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吉林省是我国重要的水稻生产基地。近几年

来，我省水稻稻瘟病逐年加重，特别是连续、大面积

地种植超级稻以来，具有稻瘟病大流行的潜在威胁。
因此，为防止和控制稻瘟病在我省的发生，开展水稻

抗瘟基因型鉴定具有实际意义。为了有效地利用抗

瘟品种控制稻瘟病的大发生，必须掌握水稻品种的

抗瘟基因型[1]，这样才能合理的筛选抗稻瘟病的水稻

品种以及进行水稻品种的合理布局。

1 材料与方法

供试材料为吉林省水稻主栽品种，共计 115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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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试菌株为一套具有不同致病性的 22 个鉴

别菌株，由农业部“948”项目课题组提供。
本试验采用叶片离体接种法 [2]进行接菌。待

秧苗长至 4 叶期，剪取叶片，离体喷雾接种，重复

3 次。接种后将稻叶置于 26℃、100%相对湿度的

黑暗条件下培养 36 h，然后光照培养 2～3 d，调

查反应型并记录结果。

2 结果与分析

由表 1 和图 1 可以看出：98.26％的水稻品种

均能够被稻瘟病菌侵染，在 115 个水稻主栽品种

中，仅有 2 个品种没有被稻瘟病菌侵染，占参试品

种的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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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一套具有不同致病性的 22 个鉴别菌株，对我省 115 个水稻主栽品种采用叶片离体接种法鉴

定各水稻品种的抗瘟性，鉴定结果表明：98.26%的水稻品种均能够被稻瘟菌侵染，只是有的品种被多个稻瘟菌

菌株侵染，而有的是被一个或者几个稻瘟菌菌株侵染；仅有 2 个品种未被侵染，占整个参试品种的 1.74%。22
个菌株的致病能力大多控制在 40％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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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水稻主栽品种抗瘟基因型鉴定结果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1 R R S S R S S S S S S S R S S S S S R S S S
2 R R S R R R R R S R R R R R R R S R R R S R
3 R R R S R S S S S R S R S R R S R S R R S S
4 R R S R S S S S S S S S S S R S S S S S S S
5 R S R R R R S S R R R R R R S R R R S R S S
6 R R R R R R R R S R R R R R R S R R R R R S
7 R R S S S S S S S R R R S S S S S S R S R S
8 R R R R R S R R S R S R R R R S S S S R R R
9 R R R S R S S S S R S R R S S R S R R R R S
10 R R R R R S R R S R R R R R R R S R R R R R
11 R R R R R S S S S R R R R R R R S R R R R R
12 R R R R R S R S S R S S R S S S S S S S S S
13 S R R S S S R S S R S R S S S R S S R S S S
14 R R R S R S S R S R R R R S S S S S S R S S
15 R R R S R R S R R S S R R R S R R R R R S R
16 R R R S R R S S S S S R S S S S S S R R S S
17 R R R R R S R R S R R R S S R R R R S S R R
18 R R R R R S R R S R R S R R R R R S R R R R
19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S R R R R R R
20 R R R R R R R R S R R R R R R R S R R R R S
21 R R R R R R R R S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S
22 R S S S S S S S S R S S S S S R S S S S S S
23 R R R R R R S R S R R R R R R R S R R R R S
24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S S R R R S R S
25 R R S R S R R S S S R R R S S S S S R R R S
26 R R R R R R R S R S R R R R S S S R R R S S
27 R R S S R S S S S R S R R S S S S S R S S S
28 R R R R R R R R S S R R R S S S R R R R R S
29 R R R R R R R S R R R R R R S S R R R S S R
30 R R R S R R S R S R R R R R R R R R R S R S
31 R R R S S S S S S R R S S S S S S S S S S S
32 R R R R S R R R R R R R R R S R S R R R R S
33 R R R R R R S S R R R R S R S S S R R R S R
34 R S R S S S S S S R R S S S S S S S S R R S
35 R S S S S S S S S S R R S R S S S R S R S R
36 R R R R R S R S S R R R S S R R R R R S S R
37 R R R S S S S S S R R R S S S S S S R R S S
38 R R R S R S R S S R R R S S S R R R R R R R
39 R R R S R S R S R R S R S R R R R R R R R S
40 R S R R S S R R S R R R R R R R R S R R R R
41 R R R R R S S S S R R R S R R R R R R R R R
42 R S R R S S R S R R R R S S S S R R R R R R
43 R R R S S S R S R R R S S S S S R R R S R S
44 R S R S S S R S R R R S S S S S R R R R S R
45 S R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R S R S
46 R S S S S S R S R S R S S S S S R S R R S R
47 R S R S S S S S S S R R R R S S S R R R S R
48 R R R S R S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49 R R R R R S R R S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50 R R R S S S R S R R R R S S S S S R R R R R
51 R R R S S R R S R R R R S S R S R R R R R R
52 R R R S S R R R R R R R S R R S R R R R R R
53 R R R S S S R S S S R S S R S S S R R S R S
54 R S R S S S S S S R S R S S S S S S R R S S
55 R S R S S S R S R R R R S S S S R R S R S R
56 R R R R R S R S S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57 R S R S S S R S R S S R S R S R R R S S S R
58 S S R S S S R S S R S R R R S R S S R S R S
59 R R R R S S R S S S R S R R S S S S R R R R
60 R R R R R S R S S R R R S S R R R S R S R R
61 R S R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R S R S
62 R R R S S S R R R R R R S R S S R S R R R R

