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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东乡野生稻（Ｏｒｙｚａ ｒｕｆｉｐｏｇｏｎ Ｇｒｉｆｆ． ）３ 个生态群落株系及协青早 Ｂ ／ ／ 协青早 Ｂ ／ 东乡野生稻的 ＢＣ１Ｆ６株系进行了南

方水稻黑条矮缩病抗性鉴定，筛选出抗性较好的种质资源。 利用筛选到的协青早 Ｂ ／ ／ 协青早 Ｂ ／ 东乡野生稻抗性株系，与光温

敏核不育系 Ｃ４７Ｓ 杂交转育，鉴定筛选到 ６ 份抗性较好的光温敏核不育系，为选育抗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的两系杂交稻组合

奠定了材料基础；同时研究发现，来源于东乡野生稻的对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的抗性可能由数量性状基因控制。
　 　 关键词：水稻；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抗源筛选；光温敏核不育系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ｈｏｔｏ⁃Ｔｈｅｒｍｏ⁃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Ｇｅｎｉｃ Ｍａｌｅ
Ｓｔｅｒｉｌｅ Ｌｉｎｅ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Ｒｉｃｅ Ｂｌａｃｋ⁃Ｓｔｒｅａｋｅｄ Ｄｗａｒｆ Ｖｉｒｕｓ

ＹＵ Ｓｈｏｕ⁃ｗｕ１，２，ＦＡＮ Ｔｉａｎ⁃ｙｕｎ１，２，ＤＵ Ｌｏｎｇ⁃ｇａｎｇ１，２，ＨＵＡＮＧ Ｙｉ⁃ｆｅｎｇ１，２，
ＣＨＥＮ Ｓｈａｎ⁃ｙｕ１，２，ＧＥ Ｓｈｕａｉ２，ＭＡ Ｒｅｎ⁃ｆａｎｇ２，ＨＯＮＧ Ｘｉａｏ⁃ｆｕ１，２，ＲＵＡＮ Ｇｕａｎ⁃ｈａｉ１，２

（ １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Ｃｒｏｐ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３１００２１；
２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Ｎｏｎｇｋｅ Ｓｅｅｄ Ｃｏ． ，Ｌｔｄ，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３１００２１）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Ｒｉｃｅ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ｒｉｃｅ ｂｌａｃｋ ｓｔｒｅａｋｅｄ ｄｗａｒｆ ｖｉｒｕｓ （ ＳＲＢＳＤＶ） ｗａｓ
ｓｃｒｅｅｎｅｄ ｆｒｏｍ ｒｉｃｅ ｌｉｎｅｓ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Ｄｏｎｇｘｉａｎｇ ｗｉｌｄ ｒｉｃｅ（Ｏｒｙｚａ ｒｕｆｉｐｏｇｏｎ Ｇｒｉｆｆ． ） ａｎｄ ＢＣ１Ｆ６

