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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稻瘟病菌生理小种的分布及发生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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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 ’%%# 年 在 吉 林 省 各 地 田 间 采 集 的 稻 瘟 病 标 样 中 分 离 出 的 (’ 个 有 效 单 孢 菌 株 ，用 中 国 稻 瘟

病 菌 生 理 小 种 鉴 别 品 种 ，鉴 定 出 ) 群 "* 个 中 国 小 种 ，优 势 种 群 为 +, 群 ，优 势 生 理 小 种 为 +,"，其 次 是 +-"

和 +."；用 吉 林 鉴 别 品 种 鉴 定 出 /# 个 吉 林 小 种 ，其 中 优 势 小 种 为 01$2)，其 次 是 0/$2) 和 0’2%。 同 去 年 相 比 吉 林 小

种 的 优 势 小 种 无 变 化 ，但 侵 染 频 率 下 降 ，中 国 小 种 的 优 势 种 群 由 +- 群 变 成 +, 群 ，两 者 的 频 率 差 距 并 不 显

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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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瘟病菌的小种分布因地而异，同时存在年度间变化，而小种的变化和区域分布是影响水稻品种

抗病性的主要因素之一，特别是强毒性小种的出现和频率的上升是决定品种抗病性强弱的重要因素。

因此，测定病菌的生理小种变化，探明其组成类型、分布和消长情况，对新品种的选育推 广 、种 植 布 局

安排和病害的有效防治都有重要作用。现将 ’%%# 年吉林省稻瘟病菌生理小种的分布及发生动态报道

如下：

! 材料与方法

!,! 鉴别品种

吉林省稻瘟病菌生理小种鉴别品种及编号：长白 * 号!1%&、吉玉粳!’%&、通 #/!"%&、农大 # 号!1&、吉

引 "’!’&、九稻 "*!"&、秋光 !%21&、关东 "%)!%2’&、藤系 "#(!%2"&。吉林生理小 种 命 名 采 用 八 进 位 制 法 ，以

该菌株所侵染的吉林鉴别品种编号之和表示；中国稻瘟病菌生理小种鉴别品种用全国统一的 ) 个鉴

别品种，即特特勃、珍龙 "#、四丰 1#、东农 #$#、关东 /"、合江 "( 和丽江新团黑谷。

!,( 标样的来源、分离和培养

’%%# 年秋季在吉林省各市、县的水稻生产田及试验田采集 *% 份稻瘟病标样，采用震落法 进 行 单

孢分离，分离出 (’ 个有效单孢菌株。将分离出的单孢菌株先后放在 5-4 和高粱粒培养基上培养，待

其长满菌丝后，于接种前 ) 6 将长好的培养基用清水洗去表面菌丝，滤干水后放在培养皿内盖上湿纱

布，以利保湿，同时进行保温培养，使其产生足量的分生孢子用以接种。

!,# 育苗和接种

采用塑料盘育苗，每盘播两套鉴别品种，每品种播 "%7"/ 粒，两次重复，幼苗进 行 常 规 管 理 ，并 在

接种前 #7/ 6 施一次氮肥。待幼苗长至 # 叶一心时将高粱粒上长好的分生孢子用清水洗下来，配成孢

子悬浮液，浓度为 "%% 倍显微镜视野下 ’%7#% 个孢子，分别定量隔离 喷 雾 接 种 ，接 种 后 进 行 保 温 保 湿

管理，于接种后 )7"% 6 进行调查。

" 结果与分析

(,! 生理小种的类群组成和出现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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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省生理小种的类群组成和出现频率

用吉林省稻瘟病菌生理小种鉴别品种，将 !" 个稻瘟病菌的单孢菌株区分为 #$ 个生理小种，分布

范围在 %&’&(%)#’*，其中 %+*’) 为优势小种，其次是 %#*’) 和 %"’&，频率分别为 !’#,、)’$,和 +’-,。 而 余 下 #&
个生理小种的频率分别为 $’),、"’+,和 .’",。不同年份生理小种的类群组成和出现频率是变化的，