在 22 个菌株中，6 号菌株的致病性最强，9、
13、16 号菌株的致病性较强，1 号菌株致病性最

弱，3、19 号菌株致病性较弱，其余 15 个菌株致病

性均保持在 20%～50％之间。
从图 2 稻瘟病菌小种毒力分布图可以看出，大

部分小种毒力分布区间控制在 40％以内，但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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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R S R S S S R S S R R R S S S S S S R R S S
65 R R R R R S R R R R R R R R R R S R R R R R
66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67 R R R R R S R S S R R R S R R R R R R R R R
68 R S R R R S R R S R R R R R R R R R R R S R
69 R R R R R S R S S R R R S S R R R R R R R R
70 R S R R R S R R S R R R S S R R S S R R R R
71 R S R S S R S S S S R R S S R S S S R R S S
72 R R R S S S R S R R R R S S R R R R R R R R
73 R R R R R S R S R R R S S S R R R R R R R R
74 R R R R R S R R S R R R S S R R R R R R R R
75 R R S R S S S S S R R R S R R S S R R R R S
76 R R R R R S R S R R R R R R R R R R S R S R
77 R S R S S S R R S R S R S R R R R R R R R S
78 R R R R R R S S S R S S R S S S S R R R R S
79 R R R R R S S S R S R R R R R R R R S R R R
80 R R S R R R R R R R R R S R R R R R R S R R
81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S R R S R S S R
82 R R R R S R R R R R S R S R R R R R R S R R
83 R R S S R R R R R S S R R R R R S R R R R S
84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S S R R R R R
85 R R R R R S R R R S R S S R S S S S R S S R
86 R R R R R R S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S R R
87 R S R S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S R R S R
88 R R S S S R S S R R S S S S S S S S R S S S
89 R R R R R R R S R R S R R R R S S R R R R R
90 R R R S R R S R R R R S R R R R S R R S R R
91 R S R R R R R R R S R S R R S R S R S S S R
92 R R R R R R R R R S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93 R R R R S S R R R S S S S R S R S S S S S S
94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S R S S R R R S R S
95 R S S R R S R R S S R R S S S R S S S R R S
96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S R R R R R R R S R
97 R S R R R S R R S R R R S R S S R S R S S R
98 R R R R R S R R R S S S R R S R S R R R S S
99 R R S R S S R S R S S S S S S S S R S S S R
100 R R R R R R R R R R R S R R R S R S R S R R
101 S S R R S R R R R R R R R R S S R R R R R R
102 R R R R R R S R S S R S S R R R S S R R S S
103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104 R S R R R R R R R R S S S R S S R S S S S S
105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S S S R R R R
106 R R R R R R S R R R S S R R S S R S R S R R
107 R R R R R R S R R R S S S R R S S S R S S S
108 R S R R R R S S R R S S S S S S R S S S S S
109 R S R R S R R R S S R S S R S S R S R S R R
110 R R R S R R S R S S R S R R R S R R R R R R
111 R S R R S S S R R R R S S R R S S S R S S R
112 S R R R R R S R S S R S S R S S S R S R R R
113 R R R S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114 R R R R R R R R R R S R S R R R S S R R R S
115 S R R S R R R S R S R S S R R S R S R R R R
注：由于品种名称不便于公开，故仅用代号表示。

