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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种质资源对灰斑病抗性鉴定评价

马淑梅
(黑龙江大学农业资源与环境学院，哈尔滨150080)

摘要：近年来，随着大豆品种和气候的变化，灰斑病在黑龙江大豆产区广泛发生，并呈逐年加重的趋势。为了筛选出可在

生产或育种中利用的抗病材料，本试验在人工接种条件下，对1073份大豆材料进行抗灰斑病鉴定和评价．结果表明，高抗材料

33份、抗痛材料291份、中抗材料332份、感病材料381份、高感材料36份，分别占供试材料的3．1％、27．1％、30．9％、35．5％、

3．4％。对l、6、7号出现频率较高的优势生理小种鉴定结果是高抗和抗病材料分别为161份、68份、95份，分别占供试材料的

15％、6．3％、8．9％。在现行大豆种质资源中，具有比较丰富的抗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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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f Soyban Germplasm Resources

to Cercospora sojina Resistance R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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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uring last decades，C．sojina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severe due to the change of the soybean

cultivars and climate in the soybean production region of the Heilongjiang Province．To obtain some materials resist—

ant to C．sojina in the soybean production and breeding periods，we evaluate and appraise the resistance to C．,oj／-

na from 1073 portions of Soybean resource under artificial infection condition．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33 portions of highly resistant，29 1 portions of resistant resource，332 potions of middle resistant，38 1 portions of

susceptible disease and 36 portions of highly susceptible resource，which occupied 3．1％，27．1％，30．9％，

35．5％and 3．4％．respectively．We also found much higher frequent advantage of physiological seeds from Num·

ber 1，6 and 7 were respectively 1 6 1 portions，68 potions and 95 portions，which occupied 1 5％，6．3％and

8．9％respectively．All thes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are plenty of anti—disease sources in recent soybean germ—

plasm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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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灰斑病是一种世界性病害，在我国春大豆

区普遍发生，尤以黑龙江大豆产区发生最为严

重¨矗1。黑龙江大豆产区曾四次大发生，给大豆生

产造成严重损失¨。。该病对大豆的叶、茎、荚、子实

均能造成危害，以叶和子实危害最重。在一般发病

条件下，大豆减产5％一15％，严重时减产30％以

上，感病子粒蛋白质和脂肪含量明显降低H1。

多年的研究经验和生产实践表明，防治该病最

好的方法是用抗病品种”1。而大豆灰斑病是气传

间歇性流行的病害，其病原菌常出现致病力分化现

象，导致了生产上有些品种抗病性丧失旧1。因此，

开展大豆种质资源对灰斑病抗性评价以及对优势生

理小种抗源鉴定，对不断地培育抗病品种和保持抗

性的持久性有着重要作用¨41。

在大豆灰斑病抗病性鉴定和抗病品种利用方

面，国内外同行专家做了许多有成效的工作。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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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40年代起就开始了大豆抗灰斑病育种工

作，美国在50年代中期和后期就筛选出一批抗性好

的材料，并培育了Beason、Kent、Devis、Wilkin、RamP—

age、Ohio等一批抗大豆灰斑病的品种，基本有效地

控制了美国大豆灰斑病的发生和流行”1。齐宁¨叫

1987年对吉林和黑龙江两省的961份大豆材料进

行抗性鉴定，结果表明，来自吉林省的638份材料中

对灰斑病免疫的占0．31％，抗病的材料(叶部发病2

级以下)占25．8％’，高抗的材料占9．09％，中抗的材

料占16．46％；来自黑龙江省的323份大豆材料中，

对灰斑病免疫的占1．55％，高抗的占17．46％，中抗

的占23．22％。朱希敏等。II]1988年对辽宁省的781

份大豆资源进行了抗灰斑病鉴定，发现对灰斑病免

疫的材料有8l份，占4．5％。吴秀红等01212002年

对黑龙江的648份大豆新品系进行抗灰斑病鉴定，

高抗品系55份，抗病品系80份，中抗品系210份，

感病和高感品系303份。姚振纯等¨副对百余份野

生大豆资源进行抗灰斑病鉴定表明，野生大豆中存

在着丰富的抗源，表现免疫的57份，约占33．3％，

高抗的38份，约占25％。国内在大豆灰斑病抗病

资源鉴定方面仅局限在对东北春大豆区材料的评

表1大豆灰斑病菌生理小种出现频率

价，其结果在应用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本研究是

对我国南北方各大豆生产区的材料进行全面的鉴定

和评价，旨在为大豆灰斑病抗病育种提供优良抗源

和挖掘新的抗病基因。

1材料与方法

1．1材料

1．1．1供试大豆材料2006—2010年共鉴定1073

份材料，均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提供。

2006年鉴定220份，2007年鉴定200份，2008年鉴

定153份，2009年鉴定250份，2010年鉴定250份。

1．1．2供试菌种 用大豆灰斑病菌出现频率较高

的1、6、7号生理小种，大豆灰斑病菌各生理小种出

现频率见表1。表1是近年来用6个(九农一号、双

跃四号、合交69—231、Ogden、合丰22号、钢5151)

