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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安达地区大豆胞囊线虫病生理小种鉴定
杨 柳，田中艳*，周长军，李建英，吴耀坤，师 臣，朱长明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大庆分院，黑龙江 大庆 163316）
摘 要：本研究选择大庆、安达地区 24个试验点，采用病土盆栽法和田间病圃法相结合应用鉴别寄主进行

大豆胞囊线虫生理小种的鉴定，确定大庆地区生理小种主要以 3号小种为主，并混合有 6号，13号和 1号等生

理小种，而安达地区则以 14号小种为主，4号和 9号小种为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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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fication of Subspecies of Soybean Cyst Nematode
in Daqing and Anda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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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oybean cyst nematode soil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24 test points of Daqing and Anda areas.
They were identified with a set of common international varieties. Disease soil pot tests and field trail were conduct⁃
ed to detect soybean cyst nematode (SCN) physiological races type.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subspecies No.3 domi⁃
nated and mixed with subspecies 6, 13 and 1 in Daqing areas. Subspecies No.14 dominated and mixed with subspe⁃
cies 4 and subspecies 9 in Anda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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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胞囊线虫生理小种是一个混合群体，抗

病品种连续种植多年后，胁迫大豆胞囊线虫生理

小种发生变异。随着大豆品种应用年限的增加 ,
一些地区的生理小种发生了变异，给大豆抗线育

种提出了新的课题 ,也给大豆生产带来了隐患。

这就需要对生理小种进行实时检测、长期监控并

提前做好预报工作，这在抗线育种工作中将起到

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黑龙江省各地区优势生理

小种已不完全是 3号小种，关于发现 14号、4号生

理小种的报道也屡见不鲜。有鉴于此，本研究目

的是检测大庆和安达两地的大豆胞囊线虫生理小

种类型，及时汇报给科研育种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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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点

本试验选择 24个试验点进行大豆胞囊线虫生

理小种的鉴定和监测，其中安达选取 5个试验点，大

庆 5个试验点，林甸选取 4个点，肇州 4个点，肇源 3
个点，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3个试验点。

1.2 试验材料

在试验中应用 Golden等使用的一套鉴别品

种，即：PI88788，PI90763，Pickett，Peking，Lee68五
个品种，其中 Lee68为感病对照品种。

1.3 研究方法

大豆胞囊线虫生理小种鉴定方法采用病土盆

栽法和田间病圃法相结合，安达和大庆试验点分

别于 2013年和 2014年采用田间病圃法鉴定大豆

胞囊线虫生理小种类型，其他试验点于 2013年秋

季至当地采集土样，运回大庆，统一采用病土盆

栽法进行室内鉴定。

鉴别寄主种植后 30～35 d进行抗病性鉴定，

直接在根上统计胞囊数，做记录。雌虫指数（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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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计算公式：

雌虫指数=鉴别品种根上胞囊数
Lee68根上的胞囊数

× 100
反应型的判定标准：FI≥10，则为“+”；FI<10，

则为“－”。

按照胞囊指数查表（见表 1），确定生理小种

类型。

表 1 大豆胞囊线虫生理小种鉴别模式(Riggs和 Schmitt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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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试验点大豆胞囊线虫胞囊密度

采样点

胞囊数

安达

38
大庆

36
林甸

32
肇州

20
肇源

30
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

33

2 结果与分析

2.1 大豆胞囊线虫胞囊密度的测定

取各试验田的多点土壤进行胞囊密度测定。

胞囊密度取各试验点胞囊密度的集中值。结果表

明（表 2），胞囊密度最高为安达采样点 38，胞囊密

度最低为肇州点 20，各试验区内胞囊密度除肇州

较少外，其他试验点胞囊密度较大，可以准确进

行大豆胞囊线虫生理小种的测定。

表 3 安达试验点大豆胞囊线虫胞囊生理小种鉴定结果

小种

14
9
4

鉴别寄主的反应 (FI)
Pickett

（92.7）＋
(113.0)＋
(107.0)＋

Peking
（13.7）＋
（23.6）＋
（33.1）＋

PI88788
（8.1）－
（0.0）－
（34.5）＋

PI90763
（12.4）＋
（0.0）－
（25.6）＋

Lee68
（37.5）＋
（35.3）＋
（40.8）＋

2.2 安达地区大豆胞囊线虫生理小种鉴定结果

本研究根据 Golden等采用的鉴别寄主 Pick⁃
ett、Peking、PI90763、PI88788、Lee68进行鉴定，通

过田间检测，结果显示（见表 3），安达地区主要为

14号生理小种，检测结果 5个点大部分为 14号生

理小种，其中 1个点为 4号生理小种，1个点为 9号
生理小种，说明安达地区是以 14号小种为主，4号
和 9号小种为辅。

2.3 大庆大豆胞囊线虫生理小种鉴定结果

大庆试验点采用田间病圃法加盆栽结合的方

法鉴定大豆胞囊线虫生理小种类型，结果显示，

大庆地区主要为 3号生理小种(见表 4)，并有 6号、

1号等几种生理小种混合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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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大庆大豆胞囊线虫生理小种鉴定结果

