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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蔗优良品种材料抗高粱花叶病毒鉴定与评价

李文凤，王晓燕，黄应昆，单红丽，张荣跃，罗志明，尹　 炯，申　 科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甘蔗研究所 ／ 云南省甘蔗遗传改良重点实验室，开远 ６６１６９９）

　 　 摘要： 采用生长期人工切茎接种和 ＲＴ⁃ＰＣＲ 检测相结合方法，于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年 ２ 次对国家甘蔗体系近年选育的 ４９ 份优

良新品种（系）和 １９ 份云蔗系列优良中间材料进行由高粱花叶病毒（ＳｒＭＶ⁃ＨＨ，ＧｅｎＢａｎｋ 登录号 ＤＱ５３０４３４）引起的甘蔗花叶

病的抗性鉴定与评价。 结果表明，４９ 份优良新品种（系）中，１ 级高抗到 ３ 级中抗的有 ２９ 份，占 ５９ １８％ 。 其中粤甘 ４０ 号、粤
甘 ４２ 号、粤糖 ５５ 号、云蔗 ０３⁃１９４、云蔗 ９９⁃５９６、云瑞 ０６⁃１８９、桂糖 ３０ 号、德蔗 ０３⁃８３、闽糖 ０１⁃７７ 等 ９ 份材料表现 １ 级高抗，占
１８ ３７％ ；福农 ０３３５、柳城 ０５⁃１２９、粤糖 ９６⁃８６、云蔗 ０１⁃１４１３、云蔗 ０３⁃２５８、云蔗 ０６⁃８０、桂糖 ０２⁃３５１ 等 ７ 份材料表现 ２ 级抗病，占
１４ ２９％ 。 １９ 份云蔗系列优良中间材料中，１ 级高抗到 ３ 级中抗的有 １３ 份，占 ６８ ４２％ 。 其中云蔗 ０４⁃６２２、云蔗 ０５⁃１９７、云蔗

０６⁃２６７、云蔗 ０５⁃１９４、云蔗 ０６⁃１６０、云蔗 ０７⁃２３８４、云瑞 ０５⁃７０４ 等 ７ 份材料表现 １ 级高抗，占 ３６ ８４％ ；云蔗 ０６⁃３６２ 表现 ２ 级抗

病，占 ５ ２６％ 。 研究结果为深入开展甘蔗抗花叶病育种，选育和推广优良抗病品种，有效防控甘蔗花叶病提供了科学依据和

优良抗源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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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蔗花叶病是一种重要的世界性甘蔗病毒病害，
也是我国蔗区发生最普遍、为害最严重的病害之一。
据调查，华南各地尤其是云南、广西甘蔗花叶病的发

病株率达 ３０％以上；感病品种、严重田块发病株率高

达 １００％，产量损失 ３％ ～５０％，每年造成数以亿计的

经济损失［１⁃２］。 自然条件下，甘蔗花叶病可由马铃薯 Ｙ
病毒科（Ｐｏｔｙｖｉｒｉｄａｅ）的甘蔗花叶病毒（ＳＣＭＶ，Ｓｕｇａｒｃａｎｅ
ｍｏｓａｉｃ ｖｉｒｕｓ）、高粱花叶病毒（ＳｒＭＶ，Ｓｏｒｇｈｕｍ ｍｏｓａｉｃ ｖｉ⁃
ｒｕｓ）、甘蔗条纹花叶病毒（ＳＣＳＭＶ，Ｓｕｇａｒｃａｎｅ ｓｔｒｅａｋ ｍｏ⁃
ｓａｉｃ ｖｉｒｕｓ）等病毒引起［３⁃５］。 目前，我国蔗区已确定的甘

