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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筛选抗小麦禾谷孢囊线虫的小麦材料 ,通过大田小区试验 ,对 10个具有优良农艺性状

的小麦品种(系)抗孢囊线虫病性能及产量进行了鉴定 ,结果表明:各供试品种(系)抗病程度和小麦

产量存在明显差异 , 但未发现免疫品种 。其中 CD01 最为抗病 ,平均病指为 19 .3;豫展 1 号和

CD992005发病最重 ,平均病指分别高达 41.6和 40.0。且产量明显低于其他品种。株孢囊数与植

株感病程度和产量高低之间的关系并不完全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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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孢囊线虫病是小麦的重要病害 ,分布于澳大利

亚 、加拿大 、意大利 、日本等 32个国家。在一些国

家 ,因其危害产量损失达 23%～ 50%,重者达 71 %

～ 89 %,年损失约 7亿美元。我国自 1987年首次在

湖北天门县矮黄的麦株上发现此线虫 。1992年 ,陈

品三等将其鉴定为燕麦孢囊线虫(Heterodera ave-

nae),以后相继在河北 、河南 、山西 、北京 、内蒙古 、湖

北 、青海 、山东 、甘肃 、安徽 、陕西等地均有发现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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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于 1990年在郑州郊区须水镇麦田发现该病 ,据调

查 ,重病田发病率达 100 %,减产 40 %以上 ,已对当

地小麦生产构成严重威胁[ 1 ～ 4] 。

　　培育和种植抗病品种是防治小麦孢囊线虫病最

经济有效的方法 。澳大利亚已培育出了一系列抗小

麦孢囊线虫病的品种和品系
[ 3]
,但我国小麦品种大

部分为中度感病 ,目前 ,刚刚开展针对该病的抗病育

种工作 ,还缺乏较好的抗病材料[ 5～ 6] 。为此 ,我们

对国外引进的部分种质材料和品种进行了抗孢囊线

虫病的鉴定 ,旨在为我国小麦抗孢囊线虫病育种工

作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及来源

供试材料为豫展 1 号 、CD1877 -10 、CD01 、

CD1234 、C2000811 -7 、CD1243 - 1 、CD98484 、

CD992005 、CD2000811 -4 、CD0812 ,其中豫展 1 号

为感病对照 ,由郑州市植保站提供 ,其余均由中国科

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提供 。

1.2　试验设计

试验安排在郑州郊区须水镇小麦孢囊线虫病发

生严重的连作地块 ,土壤发病均匀一致 ,试验小区面

积 3 m2 , 3次重复 ,随机排列 ,10 月 20日播种 ,管理

同大田。

1.3　调查时间及方法

在小麦生长过程中共调查 3 次 ,第 1次在孕穗

期(4月初),采取 5 点取样 ,每小区挖取麦苗 100 ～

150株 ,用水冲洗根部土壤 ,以株为单位调查各品种

感染小麦孢囊线虫病的严重程度 ,计算病情指数 。

病情严重度分级标准如下:

0级:无根结;1 级:有少数根结(1 ～ 10 个);

2级:大部分根上有根结(10 个以上);3级:部分根

结上再生根结;4级:根结相连成须根团。

第2次调查在乳熟期(5 月中旬),主要调查根

部孢囊数量。方法为:取样同第 1次调查 ,将取回的

样品在室内风干 ,然后将样品带土放入盛水的盆中 ,

使土完全溶解 ,并冲洗根上孢囊使之漂浮在水中 ,通

过漂浮器收集孢囊 ,计算孢囊数量 。根据孢囊数量

计算各品种病情指数 。病情分级标准如下:

0级:无病 ,无孢囊;1 级:感染极轻微 , 1 ～ 5 个

孢囊;2 级:轻微感染 , 6 ～ 20个孢囊;3级:中度感

染 ,孢囊在 20个以上;4级:严重感染 。

第 3次调查在 6月初 ,将各小区小麦收获后脱

粒 ,实测各小区的产量。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小麦品种(系)孕穗期病情调查结果

各品种(系)孕穗期病情调查结果见表 1。由

表 1可知 ,各供试材料均感染孢囊线虫病 ,没有免疫

材料 ,且发病率均达到 100%,但各材料发病程度存

在明显差异 , 其中 CD 01 最为抗病 , 平均病指为

19.3;豫展 1号和 CD992005发病最重 ,病情指数分

别高达 41 .6和 40.0。

表 1　不同小麦品种(系)孕穗期病情严重度调查结果

品种(系)
名称

重复
调查株数
(株)

病株率
(%) 病情指数 平均病指

CD1877-10 Ⅰ 66 100 29.8

Ⅱ 70 100 33.4 32.1

Ⅲ 66 100 32.8

CD01 Ⅰ 69 100 19.6

Ⅱ 69 100 18.1 19.3

Ⅲ 59 100 20.1

CD1234 Ⅰ 62 100 30.1

Ⅱ 41 100 30.1 29.6

Ⅲ 67 100 28.6

CD2000811-7 Ⅰ 35 100 31.6

Ⅱ 44 100 31.4 31.5

Ⅲ 39 100 31.6

CD992005 Ⅰ 72 100 40.3

Ⅱ 44 100 38.6 40.0

Ⅲ 45 100 40.8

CD2000811-4 Ⅰ 35 100 29.5

Ⅱ 44 100 26.5 29.5

Ⅲ 47 100 37.6

CD1243-1 Ⅰ 34 100 34.3

Ⅱ 63 100 28.3 32.4

Ⅲ 52 100 34.6

CD98484 Ⅰ 35 100 34.8

Ⅱ 64 100 34.6 34.8

Ⅲ 49 100 35.1

CD0812 Ⅰ 64 100 29.1

Ⅱ 51 100 33.0 29.5

Ⅲ 24 100 26.4

豫展 1号 Ⅰ 21 100 40.4

Ⅱ 28 100 42.9 41.6

Ⅲ 59 100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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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不同小麦品种(系)乳熟期病情调查结果