ｌｉｎ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ｒｏｓｓ Ｘｉｅｑｉｎｇｚａｏ Ｂ ／ ／ Ｘｉｅｑｉｎｇｚａｏ Ｂ ／ Ｄｏｎｇｘｉａｎｇ ｗｉｌｄ ｒｉｃｅ． Ａ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ｌｉｎ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ＢＣ１Ｆ６ｐｏｐｕ⁃
ｌａ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ｃｒｏｓｓｅｄ ｔｏ ｐｈｏｔｏ⁃ｔｈｅｒｍｏ⁃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ｇｅｎｉｃ ｍａｌｅ ｓｔｅｒｉｌｅ ｌｉｎｅ（ＰＴＧＭＳ）Ｃ４７Ｓ． Ｓｉｘ ＰＴＧＭＳ ｌｉｎ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ｗｅｒｅ ｒｅ⁃
ｓｉｓｔａｎｔ ｏｒ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ｔｏ ＳＲＢＳＤＶ ｗｅｒｅ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Ｉｔ ｗａｓ ａｌｓｏ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ＲＢＳＤＶ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ｗａｓ ｎｏｒｍａｌｌ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ｇｒｅｇａｔｉｎｇ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ＳＲＢＳＤＶ ｉｎ Ｄｏｎｇｘｉａｎｇ ｗｉｌｄ ｒｉｃｅ ｗａｓ ｃｏｎ⁃
ｔｒｏｌｌｅｄ ｂｙ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ｔｒａｉｔ ｌｏｃｉ．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ｒｉｃ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ｒｉｃｅ ｂｌａｃｋ⁃ｓｔｒｅａｋｅｄ ｄｗａｒｆ ｖｉｒｕｓ；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ｐｈｏｔｏ⁃ｔｈｅｒｍｏ⁃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ｇｅｎｉｃ
ｍａｌｅ ｓｔｅｒｉｌｅ ｌｉｎｅ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３⁃１２　 　 修回日期：２０１４⁃０４⁃０８　 　 网络出版日期：２０１４⁃１２⁃１１
ＵＲＬ：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ｎｋｉ． ｎｅｔ ／ ｋｃｍｓ ／ ｄｅｔａｉｌ ／ １１． ４９９６． Ｓ． ２０１４１２１１． ２２０３． ００８． ｈｔｍｌ
基金项目：浙江省公益性技术应用研究计划（２０１２Ｃ２２０１６）
第一作者研究方向为杂交水稻育种。 Ｅ⁃ｍａｉｌ：ｙｕｓｗ０８＠ １６３． ｃｏｍ
通信作者：阮关海，研究方向为水稻良种繁育与推广。 Ｅ⁃ｍａｉｌ：ｒｕａｎｇｕａｎｈａｉ２００８＠ １６３． ｃｏｍ

由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毒（ ＳＲＢＳＤＶ，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ｒｉｃｅ ｂｌａｃｋ⁃ｓｔｒｅａｋｅｄ ｄｗａｒｆ ｖｉｒｕｓ）引起的南方水稻黑条

矮缩病是周国辉等［１⁃２］于 ２００１ 年首次在广东省阳江

市发现的一种新的水稻病毒病。 该病主要由白背飞

虱传播，其病害症状与水稻黑条矮缩病不同，即病株

高位分蘖及茎节部形成倒生须根。 南方水稻黑条矮

缩病扩散蔓延快且危害大，截至 ２００９ 年，该病在湖

南、湖北、江西和浙江等 ９ 省（自治区）水稻受害面

积超过 ３０ 万 ｈｍ２［３⁃４］。 长江中、下游及江淮稻区可

能成为下一个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的常发、重发

区［５］，对水稻等作物的生产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
因此，加强对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的综合防治，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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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选育抗病的水稻品种，对于保证粮食生产安全具

