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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 2 2 和 2 2 个稻瘟病菌系接种 用累积分布曲线法对三磅七十箩 !魔王谷和毫乃焕与丽江新

团黑谷的杂交 ƒ !ƒ ! ≤ 群体进行了抗病基因的遗传分析 ∀发现毫乃焕对菌系 2 2 的抗性由 对显性基因控

制 对基因对另 对基因有抑制作用 魔王谷对稻瘟病菌 2 2 的抗性受 对显性基因控制 三磅七十箩对菌系

2 2 ≤ 的抗性由 对隐性基因控制 首次发现三磅七十箩对稻瘟病的抗性由 对隐性基因控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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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稻瘟病 Μαγναπορτηε γρισεα 是稻作生产上危

害最严重的病害 各国研究人员都不遗余力地研究

其发病机制 !抗瘟性遗传机制 ∀日本最早开展稻瘟

病遗传研究 ∀佐佐木 分析了水稻品种剑的抗

性遗传 发现 ƒ 表现抗病 ƒ 表现分离 抗感比例

为 Β 首先发现抗瘟性符合孟德尔的遗传规律≈ ∀

山崎和清泽对日本主要品种进行抗病性分类 发现

并命名了籼 !粳稻中的 个抗病基因≈ ∀ ∂ 2

× 报道了水稻品种 对美国小

种 和 的抗性由 对显性基因支配 并命名

为 ° ≈ ∀ • 命名了 ° !° !≤° !≤° ¬!

≥° ! ° 等 对基因≈ ∀与国外相比 中国开展

稻瘟病的研究工作较晚 ∀凌忠专与清泽茂久合作

用 个日本菌系 !菲律宾菌系和一些突变菌

系 推断了我国 个籼 !粳稻品种的抗病基因 确

定了其中 个品种具有未知的抗病基因 个品

种具有 °2 基因 个品种具有 °2 基因 个品种

具有 °2 基因 个品种具有 ° 2 个品种具有

°2 !° 2 个品种具有 ° 2 !°2 个品种具有 ° 2
≈ ∀另外 凌忠专 !段永嘉 !朱有勇和刘二明等人

分别研究了部分云南地方稻种对稻瘟病的抗病性遗

传≈ ∀

但是 带有主效基因的抗病品种往往在种植

∗ 年后 由于稻瘟病菌小种的改变 由抗病变为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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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 导致产量的大幅度下降 ∀因此 发掘和利用新的

抗病基因或具微效基因的品种是抗病育种的目标和

任务 ∀云南省拥有丰富的稻种资源 收集 !保存了近

份地方稻种资源 约占全国稻种资源总数的

∀古老的地方品种中 有连续种植了近百年历

史的品种 加之云南省稻瘟病菌生理小种复杂多样

这些地方品种经过与病原菌的协同进化 抗性信息

流强度较大 蕴藏着新的抗病基因和持久多抗资源 ∀

发掘和研究这些抗病基因 为将来把这些新的抗病

基因转入生产品种中 对提高生产品种的抗病性将

起重要作用 ∀

1  材料与方法

1 1  抗病遗传分析群体的配制

个抗病亲本魔王谷 !三磅七十箩 !毫乃焕与普

感稻瘟病的品种丽江新团黑谷杂交 配制成 ƒ !ƒ !

