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２０１８－０３－２２　 　 接受日期(Ａｃｃｅｐｔｅｄ): ２０１８－０４－０５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３１４６０４５８)ꎻ 云南省科技厅农业基础研究联合专项项目(２０１７ＦＧ００１￣００５)ꎻ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主要入

侵生物的动态分布与资源库建设”项目(２０１６ＹＦＣ１２０２１００)
作者简介: ＋为并列第一作者ꎮ 杨俊ꎬ 男ꎬ 博士研究生ꎮ 研究方向: 植物微生物互作ꎮ Ｅ￣ｍａｉｌ: ７２９７４７０１６＠ ｑｑ.ｃｏｍꎮ 艾瑛ꎬ 女ꎬ 农艺师ꎮ 研究

方向: 作物病害检疫ꎮ Ｅ￣ｍａｉｌ: ７７２１５６０１７＠ ｑｑ.ｃｏｍ
∗通信作者(Ａｕｔｈｏｒ ｆｏｒ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 孙雁ꎬ Ｅ￣ｍａｉｌ: ｓｕｎｙａｎ７１６９＠ １６３.ｃｏｍꎻ 姬广海ꎬ Ｅ￣ｍａｉｌ: ｊｇｈａｉ００１＠ ａｌｉｙｕｎ.ｃｏｍ

ＤＯＩ: １０.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２０９５￣１７８７.２０１８.０２.０１３

云南 ３０ 个水稻品种对水稻白叶枯病的抗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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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水稻白叶枯病是一种严重危害水稻的细菌性病害ꎬ培育抗性品种是治理该病害的重要途径ꎮ 因此ꎬ明确云南

水稻材料对检疫性病害水稻白叶枯病的抗性ꎬ可以为该病害的防治与监测、水稻栽培的合理布局和良好抗性资源的获取提

供依据ꎮ 【方法】采用剪叶接种法测定云南稻区 ３０ 个品种对 ７ 个不同致病型白叶枯病菌的抗性ꎮ 【结果】在供试的 ３０ 个云

南水稻品种中ꎬ２ 个品种(玉粳 １６ 和 ＪＳ４２ 糯稻)对 ７ 个不同致病型菌株均表现为抗性ꎻ１５ 个品种对 ７ 个致病型菌株均表现

感病ꎻ对 ＨＥＮ１１、ＳＣＹＣ￣６、ＹＮ７、ＹＮ１１、ＦＵＪ、ＹＮ２４１ 和 ＰＸ０９９ 等 ７ 个致病型菌株表现抗性的水稻品种分别占 ２６. ６７％、
１６.６７％、２３.３３％、１３.３３％、６.６７％、１０.００％和 ２０.００％ꎮ 此外ꎬ区试材料的抗性比例高于主栽品种ꎬ地方稻未发现抗性品种ꎮ
【结论】现在生产上的大部分水稻品种对优势致病型病原菌入侵的抵抗能力降低甚至丧失ꎮ 针对云南地区的优势致病小种

ＦＵＪ 筛选得到 ２ 个抗性品种:玉粳 １６ 和 ＪＳ４２ 糯稻ꎮ
关键词: 水稻种质ꎻ 云南ꎻ 水稻白叶枯病ꎻ 抗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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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稻白叶枯病是由黄单胞杆菌水稻致病变种

Ｘａｎｔｈｏｍｏｎａｓ ｏｒｙａｅ ｐｖ. ｏｒｙｚａｅ 引起的细菌病害ꎬ属于

外来入侵物种ꎬ２００４ 年被列入«中国外来入侵物种

编目»(徐海根和强胜ꎬ２００４)ꎬ物种编号 ＢＨ０３３ꎮ 白

叶枯病是水稻三大病害之一ꎬ该病在我国华南、华
中和华东以及西南部分稻区经常暴发成灾ꎮ 病害

发生时可导致 ２０％ ~ ５０％的减产ꎬ严重时可导致颗

粒无收(Ｋｕｍａｒ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３)ꎮ 生产上主要采用农药

防治水稻白叶枯病ꎬ近年来由于田间生产中农药选

用和施用的不合理ꎬ导致水稻白叶枯病菌出现抗、
耐药性菌株ꎬ致使噻枯唑、噻唑锌和链霉素类农药

的效用变低(徐颖等ꎬ２０１３ꎻ 杨雅云等ꎬ２０１４ꎻ 朱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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琳等ꎬ２０１４)ꎮ 选育种植抗性品种是防治植物细菌

