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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部分水稻主栽品种抗稻瘟病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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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应 用 我 省 稻 区 的 ’( 个 稻 瘟 病 菌 株 接 种 ，分 析 了 吉 林 省 历 年 种 植 的 水 稻 品 种 的 抗 瘟 性 。 结 果 表

明 ：近 几 年 新 育 成 的 品 种 抗 瘟 性 已 有 较 大 的 提 高 ，九 稻 )"、通 丰 ’ 号 和 九 稻 ## 的 抗 性 优 异 ，抗 谱 在 *+,以

上 ，九 稻 ))、吉 玉 粳 、丰 选 ( 号 、九 稻 )$、九 稻 )(、九 稻 #*、超 产 " 号 、超 级 稻 " 号 和 通 粘 ’ 号 等 品 种 的 抗 谱 也

较 高 。 同 一 品 种 对 不 同 地 区 菌 株 的 抗 谱 有 较 大 差 异 ，生 产 上 可 根 据 其 在 不 同 地 区 的 抗 性 表 现 合 理 搭 配 种 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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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稻 稻 瘟 病 !!"#$"%&’()* #’+,*"0 /1234567：-.’+/01"’+" #’+,*"&是 世 界 性 的 真 菌 病 害 ，也 是 吉 林 省 水

稻的最严重病害之一。长期实践证明，选育和种植抗病品种是防治稻瘟病最经济有效的措施。但许多

抗稻瘟病品种在生产上推广若干年后，抗病性迅速丧失，给农业生产造成重大损失。为了更好的利用

抗病品种控制稻瘟病的发生与流行，笔者进行了吉林省水稻主栽品种对稻瘟病菌的抗谱测定，以明确

其抗性强弱及抗谱范围，为生产中的合理布局及综合防治提供依据。

! 材料与方法

!+! 供试品种和稻苗培育

采 用 吉 林 省 历 年 种 植 的 水 稻 品 种 及 相 关 材 料 )% 个 。 供 试 品 种 播 种 于 带 孔 的 塑 料 育 苗 盘 中 !$%
839#% 839) 83&，常规管理，接种前 ) : 施用 " 次氮肥。

!+( 供试菌株和接种体制备

采用在吉林省不同稻区收集的 *% 份穗颈瘟标样上分离培养获得的 ’( 个有效单孢菌株。供试菌

株的培养扩繁是将分离的单孢菌株移植于 ;</ 斜面培养基上，(=>恒温培养 "+?(% :，转接到高粱粒

培养基上，培养繁殖 (%?#% :，于接种前约 = : 将长满菌丝的高 粱 粒 培 养 基 用 清 水 洗 去 表 面 菌 丝 ，(+?
(’>恒温培养，使其产生足量的分生孢子供接种用。

!+# 接种

在幼苗长至 #?) 叶时，将高粱粒培养基上扩繁培养的各菌株分生孢子用水分别清洗，配成孢子

悬浮液!浓度为 "%% 倍显微镜视野下 (%?#% 个孢子&，分别隔离定量喷雾接种。接种后在 (+?(’>的恒

温接种箱内保湿 () 7，然后移入塑料大棚内的水泥池中，在 (%?#%>高湿!人工喷 雾 &环 境 下 培 育 ，=?’
: 调查病情。

" 结果与分析

(+! 水稻品种对不同菌株的抗谱

经接种鉴定表明，水稻品种对不同菌株具有不同的抗性反应，供试品种对来自吉林、通化、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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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平和辽源 ! 个地区的 "# 个稻瘟病菌株的抗谱从 ##$%&’("$"&不等，其中九稻 )*、通丰 " 号和九稻

++ 的抗谱在 (!&以上，说明这 + 个品种对供试菌株抗性强；九稻 ))、吉玉粳、丰选 # 号、九稻 ),、九稻

)#、九稻 +(、超产 * 号、超级稻 * 号和通粘 " 号等品种的抗谱也较高-表 *.。这一结果说明，近几年新

育成的品种抗瘟性已有较大的提高，另一方面由于寄主和病菌的互作，导致自然界稻瘟病菌群体发生

了变化，优势小种从上个世纪 "%’(% 年代 /0*、/1* 群变为 /2*、/3* 群为主，这一结果为品种的合理轮

换提供了科学依据。

!"! 同一品种对不同地区菌株的抗谱

由表 * 可见，同一品种对不同地区菌株的抗谱有较大的差异，如松粳 , 号 在 吉 林 、通 化 、长 春 、四

平和辽源 ! 个地区的抗菌率分别为 4#$!&、*%%&、*%%&、"%&和 4!&；丰选 # 号和九稻 ), 两个品种对

来自全省 "# 个菌株的抗菌率为 (#$4&，而 丰 选 # 号 在 吉 林 、通 化 、长 春 、四 平 和 辽 源 ! 个 地 区 的 抗 菌

率分别为 ()$*&、*%%&、"!$4&、"%&和 "4$!&，九稻 ), 在吉林、通化、长春、四平和辽源 ! 个 地 区 的 抗

菌率分别为 (,$*&、4#$4&、"!$4&、*%%&和 *%%&，表明丰选 # 号 和 九 稻 ), 两 个 品 种 的 抗 病 性 是 有 差

异的。而九稻 ++ 和九稻 )) 两个品种在通化、长春、四平和辽源 ) 个地区的抗菌率相同，只在吉林地区

有很小的差异，因此，应重视品种的搭配种植。

!"# 菌株对不同品种的致病性

稻瘟病菌株对不 同 品 种 的 致 病 性 差 异 较 大 ，%+%*%"5*0* 只 对 供 试 品 种 延 粳 #+ 致 病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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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 对 吉 引 !" 致 病 ，#$#$#%&"’! 对 通 粳 %($ 和 秋 光 致 病 ，#$"$#)&"*! 对 通 粳 %(# 和 通 (+&%# 致 病 ；而

#$!)#,&"-( 对 供 试 品 种 致 病 率 达 .#/，#$#!#%&!0!、#$#$#)&!0!、#$#"#!&!*$ 和 #$"$#$&!*! ) 个 菌

株对供试品种致病率为 )%1+/。

! 小 结

水稻品种对不同菌株具有不同的抗性反应，供试品种对来自吉林、通化、长春、四平和辽源 + 个地

区的 ," 个稻瘟病菌株的抗谱从 ""1#/2(,1,/不等，其中九稻 )!、通丰 , 号、九稻 $$ 的抗谱在 (+/以

上，抗谱相同的品种在不同的地区抗性表现有一定的差异，且抵抗的小种 不 尽 相 同 ，说 明 新 品 种 抗 病

性有较大的改善和提高。

为科学合理的利用抗病品种，首先要监测当地稻瘟病菌生理小种的种群动态，根据当地小种的组

成和分布及不同抗性的品种在各地区的抗性表现合理搭配种植，使生产上栽培品种的抗性基因多样

化，使众多生理小种种群维持在相对稳定状态，从而延长抗病品种的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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