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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采用土壤接种技术，对目前我国高粱育种上广泛应用的 １５０ 份高粱种质资源（包括高粱不育系、保持系和恢复系）
进行抗高粱丝黑穗病鉴定评价。 经两年重复鉴定，在 １５０ 份高粱种质中，筛选出对高粱丝黑穗病菌优势小种表现免疫（ ＩＭ）的

４７ 份，占总数的 ３１． ３％ ；高抗（ＨＲ）和中抗（ＭＲ）的各 ６ 份，分别占鉴定材料总数 ４． ０％ ；抗病（Ｒ）的 ４ 份，占 ２． ７％ ；感病（Ｓ）的

１３ 份，占 ８． ７％ ；高感（ＨＳ）的 ７４ 份，占 ４９． ３％ 。 上述结果表明，目前高粱育种中广泛应用的育种种质中抗丝黑穗病材料较为

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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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高粱［Ｓｏｒｇｈｕｍ ｂｉｃｏｌｏｒ （Ｌ． ） Ｍｏｅｎｃｈ］既
可以用于人们食用，也可以作为畜牧业饲料用，还是

酿造业重要原料。 由孢堆黑粉菌［Ｓｐｏｒｉｓｏｒｉｕｍ ｒｅｉｌｉａ⁃
ｎｕｍ （Ｋüｈｎ） Ｌａｎｇｄｏｎ ｅｔ Ｆｕｌｌ． ］引起的高粱丝黑穗病

是高粱生产中普遍发生、严重影响产量的重要病害，
在我国东北、华北和四川等高海拔、气候冷凉地区发

生严重［１］。 近年来，高粱丝黑穗病在高粱主产区有

逐年加重的趋势，在局部地区已造成严重的产量

损失，成 为 制 约 高 粱 产 业 发 展 的 主 要 因 素 之

一 ［２］ 。 多年的育种和生产实践证明 ［３⁃７］ ，选育和

应用抗病品种是防治丝黑穗病最为经济有效措

施。 由于高粱丝黑穗病菌易发生致病性变异，产
生新的生理小种，常导致抗病品种丧失抗性，因
而需要不断筛选新的抗病资源和培育新的抗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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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 ［８⁃９］ 。 筛选抗病性高粱种质资源是抗病品种

选育常规和基础工作，也是病害防控的前提条

件。 鉴于此，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４ 年，针对我国高粱丝黑

穗病菌优势小种（３ 号生理小种） ，采用土壤接种

方法，对我国目前高粱育种中广泛应用的国内外

高粱品种资源进行抗病鉴定与评价，旨在系统明

确高粱种质资源对病菌优势小种抗性，为高粱育

种者提供抗源。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试验材料

１． １． １　 种质资源　 国内外高粱优异种质资源 １５０
份，其中高粱雄性不育系及其相应保持系共 ９０ 份，
高粱恢复系 ６０ 份，由辽宁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

究所旱粮作物病虫害研究室选育及国内高粱育种者

提供。 上述高粱种质资源均经严格套袋自交、性状

观察，获得纯种子备用。
１． １． ２　 高粱丝黑穗病菌　 高粱丝黑穗病菌是近年

来病菌生理分化研究中经寄主测定为我国广泛分布

的优势小种（３ 号生理小种）。 于 ２０１２ 年采用感病

品种（Ｔｘ６２２Ｂ）人工接种、扩繁病菌，收集高粱丝黑

穗病菌冬孢子粉，备用。
１． ２　 试验方法

１． ２． １ 　 菌土制备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４ 年分别于春季

播种前 ５ｄ，将接种用高粱丝黑穗病菌冬孢子粉与过

筛无菌田园土充分混合，配制成浓度为 ０． ６％ 的菌

土，喷洒适量无菌水保持菌土湿润，堆积菌土并覆盖

塑料布，保湿备用。
１． ２． ２　 种质资源抗病鉴定　 鉴定在辽宁省农业科

学院试验田进行，连续 ２ 年对供试高粱种质资源进

行集中鉴定，播种日期分别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７ 日和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８ 日。 接种方法按《高粱抗丝黑穗病