蔗花叶病病原主要有 ＳＣＭＶ、ＳｒＭＶ 和 ＳＣＳＭＶ ３ 种，其
中 ＳｒＭＶ 是所有主产蔗区的主要病毒病原［６⁃１１］。

甘蔗花叶病的发生流行与品种抗病性密切相

关，大面积种植感病品种是病害流行的重要原因，选
育和种植抗病品种是防治该病最经济有效的措

施［１２⁃１３］。 关于甘蔗品种材料抗花叶病的鉴定与评

价方面，Ｍ． Ｐ． Ｇｒｉｓｈａｍ 等［１４］ 采用磨擦接种法对甘蔗

近缘植物无性系的抗性进行鉴定；周仲驹等［１２］ 采用

磨擦接种法对部分生产品种的抗性进行评价；李文

凤等［１５］用切茎接种法对部分优良种质进行抗性鉴

定；Ｗ． Ｆ． Ｌｉ 等［１６］用切茎接种法对部分野生核心种

质资源进行抗性评价。 目前，我国非常重视甘蔗抗

病育种，制定并开始实施系统的抗病育种计划。 近

年来，在国家甘蔗体系支持下，通过全国联合攻关，
培育出一批甘蔗优良品种和中间材料，但迄今还未

进行过抗花叶病鉴定，适时对其进行抗病性评价，有
助于筛选优良抗源材料和抗病品种，可以针对性地

选育和利用抗病品种，在甘蔗生产上进行品种合理

布局，这对有效防控甘蔗花叶病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以我国蔗区甘蔗花叶病的主要病原高粱

花叶病毒为接种毒源，于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２ 年 ２ 次对国家

甘蔗体系近年选育的 ４９ 份优良新品种（系）和 １９
份云蔗系列优良中间材料，采用生长期人工切茎接

种和 ＲＴ⁃ＰＣＲ 检测相结合方法进行抗高粱花叶病毒

鉴定与评价，以期为选育和利用抗病品种有效防控

甘蔗花叶病提供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供试材料

供试材料为国家甘蔗体系近年选育的 ４９ 份优

良新品种（系）和 １９ 份云蔗系列优良中间材料（表
１），感病对照云蔗 ８９⁃１５１，抗病对照闽糖 ７０⁃６１１。
１ ２　 人工接种鉴定

各材料分别于 ２０１１ 年、２０１２ 年 ３ 月选择经 ＲＴ⁃
ＰＣＲ 检测不带 ＳＣＭＶ、ＳｒＭＶ、ＳＣＳＭＶ ３ 种病毒的健壮

蔗株，分别切成双芽段，在流动冷水中浸泡 ４８ ｈ 后，
用（５０ ±０ ５）℃热水处理 ２ ｈ，然后分别种植在（直径

３５ ｃｍ ×高 ３０ ｃｍ）塑料桶内，桶内装入 ２ ／ ３ 的消毒土

壤和有机质（３∶ １），每份材料种植 ４ 桶，４ 次重复，每
桶 ５ 株，共 ２０ 株，置于 ２０ ～３０ ℃防虫温室中培养。

接种病毒源为高粱花叶病毒分离物 （ ＳｒＭＶ⁃
ＨＨ，ＧｅｎＢａｎｋ 登录号 ＤＱ５３０４３４） ［ ８ ］，接种于感病甘

蔗品种云蔗 ８９⁃１５１ 上繁育保存。 接种前取毒源植株

幼嫩病叶组织，用 ３ 倍量（Ｖ ／ Ｗ）浓度为 ０ １ ｍｏＬ ／ Ｌ、
ｐＨ ７ ２ 的磷酸缓冲液（含 ０ ２％ Ｎａ２ＳＯ４），研磨成匀

浆，滤液即为病毒接种液，４℃冰箱保存备用。
供试材料于 ７ 月生长期采用切茎接种法进行鉴

定［１７］。 用锋利切刀或枝剪把供试材料植株地上部

分沿土表快速切去，将 ５０ μＬ 病毒接种液滴入留下

的蔗株切口上，每份材料接种 ２０ 株，之后用纸盖住

遮光 ２４ ｈ 后揭开。
接种 ２０ ｄ 开始调查发病率，以后每隔 １５ ｄ 调查

１ 次，直至发病率稳定为止。 参照文献［１８］的标准

按 １ ～ ５ 级分级进行抗性水平分类，等级 １ ～ ５ 分别

表示对高粱花叶病毒高抗、抗病、中抗、感病和高感，
其发 病 率 范 围 相 应 为 ０、 ０ ０１％ ～ １０ ００％ 、
１０ ０１％ ～３３ ００％ 、３３ ０１％ ～６６ ００％和 ６６ ０１％ ～
１００％ 。 最后 １ 次调查采集蔗株叶片，用 ＲＴ⁃ＰＣＲ 法