同去年相比，吉林小种的数量有所增加，而吉林小种的优势小种无明显变化，但其出现频率有所下

降，.--#、.--* 年出现的优势小种 %#*’) 在 "&&$ 年成为次要小种，频率比 "&&" 年又有所上升 /在 变 化 中

又保持相对的稳定状态0表 .1。

稻瘟病菌对不同吉林鉴别品种的侵染频率不同0表 "1。从稻瘟病菌对吉林鉴别品种的整体侵染频

率来看，侵染频率的变化幅度不大，但病菌对长白 -、农大 $、吉引 ."、秋光、关东 .&) 和藤系 .$! 的侵

染频率比较大，而对吉玉粳、通 $# 和九稻 .- 的侵染频率较小。所 以 ，在 生 产 上 种 植 农 大 $、吉 引 ."、

秋光、关东 .&) 和藤系 .$! 及近缘品系时，应避免大面积种植，以防病害流行，造成损失。

!"#"! 中国小种的类群组成和出现频率

用 中 国 稻 瘟 病 菌 生 理 小 种 鉴 别 品 种 鉴 定 出 ) 群 .- 个 生 理 小 种 ，优 势 种 群 为 23 群 ，优 势 生 理 小

种 为 23.，其 次 为 24.、25. 和 26.，频 率 分 别 为 "",、.!’$,、.+’*,和 .$’+,；而 27 群 、28 群 和 29 群

小 种 的 频 率 较 低 ，除 了 28- 和 29.# 的 频 率 为 $’),和 "’+,之 外 ，其 余 小 种 均 出 现 一 次 ，频 率 为 .’",。

"&&$ 年中国小种的优势种群由 "&&" 年的 24 群变成 23 群，优势 小 种 由 24. 变 为 23.，但 是 两 者 的 频

率差距并不显著0表 $1。

表 ! 不同年份稻瘟病菌对吉林鉴别品种的侵染频率 ,

年 份
品 种

长白 - 吉玉粳 通 $# 农大 $ 吉引 ." 九稻 .- 秋光 关东 .&) 藤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卷吉 林 农 业 科 学



!"! 吉林省稻瘟病菌生理小种类型分布

因各地区所采集的标样不均匀，使每个地区的供测菌株数存在着显著差异，从而影响生理小种的

类 型 分 布 。 用 吉 林 鉴 别 品 种 进 行 鉴 定 结 果 见 表 !，吉 林 地 区 吉 林 小 种 出 现 "# 个 ，优 势 小 种 为 $#%&’ 和

$!%&’，频率都为 (&)*，中国小种出现 +( 个，优势小种为 ,-+，出现频率为 ..*。通化地区吉林小种出现

( 个，优势小种为 $!%&’，频率 .’*，中国小种出现 # 个，优势小种为 ,/+，出现频率为 ##*。四平、长春和

辽源地区吉林小种分别出现 #、’ 和 ’ 个，优势小种均不明显，中国小种分别出现 !、# 和 # 个 ，优 势 小

种除辽源地区的 ,-+ 较明显外，四平和长春地区均不突出。结果表明，不同地区稻瘟病菌生理小种组

成及分布有明显差异。

! 小结与讨论

鉴 定 结 果 表 明 ，.))" 年 将 (. 个 单 孢 菌 株 用 吉 林 鉴 别 品 种 鉴 定 出 #" 个 吉 林 小 种 ， 分 布 范 围 在

$)&)0$’#&%，其中 $!%&’ 为优势小种，其次是 $#%&’ 和 $.&)，频率分别为 (&#*、’&"*和 !&1*。用中国稻瘟病菌生

理小种鉴别品种鉴定出 ’ 群 +1 个生理小种，优势种群为 ,- 群，优势生理小种为 ,-+，其次为 ,/+、,2+

和 ,3+，频率分别为 ..*、+(&"*、+!&%*和 +"&!*，同 .)). 年相比吉林小种的优势小种无变化，但侵染

频率有所下降，中国小种的优势种群由 ,/ 群变成 ,- 群，而 两 者 的 频 率 差 距 并 不 大 。.))" 年 的 优 势

种群主要分布在通化和吉林地区，所以这两个地区的病害发生较其他地区重。

掌握当地病菌小种种类的分布和主要致病小种的动态变化，合理品种布局，采用广谱抗性和多抗

品种相搭配的办法，避免单一种植，使栽培品种尽量多样化，减缓病菌优 势 小 种 的 形 成 达 到 控 制 稻 瘟

病的经济目的，确保稳产高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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