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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普通野生稻稻瘟病抗性鉴定与评价

翟李楠 1，唐清杰 1，2，周世圳 1，周帮纪 1，云 勇 1，2，王惠艰 1，韩义胜 1，邢福能 2，严小微 1，2

（1海南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海南省农作物遗传育种重点实验室，海口571100； 2海南省农业科学院三亚研究院，三亚 572025）

摘要： 为了对海南普通野生稻稻瘟病叶瘟、穗颈瘟的抗性进行综合鉴定与评价，2022-2023年连续两年对来自海南省11个

不同市县的2002份普通野生稻材料进行苗期叶瘟人工接种和田间自然抗病鉴定，并对995份已经抽穗的普通野生稻材料进行

穗颈瘟人工接种抗性鉴定。结果表明：2002份叶瘟鉴定材料中，人工接种抗叶瘟材料为494份（占24.68%），其中免疫7份，高

抗17份；田间自然状态下抗叶瘟材料1160份（占57.94%），其中免疫24份，高抗233份。995份穗颈瘟人工接种鉴定材料中，抗

穗颈瘟材料506份（占50.85%），其中免疫23份，高抗136份。由结果可知，海南普通野生稻普遍抗叶瘟或穗颈瘟，这些抗性资

源的生长习性大多为半直立型或倾斜型，少数为直立型或匍匐型；高抗叶瘟的材料在抽穗后也普遍抗穗颈瘟，免疫或高抗穗颈

瘟的材料也普遍抗叶瘟。经过鉴定和评价，筛选出双抗叶瘟、穗颈瘟的普通野生稻材料共有128份。本研究为海南普通野生

稻资源抗稻瘟病研究和育种利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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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I Linan1，TANG Qingjie1，2，ZHOU Shizhen1，ZHOU Bangji1，YUN Yong1，2，WANG Huijian1，HAN Yisheng1，

XING Funeng2，YAN Xiaowei1，2

（1Cereal Crops Institute， Hainan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Key Laboratory of Crop Genetics and Breeding of Hainan 

Province， Haikou 571100；2Sanya Institute， Hainan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Sanya 572025）

Abstract：In order to comprehensively evaluate and analyze the resistance of Hainan common wild rice to 

leaf blast and ear neck blast， 2002 accessions collected from 11 different cities/counties in Hainan province were 

artificially inoculated with leaf blast at the seedling stage in the field for two consecutive years in 2022 and 2023. 

In addition， 995 accessions that had been pumped were artificially inoculated for ear neck blast resistance. 494 

（24.68%） were identified to be resistant to leaf blast， among which 7 were immune and 17 were highly resistant. 

In the field， 1160 （57.94%） were resistant to leaf blast， of which 24 were immune and 233 were highly resistant. 

Out of 995 accessions that were tested for ear neck plague， 506 were resistant accounting for 50.85%， among 

which 23 were immune and 136 were highly resistan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ommon wild rice accessions in 

Hainan were generally resistant to leaf blast or ear neck blast. The plant architecture in most of resistant 

germplasms was semi-erect or inclined， and a few showed upright or creeping. Accessions with high leaf 

distemper resistance were generally resistant to ear neck distemper after heading， and accessions with high 

immune or ear neck distemper resistance were generally resistant to leaf distemper. A total of 128 common wi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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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e materials with resistance to both leaf blast and ear neck blast were identified and evaluated. Collectively， this 

study provided a reference for the academic research and breeding utilization of rice blast resistance in Hainan 

wild rice.

