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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为挖掘海南普通野生稻稻瘟病抗性资源ꎬ２０１０ 年诱发鉴定了 ４１ 个居群 ４１０ 份材料苗期叶瘟ꎬ２０１１ 年接种稻瘟病

菌(ＹＣ２５)鉴定了 ３７ 个居群 １２１ 份材料穗颈瘟ꎬ２０１２ 年调查了 ８０ 个居群 ２４６１ 份材料田间自然状态的抗病性ꎮ 结果表明:
苗期叶瘟抗性鉴定有 ２１ 份高抗、１１７ 份抗病ꎮ 苗期抗、高抗叶瘟性的 １３８ 份材料中穗颈瘟鉴定 ４ 份高抗和 ３ 份抗病ꎬ１４ 份

表现为田间自然抗病ꎮ 苗期叶瘟鉴定不抗病或未作此鉴定材料中ꎬ４ 份表现为抗穗颈瘟和田间自然抗病ꎮ 这些抗性材料来

自海口市、文昌市、万宁市、三亚市、澄迈县、东方市等地ꎮ 本研究为海南普通野生稻资源进一步研究和抗稻瘟病育种利用

提供参考

　 　 关键词:海南普通野生稻ꎻ稻瘟病ꎻ抗性ꎻ调查ꎻ鉴定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Ｒｉｃｅ Ｂｌａｓｔ ｉｎ
Ｏｒｙｚａ ｒｕｆｉｐｏｇｏｎ Ｇｒｉｆｆ. 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 ｔｏ Ｈａｉ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ＴＡＮＧ Ｑｉｎｇ￣ｊｉｅ１ꎬＷＡＮＧ Ｘｉａｏ￣ｎｉｎｇ１ꎬＸＩＯＮＧ Ｈｕａｉ￣ｙａｎｇ１ꎬＣＨＥＮ Ｊｉａｎ￣ｘｉａｏ１ꎬＲＵＩ Ｋａｉ２ꎬＹＵＮ Ｙｏｎｇ１

