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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明确当前我国小麦品种（系）中抗白粉病基因的组成，利用基因推导法对来自我国主要麦区

的１０１个小麦生产品种、区试品系和高代品系进行了抗白粉病基因推导。结果表明，近一半的供试生产品种

对所有供试菌株表现感病；供试的大多数区试品系具有有效的抗白粉病基因；近１／３的高代品系含有有效的

抗白粉病基因。供试小麦生产品种和区试品系及高代品系中具有已知的抗白粉病基因主要有Ｐｍ４ｂ、Ｐｍ８、

Ｐｍ２＋Ｍｌｄ、Ｐｍ４ａ、Ｐｍ２、Ｐｍ２＋６、Ｐｍ３０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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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白粉病是一种世界性的小麦真菌病害，发病

时产量损失达５％～３４％
［１］。小麦白粉病从２０

世纪７０年代末以来在我国的发生范围不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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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程度不断加重，已成为我国小麦生产上的重

要病害之一，特别是１９９０年和１９９１年两年发生

面积均在１２００万ｈｍ２ 以上，分别造成小麦减产

１４．３８亿ｋｇ和７．７亿ｋｇ
［２］。种植抗白粉病小麦

品种能有效控制小麦白粉病，但长期单一种植某

一抗病品种会对白粉菌群体产生定向化选择，使

品种极易丧失抗性，因此明确小麦品种（系）中的

抗病基因组成，对抗病育种和品种合理布局有重

要的指导意义，抗病基因推导方法是Ｌｏｅｇｅｒｉｎｇ

（１９７１）根据Ｆｌｏｒ的基因对基因学说提出来的
［３］，

即用具有不同毒性基因的病原菌菌株接种一套已

知抗病基因的品种和供试材料，通过比较已知抗

病基因的品种和供试材料对菌株的反应来识别供

试材料中可能含有的抗病基因。该方法是一种不

需要杂交而进行基因分析的方法，操作快速简便，

能够在短期内分析较大量的材料，同时该方法不

仅能识别品种所含有的已知抗病基因，还可以分

析是否具有新的抗病基因［４］。前人利用基因推导

方法对我国小麦品种（系）的抗病基因鉴定进行了

大量研究。牛永春等［５］利用基因推导方法，并结

合品种系谱分析对我国小麦主产区河南、山东和

安徽３省的主要小麦生产品种进行了抗条锈基因

分析；周益林等［６］对４０个小麦优良品种资源进行

了抗白粉病基因的推导；袁军海等［７］利用基因推

导方法对我国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年培育的４７个小麦品

种（系）进行了抗叶锈基因研究。这些研究为小麦

抗病基因的利用和布局提供了依据。但随着新品

种的不断培育和推广，明确当前我国小麦品种

（系）中抗白粉基因的组成显得非常必要，本研究

对当前我国主要麦区的１０１个小麦生产和区试品

种（系）及高代品系中的抗白粉基因进行了基因推

导，以期为抗病小麦品种培育和病害防治提供依

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供试材料

供试小麦品种（系）为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我国主

要麦区的小麦生产品种、区试品系及高代品系，共

１０１份，其中包括３６份生产品种、２２份区试品系

和４３份高代品系，分别由湖北省农科院植保土肥

研究所、河南省农科院植保所、河北省农科院植保

所、安徽农业大学、四川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和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等单位提

供。供试的３６份小麦生产品种为近年来安徽、河

南、河北、陕西、四川和湖北等省生产大面积种植

的品种。３２个已知抗白粉病基因的品种（系）由

本课题组提供。用于鉴定的２１个已知毒性的小

麦白粉菌菌株采自我国不同的小麦生态区，为单

孢堆分离物，由中国农科院植保所保存。

１．２　试验方法

试验在中国农科院植保所温室进行，具体方

法参见向齐君等［８］的方法：将已知基因品种（系）

和供试材料播种于３６ｃｍ×２５ｃｍ×１０ｃｍ的塑料

方盒内，并以感病材料阿夫和Ｃｈａｎｃｅｌｌｏｒ为对照。

套上用铁丝架撑开的透明塑料袋以防污染，然后

在温室中培养。待第一片叶完全展开后，接种白

粉菌分生孢子，每一个菌株分别接种一套小麦寄

主［包括已知基因的品种（系）和供试材料］，待感

病对照充分发病后，按司权民等［９］的调查方法，记

载第一片叶的反应型，其中０、０；、１和２型为抗病

反应型，３和４型为感病反应型。

列出已知抗病基因品种（系）和供试材料的抗

谱，并参考品种（系）的系谱，对其进行比较分析，。

如果供试材料与某个含已知抗病基因的品种（系）

的抗谱相同或非常接近，则认为供试材料与该品

种（系）所含的抗病基因相同；复合抗病基因是通

过比较供试材料的抗谱与２个或２个以上的已知

基因品种（系）的合成抗谱的相似程度来确定的。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３６份小麦生产品种的抗白粉病基因推导