Key words： Hainan common wild rice；rice blast；resistance；identification；analysis

水稻（Oryza sativa L.）是全球近一半人的主要

粮食，水稻产量的高低，直接决定着世界人民的温

饱问题［1］。而有着“水稻癌症”之称的稻瘟病，一直

是制约水稻产量的主要因素之一［2-4］，我国几乎所有

水稻栽培地区都有稻瘟病害的发生，尤其是南方稻

区的高温高湿气候，更有利于水稻稻瘟病的流行，

多次出现稻瘟病大面积暴发事件，严重危害我国粮

食生产安全。而在实际生产中主要采用化学防治、

抗性品种选育、生物防治、栽培管理等方法进行稻

瘟病防治［5］。其中化学防治不仅破坏了农田生态环

境，而且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6］，而常规的抗病品种

选育主要依赖于育种家的经验和表型数据分析，存

在着育种周期长、选择效率低、准确性差等缺点［7］。

因此，利用抗病基因培育抗性品种是防治水稻稻瘟

病最经济、有效、环保的手段［8-11］，而发掘和利用新

型抗稻瘟病资源是关键［12-13］。普通野生稻与栽培稻

最近缘，蕴藏着大量抗病等优良基因，是水稻育种

重要的遗传资源［14］。我国著名水稻专家丁颖教授

在1926-1933年以广东普通野生稻为亲本创制的中

山 1号，直至 20世纪 80年代依然在生产上利用；袁

隆平院士和朱英国院士以在海南发现的野生稻选

育的生产上广泛应用的野败型和红莲型杂交稻，为

解决当时国内的饥饿问题做出了重大贡献。

前人们对不同省份普通野生稻的稻瘟病抗性

也做了很多研究，主要是通过自然接种鉴定和人工

接种鉴定。陈灿等［15］采用人工接种鉴定方法分别

在苗期和孕穗期对广西野生稻进行接种抗性鉴定，

结果显示贵港和梧州等地是广西野生稻抗稻瘟病

材料最多的地区，但抗穗颈瘟或兼抗叶瘟、穗颈瘟

的资源较匮乏。杨雅云等［16］对云南药用野生稻7个

不同居群进行稻瘟病抗性鉴定，结果表明除勐海药

用野生稻表现为感病外，其他 6 个居群均为抗病。

江川等［17］采用自然诱发对福建漳浦普通野生稻2个

居群（石湖潭和古糖）67份材料的苗瘟、叶瘟和穗瘟

进行抗性鉴定评价，表明不同时期病级差异明显，

筛选出 3份表现中抗（3级）的材料。王韵茜等［18］通

过注射接种法对疣粒野生稻进行系统的稻瘟病抗

性鉴定，发现疣粒野生稻对接种的所有稻瘟病菌株

都感病。

海南岛位于我国热带地区，雨林茂密，光、热资

源丰富，风、旱、涝等气候灾害频繁，促使海南普通

野生稻形成了丰富的遗传多样性和特异性，其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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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具有很高的开发利用价值。本

研究为了对海南普通野生稻稻瘟病叶瘟、穗颈瘟的

抗性进行综合评价和分析，于 2022 年和 2023 年连

续两年对来自海南省 11个不同市县的 2002份普通

野生稻材料进行苗期叶瘟人工接种和大田自然抗

病鉴定，并对 995份已经抽穗的普通野生稻材料进

行穗颈瘟人工接种抗性鉴定，以挖掘抗稻瘟病种质

资源，为水稻育种提供可靠的抗源材料。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和稻瘟病原

供试材料为 2002-2010 年收集于海南海口、文

昌等11个市（县）共2002份普通野生稻资源（表1），

用于苗期叶瘟鉴定的为2002份、抽穗期穗颈瘟鉴定

的为995份。以种茎保存在海南省野生稻异位保存

圃。苗期叶瘟、抽穗期穗颈瘟抗性诱发鉴定病原菌

取自严重感染海南稻瘟病优势种群YF群小种的水

稻新鲜病叶及穗部。
表1　海南普通野生稻来源及数量

Table 1　Source and quantity of common wild rice in 

Hainan

序号

No.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总计Total

采集市县

Collect cities and 

counties

海口

文昌

万宁

东方

澄迈

乐东

琼海

儋州

三亚

临高

陵水

数量

Number

857

405

376

119

66

55

36

34

27

15

12

2002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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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试验方法