病害最有效和最经济的手段ꎻ但由于病原菌致病小

种的遗传变化会导致原有抗病品种的抗性丧失(王
明明等ꎬ２０１７)ꎬ所以筛选新的抗性资源和抗病基因

对抗病品种的培育具有重要意义ꎮ 近年来ꎬ国内外

研究者已经从常规栽培稻、地方稻和野生稻中发现

了 ４２ 个白叶枯病抗性基因ꎮ 国家水稻数据中心

(ｈｔｔｐ:∥ｗｗｗ.ｒｉｃｅｄａｔａ.ｃｎ / ｇｅｎｅ / )记录 ３８ 个ꎻ李定琴

等(２０１７)综述了 ４０ 个抗病基因 Ｘａ１－Ｘａ４０ 的研究

进展ꎻＸａ４１ 和 Ｘａ４２ 是最近研究发现的抗性基因

(Ｖｉｋａｌ ＆ Ｂｈａｔｉａꎬ２０１７)ꎮ 其中ꎬ９ 个基因被成功克

隆ꎬ分别为 Ｘａ１、Ｘａ３ / Ｘａ２６、ｘａ５、Ｘａ１０、ｘａ１３、Ｘａ２１、
Ｘａ２３、ｘａ２５ 和 Ｘａ２７ꎬ６ 个显性基因为 Ｘａ１、Ｘａ１０、
Ｘａ２１、Ｘａ２３、Ｘａ２６、Ｘａ２７ꎬ３ 个隐性基因为 ｘａ５、ｘａ１３
和 ｘａ２５(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２ꎻ Ｌｉｕ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１ꎻ Ｉｙｅ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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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５ꎻ Ｙｏｓｈｉｍｕｒａ ｅｔ ａｌ.ꎬ１９８３)ꎮ
云南不仅是水稻的起源中心之一ꎬ而且具有丰

富的稻种资源ꎬ国内发现的 ３ 个野生稻品种在云南

均有发现(肖素勤等ꎬ２０１７ꎻ 余腾琼等ꎬ２０１６)ꎮ 本

试验研究云南各稻区的一些主栽品种、区试材料和

地方稻对水稻白叶枯病的抗性水平ꎬ以期为水稻品

种布局、育种工作提供参考ꎬ也为有效利用抗病品

种及研究抗病品种的遗传特性和抗病基因鉴定奠

定基础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供试水稻品种

供试水稻品种为云南省各稻区的 ３０ 种水稻种

质材料ꎬ水稻类型及其来源如表 １ꎮ 其中ꎬ主栽品种

１３ 种ꎬ区试材料 １２ 种ꎬ地方稻 ５ 种ꎮ 感病对照品种

为日本晴ꎮ

表 １　 用于测试抗性的云南水稻品种
Ｔａｂｌｅ １　 Ｒｉｃ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 ｔｅｓｔｅｄ ｆｏｒ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ｉｓ ｓｔｒａｉｎｓ ｉｎ Ｙｕｎ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ꎬ Ｃｈｉｎａ

产地 Ｏｒｉｇｉｎ 水稻品种 Ｒｉｃ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 水稻类型 Ｒｉｃｅ ｔｙｐｅ 产地 Ｏｒｉｇｉｎ 水稻品种 Ｒｉｃ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 水稻类型 Ｒｉｃｅ ｔｙｐｅ

