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编号! !""#$"%"&"’""(#")$""*"$"’

黑龙江省中南部地区

玉米大斑病菌生理小种变异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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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黑龙江省中南部玉米主产区采集的 %" 份玉米大斑病叶标本分离得到 #" 个菌株$通过带有不同抗

病基因的寄主接种鉴定% 结果表明$存在有玉米大斑病 ’ 号生理小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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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大斑病菌X/%06#,-*1’=1(#96 -9()#)96Y是世

界玉米产区分布较广)危害较重的主要病害之一*玉

米是黑龙江省主要的粮食和饲料作物$ 常年播种面

积在 ’"" 万 1B’ 以上* 玉米的产量对我省粮食生产

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玉米大斑病的存在给我

省玉米生产带来很大影响$ 并严重降低了玉米的商

品质量* 在 ’" 世纪 Z" [ *" 年代$全国普遍发生玉

米大斑病$给玉米生产造成了严重损失$发生严重的

地块产量下降 ("\ [ #"\*因此$全国各地相继开展

了抗玉米大斑病的基础材料的鉴定筛选及利用抗源

把骨干自交系转育成带有 O?! 单基因抗病材料$选

育出了一批抗玉米大斑病的优良材料应用于生产$
如抗病甸!!的育成$解决了黑龙江省的*个玉米单交

种$年播种面积在 &&,Z 万 1B’ 以上的玉米大斑病问

题*丹玉 !("]E!ZO?!^_’*(在 *" 年代末 %" 年代初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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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吉林)河北等地大量种植$年播种面积在 ’""
万 1B’ 以上$随着抗性品种的大量)单一化种植$在

!%%" [ !%%’ 年$这些地区发现种植的带有 O?! 基因

的丹玉 !( 品种$大面积发生玉米大斑病$经病原菌

分离鉴定确系为玉米大斑病菌发生了生理分化$也

就是出现了 ’ 号生理小种$并已跃居为优势种,我省

近些年玉米大斑病发生较轻$ 可能与我们的品种多

样化和干旱有关,据报道$我省部分地区也分离到了

’ 号生理小种, 因此$摸清我省玉米大斑病菌生理小

种的变化及其分布情况$ 对我们选育抗病品种及品

种合理布局$ 提高我省玉米商品粮的数量和质量有

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 材料与方法

EFE 供试材料

’""! 年 * [ % 月份在玉米大斑病发病盛期$分

别在双城市)阿城市)呼兰县)兰西县)青冈县)绥化

市和望奎县采集玉米大斑病叶标本 %" 余份$ 于 !"
[ !! 月份在实验室内 W‘- 培养基上分离出菌株 #"
份$将分离纯化的菌株试管存于冰箱中备用,

玉 米 科 学 ’""(R!!’)#!*"[*! 9E:L36@ EF ]65N2 +>523>2D

!"



就是已经存在 ! 号小种! 而且明显地看出 ! 号小种

有上升"发展为优势种群的趋势#

" 讨 论

玉米大斑病是黑龙江省玉米三大主要病害之

一!曾给黑龙江省的玉米生产造成严重危害$经过玉

米育种工作者的努力和新的抗病品种的推广! 此病

在近 #$ 多年里发病较轻! 对生产没有构成大的威

胁!因此!人们的预防意识逐渐减弱$近几年!我们发

现生产田里的部分品种感病普遍!发病程度较重!加

之生理小种的组成发生了改变!! 号小种将上升为

优势种$ 因此!必须重视玉米大斑病的发生发展!同

时选育综合抗病性强的品种! 防止玉米病害的大流

行! 延长优良品种的使用寿命$ 品种布局应合理搭

配!避免单一化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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甸## 0."12# 0/*12# 34//$,12! 35!-12" 6!!127