供试材料于2022年、2023年在海南省农业科学

院澄迈永发实验基地进行人工接种抗性鉴定和田

间叶瘟抗性调查。所有资源连续鉴定 2年，分别于

2022年3月11日、2023年3月31日将野生稻的种茎

再生苗移栽到鉴定圃盆栽种植，田间管理按照常规

大田进行。设置感病对照秋九B，抗病对照久久香。

材料的抗性以2年中病级高的数据为最终稻瘟病抗

性进行综合评价。

苗期叶瘟人工接种抗性鉴定：野生稻种茎再生

苗长至 3~5叶龄时用配好的稻瘟病菌YF群生理小

种，浓度为2×104~5×104个/mL的孢子悬浮液进行人

工喷雾接种，100株约用20 mL菌液，喷雾重复3次，

接种后用遮光膜覆盖，26~28 ℃保湿24 h后揭膜［15］，

之后控温控湿促进发病。接菌处理 7~10 d后调查

各野生稻的发病情况。

抽穗期穗颈瘟人工接种抗性鉴定：在普通野生

稻孕穗期后期，用培养好的稻瘟病菌生理小种 YF

群小种接种，接种菌液浓度 2×104~5×104 个/mL 的

孢子悬浮液，喷雾接种 100 株约用 20 mL 菌液，喷

雾重复 3 次，后续处理同苗期叶瘟人工接种抗性

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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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永发野生稻鉴定圃对收集保存

的备份普通野生稻材料，调查自然状态下叶瘟发病

及抗性情况［13］。

抗性评价标准：参照《野生稻种质资源描述规

范和数据标准》［20］ 进行抗性评价（表2、表3）。

2　结果与分析

2.1　苗期叶瘟人工接种抗性鉴定结果

两年的苗期叶瘟人工接种鉴定结果表明，2002

份海南普通野生稻材料中，抗叶瘟材料 494 份（占

2.40%），其中，免疫 7 份（占 0.35%），高抗 17 份（占

0.85%），抗 470份（占 23.48%）。感病材料共 306份

（占15.28%），其中，感258份（占12.89%），高感48份

（占 2.4%）（表 4、图 1）。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海南

普通野生稻普遍中抗苗期叶瘟。

表2　野生稻苗期稻瘟病抗性评价标准

Table 2　Evaluation criteria for rice blast resistance at the seedling stage of wild rice

病级

Disease grade

0

1

2

3

4

5

6

7

8

9

病害状况

Disease condition

无病

仅有针尖大小的褐点

稍大的褐点

稍大褐点，圆形稍长的灰色小病斑，边缘褐色，病斑直径约1~2 mm

典型纺锤形病斑，长1~2 mm，通常局限于两条主脉之间，为害面积占比≤2%

典型病斑为害叶面积占比2.0%~10%，含10%

典型病斑为害叶面积占比10.0%~25.0%，含25.0%

典型病斑为害叶面积占比25.0%~50.0%，含50%

典型病斑为害叶面积占比>50%

全部叶片枯死

苗期叶瘟抗性

Resistance to rice blast at seedling stage

免疫

高抗

抗

中抗

感

高感

表3　野生稻种质资源穗颈瘟评价标准

Table 3　Evaluation criteria for panicle neck blast of wild rice germplasm resources

病级

Disease grade

0

1

3

5

7

9

病害状况

Disease condition

无病

发病率≤1.0%

1.0%＜发病率≤5.0%

5.0%＜发病率≤25.0%

25.0%＜发病率≤50.0%

发病率＞50.0%

穗颈瘟抗性

Neck blast resistance

免疫

高抗

抗

中抗

感

高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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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及高抗叶瘟材料中，有 16份材料如 2-14、