供试小麦品种（系）及已知基因品种（系）及对

供试菌株的反应分别见表１和表２［其中对２１个

供试菌株全感和抗菌株数少于１１个的具有未知

基因的供试品种（系）未列出］。由表２可知，皖麦

５３、皖麦５０、晶２７１１、冀麦２９８、郑麦９０２３、周麦

１８、矮抗 ５８、周麦 １６、豫麦 ４９、太空 ６ 号、驻

９９０２１、周麦２３、宁麦４号、郑麦３３６、陕６９、清山

７８２和兰天９号等１７个生产品种对供试的２１个

菌株全部表现感病。豫宝１号、豫农２０２、邯

６１７２、郑麦００４和陕７８等５个品种均含有抗病基

因犘犿８，其中邯６１７２、郑麦００４、陕７８除具有

犘犿８外，还含有其他抗病基因。陕垦６号、小偃

５６４、偃展４１１０、百农１６０等４个品种具有Ｐｍ４ｂ

基因，绵麦４１除含有Ｐｍ４ｂ 外，可能还有其他抗

白粉病基因。济麦２２和Ｐｍ２＋Ｍｌｄ 仅在一个菌

株上的反应有差异，认为它除含有基因Ｐｍ２＋

Ｍｌｄ 外，还可能含有其他抗白粉病基因。扬麦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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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抗谱与Ｐｍ２＋６ 的抗谱一致，推测扬麦１３具有

抗病基因Ｐｍ２＋６ 。成麦１１只对具有Ｐｍ４ａ 毒性

的部分菌株感病，因此除具有抗病基因Ｐｍ４ａ 外，

还具有其他抗白粉病基因。襄麦２９具有复合抗

病基因Ｐｍ２ 和Ｐｍ４ｂ 。另外还有５个品种具有未

知抗病基因或基因组合，其中内麦１１抗２１个供

试菌株中的２０个，郑麦３６６和襄麦２５分别抗１３

个和１１个菌株。

２．２　２２份小麦区试品系的抗白粉病基因推导

２２份小麦区试品系选自近几年区试田间成

株鉴定中表现高抗～免疫的品系。表２结果表

明，没有对供试的２１个菌株全部感病的品系。其

中ＣＡ０１７５、汶农１４具有抗病基因Ｐｍ２＋Ｍｌｄ 。

绵２００２５和轮选０１１与Ｐｍ４ｂ 的抗谱仅有一个

菌株存在差异，宁０５６９和天民６６８与Ｐｍ４ｂ 也只

有２个菌株的反应型存在差异，推测它们除具有

Ｐｍ４ｂ 外，还具有其他抗病基因。豫教０３３８除具

有Ｐｍ４ａ 抗病基因外，还具有其他抗病基因。兰

考３４是Ｐｍ２ 和Ｐｍ４ｂ 两个抗病基因聚合的小麦

品种。另外还有１４个供试区试品系具有未知的

抗病基因或基因组合，对２１个菌株全部表现抗病

的有７个（贵农００６、南农０５Ｙ６２８、金禾９１２３、绵

０６３６７、扬麦１８、豫农０４９２和ＣＡ０５５３），其中贵

农００６、南农０５Ｙ６２８、金禾９１２３、扬麦１８的抗性

可能分别来自其亲本组合中贵农２１、９２Ｒ１３７、

９２Ｒ１３７和南农Ｐ０４５携带的Ｐｍ２１ ；ＣＡ０１７５、良

星６６、山农０５０６６、中麦１５５、宝０８４、富麦１９等

６个品系均抗１３个以上的供试菌株。

表１　已知抗病基因小麦品种（系）对２１个供试白粉菌株的反应

犜犪犫犾犲１　犚犲犪犮狋犻狅狀狅犳狑犺犲犪狋犮狌犾狋犻狏犪狉狊（犾犻狀犲狊）狆狅狊狊犲狊狊犻狀犵犽狀狅狑狆狅狑犱犲狉狔犿犻犾犱犲狑狉犲狊犻狊狋犪狀犮犲犵犲狀犲狋狅

