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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甜瓜的抗病性转育及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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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农业科学院园艺作物研究所 ,乌鲁木齐　 830000)

摘　要: 为选育新疆甜瓜类型抗病育种材料 ,以 2个高感白粉病和霜霉病的新疆甜瓜材料和一个高抗白粉病

和霜霉病的美国 Cantaloupe类型甜瓜品种为原始亲本 ,分别进行杂交 ,采用苗期接种抗性鉴定 ,植株成株期

田间自然抗性筛选结合果实品质鉴定的方法 ,在 3个生态环境差异较大的试验点经 1～ 2代回交和 7～ 8代自

交 ,转育出 2个高抗白粉病和霜霉病的新疆甜瓜类型单系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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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ease Resistance Transfering Breeding of Xinjiang Melon and its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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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elect disease resista nt Xinjiang melo n breeding ma terials, tw o Xinjiang melon

lines( highly susceptible to pow dery a nd dow ny mildew ) and one Am erican ca ntaloupe melon v ariety

(highly resistant to pow dery and dow ny mildew ) w ere to ok as the prim ary parents. Using the m ethod

o f seedling inoculatio n screen and plant resistance field screen co mbined wi th f rui t quali ty screen. Tw o

Xinjiang m elo n lines which hav e high resista nce to pow dery and do w ny mildew w ere obtained af ter 1～

2 backcro sses and 7～ 8 selfing s in three ex perimental spo ts w hich di ffer g reat ly in ecological envi ron-

m 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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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 ,新疆甜瓜 (Cucumis melo L. )生产中

的病害种类较多 ,其中以白粉病和霜霉病危害最

为严重。 1990年以来除吐鲁番产区外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境内其它主要产区均受到这 2种病害威

胁 ,造成甜瓜生产后期大面积叶片枯死 ,严重影响

甜瓜产量和质量 ,全区每年平均受害面积 4 600～

6 600 hm
2 ,约占总面积的 1 /4到 1 /3。

新疆甜瓜生产中白粉病和霜霉病猖獗的原

因 ,除气候和栽培原因外 ,品种抗病性差是直接根

源 ,目前生产中所采用的主栽品种如 86- 1、卡拉

克赛等均为感病品种。 为改变这种状况 ,从 1997

年开始 ,笔者进行了新疆甜瓜抗白粉病和霜霉病

的抗病性转育研究 ,以转育出红脆肉、抗病性强的

新疆甜瓜类型抗病材料。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 料

新疆甜瓜材料　 2个脆肉材料卡拉克赛和青

边皇后 ,均高感甜瓜白粉病和霜霉病。

抗病甜瓜材料 C929- A7　 1996年由美国农

业部 Ag ricul tural Service蔬菜实验站的 Perry

N ug ent等育成 ,对甜瓜白粉病生理小种 1、小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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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小种 3均表现高抗 ,同时高抗甜瓜霜霉病。

1. 2　方 法

1. 2. 1　抗性材料转育方法　 以卡拉克赛和青边

皇后作轮回亲本 ,分别与 C929- A7进行杂交 ,杂

交 F1与轮回亲本各回交 1～ 2代 ,在回交群体中

选择植株抗病性强、果实性状 好的单株进行自交

稳定 ,自交每一代均进行苗期接种抗性鉴定、成株

期田间自然抗性结合果实品质筛选。 育种程序见

图 1。

P1(轮回亲本 )

　　×

P2(抗性供体亲本 )

F1× P1

BC1F1→ BC1F2→→→→ BC1F8

　　　　　 (稳定抗病自交系 )

BC1F1× P1→ BC2F1→ BC2F2→→ BC2F7

　　　　　 (稳定抗病自交系 )

