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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本 研 究 表 明 : β- 氨 基 丁 酸 对 水 稻 穗 瘟 病 有 较 好 的 诱 导 抗 性 , 其 最 佳 诱 导 浓 度 配 比 为 0.5%浸 种 、

250μg/mL 的 BABA 与 等 量 的 春 雷 霉 素 叶 面 喷 雾 ; BABA 与 春 雷 霉 素 有 互 作 增 效 的 作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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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liminary Study on β- Aminobutyric- Acid and Probenazole
Induced Res is tance of Blas t of Rice

LI Li, GUO Xiao- li, LIU Xiao- mei, et al.

(Institute of Plant Protection,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of Jilin province, Gongzhuling 136100, China)

Abs tract: Results of this experiment showed that resistance of rice blast could be induced by β- Aminobu-

tyric- Acid (BABA). The best consistency with β- Aminobutyric- Acid induced resistance on blast of rice was com-

bined 0.5% seed soakage and 250μg/mL BABA mixed with Chunleimeisu by foliar spray. The effectiveness was

greatly enhanced when they were combined appl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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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稻 稻 瘟 病 (Magnaporthe grisea , Analmorph

Pyricularia grisea)是我国南北稻区危害最严重的水

稻病害之一。目前生产上推广的稻瘟病防治方法

是以利用抗病品种为核心 , 配以农业措施和适当

的化学农药的综合防治措施 , 同时 , 也对生态环

境、人类健康带来了不可忽视的严重危害。近几

年 , 由 于一些病菌对杀菌剂产生抗性 , 以及药剂对

环境的污染, 植物化学诱导剂便应运而生, 化学诱导

剂的研究现已成为植物保护研究中的热点之一[1], 其

中有些研究成果已在生产上推广应用 , 为作物病

害的防治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β- 氨基丁酸(β- amino- butyric acid, BA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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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由番茄根系分泌的非蛋白氨基酸 , 是一种

对环境安全 , 具有高效诱抗作用 , 被认为是一种应

用前景极为广泛的植物化学诱导剂[2]。该药与普通

杀菌剂作用机理不同 , 不能直接作用于病原菌 , 而

是 经 植 物 吸 收 后 诱 导 植 物 抗 性 酶 的 活 性 提 高 , 木

质素合成增强 , 以防止病原菌的侵入、菌丝的生长

和孢子的形成 , 从而达到防病的效果 [3]。

虽然 BABA 可诱导很多植物的 系 统 获 得 抗 性

(SAR)[4], 如 番 茄 、马 铃 薯 、棉 花 、花 生 、西 瓜 、花 椰

菜、向日葵、菜豆、苹果等植物 , 但其在水稻上的研

究和应用还未见报道。特别是田间试验 , 本文针对

BABA 和 8% 好 米 得 诱 导 水 稻 稻 瘟 病 抗 性 进 行 了

初步探讨。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供试水稻品种 : 超产 2 号高感病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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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试 菌 株 : 吉 林 省 农 业 科 学 院 植 保 所 提 供 ,

040305- 2, 040309- 1, 041407- 2, 041409, 040101- 3,

041408- 1, 042803- 1, 042505- 1, 040302- 2, 032402

- 1 等的混合强致病菌系。

供 试 药 剂 : β- 氨 基 丁 酸 (BABA)由 上 海 维 思

化 学 有 限 公 司 提 供 , 烯 丙 苯 噻 唑 (8%好 米 得 )颗 粒

剂由日本明治制果株式会社提供。

1.2 试验设计

本试验是在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水稻所试验田

里进行 , 试验共设 20 个处理 , 3 次重复 , 共计 60

个小区 , 每 小 区 占 地 面 积 20 m2, 随 机 区 组 排 列 。

生长期间 , 除不施用稻瘟病药剂外 , 其它管理措施

均按常规进行。

1.3 方法

试验分别采用浸种、浸种 + 喷雾、喷雾 3 种方

法诱导水稻稻瘟病的抗性 , 具体做法如下 :

