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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抗白粉病基 因在甘肃的有效性及评价

李继平 金社林 曹世勤 陈怡蓉 金 明安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

兰州 73 00 70

摘要 采自甘肃各地的小麦白粉菌株接种在含有 已知杭 白粉病基因的小麦品种

(系 )上
,

测定其毒性频率
,

并对这些品种进行 了异地成株期抗性鉴定
。

根据已知

杭病基因对 白粉菌群体 的杭 性程度
,

对其进行杭 性效 能的 评价
。

结果表明
,

haI l
、

I七13 C
、
P n召 f

、

R l巧
、

mP 6
、

1、1刃
、

haI s 和 mP l7 在甘肃杭性差
,

已 失去利用价值 ;

1、 〕2
、
P n
6 a 、

P l l 6 b
、

mP lg 杭性较低
,

不 宜单独 作为杭源 利 用 ; Pm4 b
、

haI 13
、

R l l2 O
、

R l企 1和含有 P l l抖 的白免 3 号
、

肯贵阿 1 号及含有 mP
“

xB D’
’

的我 国农家品种小 白

冬麦抗性表现好
,

可作为杭性亲本利用
。

组合基 因如 1
〕11企 + 6

、

I、 l企 十 lM d J 毛11〕 + 2

十 9 等都表现出较好的杭性
,

这表明利 用抗源 材料进行基 因累加 有望培育 出优

良的抗性品种
。

文中还结合抗源材料的农艺性状对其利用提 出了建议
。

关键词 小麦白粉病
,

抗病基因
,

有效性

由专性寄生菌小麦白粉菌 ( E ysr 勿he g 吸刀 z in is f
.

sP
.

tirt iic )引起的小麦白粉病已成为甘

肃省小麦常发性病害
,

也是该地区小麦生产上重要病害
。

防治小麦 白粉病的首要方法是

选用抗病品种
,

而在质量抗性育种中
,

抗源的鉴定和筛选 又是最基础 的工作厂’ 〕
。

目前
,

已

从国外引进并在 国内种质资源中筛选出了大量的抗白粉材料 [“ 〕
。

由于小麦白粉菌群体的

毒性结构复杂
,

病原群体毒性基因的组成在各小麦产区的差异较大「’ }
,

只有了解小麦抗白

粉基因在当地的有效性及其利用价值
,

根据抗性基 因的有效性加以合理利用
,

避免使用单

一抗病基因
,

使育种工作减少盲目性
。

笔者通过对一些已知抗性基 因材料的幼苗期和成

株期接种鉴定
,

明确这些材料在甘肃当地对白粉病的抗性水平
,

并对其在当地的实用价值

进行评判
,

旨在为育种部门提供依据
。

1 材料与方法

供试已知抗白粉基因材料 23 个 (表 1 )
,

由中国农科院植保所提供
。

苗期抗白粉性测

定采用来自甘肃 14 个县 (市 )的 77 份小麦白粉菌株
,

用 wo lfe ( 19 63 )介绍 的方法进行离体

鉴定
,

反应型记载参考司权民等 [’] 和盛宝钦等仁’ 〕
。

成株期采用多年多点田间病圃法进行

抗性观察记载
,

按 0 一 9 级法记载病级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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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
.

1 病原群体对已知抗病基因品种 (系 )的毒力频率

7 7 份小麦白粉菌菌株对 23 个 已知抗病基因品种 (系 )的毒力频率见表 1
,

从表 1可 以

看出
,

供试白粉菌对 P l l僻
、

mP 13
、

P n lZO 等抗病基因的毒性频率较低 ( 12 % )
,

表明这些抗病

基因具有较好的抗性
。

巧设 1对所有供试菌株均表现抗性
。

国内抗源材料小白冬麦
、

白免

3 号
、

肯贵阿 1号其毒性频率在 20 %左右
,

它们仍具有较好的抗性
。

供试材料中几个含有

组合基因的品种其毒性频率在 巧
.

6% 一
29

.

9 %之间
,

这表明抗性基 因组合有利于病害的

控制
。

因此
,

育种上在选用亲本时应从增加抗性基因的多样性
,

用不同抗性基因组合作亲

本可以培育出抗谱较宽的抗性品种
。

对于 P l l企
、

1〕116 a 、

1〕 116 b
、

mP gl 这几个抗性基因而言
,

其抗性的有效性已经大大降低
,

育种上不宜再单独作为抗源利用
。

病原菌群体对 mP l
、

R n 3 C
、

P l l己 f
、

P l l
巧

、

P l l l
6

、

1、
117

、

haI s
、

mP l7 的毒性频率相对较高 ( 66
.

