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稻瘟病是我国水稻主产区的第一大病害，曾

多次在我国发生全国性大流行。尤其是近 20 年

来，该病平均每 4～6 年大流行一次，造成了严重

的产量损失。利用抗病品种是最有效的防治措施，

但是由于稻瘟病菌小种复杂多变，一些抗病品种

随着种植年限的延长，抗性被克服，造成病害流

行。多年来，作者连续进行了吉林省稻瘟病菌生理

小种的监测研究，以探索稻瘟病菌生理小种的分

布及种群动态与病害发生的相互关系，指导生产

上 品 种 的 合 理 布 局 及 病 害 的 有 效 防 治。现 将

2002～2007 年吉林省稻瘟病菌生理小种分布与

变化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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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 稻瘟病标样采集和病菌分离

2002～2007 年，在吉林省 14 个县(市)区的稻

田中采集的 723 份稻瘟病标样，分离出 568 个有

效单孢菌株。
1.2 鉴别品种

采用 7 个中国鉴别品种：特特勃、珍龙 13、四丰

43、东农 363、关东 51、合江 18、丽江新团黑谷。
1.3 鉴定步骤

供试菌株的培养扩繁是将分离的单孢菌株移

植于 PDA 斜面培养基上，27℃恒温培养 15～20
d，转接到高粱粒培养基上培养繁殖 20 d，于接种

前 7 d 将长满菌丝的高粱粒培养基用清水洗去表

面菌丝，滤干水后保温保湿培养，使其产生足量分

生孢子用于接种。幼苗培育采用塑料盘为育苗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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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02～2007 年在吉林省内各稻作区采集 732 份稻瘟病标样，分离出 568 个有效单孢菌株，用 7
个中国稻瘟病菌鉴别品种鉴定为 7 群 39 个小种，优势种群为 ZE 群和 ZG 群，其次是 ZD 群和 ZF 群；优势小种

为 ZE1 和 ZG1，其次是 ZF1 和 ZD1。鉴定结果表明：吉林省稻瘟病菌生理小种以粳型小种为主，而且粳型优势小

种在不同年份、不同地区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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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02～2007 年吉林省稻瘟病菌生理小种分布

地 区
生 理 小 种

供测菌株数
类 型 数量 优势小种

吉林 ZA9(3) ZA27 ZA33 ZA41(3) ZA49(2) ZA51 ZA57(7) ZA59(2) ZA61 ZB1(2) ZB9 ZB15 ZB17(3) ZB27 ZB31(3) ZC1(2) ZC3

ZC5(2) ZC9(12) ZC11(3) ZC13 ZC15(3) ZD1(30) ZD3 ZD5(4)ZD7(5) ZE1(33) ZE3(11) ZF1(24) ZG1(34)

30 ZG1 ZE1 ZD1 198

通化 ZA17(4) ZA41 ZA43 ZA49(2) ZA51 ZA57(4) ZB9 ZB13(2) ZB15 ZB17 ZB23 ZB25(2) ZB29(2) ZC1 ZC9 ZC13(3) ZC15(10)

ZD1(19) ZD3(3) ZD5(6) ZD7(2) ZE1(23) ZE3(5) ZF1(24) ZG1(18)

25 ZE1 ZF1 138

延边 ZA57 ZB25 ZC9(2) ZC13(2) ZD1(2) ZD5 ZE1(12) ZE3 ZF1(6) ZG1(2) 10 ZE1 ZF1 30
四平 ZA35 ZA41(2) ZA57(4) ZA59 ZB25 ZC1(2) ZC15(2) ZD1(5) ZD3 ZD5(2)ZE1(11) ZE3(2) ZF1(6)ZG1(18) 14 ZG1 ZE1 58
长春 ZA45 ZA49 ZA57(4) ZB9 ZC9(3) ZC13 ZC15(2) ZD3 ZE1(23) ZE3(7)ZF1(8) ZG1(12) 12 ZE1 ZG1 64
松源 ZA57 ZA59 ZD7 ZE1(6) ZE3(3) ZF1 6 ZE1 13
辽源 ZA33 ZA57 ZD1 ZD3 ZD5(2) ZD7(2) ZE1(14) ZE3(2) ZF1(3) ZG1(15) 10 ZG1 ZE1 42
白城 ZA3 ZA57 ZC15(2) ZD1(4) ZD5 ZD7 ZE1(3) ZE3 ZF1(2) ZG1(8) 10 ZG1 25
注：下角标( )中的数字为该小种的出现次数，无( )小种出现次数均为 1 次。