25-27、11-3等的生长习性分别为半直立、倾斜、匍匐

等，有 8 份如 1-32 等的生长习性为直立（表 5）。按

生长习性来划分，2002份海南普通野生稻材料中共

有直立型338份，半直立型977份，倾斜型436份，匍

匐型251份。其中直立型抗性材料78份占23.08%，

半直立型抗性材料 261份占 26.71%，倾斜型抗性材

料 113 份 占 25.92%，匍 匐 型 抗 性 材 料 42 份 占

16.73%。可以看出半直立型抗性材料占比最高，匍

匐型抗性材料占比最低。而普通野生稻的生长习

性为茎秆生长的集散状况，以茎秆角度衡量，小于

15°为直立型，15°~30°为半直立型，30°~60°为倾斜

型，60°以上为匍匐型［20］，半直立型叶片随着茎秆分

散较为适中，表现出的抗性较好，而匍匐型茎秆之

间的角度较大，有些叶片贴近地面或水面，这给稻

瘟病孢子的萌发创造了条件，表现出的抗性较差。

这些高抗叶瘟及免疫的资源中有 8 份资源抽

穗，其中2份显示高抗穗颈瘟、2份抗穗颈瘟、4份中

抗穗颈瘟，说明高抗叶瘟的材料大部分抽穗了之后

也同样抗穗颈瘟。人工接种感病对照品种秋九B病

级为6，感病；人工接种抗病对照品种久久香病级为

3，抗（表 5）。对照品种病级稳定，说明试验数据

可靠。

表5　苗期叶瘟人工接种免疫及高抗资源

Table 5　Resources of immunity and high resistance to leaf plague in seedling stage

1

2

3

4

5

6

7

8

9

10

1-32

1-43

2-14

24-26

24-28

25-27

76-6

5-4

5-10

11-3

海口

海口

海口

海口

海口

文昌

海口

海口

海口

海口

直立

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倾斜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匍匐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免疫

免疫

免疫

免疫

免疫

免疫

免疫

高抗

高抗

高抗

/

/

/

/

/

/

/

/

/

/

序号

No.

编号

ID

来源

Origin

生长习性

Growth habit

2022年病级

2022 disease 

grade

2023年病级

2023 disease 

grade

最高病级

Highest 

disease grade

叶瘟抗性

Leaf blast 

resistance

穗颈瘟及评价

Spike neck 

blast grade 

and rating

图1　供试材料的抗感反应

Fig.1　Antisensitivity of test material

表4　苗期叶瘟人工接种抗性鉴定结果

Table 4　Identification results of artificial inoculation resistance to leaf blast at seedling stage

材料

Materials

份数

Number

占比（%）

Percentage

抗性 Resistance

免疫 IM

7

0.35

高抗HR

17

0.85

抗R

470

23.48

中抗MR

1202

60.04

感S

258

12.89

高感HS

48

2.40

抗病

R

494

24.68

感病

S

306

15.28

平均抗性级数

Average resistance level

4.29±1.25

变异系数

（%）CV

29.17

IM：Immunity；HR：High resistance；R：Resist；MR：Medium resistance；S：Sensibility；HS：High sensibility；The same as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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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4-29

25-23

52-14

52-26

56-6

56-16

56-19

58-5

62-4

70-4

71-21

72-14

73-9

79-22

秋九B

久久香

海口

文昌

海口

海口

万宁

万宁

万宁

万宁

万宁

东方

澄迈

海口

乐东

海口

海口

海口

半直立

倾斜

半直立

半直立

直立

直立

直立

直立

直立

半直立

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直立

直立

1

1

1

1

1

0

0

1

1

0

0

0

0

1

6

3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6

3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6

3

高抗

高抗

高抗

高抗

高抗

高抗

高抗

高抗

高抗

高抗

高抗

高抗

高抗

高抗

感

抗

/

/

中抗

高抗

中抗

/

/

抗

中抗

中抗

/

/

高抗

抗

感

抗

表5（续）

序号

No.