≤ 群体 ∀

1 2  供试菌株

来自于云南省的 2 2 和 2 2 个稻瘟病

菌系 ∀

1 3  播种及育苗

供试品种浸种催芽穴播于 ≅ ≅

的育秧盘中 每个亲本播 粒 次重复 杂

交 ƒ 群体用 个系统 每个系统播 行 每行播

粒种子 平均播在 个育秧盘中 同时播同一杂

交组合材料的 ƒ !ƒ ! ≤ ∀育秧盘四周播 行感病

对照品种丽江新团黑谷 ∀每个世代群体间播 行抗

病亲本 行感病对照品种丽江新团黑谷 ∀待秧苗

长至两叶一心时 每盘浇施尿素 ∗ ∀

1 4  菌株培养及接种鉴定

菌株的培养按常规方法进行 ∀当秧苗长至

叶期 洗脱孢子 配制成孢子浓度为 ∗ 个孢

子 倍视野的孢子悬浮液 喷雾接种 每盘秧苗

接种 ∀ 接种后保温 ε 保湿 接种

后 待感病的对照品种丽江新团黑谷充分发病后开

始调查记载 ∀按国际统一分级标准分为 ∗ 级调

查记载病情 ∗ 级为抗病 ∗ 级为中抗

级以上为感 ≥ ∀

2  结果与分析

2 1  杂交亲本 !ƒ1 !ƒ2 和 ≤1 群体的抗性鉴定和遗

传分析

从表 的试验结果可知 云南地方品种中 抗病

亲本魔王谷对菌系 2 2 表现为抗 感病亲本丽

江新团黑谷对菌系 2 2 表现为感 ∀它们的杂交

ƒ 代 株对菌系 2 2 全部表现为抗 杂交 ƒ

群体出现分离 抗病株为 株 感病株 株 经

卡方检验 Π介于 ∗ 符合 Β 的分离比

例 由 对显性纯合基因控制 在 ƒ 和丽江新团黑

谷的回交 ≤ 群体中 株表现为感病 株表现

为抗病 经卡方检验 °介于 ∗ 符合 对

显性纯合基因控制的遗传 ∀

抗病亲本三磅七十箩 株对菌系 2 2 ≤ 表

现为抗 感病亲本丽江新团黑谷对菌系 2 2 ≤ 表

现为高感 ∀它们的杂交 ƒ 代 株对菌系 2 2 ≤

全部表现为感 杂交 ƒ 群体出现分离 感病株

株 抗病株为 株 经卡方检验 Π 在 ∗

符合 Β 的比例 在 ƒ 和丽江新团黑谷的回

表 1  3 个高抗稻瘟病品种与普感病品种丽江新团黑谷杂后代 ƒ1 !ƒ2 和 ≤1 群体的抗性遗传分析

×  ƒ ƒ ≤ ∏ √ ≠∏ √ ¬ ∏ ∏

组合
≤

菌系
≥

菌系反应

亲本
°

杂交后代群体
∏

° °
世代

≥ ×

期望比
∞¬ ς Π

丽江新团黑谷 ° 2 2 ≤ ƒ

三磅七十箩 ° ≥ ƒ Β ∗
¬ ∏ ∏ ≤ Β

≥ ∏
丽江新团黑谷 ° 2 2 ƒ

魔王谷 ° ≥ ƒ Β ∗
¬ ∏ ∏ ≤ Β ∗

∏
丽江新团黑谷 ° 2 2 ƒ

毫乃焕 ° ≥ ƒ Β ∗
¬ ∏ ∏

∏

° 抗病亲本 ∏ ° 丽江新团黑谷 ¬ ∏ ∏ 抗病 ≥ 感病 ≥∏ × × ≤ 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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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 群体中 没有出现抗病个体 株全部表现

为感病 符合 对隐性基因控制的遗传 ∀抗病亲本

毫乃焕对菌系 2 2 表现为抗 感病亲本丽江新

团黑谷对菌系 2 2 表现为感 ∀它们的杂交 ƒ 代

株对菌系 2 2 全部表现为抗 杂交 ƒ 群体出

现分离 感病株 株 抗病株为 株 总数为

株 期望比为 Β 经卡方检验 Π介于 ∗

符合 对显性基因控制的遗传 对基因对另

对基因有抑制作用 ∀

2 2  丽江新团黑谷 三磅七十箩 ƒ3 系统累积分布

曲线

图 和表 是丽江新团黑谷 三磅七十箩 套

ƒ 系统用 2 2 ≤ 菌系接种的 观察频率和

观察累积分布曲线 ∀图中观察曲线与 基因型理

论曲线的最大差值为 查阅 ∂2

≥ ∂ 表 可知观察曲线和理论曲线在统计学

上无差异 ∀这就是说 印证了三磅七十箩对菌系 2

2 ≤ 的抗性是由 对隐性基因控制 ∀

2 3  丽江新团黑谷 魔王谷 ƒ3 系统累积分布曲线

图 是丽江新团黑谷 魔王谷 ƒ 群体用菌系

2 2 接种的 ≥ 观察频率和观察累积分布曲

线 ∀ 它与 基因型理论曲线的最大差值为

查阅 ∂2≥ ∂ 表 观察

曲线和理论曲线无差异 即魔王谷对稻瘟病菌 2 2

的抗性是受 对显性基因控制 ∀

图 1  丽江新团黑谷 三磅七十箩 ƒ3 系统累积分布曲线

ƒ  ≤∏ ∏ √ ∏ ∏√ ¬ ∏ ∏ ≥ ∏ ƒ ∏

表 2  丽江新团黑谷 三磅七十箩 ƒ3 系统累积分布值

×  ≤∏ ∏ √ ∏ √ ∏ ¬ ∏ ∏ ≥ ∏ ƒ ∏

感病株
≥∏

√ ∏

观察累积频率
√ ∏ ∏ √

∏

理论累积频率
∞¬ ∏ ∏ √

∏

观察系统频率
√ ∏

∏

理论系统频率
∞¬ ∏

∏

系统数
° ∏

总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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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丽江新团黑谷 魔王谷 ƒ3 系统累积分布曲线

ƒ  ≤∏ ∏ √ ∏ ∏√ ¬ ∏ ∏ ∏ƒ ∏

表 3  丽江新团黑谷 魔王谷 ƒ3 系统累积分布值

×  ≤∏ ∏ √ ∏ √ ∏ ¬ ∏ ∏ ∏ƒ ∏

感病株
≥∏

√ ∏

观察累积频率
√ ∏ ∏ √

∏

理论累积频率
∞¬ ∏ ∏ √

∏

观察系统频率
√ ∏

∏

理论系统频率
∞¬ ∏

∏

系统数
° ∏

合计 ×

3  讨论
三磅七十箩 !魔王谷 !毫乃焕等 个云南地方稻

种是经多年多点田间 !室内自然接种和人工接种等

鉴定出来的高抗稻瘟病的品种 ∀因此 我们采用这

个品种与广谱感稻瘟病品种丽江新团黑谷进行杂

交 配制 套具亲本 !ƒ !ƒ !ƒ ! ≤ 的抗病遗传分

析群体 通过用 个稻瘟病菌系 2 2 和 2 2 ≤

对这 套群体室内接种鉴定 发现毫乃焕 丽江新团

黑谷群体对菌系 2 2 的抗性表现为受 对显性

基因控制 对基因对另 对基因有抑制作用 但由

于毫乃焕 丽江新团黑谷的组合缺少 ƒ 和 ≤ 群

体 上述结果只能单凭 ƒ 群体推断 ∀而魔王谷 丽

江新团黑谷与三磅七十箩 丽江新团黑谷的 ƒ !ƒ !

≤ 群体分别对所接种的菌系的抗性都表现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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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王谷对稻瘟病菌 2 2 的抗性是受 对显性基

因控制 三磅七十箩对菌系 2 2 ≤ 的抗性是由

对隐性基因控制 并且首次发现三磅七十箩对稻瘟

病的抗性是由 对隐性基因控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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