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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大豆新品种(系)大豆

花叶病毒病抗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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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通 过 2003～2005 年 对 吉 林 省 大 豆 新 品 种 (系 )大 豆 花 叶 病 毒 病 的 抗 性 鉴 定 , 初 步 明 确 , 吉 林 省 新

育 成 的 大 豆 品 种 和 后 备 材 料 较 抗 大 豆 花 叶 病 毒 病 。在 5 个 不 同 生 态 区 内 , 新 品 种(系)抗 大 豆 花 叶 病 毒 病 的 水

平 由 高 到 低 排 序 : 四 平 地 区> 长 春 地 区> 吉 林 和 白 城 地 区> 通 化 地 区 。前 两 个 地 区 抗 源 丰 富 。品 种 抗 性 以 抗

弱 毒 株 系 为 主 , 抗 中 毒 株 系 居 中 , 感 强 毒 株 系 比 例 较 低 。 表 明 吉 林 省 目 前 流 行 的 病 毒 株 系 仍 然 是 弱 毒 株 系 ,

伴 随 一 定 程 度 的 中 毒 株 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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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花叶病 毒病(Soybean mosaic virus disease SMV)广泛分 布于世界 及 我 国 各 大 豆 产 区 , 是 危 害 大

豆生产的重要病害。一般年份造成减产约 25%, 大流行年甚至绝收。感染病毒的受害子粒产生斑驳 ,

降低产品品质和出口商品价值 , 严重影响产量和经济效益。推广种植抗病品种可以有效地降低初侵染

源 , 是控制大豆病毒病的一项经济有效措施。本文分析了 2003～2005 年吉林省育成的大豆新品种(系)

抗花叶病毒病的总体抗性水平 , 明确了全省不同生态区抗性分布情况 , 旨在为吉林省不同生态 区抗性

品种的布局提供参考 , 为选育抗病品种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大豆材料

2003～2005 年参加吉林省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的新品种(系)共 100 份。来自四平、长春、吉林、通

化和白城 5 个不同生态区。

1.2 供试毒源

大豆花叶病毒 1、2、3 号株系分别保存于 - 86 ℃超低温冰箱中 , 3 月份扩繁于感病鉴别寄主上。待

显 症 后 分 株 系 采 摘 新 鲜 病 叶 研 磨 榨 汁 , 用 0.01 mol/L 的 磷 酸 缓 冲 液 稀 释 20 倍 , 再 加 入 1% W28 号 金

刚砂微粉 , 制成接种的病毒汁液。

1.3 人工接种方法

混合株系鉴定在田间鉴定圃进行。小区5 m行长 , 单行区。单株系鉴定在防蚜网室内进行 , 小区行

长4 m, 单行区。鉴定品种顺序排列 , 每隔20个品种增设一套抗感对照品种。当第1片复叶展开时用毛

刷蘸病毒汁液摩擦叶片 , 接种后及时用清水洗去残液。待植株普遍显症后调查病级 , 计算病情指数。

1.4 抗性评价标准

病害分级标准依据《粮食作物种质资源抗病虫鉴定方法》[1]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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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1 大豆新品种(系)大豆花叶病毒病抗性鉴定

表 1 结 果 表 明 , 3 年 鉴 定 的 抗 病 材 料 占 供

试 材 料 的 22.2% ～33.3% ; 中 抗 级 材 料 占

35.1%～44.4%; 中感材料占 14.8%～33.3%; 感

病占 5.4%～8.3%。抗病材料是感病材料的 4 倍

多 , 中抗材料比中感材料多 1 倍左右 , 并且随年

限增长抗病比例呈增长趋势, 中感材料的比例呈

下降趋势。感病材料数量少占比例较低。表明

3 年 来 吉 林 省 新 育 成 的 大 豆 品 种 和 后 备 材 料

对大豆花叶病毒病的抗性水平普遍较强。

2.2 大豆新品种(系)对病毒株系的抗性水平

3 个 年 度 的 大 豆 品 种(系)对 大 豆 花 叶 病 毒

3 个株系的抗性水平见图 1。

图 中 1 号 株 系 为 弱 毒 株 系 , 2 号 株 系 为 中

毒株系 , 3 号株 系为强毒株 系。2003 年 参 鉴 的

品 种 材 料 抗 3 号 株 系 的 比 例 高 于 1 号 和 2 号

株系 , 1 号和 2 号抗性比例相同。表明该年 度所鉴材料 中 , 抗 3 号株系 水平较强 , 内含抗强毒 株系的

抗源较丰富。2004～2005 年所鉴材料中抗级比例有差异 , 2004 年的抗性材料数量多于 2005 年。其抗

性比例由高到低排序均为 1 号株系> 2 号株系> 3 号株系。表明所鉴材料中 , 抗大豆花叶病毒弱毒株

系和中毒株系具有中抗级以上水平占大多数 , 其中又以抗弱毒株系的抗性水平材料居多。抗强毒株系

的材料相对 较 少 。 表 明 2004～2005 年 的 所 鉴 材 料 中 , 抗 性 水 平 是 以 抗 弱 毒 株 系 为 多 , 抗 中 毒 株 系 居