编号

ID

来源

Origin

生长习性

Growth habit

2022年病级

2022 disease 

grade

2023年病级

2023 disease 

grade

最高病级

Highest 

disease grade

叶瘟抗性

Leaf blast 

resistance

穗颈瘟及评价

Spike neck 

blast grade 

and rating

/：未抽穗，下同

/：Unheading， the same as below

2.2　田间叶瘟自然抗病调查鉴定结果

2002份海南普通野生稻材料中抗病材料 1160

份，占57.94%，其中免疫24份（占1.2%），高抗233份

（占 11.64%），抗 903 份（45.10%）；感病材料共 214

份，占 10.69%，其中感 197份（占 9.84%），高感 17份

（占 0.85%）（表 6、表 7）。从田间自然受害的情况可

以看出海南普通野生稻普遍抗叶瘟。

田间叶瘟自然抗病中表现免疫的材料共24份，

其中有 16份资源如 2-14、22-12的生长习性为半直

立型或倾斜型，8份资源如1-1、62-18等的生长习性

表现为直立型，免疫资源没有匍匐型（表 7）。2002

份海南普通野生稻材料田间叶瘟自然调查表明，直

立型抗叶瘟材料235份，占69.53%，半直立型634份，

占 64.89%，倾斜型 216份，占 49.54%，匍匐型 75份，

占29.88%，结果同样是匍匐型表现出的抗性较差。

对叶瘟免疫的24份材料有6份抽穗，穗颈瘟人

工接种抗性鉴定结果为1份免疫、1份高抗、2份抗、

2份中抗，同样显示高抗叶瘟的材料大部分抽穗之

后也同样抗穗颈瘟。感病对照秋九 B 和抗病对照

久久香在田间的表现分别为 6 级感病、3 级抗病

（表7），对照品种表现稳定，说明田间普通野生稻叶

瘟自然抗病调查数据可靠。

表6　田间叶瘟自然抗病调查鉴定结果

Table 6　Investig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results of natural resistance to leaf blast in the field

材料

Materials

份数

Number

占比（%）

Percentage

抗性Resistance

免疫 IM

24

1.20

高抗HR

233

11.64

抗R

903

45.10

中抗MR

628

31.37

感S

197

9.84

高感HS

17

0.85

抗病

R

1160

57.94

感病

S

214

10.69

平均抗性级数

Average 

resistance level

3.34±1.66

变异系数

（%）CV

49.83

43



植 物 遗 传 资 源 学 报 25 卷

表7　田间苗期叶瘟自然抗病免疫资源

Table 7　Natural disease resistance and immunity resources of leaf distemper at seedling stage in field

序号

No.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编号

ID

1-1

1-2

1-16

1-21

1-31

1-34

1-43

2-14

2-15

5-13

5-18

5-19

5-24

5-25

5-39

22-12

24-25

24-26

24-28

24-29

42-6

42-7

55-2

62-18

秋九B

久久香

来源

Origin

海口

海口

海口

海口

海口

海口

海口

海口

海口

海口

海口

海口

海口

海口

海口

海口

海口

海口

海口

海口

临高

临高

万宁

万宁

海口

海口

生长习性

Growth habit

直立

直立

直立

直立

直立

直立

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倾斜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倾斜

倾斜

半直立

直立

直立

直立

2022年病级 

2022 disease 

grade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6

3

2023年病级  

2023 disease 

grade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6

3

最高病级

Highest 

disease grade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6

3

叶瘟抗性

Leaf blast 

resistance

免疫

免疫

免疫

免疫

免疫

免疫

免疫

免疫

免疫

免疫

免疫

免疫

免疫

免疫

免疫

免疫

免疫

免疫

免疫

免疫

免疫

免疫

免疫

免疫

感

抗

穗颈瘟抗性

Neck blast 

resistance

抗

抗

/

/

/

/

/

/

/

/

/

/

免疫

/

/

中抗

/

/

/

/

/

/

高抗

中抗

感

抗

田间叶瘟自然抗病表现免疫的 24份材料在人

工接种鉴定时有 4份表现免疫，1份表现为高抗，12

份表现抗，6份表现中抗，1份表现感。两种鉴定方

法免疫及高抗资源不尽相同，从变异系数来看，人

工接种的抗稻瘟病变异系数为29.17%，田间自然抗

病的变异系数为49.83%，说明人工接种的抗性相对

比较集中。田间自然调查叶瘟表现免疫及高抗的资

源份数远远多于苗期叶瘟人工接种的资源（图2），这

可能是田间自然感病不充分导致的差异。

2.3　抽穗期穗颈瘟人工接种抗性鉴定结果

本次鉴定的海南普通野生稻材料共有995份抽

穗，其中，免疫 23 份（占 2.31%），高抗 136 份（占

13.67%），抗 347 份（占 34.87%），中抗 305 份（占

30.65%），感 183 份（占 18.39%），高 感 1 份（占

0.10%）。合计抗病材料 506份（占 50.85%），感病材

料共184份（占18.49%）（表8）。可以看出海南普通

野生稻普遍抗稻瘟病穗颈瘟。

穗颈瘟表现免疫的材料全部来自海口，生长习

性都是半直立型或匍匐型（表 9）。995份抽穗的海

南普通野生稻材料，其中生长习性为直立型共有

247份，抗性材料113份，占45.75%；半直立型共532

份，抗性材料278份，占52.26%；倾斜型共167份，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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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材料 92份，占 55.09%；匍匐型共 49份，抗性材料