犻狀狅犮狌犾犪狋犻狅狀狑犻狋犺２１狊狋狉犪犻狀狊狅犳犅．犵狉犪犿犻狀犻狊犳．狊狆狋狉犻狋犻犮犻

品种（系）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ｌｉｎｅ

基因

Ｇｅｎｅ

小麦白粉菌菌株Ｉｓｏｌａｔｅｓｏｆ犅．犵狉犪犿犻狀犻狊ｆ．ｓｐｔｒｉｔｉｃｉ

Ｅ０１ Ｅ０２ Ｅ０３ Ｅ０５ Ｅ０６ Ｅ０７ Ｅ０９ Ｅ１１ Ｅ１３ Ｅ１５ Ｅ１６ Ｅ１７ Ｅ１８ Ｅ２０ Ｅ２１ Ｅ２３①Ｅ２３② Ｅ２６ Ｅ３０ Ｅ３１ Ｅ３２

Ａｘｍｉｎｓｔｅｒ／８ｃｃ Ｐｍ１ ４ ４ ４ ４ ０ ３ ４ ４ ２ ４ ４ ０ ４ ４ ４ ３ ４ ４ ４ ４ ４

Ｕｌｋａ／８ｃｃ Ｐｍ２ １＋０； ０； １＋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４ １＋０； ０； ４ ４ ４ ４ ０； １＋０； ０； ０； １＋０； ４

Ａｓｏｓａｎ／８ｃｃ Ｐｍ３ａ ４ ３ ０ ４ ４ ３ ０； ３ ３ ２ １＋０； ３ ４ ４ ４ ４ ４ ３ ４ ４ ４

Ｃｈｕｌ／８ｃｃ Ｐｍ３ｂ ４ ０； ４ ４ １ ２ ４ ０ ０； ２ ４ １ ４ ４ ４ ４ ４ ０ ４ ４ ４

Ｓｏｎｏｒａ／８ｃｃ Ｐｍ３ｃ ４ ４ ４ ４ ３ ４ ４ ４ ４ ２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Ｋｏｌｉｂｒｉ Ｐｍ３ｄ ３ ４ ０； ４ ３ ４ ０； ４ ４ ０； ４＋０； ４ ４ ３＋０； ４ ４＋０；３＋０；３＋０；３＋０；３＋０；３＋０；

Ｗ１５０ Ｐｍ３ｅ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３ ４ ４ ４ ４ ４

Ｍｉｃｈ．Ａｍｂｅｒ／８ｃｃ Ｐｍ３ｆ ４ ０ １ ０ ０； ２ ０； ０ ０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０ ０ ０； ０； ４ ０

Ｋｈａｐｌｉ／８ｃｃ Ｐｍ４ａ ０ ４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４ ３ ４ ４ ４ 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Ａｒｍａｄａ Ｐｍ４ｂ ０； ３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２ ３＋０； ０； ４ ４ 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Ｈｏｐｅ／８ｃｃ Ｐｍ５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Ａｑｕｉｌａ Ｐｍ５（Ｍｌｉ）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０； ０； ０； ０； ４ ４ ４ 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４

Ｃｏｋｅｒ７４７ Ｐｍ６ ４ ４ ４ ３ ３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３ ４＋０； ４ ４

ＣＩ１４１８９ Ｐｍ７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Ｋａｖｋａｚ Ｐｍ８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１

Ｗｅｍｂｌｅｙ Ｐｍ１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Ｒ４Ａ Ｐｍ１３ ３ ０； ０； ０； ０； １＋０； ０； ０； ０； １＋０；２＋０； ０； ０ １＋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Ｂｒｉｇａｎｄ Ｐｍ１６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Ａｍｉｇｏ Ｐｍ１７ ４ ２ ４ ４ １＋０； ３ ４ ２ ０； ３ ４ ０； ３ ４ ４ １ ４ １ ２ ４ １

ＸＸ１８６ Ｐｍ１９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扬麦５／Ｓｕｂ．６ｖ
Ｙａｎｇｍａｉ５／Ｓｕｂ．６ｖ

Ｐｍ２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赤牙糙 Ｃｈｉｙａｃａｏ Ｐｍ２４ １＋０；２＋０；１＋０； ３ １＋０； １ １＋０；１＋０；１＋０； ４ ０ ０； ３ ３ ３ ０； １ ２ ２＋０；２＋０；４＋０；

