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版权声明 | 关于我们 | 客户服务 | 联系我们 | 加盟合作 | 友情链接 | 站内导航  

国科网科技频道 京ICP备12345678号 

· 服务咨询   · 我的国科网   订阅   · 收藏夹

科技资讯 节能减排 新材料 海洋技术 新能源 环境保护 新药研发 现代农业 生物技术

军民两用 IT技术 

首页  科技频道  节能减排  海洋技术  环境保护  新药研发  新能源  新材料  现代农业  生物技术  论坛  

当前位置：科技频道首页 >> 现代农业 >> 土肥植保 >> 玉米青枯病人工免疫研究

     请输入查询关键词 科技频道  

成果摘要： 

玉米青枯病是病原菌复杂的土传病害，在防治上难度大，目前缺乏理想的对策。而目前推广的主栽品种多属感病品种，

因此，开展玉米表枯人工免疫研究，即利用生物诱导因子进行诱导抗病性研究是十分必要的。该项目利用8个来自不同

寄主的镰刀菌菌株进行玉米青枯病人工免疫研究，8个供试菌均能诱导玉米植株抗青枯病，诱导效果的多少除了与诱导

菌株有关外，还与诱导方法、诱导接种与激发接种间隔期(迟滞期)密切相关。不同菌株诱导玉米抗青枯病效果研究：有

两种诱导方法，即注射诱导法和土壤诱导法。进行不同菌株免疫效果测试，以播前土壤诱导法最佳，因为无论是针对哪

种挑战菌，每个诱导菌均能改善玉米的农艺性状，使根鲜重增加、植株地上部分和地下部分鲜重增加、植株增高、并免

疫效果好，持续时间长，在该试验范围内，免疫效应有效期可达63天左右。进行了利用不同诱导菌对相同玉米品种诱导

效果试验，以及利用不同诱导菌对不同玉米品种诱导效果试验。诱导技术研究结果：试验结果表明，免疫作用迟滞期和

免疫效应有效期受诱导方法，诱导菌株影响。针对禾生腐霉菌P.graminicola用F_1进行注射诱导和土壤诱导的免疫效果

最佳迟滞期均是6-10天。针对禾谷镰刀菌F.graminealum用F_5注射诱导和土壤诱导法的免疫效果最佳迟滞期均是10-

16天。针对玉米青枯病主要致病菌P.graminicola和F.graminealumi混合挑战接种，用土壤诱导法在迟滞期是7-10天

时，F_1和F_5的免疫效果均最好，尤其是当迟滞期为7天时，F_1免疫效应有效期长达60天。F_5土壤法诱导的潜育期

和免疫应有效期稍短。它填补了玉米研究领域的空白，为今后进一步研究打下基础，为玉米青枯病防台开辟了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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