( １Ｃｅｒｅａｌ Ｃｒｏｐ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Ｈａｉｎａｎ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Ｈａｉｋｏｕ ５７１１００ꎻ
２Ａｇｒｏｅｎｖｉｒｏ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ｔ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Ｈａｉｎａｎ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ｓꎬＨａｉｋｏｕ ５７１１００)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ｏ ｅｘｃａｖａｔｅ ｂｌａｓｔ￣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ｓ ｏｆ Ｏｒｙｚａ ｒｕｆｉｐｏｇｏｎ Ｇｒｉｆｆ. 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 ｔｏ Ｈａｉｎａｎ ꎬ４１０ ａｃｃｅｓ￣
ｓ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４１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ｅｒ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ｌｅａｆ ｂｌａｓｔ ａｔ ｔｈｅ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 ｂｙ 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ｙ ｉｎ￣
ｆｅｃ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 ｉｎ ２０１０. Ｉｎ ２０１１ꎬ１２１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ｓ ｏｆ ３７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ｅｒ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ｎｅｃｋ ｂｌａｓｔ ａｔ ｔｈｅ ｈｅａｄ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 ｂｙ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ｓｐｒａｙ 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ｂｌａｓｔ ｉｓｏｌａｔｅｓ (ＹＣ２５). Ｉｎ ２０１２ꎬ２４６１ ａｃｃｅｓ￣
ｓｉｏｎｓ ｏｆ ８０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ｅｒ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 ｕｎｄｅｒ ｆｉｅｌｄ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ｌｅａｆ ｂｌａｓｔ.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２２ ａｎｄ １１７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ｓ ｗｅｒｅ ｈｉｇｈｌｙ ｒｅｓｉｓｉｔａｎｔ (ＨＲ)ａｎｄ ｒｅｓｉｓｉｔａｎｔ (Ｒ)ｔｏ ｌｅａｆ ｂｌａｓｔ ａｔ ｔｈｅ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ꎬ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１３８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ｓꎬ４ ａｎｄ ３ ｗｅｒｅ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ＨＲ ａｎｄ Ｒ ｔｏ ｎｅｃｋ ｂｌａｓｔꎬａｎｄ １４ ｓｈｏｗｅｄ ｒｅｓｉｓｔ￣
ａｎｃｅ ｕｎｄｅｒ ｆｉｅｌｄ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ꎬ４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ｓ ｗｈｉｃｈ ｗｅｒｅ 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ｌｅ ｏｒ ｕｎ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ꎬ
ｓｈｏｗｅｄ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ｂｏｔｈ ｔｏ ｎｅｃｋ ｂｌａｓｔ ａｎｄ ｌｅａｆ ｂｌａｓｔ ｕｎｄｅｒ ｆｉｅｌｄ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ｓｅ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ｓ ｃａｍｅ ｆｒｏｍ
ＨａｉｋｏｕꎬＷｅｎｃｈａｎｇꎬＷａｎｎｉｎｇꎬＳａｎｙａꎬＣｈｅｎｇｍａｉꎬａｎｄ Ｄｏｎｇｆａｎｇ. Ｔｈｅ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ｍｉｇｈｔ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ｓｔｕｄｙ
ａｎｄ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ｒｙｚａ ｒｕｆｉｐｏｇｏｎ Ｇｒｉｆｆ.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Ｏｒｙｚａ ｒｕｆｉｐｏｇｏｎ Ｇｒｉｆｆ. ｉｎ Ｈａｉ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ꎻ ｒｉｃｅ ｂｌａｓｔꎻ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ꎻ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ꎻ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１￣１８　 　 修回日期:２０１３￣０１￣３１　 　 网络出版日期:２０１３￣０８￣０９
ＵＲＬ: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ｎｋｉ. ｎｅｔ / ｋｃｍｓ / ｄｅｔａｉｌ / １１. ４９９６. Ｓ. ２０１３０８０９. １４４５. ０１８. ｈｔｍｌ
基金项目:公益性行业(农业)科研专项经费项目(２０１００３０２１)ꎻ海南省重点科技项目(ＺＤＸＭ２０１２００１５)
第一作者主要从事热带稻类资源研究与利用ꎮ Ｅ￣ｍａｉｌ:ｆｌｙｉｎｇｆｏｘｔｑｊ＠ １６３. ｃｏｍ
通信作者:云勇ꎬ主要从事野生稻资源研究ꎮ Ｅ￣ｍａｉｌ:ｙｙｏｎｇ￣３０２７＠ １６３. ｃｏｍ