５Ｐ２７ Ｐｍ３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０； ０； ４ ４ 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小白冬麦

Ｘｉａｏｂａｉｄｏｎｇｍａｉ
ＰｍＸＢＤ ２＋０；３＋０；１＋０； ０； ３＋０； ４ ０； ４ ４ ２＋０；２＋０；３＋０； ０； １＋０；３＋０； ４ １＋０； ０； ０； １＋０；３＋０；

ＭａｒｉｓＨｕｎｔｓｍａｎ Ｐｍ２＋６ ０ ０ 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４ ４ ４ 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４

白免３号

Ｂａｉｍｉａｎ３
Ｐｍ４＋８ １＋０； ０ １＋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０； ４ ３＋０； ４ ４ ４ 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Ｃｏｋｅｒ９８３ Ｐｍ５＋６ ４ ３ １＋０； ３ ３ ４ ０； ４ ４ ２ ０； ４ ２＋０；２＋０； ４ ３ ２ ３ ３＋０； １ ３

ＭａｒｉｓＤｏｖｅ Ｐｍ２＋Ｍｌｄ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４ ３＋０； ４ 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４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Ｐｍ４ｂ＋Ｍｌｉ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３＋０； ４ ２＋０；３＋０； 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Ｎｏｒｍａｎｄｉｅ Ｐｍ１＋２＋９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０； ０； ０ ２＋０； ０； ０； ４ ４ 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４

阿夫 Ａｆｕ（ＣＫ） －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Ｃｈａｎｃｅｌｌｏｒ（ＣＫ） －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２．３　４３份小麦高代品系的抗白粉病基因推导

表２结果表明，供试的４３份小麦高代品系

中，０７ＣＳＣ７、９１ （２６０）３３８、Ｄ１８７、Ｄ２３０、

ＣＰ２０３８４３２、山农６３４３等６份材料具有抗病基因

Ｐｍ４ｂ ；５３０３１９对供试菌株的反应和犘犿８一致，

推测其具有犘犿８抗病基因。Ｓ０６２７８具有抗病基

因Ｐｍ３０ ；ｐ５８具有Ｐｍ４ａ 基因；ＩＢＩＳ和Ｐｍ４ａ 仅在

１个菌株的反应上有差异，因此该品系除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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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ｍ４ａ外还具有其他抗病基因。ｃｐ０１２７３１１Ｆ７

的反应型和Ｐｍ２＋６ 的一致；Ｐ６３和ＣＰ０１２７３１１

的抗谱和Ｐｍ２＋Ｍｌｄ 的相同。Ｂ０８６６的反应型和

抗病基因组合Ｐｍ２＋Ｐｍ４ｂ 的反应型一致。另外

１８个供试品系对所有供试菌株感病；７个品系可

能含有其他抗病基因或基因组合，其中有５个所

抗菌株数少于５个。

表２　供试小麦品种（系）对２１个供试白粉菌株的反应及基因推导结果

犜犪犫犾犲２　犚犲犪犮狋犻狅狀狅犳狋犲狊狋犲犱狑犺犲犪狋犮狌犾狋犻狏犪狉狊狅狉犾犻狀犲狊狋狅２１狊狋狉犪犻狀狊狅犳犅．犵狉犪犿犻狀犻狊犳．狊狆狋狉犻狋犻犮犻犪狀犱狆狅狊狋狌犾犪狋犲犱犘犿犵犲狀犲狊

品种（系）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ｌｉｎｅ

基因

Ｇｅｎｅ

小麦白粉菌菌株Ｉｓｏｌａｔｅｓｏｆ犅．犵狉犪犿犻狀犻狊ｆ．ｓｐｔｒｉｔｉｃｉ

Ｅ０１ Ｅ０２ Ｅ０３ Ｅ０５ Ｅ０６ Ｅ０７ Ｅ０９ Ｅ１１ Ｅ１３ Ｅ１５ Ｅ１６ Ｅ１７ Ｅ１８ Ｅ２０ Ｅ２１ Ｅ２３①Ｅ２３② Ｅ２６ Ｅ３０ Ｅ３１ Ｅ３２

生产品种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ｗｈｅａｔ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

陕垦６号

Ｓｈａｎｋｅｎ６ｈａｏ
Ｐｍ４ｂ ０ ３ ０ ０ １ １ ０ ０ ０ １ ４ ０； ４ ４ ４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扬麦１３
Ｙａｎｇｍａｉ１３