每盘播两套鉴别品种，常规管理，接种前 3～4 d
施用一次氮肥。

2 结果与分析

2.1 吉林省稻瘟病菌生理小种的类别

2002～2007 年，在省内稻田中分离出 568 个

单孢菌株，用 7 个中国稻瘟病菌鉴别品种鉴定出

7 群 39 个稻瘟病菌生理小种，即 ZA 群的 ZA3、
ZA9、ZA17、ZA27、ZA33、ZA35、ZA41、ZA43、ZA45、ZA49、
ZA51、ZA57、ZA59、ZA61 小 种 ；ZB 群 的 ZB1、ZB9、
ZB13、ZB15、ZB17、ZB23、ZB25、ZB27、ZB29、ZB31 小 种 ；

ZC 群的 ZC1、ZC3、ZC5、ZC9、ZC11、ZC13、ZC15 小种；

ZD 群 的 ZD1、ZD3、ZD5、ZD7 小 种 ；ZE 群 的 ZE1、
ZE3 小种；ZF 群的 ZF1 和 ZG 群的 ZG1 小种。从种

群出现频率上看，ZE 群和 ZG 群出现频率最高，

出现频率为 27.6%和 18.8%，这两个种群是吉林

省稻瘟病菌的优势种群，其次是 ZD 群和 ZF 群，

出现频率为 16.8%和 13.1%；ZA 群、ZB 群和 ZC
群出现频率为 9.7%、4.2%和 9.7%。优势生理小种

为 ZE1 和 ZG1，出现频率为 22.0%和 18.8%，其次

是 ZF1 和 ZD1，出现频率为 13.0%和 10.9%(表 1)。
2.2 吉林省稻瘟病菌的种群分布

划分的 7 群 39 个生理小种，在全省各地分

布情况是：吉林地区出现 7 群 30 个小种，优势种

群 为 ZE 群 和 ZD 群 ， 优 势 小 种 为 ZG1、ZE1 和

ZD1，出现频率分别为 17.2%、16.7%和 15.2%；通

化地区出现 7 群 25 个小种，优势种群为 ZD 群和

ZE 群，其次是 ZF 群，优势小种为 ZF1 和 ZE1，其

次是 ZD1 和 ZG1，出现频率分别为 17.4%、16.7%、
13.8%和 13.0%；延边地区出现 7 群 10 个小种，

优势种群为 ZE 群，其次是 ZF 群，优势小种为

ZE1，出现频率为 40.0%，其次是 ZF1，出现频率为

20.0%；四平地区出现 7 群 14 个小种，优势种群

为 ZE 群和 ZG 群，优势小种为 ZG1 和 ZE1，出现

频率为 31.0%和 19.0%；长春地区出现 7 群 12 个

小种，优势种群为 ZE 群，优势小种为 ZE1，出现频

率为 35.9%，其次是 ZG1，出现频率为 18.8%；松

原地区出现 4 群 6 个小种，优势种群为 ZE 群，优

势小种为 ZE1，出现频率为 46.2%；辽源地区出现

5 群 10 个小种，优势种群为 ZE 群和 ZG 群，优势

小种为 ZG1 和 ZE1，出现频率为 35.7%和 33.3%；

白城地区出现 6 群 10 个小种，优势种群为 ZG
群，优势小种为 ZG1，出现频率为 32%。从吉林省

稻区整体情况看，中、东部地区病菌种群数量多且

较复杂，致病力强的小种出现频率较高，而西部地

区情况是致病力弱的小种出现频率相对较高。

表 1 2002～2007 年吉林省稻瘟病菌生理小种鉴定结果

生理小种
小种出现

生理小种
小种出现

次数 频率(%) 次数 频率(%)
ZA3 1 0.2 ZB25 4 0.7
ZA9 3 0.5 ZB27 1 0.2
ZA17 4 0.7 ZB29 2 0.4
ZA27 1 0.2 ZB31 3 0.5
ZA33 2 0.4 ZC1 5 0.9
ZA35 1 0.2 ZC3 1 0.2
ZA41 6 1.1 ZC5 2 0.4
ZA43 1 0.2 ZC9 18 3.2
ZA45 1 0.2 ZC11 3 0.5
ZA49 5 0.9 ZC13 7 1.2
ZA51 2 0.4 ZC15 19 3.3
ZA57 23 4.0 ZD1 62 10.9
ZA59 4 0.7 ZD3 7 1.2
ZA61 1 0.2 ZD5 16 2.8
ZB1 2 0.4 ZD7 11 1.9
ZB9 3 0.5 ZE1 125 22.0
ZB13 2 0.4 ZE3 32 5.6
ZB15 2 0.4 ZF1 74 13.0
ZB17 4 0.7 ZG1 107 18.8
ZB23 1 0.2

2.3 吉林省稻瘟病菌生理小种的消长动态

吉林省稻瘟病菌生理小种虽然以粳型小种为

主，但在不同年份优势种群有一定的变动。ZD 群