图 1　抗病性转育育种程序图

Fig. 1　 Disease resistance breeding procedure

1. 2. 2　病害抗性鉴定筛选方法　白粉病苗期接

种筛选　取发病严重的甜瓜叶片 ,在需接种的甜

瓜幼苗发育至 2片真叶时 ,将孢子直接抖落到幼

苗植株上 [1 ] ,相对湿度 80%保湿 , 7 d后观察植株

发病情况 ,淘汰感病单株 ,保留不感病单株。

植株白粉病和霜霉病田间抗性筛选　田间植

株生育期内不施农药 ,果实成熟时 ,调查植株白粉

病和霜霉病自然发病状况 ,保留病情指数≤ 10的

高抗单株 ,结合果实品质分析 ,中选单株继续加

代。

2　结果与分析

2. 1　抗病性转育

1997年春季在新疆吐鲁番做了青边皇后×

C929- A7、卡拉克赛× C929- A7两个原始杂交 ,

1997年秋季以后 ,在新疆吐鲁番、海南省三亚市

和新疆喀什地区等 3地继续进行回交和自交选

择 ,并在每一代均进行抗性筛选。根据 3个试验点

的生态环境特点 ,围绕抗病性转育和筛选这一关

键 , 3个试验点的选择方法各有侧重。海南省三亚

市冬季温暖潮湿 ,主要进行苗期接种抗性鉴定并

结合成株期单株的抗病性筛选 ,大量淘汰感病单

株。吐鲁番试验点则利用 6月下旬至 7月下旬

40℃以上的高温和干热 ,选择抗逆性强的单株。在

喀什地区甜瓜座果后田间白粉病、霜霉病自然发

病严重 ,因此重点对单株田间自然抗病性进行筛

选。 通过回交和自交以及严格抗病性筛选 , 2001

年育成 2个高抗白粉病和霜霉病的新疆甜瓜类型

高代纯合自交系 K2- 5和 K2- 26, 2个自交系的

选育过程和系谱见图 2和图 3。

1997年 3月吐鲁番 　青边皇后× C929- A7

　　↓

1997年 7月吐鲁番 　　 F1×青边皇后
↓

1998年 3月吐鲁番 BC1F1 97- 193

↓

1998年 10月海南三亚市 BC1F2 97- 193- 24

↓
1999年 5月喀什 BC1F3 97- 193- 24- 2

↓
1999年 10月海南三亚市 BC1F4 97- 193- 24- 2- 15

↓

2000年 3月吐鲁番 BC1F5 97- 193- 24- 2- 15- 8

↓

2000年 10月海南三亚市 BC1F6 97- 193- 24- 2- 15- 8- 16

↓
2001年 5月喀什 BC1F7 97- 193- 24- 2- 15- 8- 16- 2

↓
2001年 10月海南三亚市 BC1F8 97- 193- 24- 2- 15- 8- 16- 2- 7

图 2　 K2- 5的选育及系谱

Fig. 2　 K2- 5 breeding 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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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 3月吐鲁番 卡拉克赛× C929- A7

　　↓
1997年 7月吐鲁番 　 F1×卡拉克赛

↓
1998年 5月喀什 　 BC1F1×卡拉克赛

↓
1998年 10月海南 BC2F1 97- 202

↓
1999年 5月喀什 BC2F2 97- 202- 13

↓

1999年 1月海南 BC2F3 97- 202- 13- 55

↓
2000年 5月喀什 BC2F4 97- 202- 13- 55- 2

↓
2000年 10月海南 BC2F5 97- 202- 13- 55- 2- 19

↓
2001年 5月喀什 BC2F6 97- 202- 13- 55- 2- 19- 1

↓
2002年 5月喀什 BC2F7 97- 202- 13- 55- 2- 19- 1- 4

图 3　 K2- 26的选育及系谱

Fig. 3　 K2- 26 Breeding Series

2. 2　K2- 5和 K2- 26与原始亲本性状比较

经多代选育 , K2- 5和 K2- 26在果肉质地

风味和果实外观等方面基本继承了 2个新疆本地

亲本材料的特点 ,而其植株抗病性经严格筛选已

与抗性供体亲本 C929- A7相当 ,在喀什重感病

区田间观察不感染白粉病 ,高抗霜霉病。两个育成

单系的果实性状及抗性与原始亲本比较见表 1。

表 1　 K2- 5、K2- 26与其原始亲本果实性状及抗性比较

Table 1　 Fruit character and plant disease resistance compr ision among

K2- 5, K2- 26 and their primary parents

编　号

Code

代　数

Generation

果　形

Form

果实外观

Appearance

果肉颜色

Colou r

肉质风味

Flav our

T SS

/%

植株抗性 Resis tance

白粉病

Powd ery

mi ldew

霜霉病

Dow ny mi ldew

K2- 5 BC1F8 椭 绿黄底 ,密全网隐花条 桔　红 松脆爽口 15. 0 高抗　 HR 高抗　 HR

K2- 26 BC1F7 长　椭 黑底细密全网 桔　红 紧　脆 15. 2 高抗　 HR 高抗　 HR

C929-A7 纯　系 园 褐黄底粗密全网 桔　红 软　香 12. 0 高抗　 HR 高抗　 HR

青边皇后

Qing bian

huangh ou

纯　系 长　椭 绿黄底密全网 浅桔红 松脆味好 15. 6 高感　 HS 高感　 HS

卡拉克赛

Kalakes ai
纯　系 长　卵 黑皮半网 桔　红 脆爽口 14. 5 高感　 HS 高感　 HS

3　讨 论

3. 1　本项研究田间材料加代分别在海南省三亚

市、新疆吐鲁番和喀什 3地进行 , 3地环境差异较

大 ,在品种选育过程中 ,较大的生态环境差异有利

于抗性转育材料抗逆性和适应性的增强
[2, 3 ]

