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稻瘟病菌[Magnaporthe grisea (Hebert)Barr]无

性 态 为 [Pyricularia grisea (Cooke)Sacc], 是 稻 梨 孢

属真菌，由其引起的水稻稻瘟病是水稻的三大病

害之一[1]。每年都有部分地区发生和流行稻瘟病，

给水稻生产造成严重损失[2]。早在 1637 年就有稻

瘟病的记载，其后日本、意大利等许多国家都对其

作过记载和描述。至今已有 80 多个国家报道有稻

瘟病的发生，其中以亚洲和非洲发病最为严重[3]。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稻瘟病的年发生面积

均在 380 万 hm2 以上，年损失稻谷达数亿公斤[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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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病品种的利用是防治稻瘟病发生和发展最为经

济有效的途径。但随着抗病品种的单一和连续种

植以及种植面积的扩大，几年之后便丧失抗性，造

成病害的流行[5-8]。稻瘟病大面积流行除了和环境

条件、气候条件有关外，还与稻瘟病菌生理小种的

易变性有关。由于病原菌新生理小种的产生和发

展，使抗病品种大面积感病化[2]。因此，实时监测

稻瘟病菌生理小种的发生动态，了解病菌生理小

种的组成和分布状况，对抗病品种的合理布局和

科学选育具有指导意义。
本文对 2002～2012 年吉林省稻瘟病菌生理

小种进行了监测，明确吉林省稻瘟病菌生理小种在

各水稻栽培区的分布和变化规律，为稻瘟病的综合

防治以及抗病品种的合理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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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2012 年吉林省稻瘟病菌
生理小种的变化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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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02～2012 年从吉林省各水稻栽培区采集了水稻稻瘟病标样 1463 份。分离获得 936 个单孢菌

株，用 7 个全国统一稻瘟病菌鉴别品种进行鉴定，鉴定出 7 群 43 个生理小种。优势种群为 ZE 群和 ZG 群，次

要种群为 ZF 群；优势小种为 ZE1 和 ZG1，频率为 22.65%和 21.79%, 次要小种为 ZF1，出现频率为 13.25%。
两个优势小种在不同地区占有绝对优势。但又存在着明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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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936 mono-spore strains were separated from 1463 samples of rice blast collected from each

paddy rice production fields in Jilin province from 2002 to 2012. They were identified by seven Chinese rice

cultivars and classified into 7 groups and 43 races. ZE and ZG groups were dominant groups, ZF group was

secondary group. ZE1 and ZG1 were dominant physiological races, which emergence rates were 22.65% and

21.79%. ZF1 was secondary physiological race, which emergence rate was 13.25%. Two dominant races in

different regions had an absolute advantage, but there were obvious dif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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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02～2012 年吉林省稻瘟病菌生理小种及出现频率

序号 中国小种 出现菌株数 出现频率(%) 序号 中国小种 出现菌株数 出现频率(%)

1 ZA19 1 0.11 23 ZC1 5 0.53

2 ZA26 1 0.11 24 ZB13 6 0.64

3 ZA3 1 0.11 25 ZC11 6 0.64

4 ZA31 1 0.11 26 ZA59 10 1.07

5 ZA35 1 0.11 27 ZB29 10 1.07

6 ZA43 1 0.11 28 ZD3 10 1.07

7 ZA45 1 0.11 29 ZA25 11 1.18

8 ZB23 1 0.11 30 ZB25 11 1.18

9 ZC3 1 0.11 31 ZD7 11 1.18

10 ZA33 2 0.21 32 ZA41 12 1.28

11 ZA51 2 0.21 33 ZB31 14 1.5

12 ZA61 2 0.21 34 ZC13 16 1.71

13 ZB1 2 0.21 35 ZD5 19 2.03

14 ZB15 2 0.21 36 ZC15 21 2.24

15 ZC5 2 0.21 37 ZC9 25 2.67

16 ZA9 3 0.32 38 ZA57 29 3.1

17 ZA63 4 0.43 39 ZE3 63 6.73

18 ZB27 4 0.43 40 ZD1 65 6.94

19 ZA17 5 0.53 41 ZF1 124 13.25

20 ZA49 5 0.53 42 ZG1 204 21.79

21 ZB17 5 0.53 43 ZE1 212 22.65

22 ZB9 5 0.53

1 材料与方法
1.1 稻瘟病菌标样采集

每年秋季穗颈瘟发生严重时，在吉林省各市、
县的水稻生产田及试验田采集稻瘟病标样，每份

标样采 3～5 个。标注采集地点、采集时间和寄主

名称。采集地点分别包括通化地区、辽源东丰县、
四平地区、长春地区、吉林地区、松原地区、白城地

区和延边地区。连续 11 年共采集标样 1 463 份。
1.2 标样分离

将标样依次编号放在培养皿里用温水浸泡

4～6 h，用滤纸保湿放在温箱里培养，采用震落

法进行单胞分离，分离出 936 个有效单孢菌株。
1.3 病菌培养

将分离出的单孢菌株先后放在 PDA 和高粱

粒培养基上培养，待其长满菌丝后，于接种前 7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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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鉴定品种育苗、接种和调查