保山 Ｂａｏｓｈａｎ 隆科 １６ Ｌｏｎｇｋｅ １６ 主栽品种 Ｍａｉｎ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 普洱 Ｐｕｅｒ ＪＳ２糯稻 Ｎｕｏｄａｏ ＪＳ２ 区试材料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ｔｒｉ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昌粳１５ Ｃｈａｎｇｊｉｎｇ １５ 区试材料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ｔｒｉ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千禧糯ＪＳ５０Ｑｉａｎｘｉｎｕｏ ＪＳ５０ 区试材料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ｔｒｉ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昌粳１１ Ｃｈａｎｇｊｉｎｇ １１ 主栽品种 Ｍａｉｎ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 ＪＳ４２糯稻 Ｎｕｏｄａｏ ＪＳ４２ 区试材料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ｔｒｉ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岫粳１７ Ｘｉｕｊｉｎｇ １７ 区试材料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ｔｒｉ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紫糯 Ｚｉｎｕｏ 地方稻 Ｌｏ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楚雄 Ｃｈｕｘｉｏｎｇ 楚粳２８ Ｃｈｕｊｉｎｇ ２８ 主栽品种 Ｍａｉｎ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 ＪＳ１５糯稻 Ｎｕｏｄａｏ ＪＳ１５ 区试材料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ｔｒｉ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楚粳２７ Ｃｈｕｊｉｎｇ ２７ 主栽品种 Ｍａｉｎ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 文山 Ｗｅｎｓｈａｎ 文稻 １１ Ｗｅｎｄａｏ １１ 主栽品种 Ｍａｉｎ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
合系 ３９ Ｈｅｘｉ ３９ 主栽品种 Ｍａｉｎ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 西双版纳 版纳毫糯１８Ｂａｎｎａｈａｏｎｕｏ １８ 主栽品种 Ｍａｉｎ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

大理 Ｄａｌｉ 凤稻２７ Ｆｅｎｇｄａｏ ２７ 主栽品种 Ｍａｉｎ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 Ｘｉｓｈｕａｎｇｂａｎｎａ 农兴 ３ 号 Ｎｏｎｇｘｉｎｇ ３ 区试材料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ｔｒｉ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德宏 Ｄｅｈｏｎｇ 德优 ８ Ｄｅｙｏｕ ８ 主栽品种 Ｍａｉｎ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 版纳毫糯２５Ｂａｎｎａｈａｏｎｕｏ ２５ 区试材料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ｔｒｉ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红河 Ｈｏｎｇｈｅ 红早谷 Ｈｏｎｇｚａｏｇｕ 地方稻 Ｌｏ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农兴 ４ 号 Ｎｏｎｇｘｉｎｇ ４ 区试材料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ｔｒｉ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丽江 Ｌｉｊｉａｎｇ 丽粳 １６ Ｌｉｊｉｎｇ １６ 区试材料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ｔｒｉ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玉溪 Ｙｕｘｉ 云粳 ２６ Ｙｕｎｊｉｎｇ ２６ 主栽品种 Ｍａｉｎ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

小麻谷 Ｘｉａｏｍａｇｕ 地方稻 Ｌｏ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玉粳 １６ Ｙｕｊｉｎｇ １６ 区试材料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ｔｒｉ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丽粳 ８ Ｌｉｊｉｎｇ ８ 区试材料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ｔｒｉ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玉粳 １５ Ｙｕｊｉｎｇ １５ 主栽品种 Ｍａｉｎ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

临沧 Ｌｉｎｃａｎｇ 黄壳糯Ｈｕａｎｇｋｅｎｕｏ 地方稻 Ｌｏ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云粳 ３ Ｙｕｎｊｉｎｇ ３ 主栽品种 Ｍａｉｎ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
曲靖 Ｑｕｊｉｎｇ 大坝谷 Ｄａｂａｇｕ 地方稻 Ｌｏ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玉粳 １４ Ｙｕｊｉｎｇ １４ 主栽品种 Ｍａｉｎ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

１.２　 供试水稻白叶枯病原菌

所采用的 ７ 个致病型标准菌株包括 ６ 个中国

标准白叶枯病菌株小种 Ｃ４ － Ｃ９ ( ＹＮ７、 ＹＮ１１、
ＨＥＮ１１、ＳＣＹＣ￣６、ＦＵＪ、ＹＮ２４)和 １ 个国际标准菌株

菲律宾 ６ 号小种 ＰＸ０９９ ꎮ 菌株来源:云南农业大学

农业多样性国家工程中心ꎮ

１.３　 水稻的种植与接种

于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中旬在云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