对接种病毒源高粱花叶病毒进行检测。
１ ３　 ＲＴ⁃ＰＣＲ 检测

根据 ＧｅｎＢａｎｋ 中报道的 ＳｒＭＶ ＣＰ 基因序列设

计 １ 对检测 ＳｒＭＶ⁃ＨＨ 的特异性引物 （上游引物

ＳｒＭＶ⁃Ｆ： ＣＡＴＣＡＲＧＣＡＧＧＲＧＧＣＧＧＹＡＣ； 下 游 引 物

ＳｒＭＶ⁃Ｒ：ＴＴＴＣＡ ＴＣＴＧＣＡＴＧＴＧ⁃ＧＧＣＣＴＣ），预期扩增

片段大小为 ８２８ ｂｐ，引物由上海生工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合成。
各供试材料称取叶片 ０ ２ ｇ，用 ＴＲＩＺＯＬ 法提取

总 ＲＮＡ；以提取的叶片总 ＲＮＡ 为模板，Ｏｌｉｇｏｄ（Ｔ）为
反转录起始引物，采用 Ｍ⁃ＭＬＶ Ｒｅｖｅｒｓｅ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ａｓｅ
（Ｐｒｏｍｅｇａ）合成 ｃＤＮＡ 的第 １ 链，再以 ｃＤＮＡ 第 １ 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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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模板，ＳｒＭＶ⁃Ｆ ／ ＳｒＭＶ⁃Ｒ 为引物进行 ＰＣＲ 扩增，并
用 １ ０％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优良新品种（系）对高粱花叶病毒的抗性反应

结果表明，４９ 份国家甘蔗体系供试材料中，１ 级

高抗到 ３ 级中抗的有 ２９ 份，占 ５９ １８％ 。 其中粤甘

４０ 号、粤甘 ４２ 号、粤糖 ５５ 号、云蔗 ０３⁃１９４、云蔗 ９９⁃
５９６、云瑞 ０６⁃１８９、桂糖 ３０ 号、德蔗 ０３⁃８３、闽糖 ０１⁃

７７ 等 ９ 份材料表现 １ 级高抗，占 １８ ３７％ ；福农

０３３５、柳城 ０５⁃１２９、粤糖 ９６⁃８６、云蔗 ０１⁃１４１３、云蔗

０３⁃２５８、云蔗 ０６⁃８０、桂糖 ０２⁃３５１ 等 ７ 份材料表现 ２
级抗病，占 １４ ２９％ ； １３ 份材料表现 ３ 级中抗，占
２６ ５３％ （表 １）。 ＲＴ⁃ＰＣＲ 法对接种材料病毒检测结

果与人工接种鉴定结果吻合，对 ＳｒＭＶ⁃ＨＨ 表现 １ 级

高抗的 ９ 份供试材料均未扩增出预期目的片段，而
其余表现 ２ ～ ５ 级抗病至高感的 ４０ 份材料均扩增出

预期目的片段（图 １）。

表 １　 甘蔗优良品种材料对高粱花叶病毒的抗性反应

Ｔａｂｌｅ １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ｏｆ ｆｉｎｅ ｓｕｇａｒｃａｎｅ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ｔｏ ＳｒＭＶ