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自发现以来，主要集中于

其病毒生物学特点、流行传播危害特点及综合防治

等方面［６⁃８］。 研究表明，不同水稻品种的抗性存在

较大差异。 潘风英等［９］ 对 １９ 份水稻雄性不育系的

抗性进行鉴定，表明不同不育系的抗性存在显著差

异，且筛选到 ４ 份抗性较强的核不育系。 刘琳琳［１０］

对 ２４ 个水稻品种的抗性进行评价，筛选出山东品

种、岳优 ０３６ 和岳优 １３７ 等 ３ 个抗性较好的水稻品

种。 然而，对于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抗性种质资源

的鉴定及在育种上应用鲜有报道。 本研究在对东乡

普通野生稻（Ｏｒｙｚａ ｒｕｆｉｐｏｇｏｎ Ｇｒｉｆｆ． ）抗性鉴定筛选的

基础上，将其抗性基因导入栽培稻，同时聚合光温敏

核不育基因，以期选育抗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的水

稻光温敏核不育系，为选育抗性杂交稻组合奠定材

料基础。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供试材料

２０１１ 年夏于浙江省农业科学院衢州试验基地，
利用光温敏核不育系 Ｃ４７Ｓ 分别与协青早 Ｂ ／ ／协青

早 Ｂ ／东乡野生稻的 ４ 个 ＢＣ１Ｆ６株系 Ｓ１、Ｓ２、Ｓ３ 和 Ｓ４
（由中国水稻研究所庄杰云研究员课题组提供）杂

交，获得 Ｃ４７Ｓ ／ Ｓ１、Ｃ４７Ｓ ／ Ｓ２、Ｃ４７Ｓ ／ Ｓ３ 和 Ｃ４７Ｓ ／ Ｓ４ 等

４ 个 Ｆ１。 ２０１１ 年冬在海南陵水基地种植 Ｆ１，并收获

Ｆ１种子。
２０１２ 年秋，在华南农业大学植保系病毒室对下

述水稻材料进行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抗性鉴定：协
青早 Ｂ ／ ／协青早 Ｂ ／东乡野生稻的 ＢＣ１ Ｆ６ 株系 Ｓ１ ～
Ｓ４，东乡野生稻庵家山原位群落株系 Ｓ５ 和 Ｓ６，东乡

野生稻樟塘原位群落株系 Ｓ７ 和 Ｓ８，东乡野生稻水

桃树下原位群落株系 Ｓ９ 和 Ｓ１０，亲本材料协青早 Ｂ
（Ｓ１１），１８５、２９６ 及 Ｃｏ３９ 等 ３ 个常规籼稻对照感病

品种。 根据抗性鉴定结果，选用 ２０１１ 年冬海南的

Ｃ４７Ｓ ／ Ｓ４ Ｆ１ 自交种子，于 ２０１２ 年冬在海南陵水基

地，种植 Ｃ４７Ｓ ／ Ｓ４ Ｆ２群体 ２０００ 株，利用海南 ２⁃３ 月

份短日低温条件选择不育起点温度较低、柱头外露

率高等开花习性好的不育单株共 ４４ 个，编号为

ＢＳ１ ～ ＢＳ４４，另外选择株叶形态、穗粒结构等综合性

状较好的可育株 ５４ 个，编号为 ＢＳ４５ ～ ＢＳ９８。
２０１３ 年秋在华南农业大学植保系病毒室对

２０１２ 年冬海南中选的不育株 ＢＳ１ ～ ＢＳ４４ 和可育株

ＢＳ４５ ～ ＢＳ９８ 及亲本（Ｃ４７Ｓ 和协青早 Ｂ）共 １００ 份材

料，进行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抗性鉴定及光温敏核

不育系材料的选育。 同年冬在海南陵水基地，对经

鉴定抗性较好、不育起点温度较低的不育株 Ｆ３株系

材料进一步选择株叶形态、不育起点温度较低和开

花习性等综合性状较好的单株，并套袋收种。
１． ２　 试验方法

１． ２． １　 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鉴定 　 于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３ 年秋，在华南农业大学五山试验基地分别对

Ｓ１ ～ Ｓ１１ 和中选的光温敏核不育株系及可育株系

材料进行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鉴定。 育苗杯（直

径 １２ ｃｍ，高 １６ ｃｍ 的透明塑料杯）育苗，每个品种

播种一个育苗杯 （２０ ～ ２５ 株），重复 ３ 次。 幼苗

３ ～ ４ 叶期时接种带毒虫（分蘖期病株上扩繁的二

代白背飞虱高龄若虫，ＲＴ⁃ＰＣＲ 检测带毒率 ７０％ 以

上），每杯接种 １０ ～ ２０ 头，虫苗共培养 ４８ ｈ（期间

振动育苗杯 １ ～ ２ 次以驱动虫子在植株间转移），
人工除虫。 接毒苗继续培养至 ５ ～ ６ 叶期移栽，大
田观察症状表现。
１． ２． ２　 病情调查和抗性水平划分　 在水稻生长的