鉴定技术规范 ＤＢ２１ ／ Ｔ２２１９． ４—２０１４》 ［１０］ 进行。 田

间鉴定的高粱种质资源按顺序排列，每 ５０ 份鉴定材

料设 １ 组高度抗病（ＬＲ６２５）和高度感病（Ｌ４０７Ａ）品
种作对照，设年度间重复，栽培管理与大田生产相

同。 于田间高粱丝黑穗病的症状完全显现后调查发

病情况，按照高粱抗丝黑穗病的评价标准描述（表
１）划分抗性等级，确定供试高粱种质资源对丝黑穗

病的抗性水平。

２　 结果与分析

连续 ２ 年的接种鉴定结果表明，不同高粱试材

间对丝黑穗病的抗感性差异明显，且各份材料在 ２

年间的鉴定结果表现稳定一致，高度抗病（ＬＲ６２５）
和高度感病（Ｌ４０７Ａ）的对照品种均达到相应的抗性

等级，因此试验结果可靠。

表 １　 高粱抗丝黑穗病鉴定病情级别及抗性评价标准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ｓｏｒｇｈｕｍ
ｈｅａｄ ｓｍｕｔ

病情级别

Ｒａｔｉｎｇ
ｓｃａｌｅ

评价标准描述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
抗性评价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０ 发病株率 ０ 免疫 Ｉ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Ｍ）

１ 发病株率 ０． １％ ～５． ０％ 高抗 Ｈｉｇｈｌｙ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ＨＲ）

３ 发病株率 ５． １％ ～１０． ０％ 抗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Ｒ）

５ 发病株率 １０． １％ ～２０． ０％ 中抗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ｌｙ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ＭＲ）

７ 发病株率 ２０． １％ ～４０． ０％ 感 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ｌｅ （Ｓ）

９ 发病株率 ４０． １％ ～１００％ 高感 Ｈｉｇｈｌｙ 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ｌｅ （ＨＳ）

２． １　 高粱雄性不育系和保持系对丝黑穗病的抗性

２ 年共对 ９０ 份高粱不育系及其保持系抗丝黑

穗病性进行鉴定，结果见表 ２。
从表 ２ 的结果可见，在 ９０ 份高粱不育系和其相

应的保持系中，筛选出 ０ 级免疫（ＩＭ）的高粱种质资

源有 ２４ 份，占供试高粱不育系和其相应的保持系总

数的 ２６． ７％ ；１ 级高抗（ＨＲ）的资源有 ４ 份，占总数

的 ４． ４％ ；３ 级抗 （ Ｒ） 病资源有 ２ 份，占总数的

２ ２％ ；５ 级中抗 （ＭＲ） 的资源有 ４ 份，占总数的

４ ４％ ；７ 级、感病 （ Ｓ） 的资源有 ８ 份，占总数的

８ ９％ ；９ 级、高度感病（ＨＳ）资源有 ４８ 份，占总数的

５３． ３％ 。
高粱不育系（Ａ）和保持系（Ｂ）之间的发病率存

在差异，但差异大小并未改变两者之间的抗性等级。
在抗病等级为高抗（ＨＲ）的高粱不育系和保持系

中，Ｌ４２２Ａ 和 Ｌ４２２Ｂ 的平均发病率基本相同，而

Ｔｘ２７５１Ａ 和 Ｔｘ２７５１Ｂ 的平均发病率相差 １． ９％ ；在
抗病等级为中抗（ＭＲ）的不育系和保持系中，８３９６Ａ
和 ８３９６Ｂ 的平均发病率相差最多（１． ９％ ）；ＬＡ － １５
和 ＬＢ －１５ 之间发病率差异较大（６． ６％ ），但不育系