学院开始水稻育苗ꎬ５ 月中下旬移栽种植于云南农

业大学试验基地ꎬ待水稻孕穗期准备接种ꎮ 接种菌

悬液的制备:从－８０ ℃超低温冰箱内取出白叶枯病

菌菌种在 ＮＡ 培养基上复壮ꎬ划线传代培养(２８ ℃、
２４ ｈ)２ 次后ꎬ利用无菌水配制成 ３×１０８ ＣＦＵｍＬ－１

(Ｄ６００ ｎｍ约 ０.５)的菌悬液ꎬ１５ ｍｉｎ 内进行剪叶接种

(用预先处理的型号一致的接种剪刀蘸取菌悬液ꎬ
在水稻孕穗拔节期选取主茎剑叶平展叶片ꎬ剪刀平

置ꎬ刀尖稍向上ꎬ减去约叶片长度的 １ / １０)ꎮ 每个

菌株至少接种每个品种 ３ 株ꎬ每株至少剪 ３ 片叶

(Ｋａｕｆｆｍａｎ ｅｔ ａｌ.ꎬ１９７３)ꎮ

１.４　 调查指标与抗性分级标准

接种 ２１ ｄ 后(待感病对照完全发病)量取叶片

的全叶长和病斑长ꎮ 参考 Ｌｏｓ ＆ ＩＲＲＩ (１９９６)用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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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长与全叶长的比值作为抗性分级标准:０ 级为高

抗(ｈｉｇｈｌｙ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ꎬＨＲ)ꎬ比值< ５％ꎻ１ 级为抗( ｒｅ￣
ｓｉｓｔａｎｔꎬＲ)ꎬ５％≤比值<１０％ꎻ３ 级为中抗(ｍｅｄｉｕｍ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ꎬＭＲ)ꎬ１０％≤比值<２５％ꎻ５ 级为中感(ｍｅ￣
ｄｉｕｍ 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ꎬＭＳ)ꎬ２５％≤比值<５０％ꎻ７ 级为

感(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ꎬＳ)ꎬ５０％≤比值<７５％ꎻ９ 级为高感

(ｈｉｇｈｌｙ 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ｌｅꎬＨＳ)ꎬ７５％≤比值ꎮ

１.５　 数据分析

运用软件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０ 和 ＳＰＡＳＳ １８ 对 ３０ 个品

种的抗性结果基于非加权组平均法 ( ｕｎ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ｐａｉｒ￣ｇｒｏｕｐ ｍｅｔｈｏｄ ｗｉｔｈ ａｒｉｔｈｍｅｔｉｃ ｍｅａｎｓꎬＵＰＧＭＡ)进
行聚类分析(李栋等ꎬ２０１８ꎻ 吴宪等ꎬ２０１５)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云南省 ３０ 个水稻品种对水稻白叶枯病的抗性

３０ 个品种接种 ７ 个水稻白叶枯病原菌的抗感

反应结果(表 ２)显示ꎬ只有 ２ 个材料(玉粳 １６ 和

ＪＳ４２ 糯稻)对 ７ 个病原菌均表现抗性ꎻ对７ 个菌株均

表现感病的水稻品种有 １５ 份ꎬ占参试材料的 ５０％ꎮ
对国内标准 Ｃ４ 致病型菌株(ＹＮ７)具有抗性的

水稻品种为 ７ 个(区试材料 ６ 个ꎬ主栽品种 １ 个)ꎬ
占参试材料的 ２３.３３％ꎻ对 Ｃ５ 致病型菌株(ＹＮ１１)
具有抗性的水稻品种有 ４ 个(区试材料 ３ 个ꎬ主栽