中 , 抗强毒株系较少。

2.3 2003～2005 年吉林省不同生态区大豆新品种(系)抗性分布

鉴定材料来 自吉林省吉 林、通化、长春 、四平和白城 地区的 5 个不 同 生 态 区 。2003～2005 年 的 抗

性分布情况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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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大 豆 对 花 叶 病 毒 3 个 株 系 中 抗 级 以 上 品 种 比 例

表 2 结 果 表 明 , 四 平 地 区 的 抗 病 品 种 占 37.5%, 中 抗 品 种 占 42.5%, 比 较 中 感 的 占 17.5%和 感 病

的占 2.5%差异显著 , 表明四平地区所育的新品种(系)抗病和中抗水平的占到 80%, 抗性水平较高。长

春地 区 抗 病 品 种 占 32.4%, 中 抗 占 35.3%, 两 者 占 到 67.7%, 比 中 感 的 23.5%和 感 病 的 8.8%之 和 高 出

1 倍多 , 表明长春地 区育成的新 品种和材料 抗性水平较 强。通化地 区的抗病、中 抗和感病品 种各占

22.2%, 中感占 33.3%, 表明通化地区的品种抗感水平分布比较均匀 , 变化幅度不大。吉林地区的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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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比较集中 , 中抗品种和中感品种各占 50%, 其余抗 级为 0。表明吉 林地区的 品种和材料 抗性类型

狭 窄。白城地区 抗病的占 12.5%, 中 抗占 37.5%, 中 感 占 37.5%, 感 病 占 12.5%, 呈 现 出 中 间 高 两 头 低

的抛 物线型态势 , 表明白城 地区所育品 种(系)中抗和 中感型抗性 水平材料居 多 , 抗病品 种 缺 乏 。 综 合

分 析 5 个 生 态 区 的 品 种 抗 性 情 况 , 以 抗 病 和 中 抗 品 种 数 量 所 占 比 例 由 高 到 低 的 排 序 是 : 四 平 地 区

(80.0%)> 长春地区(67.7%)> 白城地区和吉林地区(50.0%)> 通化地区(44.4%)。

3 结论与讨论

通过 2003～2005 年对 吉 林 省 大 豆 新 品 种(系)大 豆 花 叶 病 毒 病 的 抗 性 鉴 定 , 初 步 明 确 吉 林 省 新 育

成的大豆品种和后备材料普遍较抗大豆花叶病毒病。表明近 3 年来针对大豆花叶 病毒病的抗 病育种

目标明确 , 品种的抗病水平在不断提高。

抗性水平是有地域性差异的。在 5 个不同生态区内 , 四平地区的新品种(系)抗大豆花叶病毒病的

抗性水平是最强的 , 其次是长春地区 , 再次是吉林和白城地区 , 抗性水平较差的是通化地区。因此 , 生

产上要注意参考品种对大豆花叶病毒病在不同生态区的抗性分布情况 , 合理进行品种布局 , 避 免因种

植感病品种而诱发病害流行 , 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根据近 2 年的鉴定明确了抗性水平是以抗弱毒株系为主 , 抗中毒株系居 中 , 抗强毒株 系的比例很

低。表明吉林省目前流行的病毒株系仍然是弱毒株系 , 伴随一定程度的中毒株系的流行。强毒株系目

前在生产上尚未造成流行 , 但要随时监控其变化。

鉴定结果还 表明 , 四平地 区和长春地 区的参 鉴 材 料 中 , 含 抗 性 基 因 后 备 材 料 较 多 , 抗 病 育 种 可 以

在该区域筛选抗源。另外 , 通化地区所处地理位置可能有利于花叶病毒病的发生而成为重病 区 , 这对

抗性材料的田间自然选择十分有利 , 可以加以合理利用。但要警惕病毒株系流行的变化 , 造成品种抗

性丧失而引起病害的大流行 , 使生产遭受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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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 is of Res is tance of New Soybean Varie ties to
Soybean Mosaic Virus in J ilin Province

SONG Shu- yun, JIN Qi- ming, ZHANG Wei,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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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 tract: Resistance of new soybean varieties to Soybean Mosaic Virus (SMV) were evaluated during the

period from 2003 to 2005 in Jilin province. The level of resistance of these varieties to SMV was as follows: va-

rieties growing in Siping > varieties growing in Changchun > varieties growing in Jilin or Baicheng > varieties

growing in Tonghua. Varieties growing in Siping and Changchun were more resistant than those growing in other

areas. Most of these varieties expressed resistance to low virulence strains of SMV, some resistant to moderate

virulence strains and fewer varieties resistant to strong virulence strains. Thes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low viru-

lence strains of SMV were dominant in Jilin province, accompanied by some moderate virulence strains of S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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