（Ａ）和保持系（Ｂ）的抗性级别相同，均为感病（Ｓ）等
级。 本研究筛选出抗病（Ｒ）以上等级的高粱不育系

和保持系较多，占总数的 ３３． ３３％ ，这与供鉴定材料

上注重选择高抗、高配合力、农艺性状优良材料

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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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高粱雄性不育系和保持系抗丝黑穗病鉴定与评价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ｓｏｒｇｈｕｍ ｈｅａｄ ｓｍｕｔ ｏｆ ｍａｌｅ⁃ｓｔｅｒｉｌｅ ｌ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ｅｒ ｌｉｎｅｓ
不育系名称

Ｍａｌｅ⁃ｓｔｅｒｉｌｅ ｌｉｎｓｅｓ
平均发病率（％ ）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病级

Ｒａｔｉｎｇ ｓｃａｌｅ
抗性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保持系名称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ｅｒ ｌｉｎｅｓ
平均发病率（％ ）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病级

Ｒａｔｉｎｇ ｓｃａｌｅ
抗性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４５Ａ ０ ０ ＩＭ ４５Ｂ ０ ０ ＩＭ

Ｌ４０５Ａ ０ ０ ＩＭ Ｌ４０５Ｂ ０ ０ ＩＭ

Ｌ４２２Ａ ０ ０ ＩＭ Ｌ４２２Ｂ ０ ０ ＩＭ

８７１３００Ａ ０ ０ ＩＭ ８７１３００Ｂ ０ ０ ＩＭ
Ａ２Ｖ４ ０ ０ ＩＭ Ｂ２Ｖ４ ０ ０ ＩＭ

Ｌ４２９Ａ ０ ０ ＩＭ Ｌ４２９Ｂ ０ ０ ＩＭ

ＫＳＰ８⁃９⁃１２Ａ ０ ０ ＩＭ ＫＳＰ８⁃９⁃１２Ｂ ０ ０ ＩＭ
ＱＬ３３Ａ ０ ０ ＩＭ ＱＬ３３Ｂ ０ ０ ＩＭ

Ｔｘ３７８Ａ ０ ０ ＩＭ Ｔｘ３７８Ｂ ０ ０ ＩＭ

ＫＳＰ８⁃９⁃１６Ａ ０ ０ ＩＭ ＫＳＰ８⁃９⁃１６Ｂ ０ ０ ＩＭ

吉 ２０５５Ａ ０ ０ ＩＭ 吉 ２０５５Ｂ ０ ０ ＩＭ

ＫＳＰ８⁃９⁃１７Ａ ０ ０ ＩＭ ＫＳＰ８⁃９⁃１７Ｂ ０ ０ ＩＭ

Ｌ４２２Ａ ７． ４ １ ＨＲ Ｌ４２２Ｂ ７． ９ １ ＨＲ

ＴＸ２７５１Ａ １． ５ １ ＨＲ ＴＸ２７５１Ｂ ３． ４ １ ＨＲ

Ｌ４１４Ａ ５． ８ ３ Ｒ Ｌ４１４Ｂ ７． １ ３ Ｒ

３１４Ａ １２． ６ ５ ＭＲ ３１４Ｂ １３． ３ ５ ＭＲ

８３９６Ａ １５． ９ ５ ＭＲ ８３９６Ｂ １７． ８ ５ ＭＲ

Ｌ４１６Ａ ２５． ５ ７ Ｓ Ｌ４１６Ｂ ２８． ６ ７ Ｓ

Ｔｘ３１９７Ａ ３３． ５ ７ Ｓ Ｔｘ３１９７Ｂ ３４． ２ ７ Ｓ

Ｌ４１７Ａ ２５． ２ ７ Ｓ Ｌ４１７Ｂ ２９． ３ ７ Ｓ