双城 # 8 8 8 3 3 3 !’$
双城 ! 8 98 8 93 3 3 3 #’!
双城 " 8 8 8 3 3 3 !’$
双城 , 8 93 98 93 3 3 3 #’$
阿城 # 8 93 3 3 3 3 #’$
阿城 ! 8 8 8 3 3 3 !’$
阿城 " 8 8 8 3 3 3 !’$
阿城 , 8 3 3 93 3 3 3 #’$
呼兰 # 8 93 93 3 3 3 #’$
呼兰 ! 8 93 93 3 3 3 #’$
呼兰 " 8 8 8 3 3 3 !’$
呼兰 , 8 8 8 3 3 3 !’$
青冈 # 8 8 8 93 3 3 3 #’!
青冈 ! 8 8 8 3 3 3 !’$
青冈 " 8 8 8 3 3 3 !’$
青冈 , 8 3 93 3 3 3 #’$
望奎 # 8 3 3 3 3 3 #’$
望奎 ! 8 8 8 3 3 3 !’$
望奎 " 8 8 8 3 3 3 !’$
望奎 , 8 93 93 3 3 3 #’$
绥化 # 8 3 93 3 3 3 #’$
绥化 ! 8 8 8 3 3 3 !’$
绥化 " 8 3 93 3 3 3 #’$
绥化 , 8 93 93 3 3 3 #’$

小种

类型

鉴 别 寄 主
来源

表 ! 玉米大斑病不同菌株在寄主上的反应类型

!"# 鉴定寄主

鉴定寄主共 - 个! 其中带有 12# 基因的玉米自

交系 0."12# 和 0/*12#! 带有 12! 基因的玉米自交系

34//$,12!! 带有 12" 基因的玉米自交系 35!-12"!带

有 127 基因的玉米自交系 6!!127$ 设对照为感玉米

大斑病的自交系甸 ##$
!"$ 试验方法

!$$! 年 / 月 !$ 日分别将鉴别寄主的种子播种

于花盆内!花盆口径 !/ :;!高 !$ :;!每份鉴别寄主

播种盆数与鉴定菌株数相等! 每盆播种 - 粒玉米种

子!保苗 , 株!常规栽培管理$ 玉米长至 ) < * 叶喇

叭口期! 分别接种每个菌株$ 每个菌株孢子分别用

"=蔗糖稀释液配成悬浮液!#$>#$ 显微镜视野有孢

子 #$ < !$ 个!于 . 月 #! 日分别用试管将菌液灌入

玉米心! 每株接种 #$ ;?! 同时覆塑料膜保湿 !, @
后进行正常管理$ 于两周后A. 月 !- 日B叶片出现典

型病斑时!进行病斑反应型调查$
!"% 调查标准!主要记载病斑型"

3 型%病斑初为黄绿色水浸状条斑!后中间变褐

色成坏死斑!边缘有明显的较宽的黄色晕圈!病斑窄

长$ 93 型%病斑较窄!呈梭形!褐色边缘有较宽的黄

色晕圈$ 98 型%病斑呈梭形!灰褐色!边缘有较窄的

黄色圈$ 8 型%病斑初为灰褐色水浸状斑!后扩展为

梭形斑!灰褐色!无晕圈!病斑发展快为萎蔫斑$

! 结果与分析

#"! 样本采集数量和代表性

!$$# 年采集到玉米大斑病叶标样 *$ 余份!由

于气候和品种原因!双城市"阿城市发病较轻!而呼

兰县"青冈县"绥化市和望奎县发病较重$ 以上地区

分别代表我省中南部玉米晚熟区和中部玉米带中早

熟玉米区!是我省主要玉米产区$
#"# 玉米大斑病生理小种情况

据玉米大斑病生理小种的毒力公式%# 号&也有

称 $ 号’小种为 12#"12!"12" 和 127 C $&有效基因 C
无效基因’!! 号 &也有称 # 号’ 小种为 12!"12" 和

127 C 12#!判断生理小种类型$
本试验用 - 个玉米大斑病鉴别寄主!分别对 !,

份分离得到的菌株鉴定$由表 # 得出%从玉米大斑病

菌株在不同寄主上病斑的反应型上看到! 在 - 个市

县中都存在有生理小种的变异!! 号小种已普遍存

在!而且 # 号和 ! 号小种出现频率接近$说明黑龙江

省玉米大斑病菌生理小种已经出现了生理分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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