鉴别寄主，从黑龙江省大豆产区采集100多份灰斑

病菌株，将鉴别寄主播种在盆钵里，于苗期2片复叶

展平时用人工接种的方法分别接种上述菌株，发病

后根据病斑反应型进行调查，将调查结果归为两类，

即抗病(R)和感病(s)，根据调查结果，确定生理小

种类型，再统计各生理小种出现频率。

Table 1 Frequency of occurrences of soybean C sojae physiological races

1．2试验方法

1．2．1 种植方法 试验在黑龙江大学呼兰校区进

行。田问病圃内每年有计划地将当年鉴定的品种进

行种植。每个品种在田间顺序排列，每品种种1行，

行长2m，人工双粒点播(间苗后留1株)，株距5era，

规定人工接种测定，土壤重施肥料(每667m2施

N15kg、P：0，3．5kg，施适量的K)。每隔10个测定的

品种行，各播1行感病和抗病品种作为对照。试验

区的保护行均种植感病品种。

1．2．2接种方法参照吴秀红【I引的方法，供试小

种的菌株用高粱粒培养基扩大繁殖(25—28℃

15d)，洗去高粱粒上的表面菌丝，晾干后在干燥阴

凉处保存。在接种前3d诱发产生新鲜孢子，以无菌

水制成孢子悬浮液，用两层纱布过滤加3％蔗糖，孢

子液浓度为1×105／m1个孢子。于大豆生育期进入

R，～R。阶段选择雨后或傍晚进行接种。每隔lOd

接1次，共接种2次。接种后沟灌充足的水分，以利

保湿。lOd后进行发病调查。分生理小种接种时，

注意隔离，以防止小种间混杂。

1．2．3调查评价标准根据单株病级记载，计算病

情指数。依据鉴定材料群体的发病状况，确定抗性

类型(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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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大豆灰斑病抗性评价标准

Table 2 Evaluation standard of soybean C sojae resistance

2结果与分析

2．1 1073份大豆材料对灰斑病的抗病性

5年共鉴定出高抗材料33份，抗病材料291

份，中抗材料332份，感病材料381份，高感材料36

份(表3)。鉴定结果看出，高抗材料极少，仅占供试

材料的3．1％，抗病和中抗材料较多，分别占供试材

料的27．1％、30．9％，最多的是感病材料，占供试材

料的35．5％。在鉴定的材料中，北方高抗材料比例

明显高于南方材料，抗病材料南北方接近，中抗材料

南方高于北方，感病材料南北方接近。

表3 2006—2010年大豆种质资源抗灰斑病鉴定结果

Table 3 Resistance evaluation on soybean germplasm re-

source to C so#e from 2006 to 2010

鉴定年份

Identify

vear

鉴定数量

Identify

number

抗性评价Resistance evaluation

高抗
抗病

中抗 感病 高感

Highly Moderately Suscep·Highly
Resistant

resistant resistant tible susceptible

2．2年度间不同材料的抗病性

各年度鉴定材料抗病程度有明显区别，2006年

鉴定220份材料，高抗和抗病材料居多，分别占供试

材料的5％和40．9％；2007年鉴定200份材料，高抗

和抗病材料分别占供试材料的3．5％和22．5％，

2008年鉴定153份材料，高抗和抗病材料分别占供

试材料的1．3％和19％；2009年鉴定250份材料，高

抗和抗病材料分别占供试材料的2．8％和19．2％；

2010年鉴定250份材料，高抗和抗病材料分别占供

试材料的2．4％和31．6％(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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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2006—2010年大豆种质资源对优势生理小种鉴定结果

Table 4 Identification results on soybean germplasm resource to dominant physiological race from 2006 to 2010

种¨引，应用于病害发生区，取得了较好的防治效果。

但是，品种的抗病性随着病菌生理小种和环境条件

的变化常出现丧失现象¨“，导致生产上品种的不断

更新换代。因此，本研究鉴定的丰富、多样性的抗性

资源可应用在新一轮抗灰斑病育种中。抗病育种需

要不断地鉴定新的优异抗病资源，挖掘和储备优良

抗病基因，进而不断地提升和推进抗病育种水平。

近年，在灰斑病抗病资源利用上也取得了很好效果，

仅黑龙江省在近年新审定的大豆品种中，抗灰斑病

的品种就不断增多Ⅲ’，抗病程度也不断提高。

随着大豆生产发展和育种技术水平的不断提

高，对抗源筛选也提高到广谱性的筛选上，因此，抗

优势生理小种资源鉴定与评价势在必行。品种和病

原菌是相互作用的，不仅要了解病原菌的毒力变异，

还要了解品种对病原菌的抗性谱¨8。。过去，灰斑病

抗病资源筛选鉴定主要以1号生理小种为主要接种

体，本研究依据大豆灰斑病生理小种监测结果，其中

1号生理小种出现频率最高，6、7号生理小种出现频

率明显上升。因此，筛选抗灰斑病菌l、6、7号生理

小种的资源，能为培育抗主要优势生理小种的大豆

品种提供抗源材料，并对大豆抗灰斑病育种在选择

亲本、抗病基因导入的设计中具有重要的理论指

导意义，也为持续地指导抗灰斑病育种提供理论

依据。

3．2抗病性丧失问题

每当一个新的抗病品种大量推广后，病菌方面

就有相应的新小种产生和流行。因此，生产上要根

据大豆灰斑病主要生理小种组成、出现频率来合理

的布局抗病品种，避免原来发生频率低的生理小种

具有大量的哺育品种而成为发生频率高的优势小

种，使抗病品种抗性迅速丧失¨引。大豆灰斑病是气

传间歇性流行病害，其病原菌生理分化现象明显，无

论是自然条件下的病原菌还是保存多代的病原菌其

表5高抗灰斑病优势生理小种品种

Table 5 The hilgh resistant cuitivars of to dominant physio-

logical race of C sojae

供试材料 病情指数Disease index

Cultivars 1号生理小种 6号生理小种 7号生理小种

资源为麦立特、拉姆配吉、特大粒l和诱变3。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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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病力都会发生变化。因此，为配合大豆抗灰斑病

育种工作，保证大豆种质资源鉴定的准确性和有效

性，应对大豆灰斑病菌群体进行跟踪监测，及时掌握

病菌生理小种的消长变化，这对大豆灰斑病种质资

源筛选、鉴定和评价具有重要作用，并能将抗病品种

的选育和利用提高到一个新水平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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