1.3.1 浸种方法

用 清 水 、0.5%、1% 3 种 浓 度 药 剂 浸 泡 种 子 ,

分 别 用 下 标 0、1、2 表 示 , 种 子 浸 泡 48 h, 再 用 清

水洗净 , 继续浸种催芽 , 选取萌发势一致的种子播

于播种盘中 , 其余管理正常。

1.3.2 喷雾方法

抽穗前 3 周 , 将 BABA 配制成的 系 列 浓 度 的

水溶液即 0、250、500μg/mL(分别用代 号 0、I、II 表

示), 分别施于水稻叶面上。

抽穗前 3 周 , 将 BABA 配制成的 系 列 浓 度 的

水溶液(0、250、500μg/mL)与等量的春 雷 霉 素 混 合

喷于水稻叶片上 , 分别用 S0、SI、SII 表示

叶 喷 的 8%好 米 得 浓 度 : 600 g/667 m2, 用 代

码 A 表示

1.3.3 接种菌株的浓度

在喷药后 1 周 , 用供试菌株混合分生孢子 悬

浮液喷雾接种 , 孢子液浓度为显微镜 100 倍视 野

20～30 个 孢 子 , 接 种 量 为 5l/ 小 区 , 重 复 3 次 , 接

种后 7 d 左右调查病情指数。

1.3.4 数据计算方法

每小区固定 5 点 , 每点 50 穗 , 调查病情指数 ,

记录结果。

病情指数(%)=∑(各级 病 株 数×各 级 严 重 度)/

调查总株数× 最高级别严重度 ×100

诱 导 效 果 (%)= [(对 照 病 指 - 处 理 病 指 )]/ 对

照病指 ×100

2 结果与分析

2.1 BABA 诱导水稻穗瘟病抗性的效果比较

从仅用 BABA 处理后的水稻 穗 瘟 病 的 诱 导 抗

性 来 看 , 浸 种 浓 度 为 1(即 0.5%)和 喷 雾 浓 度 为 II

(即 500 μg/mL) 结合施用 , 诱导抗性最好 , 可 达

39.09%, 均高于单剂单独使用的效果。由图1还可

以 看 出 : 单 独 采 用 浸 种 方 法 , 防 效 都 有 明 显 提 高 ;

单独采用喷雾处理 , 防效也有很大的提高 , 但是二

者结合起来 , 不浸种和用1% 浸种与用500 μg/mL

喷雾的效果几乎相当 , 这 说 明 浸 种 浓 度 高 于0.5时

防效不明显 , 即浸种的最佳浓度为0.5%。

2.2 BABA 与 8% 好米得诱导水稻穗瘟病 抗 性 的

效果比较

由图 2 可以看出 : SI1 的诱导抗性效果最佳 , 其

次是 SI2, 且 SI2 与 A1 的效果相当。即在本试验中 ,

诱 导 抗 性 效 果 最 好 的 药 剂 计 量 是 0.5%浸 种 、250

μg/mL 的 BABA 与等量的春雷霉素叶面喷雾。

2.3 不同方法诱导水稻稻瘟病抗性效果比较

从 表 1 的 综 合 数 据 来 看 , BABA 与 春 雷 霉 素

表 1 不 同 处 理 方 法 诱 导 水 稻 稻 瘟 病 抗 性 效 果 比 较

诱导效果(%) 0 I II SO SI SII A
0 - 25.80 31.61 33.33 47.30 34.57 45.78
1 15.15 34.80 39.09 49.50 70.17 50.61 59.64
2 9.67 25.48 32.74 36.70 60.34 39.39 -

图 1 BABA 对 穗 瘟 病 抗 性 的 诱 导 效 果 图 2 BABA 与 8% 好 米 得 对 水 稻 穗 瘟 病 的 诱 导 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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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 合 施 用 要 明 显 好 于 仅 施 用 BABA 的 效 果 ; SI0 的

诱 导 效 果 与 仅 施 用 8%好 米 得 的 效 果 相 当 , SI2 与

A1 的效果相当 ; SI1 的诱导效果要明显好于 A1, SI1

的诱抗效果可达 70.17%。

3 讨 论

本试验中 , β- 氨基丁酸对水稻穗瘟病有较好

的诱导抗性 , 其最好的药剂计量是 0.5%浸种、250

μg/mL 的 BABA 与等量的春雷霉素叶面喷雾。

BABA 与春雷霉素有互作增效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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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影响。结果表明 , 随着氮营养施用量的增加 ,

当 氮 营 养 施 量 达 400 kg/hm2 时 黄 瓜 的 叶 面 积 指

数、SPAD 读数均达到最大值 , 同时植株和果实中

硝酸盐含量也达最大值(图 1、图 2、图 3)。硝 酸 盐

是强致癌物- 亚硝胺的前体 , 其含量高低与人体

健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一般认为 , 人体摄入的硝

酸盐 80%以上来源于蔬菜 , 所以 硝 酸 盐 含 量 是 衡

量蔬菜品质的重要指标。本研究发现 , 随氮营养供

应的增加 , 黄瓜果实中硝酸盐含量也逐渐增高 , 从

而使黄瓜品质下降。

240 kg/hm2 的 氮 素 供 应 条 件 下 , 黄 瓜 植 株 的

净 光 合 速 率 和 产 量 均 达 到 最 大 值 (表 1, 表 2)。 在

黄瓜植株生长过程中 , 如果氮素过量 , 蛋白质和叶

绿 素 大 量 形 成 , 细 胞 分 裂 加 快 , 使 营 养 体 徒 长 , 叶

面 积 增 大 , 互 相 遮 阴 , 通 风 透 光 不 良 , 影 响 黄 瓜 植

株的光合作用 , 进而影响其产量 , 前人的研究结果

与本研究一致。同时通风透光不良也有可能引起

黄瓜各种病害的发生 , 同样也会造成黄瓜产量的

下降。

本 研 究 发 现 在 240 kg/hm2 的 氮 素 供 应 水 平

下 , 同时给予适量的磷钾供应 , 黄瓜植株的光合性

能等各项指标显著增加 , 提高植株的光合作用 , 增

加了植株干物质积累 , 从而更好地促进黄瓜的增

产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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