品种 １ 个)ꎬ占参试材料的 １３.３３％ꎻ对 Ｃ６ 致病型菌

株(ＨＥＮ１１)具有抗性的水稻材料有 ８ 个(区试材料

５ 个ꎬ主栽品种 ３ 个)ꎬ占参试材料的 ２６.６７％ꎬ其中有

一个高抗材料隆科 １６ꎻ对 Ｃ７ 致病型菌株(ＳＣＹＣ￣６)
具有抗性的水稻品种有 ５ 个(区试材料 ４ 个ꎬ主栽

品种 １ 个)ꎬ占参试材料的 １６.６７％ꎻ对 Ｃ８ 致病型菌

株(ＦＵＪ)具有抗性的水稻品种有 ２ 个(均为区试材

料)ꎬ占参试材料的 ６. ６７％ꎻ 对 Ｃ９ 致病型菌株

(ＹＮ２４)具有抗性的水稻品种有 ３ 个(区试材料 ２
个ꎬ主栽品种 １ 个)ꎬ占参试材料的 １０.００％ꎻ对菲律

宾 ６ 号小种(ＰＸ０９９)具有抗性的水稻品种有 ６ 个

(区试材料 ４ 个ꎬ主栽品种 ２ 个)ꎬ占参试材料的

２０.００％ꎮ 由此可知ꎬ所有参试水稻品种中ꎬ区试材

料对 ７ 个不同致病型白叶枯菌株表现抗性的比例

高于主栽品种和地方稻ꎬ且 ５ 个地方稻品种对 ７ 个

致病型菌株均未表现抗性ꎮ

表 ２　 ３０ 个水稻品种对 ７ 个白叶枯病菌的抗性
Ｔａｂｌｅ ２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３０ Ｙｕｎｎａｎｅｓｅ ｒｉｃ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 ｔｏ ｓｅｖｅｎ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ｉｃ Ｘａｎｔｈｏｍｏｎａｓ ｏｒｙｚａｅ ｐｖ. ｏｒｙｚａｅ ｓｔｒａｉｎｓ

水稻品种 Ｒｉｃ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
对白叶枯病菌的抗性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ｉｃ Ｘ. ｏｒｙｚａｓｅ ｓｔｒａｉｎ

ＰＸＯ９９ ＹＮ７ ＹＮ１１ ＨＥＮ１１ＳＣＹＣ̄ ６ ＦＵＪ ＹＮ２４
水稻品种 Ｒｉｃ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