拔节期⁃抽穗期⁃灌浆期，进行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

病情调查。 病株分级标准：０ 级，健康植株，不表现

任何发病症状；１ 级，叶色深绿，轻度矮化，有倒生须

根或茎表瘤突；２ 级，植株明显矮化，但可抽穗（含包

颈穗）；３ 级，植株严重矮化，不能抽穗甚至死亡。 以

发病率（发病率 ＝ 发病株数 ／总株数 × １００％ ）划分

抗性水平，抗（发病率 ＜ ２５％ ）；中抗（２５％ ～ ３５％ ）；
中感（３５％ ～４５％ ）；感（ ＞ ４５％ ）。
１． ２． ３　 不育系育性鉴定及农艺性状考查　 于 ２０１３
年冬，在海南陵水基地，种植抗性及育性等综合性状

优良的 Ｆ４株系。 为避开海南低温对育性观察的影

响，根据材料播始历期（平均 ８０ｄ 左右），株系材料

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５ 日播种。 以 Ｃ４７Ｓ 作为对照，开花

时每株选取 ５ 个以上刚开的颖花混合取粉，１％ Ｉ２ ⁃
ＫＩ 溶液进行花粉染色镜检，计算花粉不育度。 同时

每株系选 １０ 穗套袋，考查自交结实率。 每株系选

１０ 株调查抽穗期，成熟后考查株高、剑叶长、穗数、
穗长、每穗粒数等农艺性状。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东乡野生稻及后代材料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

抗性鉴定

对东乡野生稻的不同群落（庵家山、樟塘和水

桃树下）株系、协青早 Ｂ 及其杂交后代材料进行南

方水稻黑条矮缩病抗性鉴定，结果见表 １。 东乡野生

４６１



　 ５ 期 余守武等：抗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水稻光温敏核不育系的筛选和鉴定

表 １　 东乡野生稻及其杂交后代材料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

的发病率

Ｔａｂｌｅ １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ＳＲＢＳＤＶ ｉｎ Ｄｏｎｇｘｉａｎｇ ｗｉｌｄ
ｒｉｃｅ ａｎｄ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ｌｉｎｅｓ

编号

Ｃｏｄｅ
材料名称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ｎａｍｅ
发病率（％ ）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ｒａｔｅ

Ｓ１ 协青早 Ｂ ／ ／ 协青早 Ｂ ／ 东乡野生稻 ＢＣ１Ｆ６株系 ４３． ８

Ｓ２ 协青早 Ｂ ／ ／ 协青早 Ｂ ／ 东乡野生稻 ＢＣ１Ｆ６株系 ４８． ４

Ｓ３ 协青早 Ｂ ／ ／ 协青早 Ｂ ／ 东乡野生稻 ＢＣ１Ｆ６株系 ３７． ９

Ｓ４ 协青早 Ｂ ／ ／ 协青早 Ｂ ／ 东乡野生稻 ＢＣ１Ｆ６株系 ２６． ７

Ｓ５ 东乡野生稻庵家山株系 ５５． ８

Ｓ６ 东乡野生稻庵家山株系 １１． ８

Ｓ７ 东乡野生稻樟塘株系 １３． ２

Ｓ８ 东乡野生稻樟塘株系 ２． ５

Ｓ９ 东乡野生稻水桃树下株系 ２４． ３

Ｓ１０ 东乡野生稻水桃树下株系 １１． ０

Ｓ１１ 协青早 Ｂ ４５． ９

Ｓ１２ １８５（ＣＫ） ４９． ６

Ｓ１３ ２９６（ＣＫ） ５３． ５

Ｓ１４ Ｃｏ３９（ＣＫ） ３９． １

稻不同群落的株系的抗性各有差异，同一群落的不

同株系抗性也不一致。 其中，东乡野生稻庵家山群

落株系 Ｓ６、樟塘群落株系 Ｓ７ 和 Ｓ８、水桃树下群落株

系 Ｓ９ 和 Ｓ１０ 对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的抗性较好，其
发病率分别是 １１． ８％ 、１３． ２％ 、２． ５％ 、２４． ３％和 １１．
０％ ，均达到中抗以上水平，表明东乡野生稻对南方