23份，占 46.94%。在生长习性方面，从穗颈瘟抗性

总体表现结果来看，倾斜型和半直立型中抗性材料

占比较高，直立型和匍匐型占比较低，这跟人工接

种叶瘟结果相同。表明普通野生稻茎秆角度在15°

~60°之间，抽出来的穗距离相对合适，延缓穗颈瘟的

传播速度；而直立型茎秆角度小于 15°，穗相对集

中，加快穗颈瘟传播速度；匍匐型由于茎秆角度较

大，有些穗甚至贴近水面，给穗颈瘟孢子的萌发创

造条件，导致抗性较差。

穗颈瘟表现免疫的材料，苗期人工接种叶瘟鉴

定显示有 13份资源抗叶瘟，10份中抗叶瘟；田间自

然叶瘟抗性显示 1 份资源对叶瘟达到免疫、1 份高

抗、11份抗、10份中抗（表9）。可以看出对穗颈瘟达

到免疫的资源有50%对叶瘟显示抗，也有一半的资

源对叶瘟不抗，存在差异。穗颈瘟人工接种感病对

照品种秋九B病级为7，感病；抗病对照品种久久香

病级为3，抗病。对照品种病级稳定，说明试验数据

可靠。

表9　人工接种鉴定穗颈瘟免疫资源

Table 9　Immune resources of artificially inoculated spike neck blast

1

2

3

4

5

6

5-24

5-12

5-27

12-12

12-16

28-2

海口

海口

海口

海口

海口

海口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匍匐

匍匐

半直立

0

0

0

0

0

0

免疫

免疫

免疫

免疫

免疫

免疫

抗

抗

抗

中抗

抗

抗

免疫

抗

抗

中抗

中抗

抗

序号   

No.

编号

ID

来源

Origin

生长习性

Growth habit

病级 

Disease grade

抗性

Resistance

人工接种叶瘟抗性

Artificial inoculation 

of leaf blast resistance

大田叶瘟自然抗性

Natural resistance 

to leaf blast

图2　大田自然叶瘟及人工接种叶瘟抗性对比

Fig. 2　Comparison of resistance to natural leaf blast and artificial inoculation

表8　人工接种穗颈瘟鉴定结果

Table 8　Identification results of artificially inoculated spike neck blast

材料

Materials

份数

Number

占比（%）

Percentage

抗性Resistance

免疫 IM

23

2.31

高抗HR

136

13.67

抗R

347

34.87

中抗MR

305

30.65

感S

183

18.39

高感HS

1

0.10

抗病

R

506

50.85

感病

S

184

18.49

平均抗性级数

Average 

resistance level

4.01±1.98

变异系数

（%）CV

4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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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8-3

28-6

28-7

28-8

28-9

28-11

28-16

28-19

28-20

28-22

28-26

28-28

28-31

28-35

28-36

28-39

28-43

秋九B

久久香

海口

海口

海口

海口

海口

海口

海口

海口

海口

海口

海口

海口

海口

海口

海口

海口

海口

海口

海口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直立

直立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7

3

免疫

免疫

免疫

免疫

免疫

免疫

免疫

免疫

免疫

免疫

免疫

免疫

免疫

免疫

免疫

免疫

免疫

感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中抗

中抗

中抗

中抗

中抗

中抗

中抗

抗

抗

中抗

中抗

感

抗

抗

高抗

抗

抗

抗

抗

中抗

中抗

中抗

中抗

中抗

中抗

中抗

抗

抗

中抗

抗

感

抗

表9（续）

序号   

No.