对白叶枯病菌的抗性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 Ｘ. ｏｒｙｚａｓｅ ｓｔｒａｉｎ

ＰＸＯ９９ ＹＮ７ ＹＮ１１ ＨＥＮ１１ＳＣＹＣ̄ ６ ＦＵＪ ＹＮ２４

黄壳糯 Ｈｕａｎｇｋｅｎｕｏ ＭＳ Ｓ ＭＳ Ｓ ＭＳ ＭＳ Ｓ 玉粳 １５ Ｙｕｊｉｎｇ １５ Ｓ Ｓ Ｓ ＭＳ Ｓ ＭＳ Ｓ
丽粳 １６ Ｌｉｊｉｎｇ １６ ＭＳ ＭＳ Ｓ Ｓ Ｓ ＭＳ ＭＳ ＪＳ２ 糯稻 Ｎｕｏｄａｏ ＪＳ２ Ｓ Ｒ Ｒ ＭＲ ＭＲ ＭＳ ＭＳ
玉粳 １６ Ｙｕｊｉｎｇ １６ ＭＲ Ｒ ＭＲ ＭＲ ＭＲ ＭＲ ＭＲ 紫糯 Ｚｉｎｕｏ Ｓ ＨＳ Ｓ ＭＳ Ｓ ＭＳ ＭＳ
云粳 ２６ Ｙｕｎｊｉｎｇ ２６ ＭＳ Ｓ ＭＳ ＭＳ ＭＳ ＭＳ Ｓ 云粳 ３ Ｙｕｎｊｉｎｇ ３ Ｓ Ｓ ＭＳ ＭＳ ＭＳ ＭＳ ＭＳ
昌粳 １５ Ｃｈａｎｇｊｉｎｇ １５ Ｓ ＭＳ Ｓ Ｓ ＭＳ Ｓ Ｓ 版纳毫糯１８ Ｂａｎｎａｈａｏｎｕｏ １８ ＭＳ ＭＲ Ｓ Ｓ ＭＲ ＭＳ ＭＳ
隆科 １６ Ｌｏｎｇｋｅ １６ ＭＳ Ｓ Ｒ ＨＲ ＭＳ ＭＳ ＭＳ 丽粳 ８ Ｌｉｊｉｎｇ ８ Ｒ Ｓ ＭＳ ＭＳ ＨＳ ＭＳ ＭＳ
文稻 １１ Ｗｅｎｄａｏ １１ ＭＳ Ｓ ＭＳ ＭＳ ＭＳ Ｓ ＭＳ 岫粳 １７ Ｘｉｕｊｉｎｇ １７ ＭＲ ＭＳ Ｓ ＭＳ ＭＳ ＭＳ ＭＳ
凤稻 ２７ Ｆｅｎｇｄａｏ ２７ ＭＳ Ｓ Ｓ ＭＳ ＭＲ ＭＳ Ｓ 楚粳 ２７ Ｃｈｕｊｉｎｇ ２７ ＭＲ Ｓ ＭＳ ＭＲ ＭＳ ＭＳ Ｓ
小麻谷 Ｘｉａｏｍａｇｕ ＭＳ ＭＳ ＭＳ ＭＳ ＭＳ ＭＳ Ｓ 大坝谷 Ｄａｂａｇｕ ＭＳ ＭＳ ＭＳ ＭＳ ＭＳ ＭＳ ＭＳ
ＪＳ１５ 糯稻 Ｎｕｏｄａｏ ＪＳ１５ ＭＳ ＭＳ ＭＳ Ｓ Ｓ ＭＳ ＭＳ 农兴 ３ 号 Ｎｏｎｇｘｉｎｇ ３ ＭＳ ＭＲ ＭＳ ＭＲ Ｓ ＭＳ ＭＳ
楚粳 ２８ Ｃｈｕｊｉｎｇ ２８ Ｓ Ｓ ＭＳ Ｓ Ｓ ＭＳ Ｓ 玉粳 １４ Ｙｕｊｉｎｇ １４ ＭＲ ＭＲ Ｓ ＭＳ ＭＳ ＭＳ ＭＳ
ＪＳ４２ 糯稻 Ｎｕｏｄａｏ ＪＳ４２ Ｒ ＭＲ ＭＲ ＭＲ ＭＲ ＭＲ ＭＲ 版纳毫糯２５ Ｂａｎｎａｈａｏｎｕｏ ２５ Ｓ Ｓ ＭＳ Ｒ ＭＳ ＭＳ ＭＳ
千禧糯 ＪＳ５０ Ｑｉａｎｘｉｎｕｏ ＪＳ５０ ＭＳ Ｒ ＭＳ ＭＳ ＭＳ ＭＳ ＭＳ 农兴 ４ 号 Ｎｏｎｇｘｉｎｇ ４ ＭＳ Ｓ ＨＳ ＭＳ ＨＳ Ｓ ＭＳ
昌粳 １１ Ｃｈａｎｇｊｉｎｇ １１ ＭＳ Ｓ ＭＳ Ｓ Ｓ ＭＳ ＭＳ 德优 ８ Ｄｅｙｏｕ ８ ＭＳ Ｓ ＭＳ ＭＳ ＭＳ ＭＳ Ｒ
红早谷 Ｈｏｎｇｚａｏｇｕ Ｓ Ｓ ＭＳ ＭＳ Ｓ ＭＳ Ｓ 合系 ３９ Ｈｅｘｉ ３９ ＭＳ ＭＳ ＭＳ ＭＲ Ｓ ＭＳ ＭＳ

　 　 ＨＲ:高抗 Ｈｉｇｈｌｙ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ꎻ Ｒ:抗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ꎻ ＭＲ:中抗 Ｍｅｄｉｕｍ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ꎻ ＭＳ:中感 Ｍｅｄｉｕｍ 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ꎻ Ｓ:感 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ꎻ ＨＳ:高感
Ｈｉｇｈｌｙ 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ｌｅꎮ