ＬＡ⁃１５ ２９． ３ ７ Ｓ ＬＢ⁃１５ ２２． ７ ７ Ｓ

１０５３Ａ ６９． ０ ９ ＨＳ １０５３Ｂ ８９． １ ９ ＨＳ

Ｌ４０１Ａ ８０． ５ ９ ＨＳ Ｌ４０１Ｂ ８９． ５ ９ ＨＳ

１０５７Ａ ５２． ５ ９ ＨＳ １０５７Ｂ ６１． ２ ９ ＨＳ

Ｌ４０２Ａ ８７． ５ ９ ＨＳ Ｌ４０２Ｂ ９２． ６ ９ ＨＳ

１０５８Ａ ７２． ８ ９ ＨＳ １０５８Ｂ ７２． ５ ９ ＨＳ

Ｌ４０６Ａ ８２． １ ９ ＨＳ Ｌ４０６Ｂ ８７． ５ ９ ＨＳ

１４３２Ａ ５６． ９ ９ ＨＳ １４３２Ｂ ５３． ２ ９ ＨＳ

Ｌ４０７Ａ ７６． ０ ９ ＨＳ Ｌ４０７Ｂ ７１． ２ ９ ＨＳ

１４３８Ａ ６０． ９ ９ ＨＳ １４３８Ｂ ７３． ６ ９ ＨＳ

Ｌ２５Ａ ５３． ３ ９ ＨＳ Ｌ２５Ｂ ５８． ７ ９ ＨＳ

１４４５Ａ ５９． ８ ９ ＨＳ １４４５Ｂ ８２． ３ ９ ＨＳ

Ｌ２２４３Ａ ６８． ７ ９ ＨＳ Ｌ２２４３Ｂ ８４． ３ ９ ＨＳ

Ｌ６Ａ ４８． １ ９ ＨＳ Ｌ６Ｂ ４２． ６ ９ ＨＳ

Ｓｈ８０２Ａ ６７． ２ ９ ＨＳ Ｓｈ８０２Ｂ ７５． ２ ９ ＨＳ

８３９９Ａ ４９． ６ ９ ＨＳ ８３９９Ｂ ５２． ７ ９ ＨＳ

ＴＸ２７５０Ａ ５０． ０ ９ ＨＳ ＴＸ２７５０Ｂ ７３． １ ９ ＨＳ

ＫＳＰ３３５Ａ ４９． ３ ９ ＨＳ ＫＳＰ３３５Ｂ ５７． ０ ９ ＨＳ

ＴＸ２７５８Ａ ７３． ３ ９ ＨＳ ＴＸ２７５８Ｂ ８４． １ ９ ＨＳ

ＫＳＰ５１２Ａ ６５． ９ ９ ＨＳ ＫＳＰ５１２Ｂ ７７． ６ ９ ＨＳ

ＴＸ２７９０Ａ ６５． ７ ９ ＨＳ ＴＸ２７９０Ｂ ８１． ６ ９ ＨＳ

ＫＳＰ７⁃７⁃４Ａ ５７． ８ ９ ＨＳ ＫＳＰ７⁃７⁃４Ｂ ８１． １ ９ ＨＳ

Ｔｘ６２２Ａ ７８． ４ ９ ＨＳ Ｔｘ６２２Ｂ ８７． １ ９ ＨＳ

吉 ３５２Ａ ４９． ５ ９ ＨＳ 吉 ３５２Ｂ ５５． ２ ９ ＨＳ
Ｔｘ６２３Ａ ７２． ７ ９ ＨＳ Ｔｘ６２３Ｂ ８４． ６ ９ ＨＳ

９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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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高粱恢复系抗丝黑穗病特性鉴定结果

表 ３ 为国内外 ６０ 份高粱种质资源的抗病鉴定

结果。 从表中可见，在 ６０ 份高粱恢复系中，鉴定出

０ 级免疫（ ＩＭ）的材料有 ２３ 份，占供测材料总数的

３８． ３％ ；１ 级的高度抗病（ＨＲ）的材料有 ２ 份，占总

数的 ３． ３％ ；３ 级抗（Ｒ）的有 ２ 份，占总数的 ３． ３％ ；５
级中抗（ＭＲ）的有 ２ 份，占总数的 ３． ３％ ；７ 级感病

（Ｓ）的有 ５ 份，占总数的 ８． ３％ ；９ 级高度感病（ＨＳ）
的有 ２６ 份，占总数的 ４３． ３％ 。

表 ３　 高粱恢复系抗丝黑穗病鉴定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ｓｏｒｇｈｕｍ ｈｅａｄ ｓｍｕｔ ｏｆ ｓｏｒｇｈｕｍ ｒｅｓｔｏｒｅｒ ｌｉｎｅｓ