编号

ID

来源

Origin

生长习性

Growth habit

病级 

Disease grade

抗性

Resistance

人工接种叶瘟抗性

Artificial inoculation 

of leaf blast resistance

大田叶瘟自然抗性

Natural resistance 

to leaf blast

2.4　双抗叶瘟及穗颈瘟材料

结合两年人工接种、大田自然抗性鉴定，共筛

选出 128 份双抗叶瘟、穗颈瘟的材料，其中生长习

性为半直立型的 91 份、倾斜型的 18 份、直立型的

19份（表10），同样表明半直立型和倾斜型的抗性高

于直立型和匍匐型。

表10　双抗叶瘟及穗颈瘟材料

Table 10　Double resistance to leaf blast and ear neck blast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7

3-3

5-3

5-12

5-24

5-27

5-37

20-4

20-33

25-22

25-24

海口

澄迈

海口

海口

海口

海口

海口

海口

海口

文昌

文昌

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倾斜

倾斜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高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免疫

抗

高抗

抗

抗

高抗

抗

抗

抗

抗

免疫

高抗

免疫

抗

抗

抗

高抗

高抗

序号

No.

编号

ID

来源

Origin

生长习性

Growth habit

人工接种叶瘟抗性

Artificial inoculation of 

leaf blast resistance

大田叶瘟自然抗性

Natural resistance 

to leaf blast

人工接种穗颈瘟抗性

Artificial inoculation of 

spike neck blast res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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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25-25

25-33

25-37

25-39

25-41

25-42

25-48

25-49

26-1

26-9

26-10

26-18

26-26

26-34

27-2

27-3

27-5

27-7

27-8

28-2

28-3

28-6

28-7

28-8

28-9

28-10

28-11

28-30

28-35

28-36

28-37

29-1

35-13

35-32

44-3

52-19

52-21

52-23

52-24

文昌

文昌

文昌

文昌

文昌

文昌

文昌

文昌

文昌

文昌

文昌

文昌

文昌

文昌

海口

海口

海口

海口

海口

海口

海口

海口

海口

海口

海口

海口

海口

海口

海口

海口

海口

文昌

儋州

儋州

三亚

海口

海口

海口

海口

倾斜

倾斜

倾斜

倾斜

倾斜

倾斜

倾斜

倾斜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倾斜

倾斜

倾斜

倾斜

倾斜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倾斜

倾斜

倾斜

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高抗

高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高抗

高抗

高抗

高抗

高抗

高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高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高抗

高抗

抗

抗

高抗

高抗

抗

抗

高抗

高抗

高抗

抗

高抗

高抗

高抗

高抗

高抗

高抗

抗

抗

抗

抗

抗

免疫

免疫

免疫

免疫

免疫

免疫

抗

免疫

抗

免疫

免疫

抗

高抗

抗

抗

抗

高抗

高抗

高抗

高抗

表10（续）

序号

No.

编号

ID

来源

Origin

生长习性

Growth habit

人工接种叶瘟抗性

Artificial inoculation of 

leaf blast resistance

大田叶瘟自然抗性

Natural resistance 

to leaf blast

人工接种穗颈瘟抗性

Artificial inoculation of 

spike neck blast res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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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52-25

52-26

54-12

57-1

58-3

58-4

58-5

58-11

58-13

58-16

58-18

58-19

58-20

63-3

63-11

63-30

63-34

63-37

66-6

66-8

69-54

69-57

70-9

70-22

70-29

71-14

71-23

71-26

71-27

71-28

72-1

72-2

72-3

72-10

72-13

72-17

72-23

72-25

72-29

海口

海口

万宁

万宁

万宁

万宁

万宁

万宁

万宁

万宁

万宁

万宁

万宁

万宁

万宁

万宁

万宁

万宁

乐东

乐东

东方

东方

东方

东方

东方

澄迈

澄迈

澄迈

澄迈

澄迈

海口

海口

海口

海口

海口

海口

海口

海口

海口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直立

直立

直立

直立

直立

直立

直立

直立

直立

直立

直立

直立

直立

直立

直立

直立

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高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高抗

抗

抗

抗

抗

高抗

高抗

高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高抗

高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高抗

高抗

高抗

高抗

高抗

高抗

高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高抗

高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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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72-30