63 R R R R R S R S S R R R S R R R R S R R R R

续表 1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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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39 页)有少量菌株表现较强的毒力。
由表 1 和图 3 可以看出，针对提供的 22 个菌

株来说，其对吉林省水稻主栽品种的致病能力不

是很强，多数都控制在 40％以内。而 98％的吉林

省水稻主栽品种都能够被这 22 个菌株所侵染，仅

1.74％的品种没有被侵染，具有较强的抗病性；单

个菌株侵染仅占 2.61％，其余的 95.65％的品种

均能被多个菌株所侵染，抗病性较弱。

3 讨 论

本论文仅对供试的 22 个菌株对我省的 115
个水稻主栽品种的抗瘟性加以讨论。该 22 个菌株

对我省水稻主栽品种的致病能力差别很大，其致

病能力多数控制在 40％以内；而我省的 98.26％
的品种都能够被侵染，只是有的被单个菌株侵染，

有的被多个菌株所侵染。
稻瘟病致病菌系是由多个生理小种组成，小

种不断发生变异以便克服新推广品种的抗性，最

终导致群体的致病性越来越强，并能保持对感病

品种的致病性，因此，需要在抗病育种不断挖掘和

充分利用水稻品种自身的抗病性 [3- 4]。本试验中的

一些品种，如 66 号，103 号是非常好的抗性品种，

而 19 号，92 号，113 号等品种具有很好的抗性，

可以作为抗源使用。
另外，本研究所用的菌株为 22 个已知无毒基

因菌株，主栽品种对这些代表菌株的抗感情况反

映了该水稻品种所含有的主要的抗瘟基因。本试

验对吉林省主栽品种进行了基因型鉴定，然后根

据这个鉴定结果，利用这 22 个菌株与相应无毒基

因间的关系表，可以快速推断出该品种中可能存

在的抗瘟基因，为基因聚合提供了理论参考；也可

以根据这个鉴定结果，利用 NCBI 网站上的 Gen-
Bank 数据库中水稻抗病基因序列，设计引物，对

水稻品种进行 PCR 扩增，为进一步确定和分析抗

病基因 [5]，挖掘我省水稻抗瘟基因及抗性供体，为

水稻栽培新模式的建立和近等基因系的创制奠定

基础，为指导水稻生产合理布局提供理论依据。
运用离体接种法，可以在较短时间内鉴定出

大量水稻品种的抗瘟性，并根据鉴定结果可以快

速推断出该品种的抗病基因的组成。但在本试验

中笔者发现这一方法易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应

严格按照试验方法操作，同时也有待于用分子生

物学方法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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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损失的相互关系进行合理施肥。
3.3 选择抗不同生理小种的品种进行混合间栽，

避免某一生理小种的定向选择，成为优势小种。
3.4 施用诱抗剂，进一步增加人工诱导抗性。
3.5 进行稻瘟病发生的实时监测，及时进行药剂

防治。根据发生程度选择不同的药剂种类和施药

次数，并进行药剂的轮换施用。在药剂防治中必须

优先考虑污染问题，因此，发展无公害防治是今后

的发展方向。同时，要开展高效低毒杀菌剂的开发

应用，特别是生物农药的开发，以建立一套行之有

效的防治稻瘟病的方法，达到持续控制稻瘟病灾

变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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