２.２　 聚类分析结果

通过聚类分析可得ꎬ３０ 个水稻品种分为 ３ 个类

群ꎬ２ 个抗性品种(玉粳 １６ 和 ＪＳ４２ 糯稻)聚为一簇ꎻ
６ 个对某个致病型菌株具有抗性的水稻品种(岫粳

１７、玉粳 １４、版纳毫糯 １８、ＪＳ２ 糯稻、千禧糯 ＪＳ５０ 和

隆科 １６)聚为一簇ꎻ剩下的 ２２ 个抗性较差的水稻品

种聚为一簇ꎮ 其中ꎬ抗性分级距离为 ２０ 以上的品

种只有玉粳 １６ 和 ＪＳ４２ 糯稻(图 １)ꎮ

２５１ 生物安全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ｉｏｓａｆｅｔｙ 第 ２７ 卷　

 
 

 
 

 
 

 
 

 
 



图 １　 基于 ３０ 个品种对 ７ 个白叶枯病菌抗性结果的 ＵＰＧＭＡ 聚类分析
Ｆｉｇ.１　 ＵＰＧＭＡ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３０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ｓｅｖｅｎ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ｉｃ Ｘａｎｔｈｏｍｏｎａｓ ｏｒｙｚａｅ ｐｖ. ｏｒｙｚａｅ ｓｔｒａｉｎｓ

３　 讨论
开展水稻种质资源对水稻细菌病害的抗性评价

是筛选抗病品种的基础工作(俞咪娜等ꎬ２０１４)ꎮ 袁

筱萍等(２０１６)选用 ７ 个不同的白叶枯致病型代表菌

株(ＪＳ９７￣６、ＫＳ６￣６、ＪＳ１５８￣２、浙 １７３、１３５８、ＯＳ１９８、ＪＳ４９￣
６)对 １９８ 份籼稻和 １２３ 份粳稻主栽品种进行抗性

评价发现ꎬ供试的主栽品种对白叶枯病的抗性下

降ꎬ抗和中抗品种不多ꎮ 史波等(２０１６)采用国内的

鉴别小种 Ｒ１(ＹＮ１８)、Ｒ２(ＹＮ１)、Ｒ３(ＧＤ４１４)、Ｒ４
(ＨＥＮ１１)、Ｒ５(ＳｃＹｃ￣ｂ)、Ｒ６(ＹＮ７)、Ｒ７(ＹＮ１１)、Ｒ８
(ＦＵＪ)和 Ｒ９(ＹＮ２４)对江苏、吉林、湖南、云南、广东

及浙江 ６ 个省的 ７５ 个主栽品种进行了抗性评价ꎬ
结果表明ꎬ云南 １１ 个水稻品种只对 ３ 个小种(Ｒ１、
Ｒ３、Ｒ４)有抗性ꎬ其他小种均没有抗性品种ꎬ且缺乏

对当地优势小种表现抗性的品种ꎮ 针对野生稻、地
方稻及其野生稻渗入系材料的抗性评价发现ꎬ不少

抗性材料对云南的优势白叶枯致病小种具有抗性ꎮ
本研究通过选用 ７ 个白叶枯标准菌株(菲律宾 ６ 号

小种和国内 Ｃ４－Ｃ９ 致病型代表菌株)对云南 ３０ 个

水稻品种进行抗性评价ꎬ发现 ２ 个对 ７ 个致病型菌

株均表现抗性的水稻品种玉粳 １６ 和 ＪＳ４２ 糯稻均为

区试材料ꎬ值得进一步选育和推广ꎮ 对 ＨＥＮ１１、
ＳＣＹＣ￣６、ＹＮ７、ＹＮ１１、ＦＵＪ、ＹＮ２４１ 和 ＰＸ０９９ 等 ７ 个

致病型小种表现抗性的水稻品种分别占 ２６.６７％、
１６. ６７％、 ２３. ３３％、 １３. ３３％、 ６.６７％、 １０. ００％ 和

２０.００％ꎻ对 ７ 个致病型菌株都表现感病的水稻品种

为 １５ 个ꎻ３ 个不同类型的水稻中ꎬ区试材料抗白叶

枯病菌的比例最高ꎬ主栽品种次之ꎬ地方稻中未发

现抗性品种ꎮ 这表明水稻白叶枯病原菌的不断进

化导致现在生产上大部分材料对优势致病型病原

菌入侵的抵抗能力降低甚至丧失ꎮ 今后应加强对

病原菌小种变化和当地水稻品种抗性水平的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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