Ｐｍ２＋６ ０； ０； ０； ０ １＋０；１＋０；２＋０； ０； ０； ０ ０； ４ ４ ４ 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４

小偃５６４
Ｘｉａｏｙａｎ５６４

Ｐｍ４ｂ １ ４ ０ ０ ０ － ０ ０ １ ０ ４ ０； ４ ４ ４ ０ ２ ０； ０ ０ ０

绵麦４１
Ｍｉａｎｍａｉ４１

Ｐｍ４ｂ＋？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１＋０； ０； ０； ４ ４ 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豫宝１号

Ｙｕｂａｏ１ｈａｏ
Ｐｍ８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０

百农１６０
Ｂａｉｎｏｎｇ１６０

Ｐｍ４ｂ ０ ４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１ １ ３ ０； ４ ４ 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襄麦２９
Ｘｉａｎｇｍａｉ２９

Ｐｍ２＋４ｂ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０ １ ０ ２ ２ ４ ４ ４ ４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邯６１７２
Ｈａｎ６１７２

Ｐｍ８＋？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０； ４ ４ １＋０； ４ ４ ０ ４ ０；

济麦２２
Ｊｉｍａｉ２２

Ｐｍ２＋ Ｍｌｄ
＋？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０； ０； ０； ０； ０； ４＋０；１＋０； ４ ４ １＋０； ０； ０； ０； ０； ４

郑麦００４
Ｚｈｅｎｇｍａｉ００４

Ｐｍ８＋？ １＋０； ４ ４＋０；４＋０； ４ ４＋０； ４ ４ ４＋０； ３ ４ ４＋０；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１＋０；

陕７８
Ｓｈａｎ７８

Ｐｍ８＋？ ４ ４ ４ ４＋０； ４ ４＋０；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２＋０； ４ ０；

成麦１１
Ｃｈｅｎｇｍａｉ１１

Ｐｍ４ａ＋？ ０； ４ ２＋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２＋０； ４ ４＋０； ０ １＋０； ０； ０； ０； ０

内麦１１
Ｎｅｉｍａｉ１１

？ １＋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４ ０； ０； ２＋０； ０； ０ ０；

郑麦３６６
Ｚｈｅｎｇｍａｉ３６６

？ ０； ０； ０； ０ １ ３ ０； ０； １＋０； ４ ４ ３ ４ ４ ４ ０； ０； ０； １＋０； １ ０；

区试品系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ｔｅｓｔｉｎｇ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

绵２００２５
Ｍｉａｎ２００２５

Ｐｍ４ｂ＋？ ０； 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４ ４ 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豫教０３３８
Ｙｕｊｉａｏ０３３８

Ｐｍ４ａ＋？ ０； ４＋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４＋０；４＋０； ０； ４ ４＋０； 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轮选０１１
Ｌｕｎｘｕａｎ０１１

Ｐｍ４ｂ＋？ ０； 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４ ４ ４＋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ＣＡ０１７５ Ｐｍ２＋Ｍｌｄ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０； ４ ４＋０；４＋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４

兰考３４
Ｌａｎｋａｏ３４

Ｐｍ２＋４ｂ ２ ０ ０ ０ ０； ２＋０； ０ １ ０； １ ２ ４ ４ ４ 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宁０５６９
Ｎｉｎｇ０５６９

Ｐｍ４ｂ＋？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４＋０； ４ 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天民６６８
Ｔｉａｎｍｉｎｇ６６８

Ｐｍ４ｂ＋？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４ 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汶农１４
Ｗｅｎｎｏｎｇ１４

Ｐｍ２＋Ｍｌｄ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０；４＋０；４＋０；３＋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４＋０；

贵农００６
Ｇｕｉｎｏｎｇ００６

？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南农０５ｙ６２８
Ｎａｎｎｏｎｇ０５ｙ６２８

？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金禾９１２３
Ｊｉｎｈｅ９１２３

？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ＣＡ０１７５ ？ ４ ０； ０； ０； ０； １ ２ ０； ０ ０； ０； ４ ４ ４ ４ １＋０； ０； ２ ０； ２ ４

良星６６
Ｌｉａｎｇｘｉｎｇ６６

？ ０； ３＋０；３＋０；１＋０； ４ ０； ０； １＋０； ０； ０； ０； ４ ４＋０； ４ ４ １＋０；２＋０； ０； ０； ０； ４

绵０６３６７
Ｍｉａｎ０６３６７

？ 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０； ０ １＋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２＋０；