恢复系名称

Ｒｅｓｔｏｒｅｒ ｌｉｎｅｓ
平均发病率（％ ）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病级

Ｒａｔｉｎｇ ｓｃａｌｅ
抗性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恢复系名称

Ｒｅｓｔｏｒｅｒ ｌｉｎｅｓ
平均发病率（％ ）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病级

Ｒａｔｉｎｇ ｓｃａｌｅ
抗性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Ｌ０２９Ｒ ０ ０ ＩＭ Ｋ１４７ ０ ０ ＩＭ

Ｌ０３０Ｒ ０ ０ ＩＭ Ｋ１４８ ０ ０ ＩＭ

Ｌ０３４Ｒ ０ ０ ＩＭ Ｋ１８５ ０ ０ ＩＭ

Ｌ０３６Ｒ ０ ０ ＩＭ Ｋ６ ０ ０ ＩＭ

Ｌ０２７Ｒ ０ ０ ＩＭ ＬＲ６２２ ０ ０ ＩＭ

２３８１ ０ ０ ＩＭ ＬＲ６２５ ０ ０ ＩＭ

９６１５４１ ０ ０ ＩＭ １０６２５⁃１ ０ ０ ＩＭ

７０３７⁃１ ０ ０ ＩＭ ＳＡ２８１ ０ ０ ＩＭ

９０ＣＷ８１４７ ０ ０ ＩＭ ＭＢ１０８８ ０ ０ ＩＭ

９１ＢＥ７４１４⁃１ ０ ０ ＩＭ ＴＮＳ３０ ０ ０ ＩＭ

Ｋ１０６ ０ ０ ＩＭ 莲塘矮 ０ ０ ＩＭ

Ｋ１３１ ０ ０ ＩＭ １４６０７ ０ １ ＨＲ

９１ＣＣ５１５ ０． ５ １ ＨＲ ９１ＢＥ７４１４ １１． ８ ５ Ｒ

Ｒ１９１１２ ９． １ ３ Ｒ Ｒ１９２０４ １３． ９ ５ ＭＲ

Ｒ８１１２ １２． ９ ５ ＭＲ ＳＣ１０９ ３８． ９ ７ Ｓ

９２ＭＬＴ１１３ ２３． ２ ７ Ｓ ＴＡＭ４２８ ２９． ０ ７ Ｓ

１０４５ＲＳ ３８． ５ ７ Ｓ Ｔｘ４１４ ３７． ７ ７ Ｓ

Ｌ０２８Ｒ ６９． ７ ９ ＨＳ ８８Ｂ１０１６ ７３． ７ ９ ＨＳ

Ｌ０３１Ｒ ８７． ７ ９ ＨＳ ｅａｒｌｙｓｕｍａｒｃ ７３． ６ ９ ＨＳ

Ｌ０３２Ｒ ７３． ２ ９ ＨＳ Ｇａｎｓｕｄｅｌ ６１． ８ ９ ＨＳ

Ｌ０３５Ｒ ７９． ２ ９ ＨＳ ＬＲ２１３ ６２． ６ ９ ＨＳ

Ｌ０３７Ｒ ７８． ３ ９ ＨＳ ＬＲ２１８ ７５． １ ９ ＨＳ

１００６ ４７． ８ ９ ＨＳ ＬＲ２３８ ９０． ３ ９ ＨＳ

１００９ ６８． ０ ９ ＨＳ ＭＢ１１０⁃１ ５５． ８ ９ ＨＳ

１０１８ ４９． ８ ９ ＨＳ ＰＩ（５５０６０７） ７９． ２ ９ ＨＳ

８２８ＤＭ４９９ ４８． １ ９ ＨＳ Ｒ８１１５ ５４． ０ ９ ＨＳ

８７ＢＨ８６０６⁃６ ７０． ０ ９ ＨＳ Ｒ８１８２ ６１． ３ ９ ＨＳ

ＳＣ１７０⁃６⁃１７ ６２． ６ ９ ＨＳ Ｓ９２３５０ ７２． ２ ９ ＨＳ

ＳＣ５６⁃１４Ｅ ６２． ５ ９ ＨＳ ＴＬ⁃Ｗｅｒ２Ｒ ４８． ２ ９ ＨＳ

ＴＸ２８１７ ９４． ６ ９ ＨＳ ＴＬ⁃ＷｅｒＲ ９４． ８ ９ ＨＳ

３　 结论与讨论