2 % 一 97
.

4 % )
,

这些抗病

基因的抗性效能较差
,

生产上已无实用价值
。

表 1 小麦白粉菌群体对 23 个已知基因品种 (系 )的毒性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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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2 田间抗白粉病表现

9 19 7
一2 臼以) 年

,

在甘肃不同生态类型麦区对 23 个已知基 因材料进行了田间成株期抗

白粉病鉴定 (表 2 )
。

结果表明
,

P l l讲b
、

lnP 13
、

haI
19

、

P l l企O J
〕 11企 l 及 P l l企 + 6

、

巧企 + lM d
、

而 l

+ 2 + 9
、

rnP
“ X B D’

’ 、

巧僻抗性表现好 ; P “ 12 除 1998 年在武都
、

1999 年在甘谷表现中感外
,

其

余均表现中抗至高抗
。

其它抗性基因如 mP
l

、

P ll l3 a 、

P l lo b
、

l 〕 I IO c 、

P l l o f
、

R l巧
、

巧
16

、

P ll l 7
、

P n 18
、

haI l7 等均表现不 同程度的感病
。

从田间生长情况来看
,

含 有 1〕 r l讲b 的 A rn l a ( la
、

含

P
l l企 + 6 基因组合的 M耐

5 Hun st m an
、

含 P l l企 十 lM d 的 M丽
5 D vo

e
等材料极其晚熟

,

作为亲本

选配尚需进行特殊处理 ;含有 mP l 3
、

mP lg
、

P l l企0 等基因的品种 (系 )农艺性状差
,

很难直接

用作育种亲本
,

尚需进行改 良
。

表 2 23 个已知基因载体品种 (系 )成株期在不同生态区抗白粉病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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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从 23 个已知抗病基因品种 (系 )苗期和成株期抗性测定结果可 以看出
,

来源于波斯小

麦的 P l l料b 抗性基因和由簇毛麦成功地转人了小麦并获得 6刀6V 的易位系和代换系的抗

性基因 R l l2 1是有效基因川
,

在今后的抗病育种中应优先利用
。

rnP 13
、

mP lg
、

P l l已 o 抗性基

因将其载体进行改良后可与其它基因组合使用
。

多基因组合品种对于小麦白粉病的防治是较为有效的
。

eB iln et ( 19 84) 报道了 P l l企 + 6

已证明是很好的基因组合
,

具有该组合的品种 M iar
S H un st m an 在英国保持了多年的抗

性 [“〕
。

经苗期和成株期测定
,

含有多基因的品种 (系 )如 cl l 2 632
、

M an
S Hun ts

~ ( I、
1企 +

6 )
、

M面
5 D o v e

( P
l l企 + M l d )

、

N o l l l l a ( l ie (枷 1 + 2 + 9 )都有较好的抗性
,

因此育种部门应尽可能

利用抗源材料通过基因累加
,

才有望培育出较为持久的抗性品种
。

白免 3 号 (贵州农学院从矮立多品种 内获得的突变 系 )
、

肯贵阿 1 号 (贵州农学院培

育 )
、

小白冬麦 (来源于新疆景化
,

农家品种 )分别含有 P ll科
、

P l l僻 和 nrP
“ x B D ” [’

,

“
,

” 〕
,

在甘肃

不同生态麦区不同年份基本上是有效的
,

室内测定病菌对这些材料的毒性频率在 20 % 左

右
,

表明这些材料尚具有较好的抗性
,

可以单独引入生产品种中
,

如果采用与其它主效基

因组合使用
,

其效果可能更好 〔̀ 〕
。

用已知抗病基因来测定当地的毒性基因频率
,

有利于了解当地的毒性分布和结构
,

掌

握病原种群动态的变化
,

提高了各地之间资料的可比性与交流
,

同时也有利于抗源选择和

利用
。

但由于小麦白粉菌是具有基因对基因的植物病害系统
,

一个新的抗病基因的使用
,

势必会有克服该基因的毒性基因「̀〕
。

因此
,

有必要开展鉴定和筛选更多的抗源材料
,

开发

新的
、

更有效的抗白粉基因资源
,

增加抗病育种上抗源的多样化
,

通过基因合理布局
、

基因

累加
、

培育多系品种等途径
,

才有望利用抗性品种来控制小麦白粉病的危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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