72-33

72-35

72-36

72-38

72-39

72-40

72-41

72-42

73-1

73-5

73-6

73-7

73-9

73-10

73-11

76-13

77-8

77-12

77-13

78-2

78-4

79-1

79-5

79-7

79-9

79-10

79-13

79-17

79-19

79-20

79-21

79-22

79-25

79-30

79-31

79-33

79-34

79-40

海口

海口

海口

海口

海口

海口

海口

海口

海口

乐东

乐东

乐东

乐东

乐东

乐东

乐东

海口

万宁

万宁

万宁

海口

海口

海口

海口

海口

海口

海口

海口

海口

海口

海口

海口

海口

海口

海口

海口

海口

海口

海口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半直立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高抗

高抗

高抗

高抗

高抗

高抗

高抗

抗

高抗

高抗

抗

高抗

高抗

高抗

抗

高抗

抗

高抗

抗

抗

抗

高抗

高抗

抗

高抗

抗

抗

抗

抗

抗

高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高抗

高抗

高抗

高抗

高抗

高抗

高抗

高抗

抗

抗

抗

高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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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采用人工接种及田间自然抗病调查，2022年和

2023年连续两年对收集保存的 2002份海南普通野

生稻资源进行叶瘟及穗颈瘟抗性进行了鉴定与评

价，鉴定出双抗叶瘟、穗颈瘟材料 128份，占总资源

的 6.39%。在叶瘟方面，综合人工接种和大田自然

抗病结果来看，人工接种免疫材料占0.35%，高抗占

0.85%，抗性材料占23.48%；大田自然抗病结果免疫

占 1.2%，高抗占 11.64%，这跟唐清杰等［13］研究结果

一致。

海南普通野生稻主要生长于平原地区的池塘、

溪沟、藕塘、稻田、 沟渠、沼泽等低湿地，是多年生沼

泽地植物，喜温，感光性强，水生，主要分布在海拔 

600 m以下的江河流域［21］，其生长习性大多为半直

立型、倾斜型或匍匐型，少部分为直立型（普通野生

稻的生长习性为茎秆生长的集散状况，以茎秆角度

衡量，小于 15°为直立型，15°~30°为半直立型，30°~

60°为倾斜型，60°以上为匍匐型［20］），直立型野生稻

茎秆相对集中，其叶片和穗也相应集中，半直立型

和倾斜型茎秆分散，其叶片及穗也相应分散，当一

个叶片或穗部感染稻瘟病菌之后传染到其他叶片

或穗颈部的速度相对慢于直立聚集型，这可能也是

半直立型和倾斜型海南普通野生稻普遍抗叶瘟及

穗颈瘟的原因之一，而匍匐型普通野生稻的茎秆角

度分散更大，有些甚至接近90°，其叶片或穗贴近于

地面或水面，给稻瘟病菌孢子的萌发创造条件，使

得匍匐型野生稻的叶瘟及穗颈瘟的抗性相对较差。

从本次的研究结果看，苗期叶瘟或抽穗期穗颈瘟达

到免疫、高抗或抗的资源中如 1-32、1-43、58-9、44-3

等这些资源的生长习性均为直立型，更接近于栽培

品种的生长习性，因此这些资源将被重点关注，待

更深入的研究，为将来选育更抗病水稻品种提供可

靠资源。

近几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化，极端恶劣天气

时常发生，海南及中国的水稻种植区常发生大面积

的稻瘟病、稻飞虱、白叶枯病等危害现象，要实现种

业振兴，牢牢端住中国饭碗，加快培育优质抗病水

稻品种势在必行。水稻稻瘟病是由多基因控制的，

抗性机制复杂，选育对稻瘟病具有广谱、持久性的

水稻品种一直是水稻稻瘟病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海南气候高温高湿，病害严重，稻瘟病菌生理小种

多，通过长期的自然选择，拥有丰富抗病基因，因此

充分挖掘和有效利用海南普通野生稻资源意义重

大。本研究通过对收集的海南普通野生稻进行苗

期叶瘟、抽穗期穗颈瘟人工接种，以及田间自然抗

病调查，筛选到双抗叶瘟、穗颈瘟资源，为育种学家

开展抗稻瘟病水稻新品种（组合）选育提供了较好

资源。结合鉴定结果，今后将从分子方面更加深入

解析定位海南普通野生稻抗稻瘟病主效基因，加快

培育抗稻瘟病水稻新品种（组合）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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