稻瘟病是影响水稻高产、稳产、优质的重要病害

之一ꎬ选育抗病水稻品种是控制该病害最经济有效

的措施[１]ꎮ 而发掘和利用新型抗稻瘟病资源是抗

稻瘟病育种成功的关键ꎬ普通野生稻与栽培稻最近

缘ꎬ蕴藏着大量抗病等优良基因ꎬ是水稻育种重要的

遗传资源[２]ꎮ
我国科研人员对野生稻稻瘟病抗性资源鉴

定做了大量工作ꎮ 潘大建等 [３] 和李湘民等 [４] 利



植　 物　 遗　 传　 资　 源　 学　 报 １４ 卷

用稻瘟病混合菌株人工接种法分别对广东高州

和江西东乡野生稻进行了稻瘟病抗性鉴定ꎬ结果

类似ꎬ即初鉴抗病样本复鉴时仅少量材料抗病ꎮ
梁斌等 [５] 对云南 ３ 种野生稻进行了稻瘟病抗性

评价ꎬ结果显示云南普通野生稻表现高感ꎬ药用

野生稻感病ꎬ而疣粒野生稻中抗ꎮ 韦燕萍等 [６] 对

广西普通野生稻和药用野生稻进行了鉴定ꎬ在
１５００ 份普通野生稻中发现 ３８ 份抗病材料ꎬ在

１１３ 份药用野生稻中发现 １８ 份抗病材料ꎮ 李友

荣等 [７] 对湖南普通野生稻的白叶枯病和稻瘟病

抗性进行了评价ꎬ发掘兼抗白叶枯病和稻瘟病的

种质 ２ 份ꎮ
海南是我国野生稻分布密度最大的地区之一ꎬ

我国的 ３ 种野生稻在海南均有分布[８￣９]ꎬ海南普通

野生稻最原始ꎬ遗传多样性高于广东、广西、福建、湖
南、江西和云南等地的普通野生稻[１０￣１１]ꎬ且具有很

高的开发利用价值ꎬ目前我国生产上主要应用的野

败型和红莲型杂交稻都是利用海南野生稻选育而

成ꎮ 因此ꎬ本研究通过诱发鉴定、稻瘟病菌接种鉴定

和田间自然调查海南普通野生稻稻瘟病抗性ꎬ旨在

深入挖掘丰富稻瘟病抗源ꎬ促进广谱高效抗稻瘟病

水稻育种发展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供试材料和稻瘟病源

２００２￣２００９ 年联合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所

对海南省 １８ 市(县)野生稻资源开展大规模野外调

查ꎬ收集了海口、文昌等 １０ 个市(县)的 ４６ 个居群

(居群编号为 １ ~ ４６)ꎻ２０１０ 年又在包括上述地区在

内的 １２ 个市(县)收集了 ３４ 个居群(居群编号为

４７ ~ ８０)ꎻ这 ８０ 个居群已纳入海南省野生稻异位保

存圃保护ꎮ
２０１０ 年苗期叶瘟抗性鉴定材料为 ２００２￣２００９

年收集的 ４６ 个居群ꎬ取居群内个体数量多于 １０ 株

的 ４１ 个居群 ４１０ 份野生稻ꎻ２０１１ 年穗颈瘟抗性鉴

定选取 ８０ 个居群中已抽穗材料ꎬ即来自 ３７ 个居群

的 １２１ 份材料ꎻ２０１２ 年田间叶瘟自然抗病调查选取

全部 ８０ 个居群 ２４６１ 份材料ꎮ
苗期叶瘟抗性诱发鉴定病源取自严重感染海南

稻瘟病优势种群 ＺＣ 群小种的水稻新鲜病叶ꎬ穗颈

瘟鉴定病源为稻瘟病菌生理小种 ＹＣ２５ꎮ
１ ２　 前期准备

苗期叶瘟和穗颈瘟鉴定按照黄大辉等 [１２] 方

法设置感病对照ꎬ本研究以严重感病栽培稻琼香￣

１Ｓ 为对照ꎬ按对照—供试材料—对照—供试材

料—对照的顺序栽植于鉴定圃(遮荫网室内) ꎬ并
在试验材料四周种植琼香￣１Ｓ 作为诱发品种ꎮ 野

生稻种经盆栽再生苗ꎬ移栽前 ２０ ｄꎬ播种对照品

种ꎻ播种前化肥与有机肥料兼用ꎬ均匀施肥 [１３] ꎮ
在全生育期保水ꎬ保证鉴定圃小气候的湿度要

求ꎬ以利于发病ꎮ
田间自然抗病调查不重复栽植野生稻材料ꎬ直

接利用保存在田间的材料ꎮ
１ ３　 调查和鉴定

苗期叶瘟抗性鉴定:野生稻再生苗长至 ３ ~ ５
叶龄时ꎬ取严重感染稻瘟病的栽培稻病叶ꎬ在接种

材料上方摇甩ꎬ使病叶中孢子散落在接种材料上ꎬ
重复 ３ 次ꎬ并剪碎病叶放置于供试材料叶片上ꎬ诱
导发病ꎮ

穗颈瘟抗性鉴定:用培养好的稻瘟病菌生理小

种 ＹＣ２５ 接种ꎬ接种菌液浓度 ２ × １０４ ~ ５ × １０４个 / ｍＬ
的孢子悬浮液ꎬ喷雾接种(１００ 株苗约用 ２０ ｍＬ 菌

液ꎬ喷雾重复 ３ 次)ꎮ
苗期叶瘟和穗颈瘟抗性鉴定后续方法相同:

