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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品种多样性遗传分析与稻瘟病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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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2个籼型杂交稻—汕优63(A)和汕优22(B)、2个地方糯稻品种—黄壳糯(C)和紫糯(D)和3个粳稻品种—合
系41(E)、楚粳12(F)和8126(G)为材料进行抗病基因同源序列 (Resistance Gene Analogue, RGA) 遗传分析。结
果表明，杂交稻品种间以及粳稻品种间的抗性遗传较为相似，其相似系数分别为0.86和0.84。糯稻品种间以及糯
稻、杂交稻和粳稻品种间的抗性遗传差异较大，相似系数为0.45。聚类分析表明，RGA结果与品种的系谱来源相吻
合，与品种的田间抗性基本一致。根据品种的抗性遗传差异、农艺性状和经济性状的不同，在云南籼稻区的建水
和石屏县以及温暖粳稻区的泸西县分别选用5种(A/C、A/D、B/C、B/D和A/B)和2种(E/C和E/F/G)不同的品种组合进
行品种多样性混合间栽控制稻瘟病田间试验，结果表明，抗性遗传差异大(相似性: 0.45~0.77)的5个品种混合间
栽组合对稻瘟病有极为显著的控制效果，尤其是在混合间栽中高度感病的优质地方稻品种稻瘟病的发病率、病情
指数均有极显著的下降，防治效果达54.47%~92.18%；遗传差异较小(相似性: 0.84~0.90)的2个混栽组合混栽对稻
瘟病的控制效果不明显，稻瘟病的防治效果在15.12%~25.54%。此外，品种抗性遗传和株高差异大的品种组合具有
显著的增产效果，与品种净栽相比，平均增产539.0~900.0 kg/ha，增幅5.57%~10.38%；品种抗性遗传和株高相似
的品种组合没有增产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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