用，才能真正达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

本试验对高粱抗蚜遗传规律进行了初步研究，为高粱抗蚜育种提供了理论基础。

! 材料与方法

!,! 试验材料

-%%- 年从辽宁省农科院高粱所、吉林省农科院作物所和原四平市农科院作物所引

进了高粱试验材料 $" 份，其中不育系 ") 份，恢复系 "$ 份，品种 "% 份，其它 -% 份。

!,( 试验方法

-%%- 年利用抗蚜源 .,/*-0、"*%1、抗 * 和感蚜材料 .2$--、)3##、-4#" 作人工去雄

组合 ) 个，高抗蚜’感蚜 组 合 .2$--5’.,/*-05、)3##’"*%1、-4#"5’抗 *；感 蚜’感 蚜 组

合 $--5’-4#"5；利用南 "## 和三尺三作耐蚜’感蚜组合南 "##’三尺三。-%%- 年 冬 南 繁

二季，加代 6- 和回交 57"。-%%# 年进行抗蚜性鉴定。

试验设在吉林农工学院实验农场，采用植株叶片群落接蚜鉴定法鉴定。田间设立哺

蚜圃和接蚜圃。抗蚜性鉴定分 # 级。每个组合 6- 接蚜 ")% 株，57" 接蚜 "%% 株。

" 结果与分析

(,! 人工接蚜鉴定结果

在 6- 有效接蚜鉴定中，.2$--5’.,/*-05 组合有 "%# 株表现抗蚜，#" 株表现感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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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 合 有 %%) 株 表 现 抗 蚜 ，## 株 表 现 感 蚜 ；*+#%,$抗 & 组 合 有 %%% 株 表 现 抗

蚜，*" 株表现感蚜-表 %.。

对 ,/% 进行接蚜鉴定，结果显示，在-012**,$034&*),.$012**, 组合中，有效抗蚜

株数为 #& 株，感蚜株数 #’ 株； 在-!"##$%&’(.$!"## 组合中，有效抗蚜株数为 #! 株，感

蚜 株 数 &’ 株 ；在 -*+#%,$抗 &.$*+#%, 组 合 中 ，有 效 抗 蚜 株 数 为 #% 株 ，感 蚜 株 数 #* 株

-表 *.。

!"! 遗传分析

对抗蚜$感蚜杂交组合的 5* 抗蚜株数和感蚜株数的分离表现进行 1* 检验，结果符

合 #6%。对 ,/% 抗蚜株数和感蚜株数的分离表现进行 1* 检验，结果符合 %6%。这些结果表

明，高粱抗蚜性状基本符合主效单基因分离规律。根据上述的世代调查分析，可以初步

确定高粱抗蚜性状的抗蚜基因是受主效单基因控制7 抗蚜性状对感蚜性状表现显性。

对于耐蚜$感蚜组合南 %##$三尺三来说，5% 和 5* 分离世代单株的抗蚜性很难区别。

在有效接蚜植株个体间，蚜虫群落和数量上没有显著差异。植株个体内蚜虫群落繁殖迅

速，单株平均繁殖倍数 +8"。

感 蚜 组 合 2**,$*+#%, 感 蚜 严 重 ， 大 部 分 植 株 下 部 接 蚜 叶 片 枯 黄 ， 繁 殖 倍 数 超 过

%’。

! 结 论

高粱抗蚜性状的抗蚜基因对感蚜基因表现显性，是由主效单基因控制。

在高粱抗蚜育种中，接蚜后依据抗性表现直接进行目标性状选择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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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 抗、感蚜性状分离情况

项 目 012**,$034&*), !"##$%&’( *+#%,$抗 &

抗蚜株数 %’# %%) %%%
感蚜株数 #% ## *"
1* 检验 #M% #M% #M%

表 ! ;<9 抗、感蚜性状分离情况

项 目 -012**,$034&*),.$012**, -!"##$%&’(.$!"## -*+#%,$抗 &.$*+#%,

抗蚜株数 #& #! #%
感蚜株数 #’ &’ #*
1* 检验 %M% %M% %M%

) 吉 林 农 业 科 学 *" 卷



!上 接 第 " 页 #

!!"#"$ %&’"()#*)’+# ,$&"$--’"$& ./(+*"/$+# 0-(1$/#/&2 3/##-&- 4 5/$&61)#"$& "#$"%% &’()*+
!"#$%&’$, -’. ()’./.)0. 12 31/4’56 /.3(37*)0. 71 *8’(9 :*3 3759(.9 53()4 0/133()4 *)9

;*0<0/133()4 12 9(22./.)7 016;()*7(1)= 350’ *3, *8’(9 /.3(37*)7 >*/(.7? @ *8’(9 3530.87(;A. >*/(B
.7?= *8’(9 71A./*)7 >*/(.7? @ *8’(9 3530.87(;A. >*/(.7? *)9 *8’(9 3530.87(;A. >*/(.7? @ *8’(9
3530.87(;A. >*/(.7?C -’. /.35A73 3’1:.9 7’*7 7’. *8’(9 /.3(37*)7 0’*/*07./ 12 31/4’56 (3 916(B
)*)7 *)9 01)7/1AA.9 ;? * 3()4A. 4.).C

()* +,%-#, D1/4’56E F8’(9 /.3(37*)0.E F8’(9 3530.87(;(A(7?E G)’./.)0.

冠层具有较好的光照特性。本文只对剑叶大小与穗粒重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有关剑叶伸

展方向及倒二叶大小的影响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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