遮光膜覆盖ꎬ２６ ~ ２８ ℃ 保湿 １４ ~ １６ ｈ 后揭膜ꎬ重
复 ３ 次ꎬ在自然条件下培养[１４￣１５] ꎮ 以感病对照为

参考标准ꎬ感病对照发病充分ꎬ时间约 ２１ ｄ 时即可

调查ꎮ
苗期叶瘟初鉴结束后ꎬ凡初鉴表现中抗以上的

材料选入复鉴[１５]ꎬ初鉴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ꎬ复鉴时

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ꎬ２ 次鉴定方法相同ꎮ
田间叶瘟自然抗病调查:在周围水稻田叶瘟

发病较重的情况下ꎬ对田间收集保存的普通野生

稻材料ꎬ调 查 稻 瘟 病 自 然 状 态 下 发 病 及 抗 性

情况ꎮ
１ ４　 病情评价

按野生稻苗期稻瘟病抗性评价标准和野生稻种

质资源穗颈瘟评价标准[１５]进行病情评价和分析ꎬ确
定抗性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苗期叶瘟鉴定

２０１０ 年苗期叶瘟鉴定的 ４１０ 份普通野生稻材

料ꎬ初鉴表现 １ ~ ３ 级叶瘟抗性的共 ２６６ 份ꎬ其中高

抗 ８８ 份占 ２１ ５％ ꎬ抗 １７８ 份占 ４３ ４％ ꎮ 取初鉴表

现中抗以上(１ ~ ５ 级)的 ３８６ 份材料进行复鉴ꎬ表现

１ ~ ３ 级抗性的共 １３８ 份ꎬ其中高抗 ２１ 份占 ５ １％ ꎬ
抗 １１７ 份占 ２８ ５％ (图 １ꎬ图 ２ꎬ表 １)ꎮ

２２８



　 ５ 期 唐清杰等:海南普通野生稻稻瘟病抗性资源调查和鉴定

图 １　 高抗和抗叶瘟的普通野生稻材料

Ｆｉｇ １　 Ｏｒｙｚａ ｒｕｆｉｐｏｇｏｎ Ｇｒｉｆｆ.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ｓ ｗｈｉｃｈ ｗｅｒｅ
ｈｉｇｈｌｙ ｒｅｓｉｓｉｔａｎｔ (ＨＲ)ａｎｄ ｒｅｓｉｓｉｔａｎｔ (Ｒ) ｔｏ ｌｅａｆ ｂｌａｓｔ

　

图 ２　 抗叶瘟的普通野生稻材料

Ｆｉｇ ２　 Ｏｒｙｚａ ｒｕｆｉｐｏｇｏｎ Ｇｒｉｆｆ.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ｓ ｗｈｉｃｈ
ｗｅｒｅ ｒｅｓｉｓｉｔａｎｔ (Ｒ) ｔｏ ｌｅａｆ ｂｌａｓｔ

表 １　 苗期叶瘟抗性鉴定

Ｔａｂｌｅ １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Ｈａｉｎａｎ Ｏｒｙｚａ ｒｕｆｉｐｏｇｏｎ Ｇｒｉｆｆ. ｔｏ ｒｉｃｅ ｂｌａｓｔ ａｔ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

材料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初鉴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复鉴 Ｒｅ￣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数量

Ｎｏ.

高抗

(１ 级)
ＨＲ

抗

(３ 级)
Ｒ

中抗

(５ 级)
ＭＲ

感

(７ 级)
Ｓ

高感

(９ 级)
ＨＳ

数量

Ｎｏ.