,并进

而有利于选育品种的抗逆性和适应性。

3. 2　有研究认为新疆甜瓜白粉病生理小种系小

种 1
[4 ]

,本研究所选用的抗性供体亲本高抗白粉病

生理小种 1,原始亲本的选择确保了抗病性转育的

顺利进行。

3. 3　新疆甜瓜抗病性差 ,对抗病品种的选育利用

抗病性强的 Cantalo upe类型材料或其它类型甜瓜

材料进行转育是一个重要途径。 在抗病性转育过

程中应坚持苗期接种抗鉴与成株期田间自然抗性

筛选相结合 ,在大群体上淘汰选优 ,最大限度地保

证优良抗性后代材料的保留和入选 ,能有效地提

高育种效率 ,加快育种进度。 在抗性转育过程中 ,

如能利用分子标记技术找到与抗性基因相连锁的

(下转第 62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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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利用 8个自交系间数量性状欧氏距离 ,采用

类平均法 ,对 8个供试材料进行聚类分析。 在

19. 05的阈值下 ,可将 8个自交系分为 4类。 其类

间距离和类内距离见表 4。由表 4可看出 ,类间距

离大于类内距离 ,符合聚类分析的原则。因而将 8

个自交系品种聚为 4类是可靠的。
表 4　自交系类群的组成及其类内、类间距离

Table 4　 The component and genet ic distance of

inbred lines groups

类　群
Groups

Ⅰ Ⅱ Ⅲ Ⅳ
归属自交系

No. of inb red lines

Ⅰ 14. 78 0 0153 0171 0191 01116 0159

Ⅱ 21. 36 0 0185

Ⅲ 32. 31 34. 46 0 0199

Ⅳ 29. 86 32. 04 51. 98 0 0117

　　从图 1看出 , 0153、 0171、 0191、 01116、 0159为

第Ⅰ类 ; 0185为第Ⅱ类 , 0199为第Ⅲ类 , 0117为第

Ⅳ类。 聚类与自交系的成熟期、产量水平、性状表

现有一定的联系。同一类群内的距离小 ,类间的距

离大 ,不同类群间的差异大于同一类群的差异 ,因

此 ,在选配杂交亲本时 , 0153、 0171、 0191、 01116、

0159这几个自交系不宜相互间配杂交组合 ;由田

间观察也可看出 ,这几个自交系间有许多相似之

处 ,如 0159为粗线椒 ,其余均为牛角椒 ,差异小 ,

其杂交后代产生优势组合的几率较小 ,而 0185、

0117、 0199之间亲缘关系较远 ,各自单独为一类。

如 0185果形为羊角椒 , 0117为灯笼椒 , 0199为粗

牛角椒 ,它们彼此之间差异大 ,性状互补 ,因而在

各类间进行选择杂交亲本 ,其产生优势组合的几

率较大。

3　讨 论

3. 1　聚类结果表明 , 0171、 0153和 0117之间的距

离最大 ,亲缘关系最远 ,因而在这几个自交系中相

互配组 ,有望获得优势组合。

3. 2　根据研究目标 ,为了培育出果形为粗牛角的

优势杂种一代 ,应在类间选择羊角椒与牛角椒作

为双亲 ,进行配组。

3. 3　应用聚类分析方法 ,将 8个自交系分为 4

类 ,分类的结果与实践和系谱关系基本相符 ,这种

分类方法减少了亲本选配、配组的盲目性 ,对辣椒

杂种优势利用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1 ]　袁志发 .多元统计分析 [M ] .杨凌:天则出版社 , 1993.

[2 ]　康 波 ,王振民 ,邓邵华 ,等 .多元分析在大豆杂交亲本选配方

面的应用 [ J] .吉林农业大学学报 , 1997, 19( 1): 32～ 36.

[3 ]　马育华 .植物育种的数量遗传学基础 [M ].南京:江苏科学技

术出版社 , 1982.

[4 ]　张爱民 .植物育种亲本选配的理论和方法 [M ].北京:农业出

版社 , 1994.

[5 ]　徐 毅 ,陈炳金 ,常勇楠 .杂交辣椒育种与高效益栽培 [ M ].江

西: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 1999.

(上接第 59页 )

性状标记
[5, 6 ]

,无疑会使抗病育种速度更快 ,效率

更高。

3. 4　甜瓜抗病品种的应用是减轻病害损失的最

有效手段 ,鉴于目前新疆甜瓜生产中因白粉病、霜

霉病等病害造成的损失严重 ,生产上对抗病品种

的需要愈来愈迫切 ,因此 ,本研究转育的抗病材料

对培育抗病新疆甜瓜品种 ,解决新疆甜瓜病害问

题有着非常现实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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