水稻黑条矮缩病具有良好的抗性。 协青早 Ｂ ／ ／协青

早 Ｂ ／东乡野生稻的 ４ 份株系材料抗性变异较大，但
均强于轮回亲本协青早 Ｂ 或与协青早 Ｂ 相当，其中

Ｓ４ 抗性最好，发病率为 ２６． ７％，达中抗水平，而协

青早 Ｂ 的发病率为 ４５． ９％ ，表现为感病。 该结果表

明，协青早 Ｂ ／ ／协青早 Ｂ ／东乡野生稻后代株系材料

对南方水稻黑条矮病的抗性有利基因来自于东乡野

生稻。
２． ２　 水稻光温敏核不育系的选育及其南方水稻黑

条矮缩病抗性鉴定

利用经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抗性鉴定表现较好

的协青早 Ｂ ／ ／协青早 Ｂ ／东乡野生稻 ＢＣ１Ｆ６株系材料

Ｓ４ 与光温敏核不育系 Ｃ４７Ｓ 杂交，以期聚合光温敏

核不育基因的同时选育抗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的水

稻光温敏核不育系。 ２０１２ 年冬在海南，利用海南 ２⁃
３ 月份短日低温条件对 Ｃ４７Ｓ ／ Ｓ４ 的 Ｆ２群体进行光温

敏核不育系单株选择，共选择到不育起点温度较低、
柱头外露率高、当天开花较集中等开花习性较好的

４４ 个不育单株 ＢＳ１ ～ ＢＳ４４。 同时，选择到株叶形态

和穗粒结构等综合性状较好的 ５４ 个可育单株

ＢＳ４５ ～ ＢＳ９８。 对中选的 ４４ 个不育单株和 ５４ 个可

育单株，收获 ９８ 个单株自交种子，对衍生的 ９８ 个 Ｆ３

株系进行南方黑条矮缩病抗性鉴定（图 １），结果显

示，在 ９８ 份 Ｆ３株系材料中表现中抗以上的材料有 ９
份，包括发病率低于 ３５％ 的中抗可育株系 ＢＳ５０、
ＢＳ７３ 和 ＢＳ９６ 等 ３ 个和中抗不育株系 ＢＳ２６、ＢＳ２８、
ＢＳ３１ 和 ＢＳ４４ 等 ４ 个，以及发病率低于 ２５％ 表现为

抗的不育株系 ＢＳ６ 和 ＢＳ２３ 等 ２ 个（表 ２，图 ２）。 利

用这些抗性表现较好的可育株，可进一步筛选抗南

方水稻黑条矮缩病育种中间材料。 对抗性表现较好

的不育株则可进一步加代纯合稳定，选育开花习性

等综合性状较好的抗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光温敏核

不育系，我们已将选育到的对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

抗性较好的光温敏核不育系稳定加代至 Ｆ４。

表 ２　 Ｃ４７Ｓ ／ Ｓ４ Ｆ３群体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抗性较好株系的发病率

Ｔａｂｌｅ ２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ＳＲＢＳＤＶ ｉｎ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ｌｉｎｅｓ ｏｆ Ｃ４７Ｓ ／ Ｓ４ Ｆ３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株系编号