高抗

(１ 级)
ＨＲ

抗

(３ 级)
Ｒ

中抗

(５ 级)
ＭＲ

感

(７ 级)
Ｓ

高感

(９ 级)
ＨＳ

普通野生稻 ４１０ ８８ １７８ １２０ ７ １７ ３８６ ２１ １１７ １５２ ５ ９１
琼香￣１Ｓ(ＣＫ) ２０ ０ ３ １５ ２ ０ ２０ ０ ４ １５ ０ １

２ ２　 抽穗期穗颈瘟鉴定

２０１１ 年穗颈瘟鉴定的 １２１ 份抽穗材料ꎬ表现

０ ~ ３ 级穗颈瘟抗性共 ３７ 份ꎬ其中 ０ 级免疫抗性 ８

份ꎬ占 ６ ６１％ ꎻ１ 级高抗 ８ 份ꎬ占 ６ ６１％ ꎻ３ 级抗 ２１
份ꎬ占 １７ ３６％ (图 ３ꎬ表 ２)ꎮ

图 ３　 免疫、高抗和抗穗颈瘟的普通野生稻材料

Ｆｉｇ ３　 Ｏｒｙｚａ ｒｕｆｉｐｏｇｏｎ Ｇｒｉｆｆ.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ｓ ｗｈｉｃｈ ｗｅｒｅ Ｉｍｍｕｎｅ ａｎｄ ｈｉｇｈｌｙ ｒｅｓｉｓｉｔａｎｔ (ＨＲ)ａｎｄ ｒｅｓｉｓｉｔａｎｔ (Ｒ)ｔｏ ｐａｎｉｃｌｅ ｂｌａｓｔ

表 ２　 抽雄期穗颈瘟抗性鉴定

Ｔａｂｌｅ ２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Ｈａｉｎａｎ Ｏｒｙｚａ ｒｕｆｉｐｏｇｏｎ Ｇｒｉｆｆ. ｔｏ ｎｅｃｋ ｂｌａｓｔ ａｔ ｈｅａｄ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

材料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数量

Ｎｏ.
免疫(０ 级)

Ｉｍｍｕｎｅ
高抗(１ 级)

ＨＲ
抗(３ 级)

Ｒ
中抗(５ 级)

ＭＲ
感(７ 级)

Ｓ
高感(９ 级)

ＨＳ

普通野生稻 １２１ ８ ８ ２１ ２１ ５２ １１

琼香￣１Ｓ(ＣＫ) ２０ ０ ０ ０ ３ １２ ５

２ ３　 田间叶瘟自然抗病调查

２０１２ 年调查的 ２４６１ 份田间保存普通野生稻材

料ꎬ表现 ２ ~３ 级抗性共 ７４１ 份ꎬ其中 ２ 级抗病 ８４ 份ꎬ
占 ３ ４１％ꎻ３ 级抗病 ６５７ 份ꎬ占 ２６ ７％ꎮ ４ 级中抗

１０１７ 份ꎬ５ 级中抗 ６８７ 份ꎬ６ 级感病 １３ 份ꎬ７ 级感病

３ 份ꎮ

２ ４　 稻瘟病抗性调查和鉴定结果

综合海南普通野生稻稻瘟病抗性 ３ 年调查和鉴

定结果ꎬ连续 ２ 年或间隔 １ 年表现抗性材料 ２５ 份ꎬ
未发现 ３ 年均表现抗性的材料ꎬ其中在 ２０１０ 年苗期

叶瘟鉴定抗性材料中ꎬ２０１１ 年穗颈瘟鉴定有 ４ 份继

续表现高抗ꎬ３ 份继续表现抗病ꎻ２０１２ 年调查有 １４

３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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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继续表现田间自然抗病ꎮ 另外苗期叶瘟鉴定不抗

病或者未作苗期鉴定的材料中ꎬ４ 份表现抗穗颈瘟

和田间自然抗病(表 ３)ꎮ

表 ３　 ３ 年间相互表现抗性的普通野生稻材料

Ｔａｂｌｅ ３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Ｈａｉｎａｎ Ｏｒｙｚａ ｒｕｆｉｐｏｇｏｎ Ｇｒｉｆｆ. ｔｏ ｒｉｃｅ
ｂｌａｓｔ ｉｎ ｔｈｒｅｅ ｙｅａｒｓ

居群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抗性级别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苗期叶瘟

Ｌｅａｆ ｂｌａｓｔ
穗颈瘟

Ｎｅｃｋ ｂｌａｓｔ

田间叶瘟

Ｒｉｃｅ ｂｌａｓｔ ｕｎｄｅｒ
ｆｉｅｌｄ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２￣１ ５ ３ ３