采用塑料盘育苗，7 个全国统一鉴别品种 (特

特勃、珍龙 13、四丰 43、东农 363、关东 51、合江

18 和丽江新团黑谷)穴播苗盘内，每品种播 10～
15 粒，2 次重复，幼苗进行常规管理，并在接种前

3～5 d 施一次氮肥。待幼苗长至 3 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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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倍显微镜视野下 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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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 d 进行调查。

2 鉴定结果
2.1 中国小种的类群组成和出现频率

结果表明(表 1)：经单孢分离获得的 936 个单

孢菌株，用中国稻瘟病菌生理小种鉴别品种鉴定

出 7 群 43 个生理小种，依据我国稻瘟病菌生理小

种联合实验组的命名法[9]命名。优势种群为 ZE 群

和 ZG 群 ， 优 势 小 种 为 ZE1 和 ZG1， 频 率 为

22.65%和 21.79%, 次要种群为 ZF 群，次要小种

为 ZF1，出现频率为 13.25%。除了几个优势小种

外，ZD1 和 ZE3 的出现频率达到 50%以上，而其

他半数以上的生理小种出现频率都比较低，从表

1 也可以看出，优势小种占有绝对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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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年度间吉林省稻瘟病菌种群分布

种群
年份

合计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A 10 4 3 2 9 27 10 8 14 4 1 92

B 9 2 5 1 4 7 5 10 4 8 5 60

C 3 8 6 2 17 16 6 4 6 7 1 76

D 2 33 21 10 3 6 23 3 2 2 0 105

E 4 9 24 10 23 65 27 52 31 19 11 275

F 5 21 12 13 7 11 10 9 11 14 11 124

G 18 18 11 15 13 15 35 14 18 16 31 204

合计 51 95 82 53 76 147 116 100 86 70 60 936

表 3 不同地区稻瘟病菌优势小种的分布

地区 菌株数 小种数 优势小种及频率

吉林 270 36 ZG1(22.22),ZE1(16.30)，ZD1(11.48)，ZF1(9.25)

通化 201 29 ZE1(23.38),ZF1(17.41),ZG1(12.94),ZD1(9.95)

东丰 91 17 ZE1(29.67),ZG1(26.37),ZF1(8.79),ZE3(9.68)

长春 114 22 ZG1(30.70),ZE1(22.81),ZF1(13.16),ZE3(7.89)

四平 108 21 ZG1(28.7),ZE1(22.22),ZF1(9.26)

延边 65 13 ZE1(41.54)，ZG1(18.46)ZF1(16.92)

松原 50 10 ZF1(28),ZE1(22),ZE3(18),ZG1(16)

白城 37 12 ZG1(21.62),ZE1(16.22),ZF1(16.22),ZD1(1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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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年度间种群分布

从不同年度间生理小种种群的分布情况来看

(表 2)，7 个种群在连续 11 年的监测中除 ZD 群在

2012 年没有出现外，其余 6 个种群每年都有出

现，但各个种群的分布比例有着不同程度的差异。
ZA 群、ZB 群、ZC 群出现比例相对较低，ZE 群和

ZG 群的出现比例较高，成为吉林省稻瘟病菌的优

势种群。在 2002～2005 年监测期间除 ZE、ZG 和

ZF 群有交替的现象发生外，其他时间段均表现为

优势种群。且 ZE 群的优势较明显。整个监测期间

只有 ZD 群有一个波动，其他 6 个种群都表现出

较稳定的状态。

2.3 不同生态区优势生理小种的分布

由于各水稻生态区稻瘟病的发生情况不同，

导致采集标样的数量不同，使每个地区的供测菌

株数存在着显著差异。吉林地区鉴定 270 个菌株

出现 36 个生理小种，优势小种为 ZG1 和 ZE1，出

现频率为 22.22%和 16.30%。通化地区鉴定 201

个菌株，出现 29 个生理小种，优势小种为 ZE1 和

ZF1，出现频率为 23.38%和 17.41%。其他地区如

表 3 所示。从整体的统计情况来看，东部地区每年

稻瘟病的发生较西部地区重，所以相对采集的标

样较多，但从优势小种的出现情况来看，东部地区

和西部地区出现的优势小种几乎相同，只是存在

着频率上的差异。

3 小结与讨论
2002～2012 年在吉林省各水稻生态区采集

稻瘟病标样 1463 份，分离获得 936 个单孢菌株。
用中国稻瘟病菌生理小种鉴别品种鉴定出 7 群

43 个生理小种，优势种群为 ZE 群和 ZG 群，优势

小种为 ZE1 和 ZG1，频率为 22.65%和 21.79%,

次要小种为 ZF1，出现频率为 13.25%。从不同年

度间的优势种群和不同生态区的优势生理小种分

布来看，吉林省稻瘟病菌以粳型生理小种为主，不

同年份和地区之间的优势种群及优势生理小种出

现较稳定，但在稳定中又有一定的变化。
水稻稻瘟病菌生理小种的分布是多种因子的

选择结果[6]，其中以水稻品种的抗病性为主，栽培品

种单一化或者说抗病基因单一化是主要原因[2]。吉林

省主要以粳稻为主，生产上主栽品种与稻瘟病菌

的优势生理小种有较高的亲和性，一个抗病品种

的单一种植会促使病菌优势小种的形成和发展，

最终导致病害的流行。在生产上要规避抗病品种

或抗病基因的单一利用，同时利用不同抗性类型

的 品 种 进 行 种 植 ，挖 掘 新 的 抗 病 (下转第 7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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