各品种(系)乳熟期病情调查结果见表 2 ,由表 2

可以看出 ,不同品种平均单株孢囊数量存在明显差

别 ,在供试材料中 , CD992005 单株平均孢囊数最

高 ,为 27.4个 , CD98484 次之 ,为 26 .9个 ,CD1234

最少 , 为 12.3 个。CD992005 病情指数最高 , 为

69.0 ;CD1234最低 ,为 38.0。

表 2　各小麦品种(系)根部孢囊数量调查结果

品种(系)名称 调查株数
平均孢囊数
(个/株)

平均病情指数

豫展 1号 24 17.6 63.5

CD1877-10 27 22.1 64.3

CD01 27 22.3 64.4

CD1234 21 12.3 38.0

CD200811-7 18 25.0 65.3

CD992005 21 27.4 69.0

CD2000811-4 24 21.4 60.2

CD1243-1 23 15.9 43.5

CD98484 20 26.9 67.1

CD0812 25 17.6 48.8

2.3　不同小麦品种(系)产量调查结果

小麦感染孢囊线虫病后 ,生长衰弱 ,分蘖减少 ,

发病重的植株可提前枯死 ,病株穗子小 ,籽粒不饱

满 ,对产量影响很大 。各材料小麦产量如表 3 ,由表

3可知 ,各材料小麦产量差别很大 ,其中 CD01 产量

最高 , CD1234 次之 , 两者产量分别达5 669.5 kg/

hm
2
和5 236.0 kg/hm

2
;豫展 1号和 CD992005 产

量最低 ,产量分别为1 600.8 kg/hm2和2 434.6 kg/

hm2 ;CD01比豫展 1号增产 254.2%。

表 3　各小麦品种(系)产量

品种(系)名称
各小区实收产量(kg)

Ⅰ Ⅱ Ⅲ 平均

折合产量

(kg/ hm2)

CD1877-10 1.29 1.20 1.36 1.28 4 268.8

CD01 1.25 1.99 1.85 1.70 5 669.5

CD1234 1.72 1.40 1.58 1.57 5 236.0

CD200811-7 1.25 1.20 1.29 1.25 4 168.8

CD992005 0.60 0.60 1.00 0.73 2 434.6

CD2000811-4 1.20 1.25 1.90 1.25 4 168.8

CD1243-1 1.35 1.2 0.97 1.50 5 002.5

CD98484 1.15 1.18 1.20 1.18 3 935.6

CD0812 1.30 1.06 1.20 1.19 3 968.7

豫展 1号 0.50 0.49 0.45 0.48 1 600.8

3　结论与讨论

试验结果进一步表明 ,在病田种植较为抗病或

耐病的品种是防治小麦孢囊线虫病的一种有效方

法 。按照株平均孢囊数 6 ～ 20个为轻微感染 , 20个

以上为中度感染的标准 ,在供试的 10个小麦品种材

料中 ,6个为中度感病 , 4个为轻度感病 。综合各种

因素 ,我们认为 CD01 和 CD1234 2 个品种感病最

轻 ,增产效果最明显 ,可在病区推广种植 ,或作为抗

病亲本材料选用。

通过对各品种孕穗期的病情严重度与产量的相

关性分析比较 ,结果表明 ,两者具有明显的负相关

性 ,但也有少数品种病情基本一致 ,但产量差别较

大 ,这可能是由于品种的耐病性不同造成的。

植物对孢囊线虫病的抗性一般是根据植物受害

后产生孢囊的数量来划分的 ,但小麦孢囊线虫产生

的症状近似于根结线虫 ,在根部产生根结及须根团。

从试验结果还可看出 ,各品种间发病严重程度 、产量

高低与株孢囊数量之间没有严格的对应关系 ,即发

病重 、产量低的品种株孢囊数不一定多 ,这是因为感

病严重的品种幼苗期受到线虫侵染后 ,根系生长受

到明显抑制 ,根结大 、根短并且扭曲 ,影响了后续线

虫的侵染 ,最终孢囊数量并不多;抗病品种即使受到

线虫的侵染 ,植株根系仍然较为发达;后续线虫可不

断侵染 ,最终孢囊数量并不一定少。因此 ,我们认为

小麦抗孢囊线虫病鉴定 ,采用以根部症状为依据的

严重度分级标准更能反映实际情况。

参考文献:

[ 1] 　齐淑华 ,彭德良 , 张东升 ,等.禾谷孢囊线虫在我国新寄

主及新分布区初报[ J] .植物保护 , 1994 , 20(4):52.

[ 2] 　王振跃 ,王守正 , 李洪连 ,等.河南省小麦孢囊线虫病初

步研究[ J] .华北农学报.1993 , 8(增刊):105-109.

[ 3] 　郑经武.澳大利亚的小麦孢囊线虫病及其防治[ J] .世

界农业 , 1995(3):36-37.

[ 4] 　刘文成 ,马瑞霞 , 姚献华 ,等.小麦禾谷孢囊线虫病发生

规律的初步研究[ J] .麦类作物学报 , 2002 , 22(3):95-

97.

[ 5] 　阎乃红 , 陈 静 ,余懋群.小麦禾谷孢囊线虫及其抗线虫

性基因研究进展[ J] .麦类作物学报 , 2003 , 23(1):90-

94.

[ 6] 　郑经武 ,林茂松 , 程瑚瑞 ,等.麦类作物对燕麦孢囊线虫

的抗病性[ J] .植物保护学报 , 1999 , 26:250-255.

·52·

2006年第 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