在 2002 年是优势种群，出现的频率为 34.7%，而

在 2003 年和 2004 年成为次要种群，出现频率分

别为 25.6%和 18.9%，2005 年和 2006 年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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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仅为 3.9%和 4.1%，2007 年出现频率又上升

为 19.8%；ZE 群在 2003 年、2005 年和 2006 年是

优势种群，出现的频率分别为 29.3% 、30.3%和

44.6%；ZF 群 在 2004 年 出 现 的 频 率 比 较 高 为

26.4%；ZG 群在 2004 年和 2007 年出现的频率

比较高为 26.4%和 30.2%(图 1)。

优势生理小种在不同年份也是变动 的，ZD1

小种在 2002 年出现频率为 23.2%，是当年的优势

生理小种，2003 年的出现频率为 18.36%，成为次

要小种，2005 年 下降到 1.3%，2007 年 出现频率

又 上升到 12.1%；ZE1 小 种 在 2003 年、2005 年、
2006 年是优势小种，出现的频率为 21.9%、26.7%
和 37.1%；ZF1 小种在 2004 年出现的频率较高为

26.4%；ZG1 小 种在 2004 年和 2007 年 出 现 的 频

率较高为 26.4%和 30.2%(图 2)。

2.4 田间稻瘟病发生情况与病菌小种的关系

近几年全省各地苗瘟很少发生，叶瘟普遍较

轻，穗颈瘟相对较重，但未造成重大危害。原因

是：①气候条件：吉林省的气候特点是：在水稻生

育前期温湿度较低，不利于病菌侵入扩展，而后期

温湿度较适宜，因此，穗颈瘟较重。②病菌小种：

稻瘟病菌生理小种处于相对稳定的变化之中，小

种数量较多，强毒小种不突出。③水稻品种：近几

年种植的主栽品种多为中等抗性以上品种，个别

感病品种种植面积较小而且分散。因此，稻瘟病未

造成重大危害。

3 小结与讨论

2002～2007 年 在 吉 林 省 内 各 稻 作 区 采 集

732 份稻瘟病标样，分离出 568 个有效单孢菌株，

用 7 个中国稻瘟病菌鉴别品种鉴定为 7 群 39 个

小种，优势种群为 ZE 群和 ZG 群，其次是 ZD 群

和 ZF 群；优势小种为 ZE1 和 ZG1，其次是 ZF1 和

ZD1。鉴定结果表明：吉林省稻瘟病菌生理小种以

粳型小种为主，优势小种在不同年份、不同地区出

现频率不同，从吉林省稻区整体情况看，中、东部

地区病菌种群数量多且较复杂，致病力强的小种

出现频率较高，而西部地区情况是致病力弱的小

种出现频率相对较高。
田间水稻品种结构和布局是稻瘟病菌小种种

群组成的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稻型确定优势种

群，品种决定重要小种组成，当一个地区品种类型

保持相对稳定时，田间稻瘟病菌小种的组成与分

布有可能趋于相对稳定。因此，抓好新品种推广和

品种布局工作，以抑制潜在致病小种膨胀，减轻发

病程度，抑制病害流行，从而使品种使用年限得到

延长，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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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2～2007 年吉林省稻瘟病菌种群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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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02～2007 年吉林省稻瘟病菌优势小种消长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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