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褐飞虱生物型的变异动态监测及广谱

抗性品种（材料）的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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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褐飞虱 Ｎｉｌａｐａｒｖａｔａｌｕｇｅｎｓ（Ｓｔｌ）是我国和许
多亚洲国家水稻生产的重要害虫。抗虫品种的利

用是防治该虫的经济有效措施。但由于新生物型

的产生和形成优势种群，使原来抗虫的品种变为

感虫［１］。１９９８年起，我们连续对褐飞虱生物型的
变异动态进行田间监测，对我国和外引的品种和

材料进行抗性鉴定，分别筛选出一批抗褐飞虱生

物型Ⅱ、孟加拉型和九龙江型的材料。
１材料与方法
１．１褐飞虱生物型的变异动态监测

供试虫源分别从广西南宁，云南思茅、开远，

河南信阳，以及江苏江浦、连云港等地田间采回。

分别隔离用 ＴＮ１饲养繁殖。群体测定以同一采
集地虫子置于同一虫笼内，个体测定则将雌虫分

别编号放入虫罩内，繁殖至足够虫量时进行测定。

采用改良苗鉴法［２］进行生物型测定。鉴别品种

选用 ＩＲ２６、Ｍｕｄｇｏ（含 Ｂｐｈ１）、ＩＲ３６、ＡＳＤ７（含
ｂｐｈ２）、ＲａｔｈｕＨｅｅｎａｔｉ（ＲＨＴ）（含 Ｂｐｈ３）以及感虫
对照品种ＴＮ１。将供试品种播于瓷盆内，每品种
１行留２０苗，３叶时，平均每株接１～２龄若虫５
头，重复３次。待感虫对照植株枯萎后７～１０天
内进行逐株定级，将每株的受害级别进行加权平

均，即可计算出各鉴别品种的平均受害级别。按

国际使用统一标准，将平均受害级别小于或等于

５．９定为抗虫，大于５．９定为感虫。并按生物型
Ⅰ（ＴＮ１表现为感虫，ＩＲ２６、Ｍｕｄｇｏ、ＩＲ３６、ＡＳＤ７、

ＲＨＴ表现为抗虫）、生物型Ⅱ（ＴＮ１、ＩＲ２６、Ｍｕｄｇｏ
表现为感虫，ＩＲ３６、ＡＳＤ７、ＲＨＴ表现为抗虫）、孟
加拉型（ＴＮ１、ＩＲ２６、Ｍｕｄｇｏ、ＩＲ３６、ＡＳＤ７表现为感
虫，ＲＨＴ表现为抗虫）的反应模式［３］，分析其所属

生物型。

１．２广谱抗性品种和材料的筛选
１．２．１试验材料

水稻品种和材料：１９８０～２００３年从国际水稻
研究所引进国际水稻遗传评价试验网的材料共

１７９７份，广西主栽品种（组合）、区试品种（组合）
和材料５３８份，区外品种（组合）和材料２５４份。
供试虫源：室内用水稻品种 Ｍｕｄｇｏ饲养的生物型
Ⅱ、用品种 ＩＲ３６饲养的孟加拉型和用品种 ＲＨＴ
饲养的九龙江型的褐飞虱。

１．２．２试验方法
将供试品种（材料）播于瓷盆内，每盆设 １０

个待测品种（材料）和抗、感品种各１个。测定褐
飞虱生物型Ⅱ，感虫和抗虫对照品种分别为Ｍｕｄ
ｇｏ和ＩＲ３６或 ＡＳＤ７；测定孟加拉型，感虫和抗虫
对照品种分别为ＡＳＤ７和ＲＨＴ；测定九龙江型，感
虫和抗虫对照品种分别为 ＡＳＤ７或 ＲＨＴ和
Ｐｔｂ３３。先进行上述试验品种（材料）对褐飞虱生
物型Ⅱ的抗性鉴定，对抗生物型Ⅱ的品种（材料）
再进行孟加拉型的抗性鉴定，对抗孟加拉型的品

种（材料）再进行九龙江型的抗性鉴定。具体的

试验和调查按１．１的方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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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结果与分析
２．１褐飞虱生物型的变异动态

监测结果表明，各调查点褐飞虱多为生物型

Ⅰ、生物型Ⅱ和孟加拉型混合发生。各调查点褐
飞虱生物型组成差异较大，同一监测点生物型组

成年度间有一定的差异，但变化不大。褐飞虱田

间种群，广西南宁、云南开远、河南信阳、江苏江浦

和连云港以生物型Ⅱ为优势种群；云南思茅以孟
加拉型为优势种群。广西南宁、云南思茅、云南开

远、河南信阳、江苏江浦田间的褐飞虱已有一定比

例的孟加拉型，在广西南宁该型占２０％ ～４０％，
年度间波动较大，似有上升的趋势；在云南思茅该

型占６２．５０％ ～６８．７５％，年度间变化不大；在云
南开远该型占４．３５％ ～２０．６９％，年度间波动较
大；在河南信阳该型占７．４１％ ～８．３３％，年度间
变化不大；在江苏江浦该型占１１．４３％～１４．２９％，
年度间变化不大。

２．２抗褐飞虱广谱抗性品种和材料的筛选
抗性鉴定结果表明，对孟加拉型表现为抗的

品种和材料有７３份，表现中抗的品种和材料有
７９份。抗的材料中，有６０份来自褐飞虱鉴定圃，
９份来自稻瘿蚊鉴定圃，４份来自白背飞虱鉴定
圃；中抗材料中，５９份来自褐飞虱鉴定圃，１５份来
自稻瘿蚊鉴定圃，３份来自白背飞虱鉴定圃，１份
引自越南，１份来自广西区试品种。抗孟加拉型
的品种（材料）均抗生物型Ⅱ。对九龙江型表现
为抗的品种和材料有６份，表现为中抗的品种和
材料有 ４份。抗的材料为 ＡＲＣ１４５２９、ＩＲ３１４２９
１４２３、ＩＲ４４５９５７０２２３、ＩＲ４９７０７１３２３、Ｔ１０、
ＰＴＢ３３；中抗的材料为 ＢＧ３６７２、ＩＲ５６、ＲＰ１９７６１８

６４２、Ｔ１４７７。这些抗性品种（材料）均抗生物型
Ⅱ和孟加拉型。
３讨论

作者选择的褐飞虱生物型的监测点，是按该

虫的迁飞路线来定的［４］，其监测结果可以反映我

国广大稻区该虫生物型的变异动态。从本研究监

测结果看，广西南宁该虫孟加拉型所占的比例高

于云南开远、河南信阳、江苏江浦，这可能同孟加

拉型迁飞能力较差，在往北迁飞过程中易被淘汰

有关。本研究发掘出一批对褐飞虱不同生物型具

有广谱抗性的品种和材料。这些品种和材料类型

十分丰富，有很大的利用价值和开发潜力。对于

这些宝贵的抗性品种和材料，希望育种部门和植

保部门加强合作，使这些品种和材料尽快应用于

生产。同时，加强这些品种和材料对褐飞虱不同

生物型的抗虫机制和抗虫遗传规律的研究，可为

制定抗虫育种的实施方案提供科学依据。为了有

效地利用这些广谱抗性的品种和材料，还应加强

抗褐飞虱核心种质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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