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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摘要： 

大麦黄花叶病由土壤中禾谷多粘菌传播，是冬大麦上一种研究和防治难度较大的土壤传播病毒病，在中国、日本、韩国

和西北欧造成严重的危害。禾谷多粘菌具有厚壁休眠孢子，在土壤中可存活许多年，且寄主范围广，分布非常普遍，虽

然其本身对作物并不造成明显的危害，但其传播的病毒，认为全部携带于其休眠孢子体内，所以，土壤中的禾谷多粘菌

一旦经病毒感染，就无期限地带毒，并随着病土扩散，发病面积迅速扩大，所造成的危害也不断加重。国内外研究表明

杀菌剂和轮作无防病作用，生产上唯一可用的方法是使用抗病品种，但长期使用单一的抗病品种，其抗病性因某些原因

而逐渐丧失。我们运用ISEM、ELISA、SDS-PAGE、Western blot、组织包埋及超薄切片、胶体金免疫电镜、SSCP-

PCR等技术就我国大麦黄花叶病基础和应用研究病原种类、血清学、细胞病理学、分子生物学、广谱抗源及其抗病育种

等领域进行了系统研究。研究了BaYMV(barley yellow mosaic virus，大麦黄花叶病毒)和BaMMV(barley mild mosaic 

virus，大麦和性花叶病毒)与5个科(属)29种线状植物病毒血清学关系，以及细胞病理学超微结构特征；首次发现中国

BaMMV的发生，明确我国大麦黄花叶病由BaYMV单独或与BaMMV复合感染之致。明确了这2种病毒在我国的分布危害

及其血清学、细胞病理学特性；完成了我国BaYMV(盐城分离物)RNA1和RNA2基因组全序列测定；鉴定了我国特有的

BaYMV 6个株系，并从分子水平揭示了BaYMV株系间的差异，阐明中国BaYMV株系与国外同种病毒的亲缘和分类关

系；建立了用一套大麦品种和分子水平检测诊断BaYMV株系的技术；从国外引进的大麦品种中筛选出对中国，日本、欧

洲BaYMV和BaMMV株系均表现为免疫的大麦新广谱抗源5个，用于BaYMV抗病育种，配杂交组合1989个，获得17个新

品系进入鉴定圃，直接利用国外优质、高产、高抗大麦品种2个，累计推广面积950万亩，社会效益近4.2亿元，有效地

控制了大麦黄花叶病在我国的蔓延和危害。在SCI杂志和国家一级学报上发表论文23篇，被国外学者引用35次，完成

BaYMV和BaMMV基因组序列测定29条，占EMBL中登录的BaYMV和BaMMV序列总数的69%。经鉴定委员会专家鉴定，

一致认为该研究达到国际同类研究领先水平。此成果获2000年度浙江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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