生理小种

3
6
1

鉴别寄主的反应 (FI)
Pickett
（8.5）－
（26.7）＋
（9.7）－

Peking
（2.6）－
（0.0）－
（0.0）－

PI88788
（1.8）－
（8.4）－
（28.6）＋

PI90763
（2.4）－
（3.6）－
（0.0）－

Lee68
36＋

（47）＋
（35）＋

表 5 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大豆胞囊线虫胞囊生理小种鉴定结果

试验点

1
2
3

小种

13
3
3

鉴别寄主的反应 (FI)
Pickett
(1.1)－

（1.7）－
（1.2）－

Peking
（95.3）+
（1.7）－
（3.4）－

PI88788
（6.7）－
（9.5）－
（7.6）－

PI90763
（0.8）－
（3.4）－

（2.3）－

Lee68
（35.3）+
（37.5）+
（30.4）+

2.4 大庆地区其他试验点大豆胞囊线虫生理小

种鉴定结果

大庆地区其他各试验点的土样于 2013秋季

以后运回大庆，同年冬季进行了一次试验室内盆

栽，并于 2014年 5月将盆栽种植于室外重新鉴定，

盆栽发病情况良好。各试验点的生理小种鉴定结

果如下：

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主要为 3号生理小

种，并有一点鉴定出 13号生理小种（见表 5）。

表 6 林甸大豆胞囊线虫胞囊生理小种鉴定结果

试验点

1
2
3
4

小种

6
3
3
6

鉴别寄主的反应 (FI)
Pickett
(19.8) +
（5.7）－
（6.4）－
（86.1）+

Peking
（0）－
（0）－

（0.7）－
（3.4）－

PI88788
（1）－
（0）－
（0）－
（7.6）－

PI90763
（0）－
（0）－

（0）－

（2.3）－

Lee68
（33.1）+
（30.5）+
（32.5）+
（32.8）+

表 7 肇源大豆胞囊线虫胞囊生理小种鉴定结果

试验点

1
2
3

小种

3
3
3

鉴别寄主的反应 (FI)
Pickett
(9.8) －

（5.7）－
（6.4）－

Peking
（0）－
（0）－

（0.7）－

PI88788
（1）－
（0）－
（0）－

PI90763
（0）－
（0）－

（0）－

Lee68
（33.1）+
（30.5）+
（32.5）+

表 8 肇州大豆胞囊线虫胞囊生理小种鉴定结果

试验点

1
2
3
4

小种

6
无效

无效

3

鉴别寄主的反应 (FI)
Pickett
(30) +

（9.8）－

Peking
（0）－

（0）－

PI88788
（0）－

（0）－

PI90763
（5.1）－

（0）－

Lee68
（19.8）+

(3)－
(1)－

（20.5）+

林甸主要为 3号生理小种和 6号生理小种（见

表 6）。
肇源 3个监测点的生理小种类型均为 3号生

理小种（见表 7）。

肇州 4个试验点的鉴定结果有两点无效，鉴

别寄主发病不好，Lee68根上胞囊过少，其他两试

验点一地点为 3号小种，另一地点为 6号小种（见

表 8）。该试验点的鉴定结果有待于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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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大豆胞囊线虫胞囊密度的大小，可以作为大

豆胞囊线虫发病的指标。本研究 24个试验点采

集的土样中，胞囊密度较均匀且密度较大，所以

本研究生理小种的鉴定结果较准确。

本试验得出结论大庆地区生理小种主要以 3
号小种为主，并混合有 6号，13号和 1号等生理小

种，这与刘汉起等在对黑龙江省 65个市（县）的土

壤样品进行分析证实 3号生理小种为黑龙江省的

优势生理小种的结果一致。而安达地区则以 14
号小种为主，4号和 9号小种为辅。田中艳等也曾

经发现个别地块也存在 4、14号生理小种。这可

能是因为大庆地区大豆面积逐年在减少，而安达

地区采样点的大豆连年种植因而使生理小种产生

了变异，这样就需要对安达地区增加试验点以便

验证是否安达所有地点小种都产生变异。并且应

把实验地点扩大到整个黑龙江省，以达到生理小

种监测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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