Ｃｏｄｅ ｏｆ ｌｉｎｅｓ
总株数

Ｔｏｔａｌ ｐｌａｎｔｓ
０ 级病株数

Ｎｏ． ｏｆ ｇｒａｄｅ ０
１ 级病株数

Ｎｏ． ｏｆ ｇｒａｄｅ １
２ 级病株数

Ｎｏ． ｏｆ ｇｒａｄｅ ２
３ 级病株数

Ｎｏ． ｏｆ ｇｒａｄｅ ３
发病率（％ ）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ｒａｔｅ

ＢＳ６ ３２ ２５ ２ ２ ３ ２１． ９

ＢＳ２３ ６０ ４６ ５ ３ ６ ２３． ３

ＢＳ２６ ５６ ３７ ３ ５ １１ ３３． ９

ＢＳ２８ ５５ ３６ ６ ４ ９ ３４． ５

ＢＳ３１ ５０ ３４ ７ ４ ５ ３２． ０

ＢＳ４４ ４９ ３５ ４ ６ ４ ２８． ６

ＢＳ５０ ４６ ３１ ３ ４ ８ ３２． ６

ＢＳ７３ ５５ ３６ ２ ８ ９ ３４． ５

ＢＳ９６ ５４ ３６ ４ ８ ６ ３３．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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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正常植株；Ｂ：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发病株

Ａ：Ｎｏｒｍａｌ ｒｉｃｅ ｐｌａｎｔ，Ｂ：ＳＲＢＳＤＶ⁃ｉｎｆｅｃｔｅｄ ｒｉｃｅ ｐｌａｎｔ

图 １　 抗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光

温敏核不育系 Ｆ３分蘖盛期特征

Ｆｉｇ． １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ＲＢＳＤＶ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ａｔ ｔｈｅ
ｔｉｌｌｅｒ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ＰＴＧＭＳ ｌｉｎｅｓ ｉｎ Ｆ３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由 ９８ 个（协青早 Ｂ ／ ／协青早 Ｂ ／东乡野生稻） ／
Ｃ４７Ｓ Ｆ３株系的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的发病率可见

（图 ２），（协青早 Ｂ ／ ／协青早 Ｂ ／东乡野生稻） ／ Ｃ４７Ｓ
的 Ｆ３ 株系中的不育株系的发病率在 ２１． ９％ ～
１００％的范围内，可育株系的发病率在 ３２． ６％ ～
１００％的范围内，均呈连续性分布，表明来自于东

乡野生稻对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的抗性可能由数

量性状基因控制。

图 ２　 Ｃ４７Ｓ ／ Ｓ４ Ｆ３株系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发病率分布图

Ｆｉｇ． ２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ＲＢＳＤＶ ｄｉｓｅａｓｅ

２． ３　 抗南方水稻黑条矮缩光温敏核不育系的育性

和农艺性状表现

根据 Ｆ３群体的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抗性、开花

习性和株叶形态等综合性状，对中选的 ６ 个株系

（ＢＳ６、ＢＳ２３、ＢＳ２６、ＢＳ２８、ＢＳ３１ 和 ＢＳ４４）进一步加代

纯合，并观察其田间育性等农艺性状表现。 由表 ３
可见，这 ６ 个株系的花粉不育度在 ９９． ８％ 以上，套
袋自交结实率均为 ０，表明这 ６ 个株系的育性稳定

性较好。 新选育的抗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的不育系

每穗粒数幅度为 １８５． ５ ～ １９５． ３，平均为 １９０． ９，比核

不育基因供体亲本 Ｃ４７Ｓ 的每穗粒数多，其他性状

与供体亲本 Ｃ４７Ｓ 的差异不大。

表 ３　 抗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光温敏核不育系农艺性状表现

Ｔａｂｌｅ ３　 Ａｇｒｏｎｏｍ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ｏｆ ｐｈｏｔｏ⁃ｔｈｅｒｍｏ⁃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ｇｅｎｉｃ ｍａｌｅ ｓｔｅｒｉｌｅ ｌｉｎｅｓ ｗｉｔｈ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ＳＲＢＳＤＶ