类型

Ｔｙｐｅ
编号

Ｎｏ．
名称

Ｎａｍｅ

发病率

（％ ）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等级

Ｇｒａｄｅ

ＲＴ⁃ＰＣＲ
检测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ｂｙ ＲＴ⁃
ＰＣＲ

抗性反应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类型

Ｔｙｐｅ
编号

Ｎｏ．
名称

Ｎａｍｅ

发病率

（％ ）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等级

Ｇｒａｄｅ

ＲＴ⁃ＰＣＲ
检测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ｂｙ ＲＴ⁃
ＰＣＲ

抗性反应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国家体系

优良品种

（系）

１ 福农 １５ 号 １００ ００ ５ ＋ 高感（ＨＳ）
２ 福农 ２８ 号 ５７ １４ ４ ＋ 感病（Ｓ）
３ 福农 ３０ 号 ２３ １０ ３ ＋ 中抗（ＭＲ）
４ 福农 ３６ 号 ２５ ００ ３ ＋ 中抗（ＭＲ）
５ 福农 ３８ 号 ２８ ６０ ３ ＋ 中抗（ＭＲ）
６ 福农 ３９ 号 ２７ ３０ ３ ＋ 中抗（ＭＲ）
７ 福农 ４０ 号 ６０ ００ ４ ＋ 感病（Ｓ）
８ 福农 １１１０ ９１ ６７ ５ ＋ 高感（ＨＳ）
９ 福农 ０２⁃５７０７ ２０ ００ ３ ＋ 中抗（ＭＲ）

１０ 福农 ０３３５ ５ ８８ ２ ＋ 抗病（Ｒ）
１１ 柳城 ０３⁃１１３７ ５７ １４ ４ ＋ 感病（Ｓ）
１２ 柳城 ０３⁃１８２ １００ ００ ５ ＋ 高感（ＨＳ）
１３ 柳城 ０５⁃１２９ ４ ００ ２ ＋ 抗病（Ｒ）
１４ 柳城 ０５⁃１３６ ２０ ００ ３ ＋ 中抗（ＭＲ）
１５ 粤甘 ２４ 号 ４５ ６０ ４ ＋ 感病（Ｓ）
１６ 粤甘 ２６ 号 ２０ ００ ３ ＋ 中抗（ＭＲ）
１７ 粤甘 ３４ 号 １１ ７６ ３ ＋ 中抗（ＭＲ）
１８ 粤甘 ３５ 号 ７０ ００ ５ ＋ 高感（ＨＳ）
１９ 粤甘 ３９ 号 １５ ３８ ３ ＋ 中抗（ＭＲ）
２０ 粤甘 ４０ 号 ０ １ ⁃ 高抗（ＨＲ）
２１ 粤甘 ４２ 号 ０ １ ⁃ 高抗（ＨＲ）
２２ 粤糖 ５５ 号 ０ １ ⁃ 高抗（ＨＲ）
２３ 粤糖 ９６⁃８６ ９ １０ ２ ＋ 抗病（Ｒ）
２４ 粤糖 ００⁃３１８ ５４ ５０ ４ ＋ 感病（Ｓ）
２５ 粤糖 ００⁃２３６ ２０ ００ ３ ＋ 中抗（ＭＲ）
２６ 云蔗 ０１⁃１４１３ ９ １０ ２ ＋ 抗病（Ｒ）
２７ 云蔗 ０３⁃１０３ ７６ ９０ ５ ＋ 高感（ＨＳ）
２８ 云蔗 ０３⁃１９４ ０ １ ⁃ 高抗（ＨＲ）
２９ 云蔗 ０３⁃２５８ ８ ３３ ２ ＋ 抗病（Ｒ）
３０ 云蔗 ０３⁃４２２ ２３ ０８ ３ ＋ 中抗（ＭＲ）
３１ 云蔗 ０４⁃２４１ ６６ ６７ ５ ＋ 高感（ＨＳ）
３２ 云蔗 ０５⁃４９ ６６ ６７ ５ ＋ 高感（ＨＳ）
３３ 云蔗 ０５⁃５１ ３３ ３３ ４ ＋ 感病（Ｓ）
３４ 云蔗 ０６⁃４０７ ６０ ００ ４ ＋ 感病（Ｓ）