３￣９ ３ －(未抽穗ꎬ下同) ３

１０￣５ １ － ３

１０￣６ ３ － ３

１１￣８ １ １ ５

２３￣１ １ １ ４

２３￣８ １ ３ ４

２４￣３ ３ １ ４

２５￣１ ３ １ ４

２８￣５ ３ － ３

２８￣９ ３ － ３

３９￣１ ３ － ３

３９￣２ ３ － ３

３９￣４ ３ － ３

３９￣６ １ － ３

３９￣１０ ２ － ３

４２￣３ ３ ３ ４

４４￣６ ３ ３ ４

４４￣１６ ３ － ３

４４￣１８ ３ － ３

４５￣２ ２ － ３

４５￣５ １ － ３

５３￣１４
－ (２０１０ 未

收集ꎬ下同)
３ ３

５６￣９ － ３ ３

６９￣４１ － ３ ３

表中居群编号后的数字是指顺序号ꎬ即居群的第几份材料

Ｆｉｇｕｒｅ ａｆｔｅｒ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ｎｕｍｂｅｒ ｍｅａｎｓ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ｎｕｍｂｅｒ

３　 讨论

从供试材料调查和鉴定结果来看ꎬ３ 种调查或

鉴定方法有 １０ 份以上材料表现高抗ꎬ共 ２５ 份材料

通过 ２ 种方法鉴定均为抗性或高抗ꎬ说明海南普通

野生稻对稻瘟病有较好的抗性表现ꎮ
比较 ３ 种鉴定方法及鉴定效果ꎬ苗期叶瘟诱导

鉴定初鉴表现高抗材料占总数的 ２１ ５％ ꎬ复鉴表现

高抗比例为 ５ １％ ꎬ与前言中潘大建等[３]、李湘民

等[４]鉴定结果类似ꎻ诱导发病病源来自天然ꎬ鉴定

圃小区气候模拟自然条件ꎬ工序简便易操作ꎬ适合对

大量材料进行快速鉴定ꎬ但发病可能不充分、结果不

够准确ꎮ 稻瘟病菌接种鉴定中免疫材料占 ６ ６１％ ꎬ
高抗占 ６ ６１％ ꎻ接种法简单易行、条件易控制、结果

较可靠ꎬ缺点是孢子用量大ꎬ接种效果受温度湿度影

响ꎮ 田间自然抗病调查表现 ２ 级抗病材料占

３ ４１％ ꎬ此方法最为简单易行ꎬ成本最低ꎬ可短期内

调查几千份材料ꎬ缺点是较为粗放ꎬ结果不够准确ꎮ
结合这 ３ 种方法进行调查和鉴定ꎬ试验结果就较准

确ꎮ 国际通用研究按照先粗放后精细原则ꎬ应按自

然发病—诱导发病—接种鉴定顺序进行抗性鉴定ꎬ
本研究没有遵循该原则ꎬ而是根据收集野生稻居群

的时间先后ꎬ收集多少就调查鉴定多少ꎬ可能会对试

验结果有所影响ꎮ
从供试材料来源看ꎬ２０１０ 年苗期叶瘟鉴定中来

自琼海的 ３８ 号居群和澄迈的 ４５ 号居群分别有 ５ 份

和 ４ 份样本表现高抗ꎬ２０１１ 年穗颈瘟鉴定中 ８ 份表

现免疫抗性和 ８ 份 １ 级高抗材料来自海口市、澄迈

县、文昌市、儋州市、三亚市、万宁市和乐东县ꎬ２０１２
年田间调查中来自海口市及琼山区、万宁市、澄迈县

的普通野生稻居群都有超过 ７ 份材料表现抗病ꎮ 另

外ꎬ连续 ２ 年或者间隔 １ 年表现抗病的 ２５ 份材料来

自海口市、文昌市、万宁市、三亚市、澄迈县、东方市

等地ꎬ这些材料为开展高产抗稻瘟病水稻新品种