性状 Ｔｒａｉｔｓ
不育株系 Ｓｔｅｒｉｌｅ ｌｉｎｅｓ

Ｃ４７Ｓ ＢＳ６ ＢＳ２３ ＢＳ２６ ＢＳ２８ ＢＳ３１ ＢＳ４４

播始历期（ｄ）Ｄａｙｓ ｆｒｏｍ ｓｅｅｄｉｎｇ ｔｏ ｈｅａｄｉｎｇ ７７． ３ ７６． ４ ７５． ６ ７６． ４ ７９． ５ ８３． ２ ７８． ４

株高（ｃｍ）Ｐｌａｎｔ ｈｅｉｇｈｔ ７８． ６ ８１． ３ ８２． ６ ７９． ５ ８４． １ ８５． ２ ８１． ４

剑叶长（ｃｍ）Ｆｌａｇ ｌｅａｆ ｌｅｎｇｔｈ ３５． ６ ３６ ３３． ５ ３２． ７ ３６． １ ３５． ７ ３７． ２

每株穗数 Ｎｏ． ｏｆ ｐａｎｉｃｌｅｓ ｐｅｒ ｐｌａｎｔ ７． ６ ８． １ ８． ３ ７． ６ ８． ７ ８． ４ ８． ６

穗长（ｃｍ）Ｐａｎｉｃｌｅ ｌｅｎｇｔｈ ２４． ５ ２３． １ ２５． ３ ２１． ５ ２４． ６ ２１． ６ ２４． ８

每穗粒数 Ｎｏ． ｏｆ ｇｒａｉｎｓ ｐｅｒ ｐａｎｉｃｌｅ １６８． ６ １８５． ５ １８６． ７ １９７． ４ １９３． ２ １８７． ６ １９５． ３

花粉不育度（％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ａｂｏｒｔｉｖｅ ｐｏｌｌｅｎ ９９． ８１４ ９９． ７８９ ９９． ９８５ ９９． ８９６ ９９． ８７４ ９９． ８９２ ９９． ８３３

套袋结实率（％ ）Ｓｐｉｋｅｌｅｔ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ｂａｇｇｅｄ ｐａｎｉｃｌｅｓ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讨论

东乡野生稻是我国现存的纬度最北的普通野生

稻，是水稻种质资源中重要天然基因库，保存了栽培

稻不具有的或已消失的许多优良遗传基因，如对褐

飞虱、稻瘟病等抗病（虫）性和耐寒性等［１１⁃１４］。 本研

究在对东乡野生稻庵家山、樟塘和水桃树下等 ３ 个

不同群落的 ６ 个株系进行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的抗

性鉴定，筛选到 ５ 个抗性水平较好的株系，表明从东

乡野生稻中可以筛选到对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抗性

较好的并可在水稻育种上加以利用的种质资源。
两系杂交水稻育种在保障我国粮食安全中具有

重要的战略地位，而选育优质且抗逆性好的光温敏

核不育系是选配优良两系杂交稻组合的重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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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国开展两系杂交稻育种以后，已育成了一批实

用型光温敏核不育系如培矮 ６４Ｓ、广占 ６３Ｓ 和 Ｙ５８Ｓ
等，但在生产上大面积应用且抗病性好的不育系并

不多。 其次，大多数光温敏核不育系的选育，由于受

条件的限制，在选育不育系的同时有针对性地进行

抗病性筛选鉴定的报道并不多，大多是基于现有光

温敏核不育系的抗性改良［１５⁃１７］。 本研究在对亲本

材料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抗性鉴定基础上，选择对

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抗性较好的不育系，筛选到了

４ 份对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抗性较好的光温敏核不

育系，为选育抗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的两系杂交稻

组合奠定了重要的材料基础。 同时对东乡野生稻的

杂交后代 Ｆ３株系的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的群体发

病率分析表明，来源于东乡野生稻的对南方水稻黑

条矮缩病的抗性由数量性状基因控制，这与黑条矮

缩病的抗性由数量性状位点控制的结果一致［１８⁃１９］。
致谢：本研究部分实验在华南农业大学植保系

周国辉教授课题组完成，谨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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