云蔗系列

优良中间

材料

３５ 云蔗 ０６⁃８０ ５ ８８ ２ ＋ 抗病（Ｒ）
３６ 云蔗 ９９⁃９１ ２５ ００ ３ ＋ 中抗（ＭＲ）
３７ 云蔗 ９９⁃５９６ ０ １ ⁃ 高抗（ＨＲ）
３８ 云瑞 ０６⁃１８９ ０ １ ⁃ 高抗（ＨＲ）
３９ 桂糖 ２９ 号 ４３ １０ ４ ＋ 感病（Ｓ）
４０ 桂糖 ３０ 号 ０ １ ⁃ 高抗（ＨＲ）
４１ 桂糖 ３１ 号 ８３ ３３ ５ ＋ 高感（ＨＳ）
４２ 桂糖 ３２ 号 ２１ ４３ ３ ＋ 中抗（ＭＲ）
４３ 桂糖 ９７⁃６９ ３３ ３３ ４ ＋ 感病（Ｓ）
４４ 桂糖 ０２⁃３５１ ２ ００ ２ ＋ 抗病（Ｒ）
４５ 桂糖 ０２⁃４６７ ６９ ２０ ５ ＋ 高感（ＨＳ）
４６ 桂糖 ０２⁃９０１ ５０ ００ ４ ＋ 感病（Ｓ）
４７ 赣蔗 ０２⁃７０ ４３ ７５ ４ ＋ 感病（Ｓ）
４８ 德蔗 ０３⁃８３ ０ １ ⁃ 高抗（ＨＲ）
４９ 闽糖 ０１⁃７７ ０ １ ⁃ 高抗（ＨＲ）
５０ 云蔗 ０４⁃６２１ ７３ ３３ ５ ＋ 高感（ＨＳ）
５１ 云蔗 ０４⁃７２４ １００ ００ ５ ＋ 高感（ＨＳ）
５２ 云蔗 ０４⁃６２２ ０ １ ⁃ 高抗（ＨＲ）
５３ 云蔗 ０４⁃６ １５ ３８ ３ ＋ 中抗（ＭＲ）
５４ 云蔗 ０５⁃１９７ ０ １ ⁃ 高抗（ＨＲ）
５５ 云蔗 ０５⁃３９ １００ ００ ５ ＋ 高感（ＨＳ）
５６ 云蔗 ０５⁃６６ １４ ２９ ３ ＋ 中抗（ＭＲ）
５７ 云蔗 ０６⁃２６７ ０ １ ⁃ 高抗（ＨＲ）
５８ 云蔗 ０６⁃１０２ ２２ ２２ ３ ＋ 中抗（ＭＲ）
５９ 云蔗 ０５⁃１９４ ０ １ ⁃ 高抗（ＨＲ）
６０ 云蔗 ０５⁃１８１ １５ ４０ ３ ＋ 中抗（ＭＲ）
６１ 云蔗 ０５⁃２１１ ５７ １０ ４ ＋ 感病（Ｓ）
６２ 云蔗 ０５⁃２２６ １４ ３０ ３ ＋ 中抗（ＭＲ）
６３ 云蔗 ０６⁃１６０ ０ １ ⁃ 高抗（ＨＲ）
６４ 云蔗 ０６⁃３６２ ８ ３０ ２ ＋ 抗病（Ｒ）
６５ 云蔗 ０７⁃２３８４ ０ １ ⁃ 高抗（ＨＲ）
６６ 云瑞 ０５⁃５９６ ５３ ３３ ４ ＋ 感病（Ｓ）
６７ 云瑞 ０５⁃７０４ ０ １ ⁃ 高抗（ＨＲ）
６８ 云农 ０１⁃１０４ １００ ００ ５ ＋ 高感（ＨＳ）

感病对照 ＰＣ 云蔗 ８９⁃１５１ １００ ００　 ５ ＋ 高感（ＨＳ）
抗病对照 ＮＣ 闽糖 ７０⁃６１１ ０ １ ⁃ 高抗（ＨＲ）

＋ ：ＳｒＭＶ 检测结果阳性；–：ＳｒＭＶ 检测结果阴性

＋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ＳｒＭＶ，–：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ＳｒＭ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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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ＲＴ⁃ＰＣＲ 对接种材料（部分国家体系优良品种）高粱花叶病毒的扩增结果

Ｆｉｇ． １　 ＲＴ⁃ＰＣＲ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ｓｏｍ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ｅｌｉｔｅ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ＳｒＭＶ

２ ２　 优良中间材料对高粱花叶病毒的抗性反应

从表 １ 可见，１９ 份云蔗体系供试材料中，１ 级高

抗到 ３ 级中抗的有 １３ 份，占 ６８ ４２％ 。 其中云蔗

０４⁃６２２、云蔗 ０５⁃１９７、云蔗 ０６⁃２６７、云蔗 ０５⁃１９４、云蔗

０６⁃１６０、云蔗 ０７⁃２３８４、云瑞 ０５⁃７０４ 等 ７ 份材料表现

１ 级高抗，占 ３６ ８４％ ；云蔗 ０６⁃３６２ 表现 ２ 级抗病，
占 ５ ２６％ ；云蔗 ０４⁃６、云蔗 ０５⁃６６、云蔗 ０６⁃１０２、云蔗

０５⁃１８１、云蔗 ０５⁃２２６ 等 ５ 份材料表现 ３ 级中抗，占
２６ ３２％ （表 １）。 用 ＲＴ⁃ＰＣＲ 法对接种材料病毒检

测结果与人工接种鉴定结果吻合，对 ＳｒＭＶ⁃ＨＨ 表现

１ 级高抗的 ７ 份供试材料均未扩增出预期目的片

段，而其余表现 ２ ～ ５ 级抗病至高感的 １２ 份材料均

扩增出预期目的片段（图 ２）。

３　 结论与讨论

甘蔗花叶病是一种系统性种传病害，不同的甘

蔗品种对甘蔗花叶病的抗性不一。 及时了解和掌握

新育成的优良品种（系）和中间材料的抗病性，对于

合理布局抗病品种，有效利用抗病基因科学防控甘

蔗花叶病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以引起中国蔗区甘

蔗花叶病的主要病毒 ＳｒＭＶ 为接种毒源，采用生长

期人工切茎接种和 ＲＴ⁃ＰＣＲ 检测相结合方法，于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２ 年 ２ 次对国家甘蔗体系近年选育的 ４９
份优良新品种（系）和 １９ 份云蔗系列优良中间材料

进行抗 ＳｒＭＶ 鉴定与评价。 根据各供试材料抗性反

应和 ＲＴ⁃ＰＣＲ 检测结果定性分析，明确了各新品种

Ｍ：Ｍａｒｋｅｒ；泳道 ５０⁃６８：接种材料；ＰＣ：阳性对照；ＮＣ：阴性对照；ＣＫ：空白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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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ＲＴ⁃ＰＣＲ 对接种材料（云蔗系列优良中间材料）高粱花叶病毒的扩增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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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和中间材料对 ＳｒＭＶ 的抗性特点，评价筛选出

１ 级高抗优良新品种（系）９ 份，２ 级抗病优良新品种

（系）７ 份；１ 级高抗到 ２ 级抗病中间材料 ８ 份，为选

育和利用抗病品种有效防控甘蔗花叶病提供了科学

依据和优良抗源材料。
甘蔗野生资源是现代甘蔗育种中抗病基因的重

要来源，黄忠兴等［１９］对国内外割手密资源农艺性状

表型遗传多样性分析表明割手密对花叶病高抗，割
手密中蕴藏着优良的抗花叶病毒基因，是选育抗花

叶病甘蔗品种很有利用前景的抗源种质。 本研究结

果显示粤甘 ４０ 号、粤甘 ４２ 号、粤糖 ５５ 号、云蔗 ０３⁃
１９４、云蔗 ９９⁃５９６、云瑞 ０６⁃１８９、桂糖 ３０ 号、德蔗 ０３⁃
８３、闽糖 ０１⁃７７ 等 ９ 份优良新品种（系）和云蔗 ０４⁃
６２２、云蔗 ０５⁃１９７、云蔗 ０６⁃２６７、云蔗 ０５⁃１９４、云蔗

０６⁃１６０、云蔗 ０７⁃２３８４、云瑞 ０５⁃７０４ 等 ７ 份优良中间

材料表现 １ 级高抗，是选育抗花叶病甘蔗品种很有

利用潜力的育种材料，在大力推广应用的同时，可作

为抗病亲本与野生资源割手密杂交，分析评价其抗

病遗传力，并建立抗病种质基因库，进一步选育抗花

叶病甘蔗新品种，供生产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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