(组合)选育提供了较好资源ꎬ可促进水稻育种持续

发展[１６]ꎮ 今后应该注重从海南普通野生稻中定位、
克隆抗病基因ꎬ并对所获得基因的结构、功能及进化

等展开一系列相对系统研究[１７￣１８]ꎮ

参考文献
[１] 　 雷财林ꎬ张国民ꎬ程治军ꎬ等. 黑龙江省稻瘟病菌生理小种毒

力基因分析与抗病育种策略[ Ｊ] . 作物学报ꎬ２０１１ꎬ３７ (１):
１８￣２７

[２] 　 庞汉华. 普通野生稻优异种质资源主要特点与利用展望[ Ｊ] .
种子ꎬ１９９８ꎬ９５(３):３０￣３３

[３] 　 潘大建ꎬ范芝兰ꎬ朱小源ꎬ等. 广东高州普通野生稻稻瘟病抗
性鉴定[Ｊ] . 植物遗传资源学报ꎬ２００８ꎬ９(３):３５８￣３６１

[４] 　 李湘民ꎬ黄瑞荣ꎬ兰波ꎬ等. 东乡野生稻种质资源的抗病性研
究[Ｊ] . 江西农业大学学报ꎬ２００６ꎬ２８(４):４９３￣４９７

[５] 　 梁斌ꎬ肖放华ꎬ黄费元ꎬ等. 云南野生稻对稻瘟病的抗性评价
[Ｊ] . 中国水稻科学ꎬ１９９９ꎬ１３(３):１８３￣１８５

[６] 　 韦燕萍ꎬ杨新庆ꎬ李容柏ꎬ等. 广西野生稻资源抗稻瘟病材料
的鉴定与评价[Ｊ] . 中国水稻科学ꎬ２００９ꎬ３(４):４３３￣４３６

[７] 　 李友荣ꎬ侯小华. 湖南野生稻抗病性评价与种质创新[ Ｊ] . 湖
南农业科学ꎬ２００１(６):１４￣１８

[８] 　 庞汉华ꎬ应存山. 中国野生稻的种类、地理分布与研究利用
[Ｍ] / / 应存山. 中国稻种资源. 北京: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ꎬ
１９９３:２５￣２６

４２８



　 ５ 期 唐清杰等:海南普通野生稻稻瘟病抗性资源调查和鉴定

[９] 　 张万霞ꎬ杨庆文. 中国野生稻收集、鉴定和保存现状[ Ｊ] . 植物
遗传资源学报ꎬ２００３ꎬ４(４):３６９￣３７３

[１０]　 王效宁ꎬ韩东飞ꎬ云勇ꎬ等. 利用 ＳＳＲ 标记分析海南普通野生稻
的遗传多样性[Ｊ]. 植物遗传资源学报ꎬ２００７ꎬ８(２):１８４￣１８８

[１１]　 王美兴ꎬ张洪亮ꎬ张冬玲ꎬ等.中国普通野生稻(Ｏ. ｒｕｆｉｐｏｇｏｎ Ｇｒｉｆｆ. )
的地理多样性与分化[Ｊ].科学通报ꎬ２００８ꎬ５３(２２):２７６８￣２７７５

[１２]　 黄大辉ꎬ岑贞陆ꎬ刘驰ꎬ等. 野生稻细菌性条斑病抗性资源筛
选及遗传分析[Ｊ] . 植物遗传资源学报ꎬ２００８ꎬ９(１):１１￣１４

[１３] 　 四川省农业厅. ＤＢ５１ / Ｔ ７１４ 水稻抗稻瘟病性田间鉴定技术规
范[Ｓ] . 成都:四川省质量技术监督局ꎬ２００７:１￣４

[１４] 　 程在全. 云南野生稻遗传特性及其优良基因克隆的研究
[Ｄ]. 成都:四川大学ꎬ２００６

[１５] 　 陈成斌ꎬ潘大建. 野生稻种质资源描述规范和数据标准[Ｍ].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ꎬ２００６:７２￣７３