采用土壤接种技术，连续 ２ 年对我国目前高粱

育种上广泛应用的 １５０ 份国内外高粱种质资源抗高

粱丝黑穗病优势小种（３ 号生理小种）进行鉴定评

价。 在鉴定的高粱种质资源中，表现免疫（ ＩＭ）的

（４７ 份）占总数的 ３１． ３３％ ；表现高抗（６ 份）和中抗

（６ 份）的均占 ４． ０％ ；表现抗的（４ 份）占 ２． ７％ ；表
现感的（１３ 份）占总数的 ８． ７％ ；表现为高感的（７４
份）占总数的 ４９． ３％ 。 筛选出抗病的高粱三系占鉴

定总数的 ４２％ ，多数为引进的国外高粱品种或含有

国外血缘的品种资源，由此可见，引进国外高粱品种

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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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了我国高粱基因资源，也是选育抗病品种和防

治高粱丝黑穗病的途径。
研究发现，高粱不育系（Ａ）和保持系（Ｂ）间发

病率虽有差异，多数不育系发病率低于其相应保持

系的发病率，有的不育系发病率则高于其保持系，并
没有规律性，但其差异的大小没有改变不育系应有

的抗性等级。 由此可见，高粱不育系（Ａ）和保持系

（Ｂ）的抗病性由其本身的遗传背景所决定，与育性

无关。 高粱不育系和相应保持系之间的发病率差异

可能与种子的成熟度及其他原因有关，有待于进一

步研究探讨。
由于高粱丝黑穗病菌存在明显的生理分化现

象［１１⁃１３］，抗病资源筛选是高粱抗病育种中的重要环

节，需要不断引进和选育抗病品种以克服病菌小种

的致病力分化。 本研究用的病菌为目前我国高粱产

区分布广泛的优势小种 ３ 号生理小种。 鉴定出的免

疫不育系和保持系材料中，４５Ａ（Ｂ）、Ｌ４０５Ａ（Ｂ）、Ａ２

Ｖ４（Ｂ）、ＱＬ３３Ａ（Ｂ）、吉 ２０５５Ａ（Ｂ）等均为我国高粱生

产用种的母本，在生产中发挥着防病增产作用。 然

而，由于病菌的致病力易变性，品种抗病并非一劳永

逸，在高粱生产上要避免单一抗病资源或单一品种

在同一地区连续多年大面积应用，以控制或减缓病

菌新小种的产生，减小病害流行。 利用筛选出的抗

病品系，采用有性杂交进行多基因聚合创新资

源［１４⁃１６］，选育多抗性或水平抗性的品种，是有效控

制高粱丝黑穗病的重要途径。
随着我国酿造业的不断发展和生物能源的广泛

应用，高粱作为主要的工业原料的作用突显，这给高

粱生产带来了新的希望。 高粱面积的扩大和品种的

广泛交流以及高粱连作等会加重高粱病害的发生，
需要对于严重影响产量的高粱丝黑穗病更应密切关

注，密切监测病菌小种变化，不断筛选抗源和选育抗

病品种是防治丝黑穗病的根本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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