[１６] 　 陈河龙ꎬ郭朝铭ꎬ刘巧莲ꎬ等. 龙舌兰麻种质资源抗斑马纹病
鉴定研究[Ｊ] . 植物遗传资源学报ꎬ２０１１ꎬ１２(４):５４６￣５５０

[１７] 　 张海英ꎬ宫国义ꎬ郭绍贵ꎬ等. 西瓜种质资源抗旱性苗期筛选
与评价[Ｊ] . 植物遗传资源学报ꎬ２０１１ꎬ１２(２):２２３￣２２６ꎬ２３２

[１８] 　 杨明挚. 云南野生稻抗病基因克隆、结构功能分析及其分子
进化研究[Ｄ]. 昆明:云南大学ꎬ２００４
































































































































































 



欢迎订阅 ２０１４ 年«中国农业科技导报»

«中国农业科技导报»是由科学技术部主管ꎬ中国农村技术开发中心主办ꎬ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

技术研究所承办的全国性、综合性农业学术刊物ꎮ 本刊是中文核心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中国科

学引文数据库收录期刊ꎮ 主要报道农业高科技领域的最新科研进展、创新成果、转化应用、农业产业

化发展态势ꎬ以及政策导向和项目指南信息ꎮ 栏目设置如生物技术、数字农业、环境资源、海洋农业

等ꎮ 读者对象为相关领域的各级管理部门的管理人员ꎻ国内外农业科研机构、高技术企业研究和管

理人员ꎬ以及大专院校师生ꎮ
双月刊ꎬ大 １６ 开本ꎬ２００ 页ꎬ铜版纸 ４ 色印刷ꎬ逢双月中旬出版ꎬ国内外公开发行ꎮ 国内统一刊

号:ＣＮ１１ － ３９００ / Ｓꎻ国际统一刊号:ＩＳＳＮ １００８ － ０８６４ꎮ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京西工商广字 ００５８ 号ꎮ
２０１４ 年每册定价 ３０. ００ 元ꎬ全年定价 １８０. ００ 元ꎮ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ꎬ邮发代号:８２ － ２４５ꎻ亦可直

接汇款至编辑部订阅ꎬ免费邮寄ꎮ
地　 址:(１０００８１)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１２ 号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

«中国农业科技导报»编辑部

电　 话:０１０ － ８２１０９８４８
Ｅ￣ｍａｉｌ:ｎｙｋｊｄｂ＠ １６３. ｃｏｍꎬｎｋｄｂ＠ ｃａａｓ. ｎｅｔ. ｃｎ
网　 址:ｗｗｗ. ｎｋｄｂ. ｎｅｔ

欢迎订阅 ２０１４ 年«山东农业科学»

«山东农业科学»是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山东农学会、山东农业大学共同主办的综合性农业科技

期刊ꎮ 办刊宗旨是报道农业科技成果ꎬ传播农业科学技术ꎬ促进农业科技交流ꎬ推动农业科技进步ꎮ
主要栏目有生物技术、信息技术、遗传育种与种质资源、耕作栽培与生理生化、资源环境与植物营养、
植物保护与农业气象、畜牧兽医与蚕桑水产、贮藏加工与质量检测、新品种与新技术、文献综述与专

论、农业经济与管理等ꎬ及时报道农业科研的新成果、新进展、新方法和新技术ꎮ 主要读者对象是农

业科研人员、农业院校师生、农业管理干部、农技推广人员、农村科技示范户等ꎮ
本刊为中国科技核心期刊、第二届和第三届中国期刊奖百种重点期刊、中国期刊方阵双百期刊、

中国农学会优秀期刊、山东省十佳期刊、华东地区优秀期刊ꎮ
月刊ꎬ大 １６ 开本ꎬ１６０ 页ꎬ每期定价 １０ 元ꎬ全年定价 １２０ 元ꎬ国内外公开发行ꎬ邮发代号 ２４ － ２ꎬ各

地邮局及本刊编辑部均可订阅ꎮ
地址:(２５０１００)济南市工业北路 ２０２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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