杨麦１８
Ｙａｎｇｍａｉ１８

？ １＋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０； ０； １＋０； ０； ０； １＋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０；１＋０；２＋０；

山农０５０６６
Ｓｈａｎｎｏｎｇ０５０６６

？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０； ４ ０； ０； ０； ４＋０；４＋０； ４ ４＋０； ０； ０； ０； ０； ０；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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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品种（系）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ｌｉｎｅ

基因

Ｇｅｎｅ

小麦白粉菌菌株Ｉｓｏｌａｔｅｓｏｆ犅．犵狉犪犿犻狀犻狊ｆ．ｓｐｔｒｉｔｉｃｉ

Ｅ０１ Ｅ０２ Ｅ０３ Ｅ０５ Ｅ０６ Ｅ０７ Ｅ０９ Ｅ１１ Ｅ１３ Ｅ１５ Ｅ１６ Ｅ１７ Ｅ１８ Ｅ２０ Ｅ２１ Ｅ２３①Ｅ２３② Ｅ２６ Ｅ３０ Ｅ３１ Ｅ３２

中麦１５５
Ｚｈｏｎｇｍａｉ１５５

？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０； ０； ０； ０； ０； ３＋０；４＋０；３＋０； 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４

宝０８４
Ｂａｏ０８４

？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０； ０； ４＋０；３＋０； ４ ４＋０； ０； ０； ０； ０； ０；３＋０；

富麦１９
Ｆｕｍａｉ１９

？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４＋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豫农０４９２
Ｙｕｎｏｎｇ０４９２

？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ＣＡ０５５３ ？ ２＋０； ０； ０； ０； ２＋０； ０； ０； ０； ２＋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０； ０； １＋０； ０； １＋０；２＋０；

高代品系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ｌｉｎｅｓ

０７ＣＳＣ７ Ｐｍ４ｂ １ ４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０ １ ３ ０； ４ ４ ４ １ ０ ０ １ ０ ０

９１（２６０）３３８ Ｐｍ４ｂ ０； ３＋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１＋０；２＋０；１＋０；４＋０； ０； ３＋０；３＋０；３＋０； ０； ０； ２＋０； ０； １＋０；１＋０；

Ｓ０６２７８ Ｐｍ３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 ３ － ３ ４ ３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ｐ５８ Ｐｍ４ａ ２ ４ ０ １＋０； ０ ２＋０； １ ０； １ ４ ４ ２ ４ ４ ４＋０； ０； ２ ０； ０ ３ ０；

Ｄ１８７ Ｐｍ４ｂ ０ 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４ ０ ４ ４ ４ ０ ０； ０； ０； １＋０；０；

Ｄ２３０ Ｐｍ４ｂ ０ ４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４ ０ ４ ４ 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Ｐ６３ Ｐｍ２＋Ｍｌｄ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４ ４ ３＋０；３＋０； ０； ０； ０； ０； ０；３＋０；

ＣＰ０１２７３１１ Ｐｍ２＋Ｍｌｄ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０； ０； ０； ０； ０； ４＋０； ４ ４＋０； ４ ０； ０； ０； ０； ０；４＋０；

ＣＰ２０３８４３２ Ｐｍ４ｂ ０ ３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４ ０； ４ ３ 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山农６３４３
Ｓｈａｎｎｏｎｇ６３４３

Ｐｍ４ｂ １＋０； ３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２ ４＋０； ０； ４ ４ ４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５３０３１９ Ｐｍ８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０； ４ ４ ４ ４＋０；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０；

Ｂ０８６６ Ｐｍ２＋４ｂ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１ ０ ２＋０；２＋０； ４ ４ ４ 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ＣＰ０１２７３１１ Ｐｍ２＋６ １＋０； ０； ０； ０； １＋０； ０； ０； ０； ２＋０； ０ ０； ４ ４ ４ 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４

ＩＢＩＳ Ｐｍ４ａ＋？ １＋０； ０ ０； ０； ２＋０；２＋０； ０； ２＋０； ０； ０； ０； ２＋０； ４ ３＋０； 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Ｄ２３２ ？ ０ ０； ０； ０ １＋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１＋０；

ＳＳＡＹＨ ？ ０ ０ ０ ０ ２ ４＋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１ ０ １＋０； ０ ２ ２ ３＋０； ０ ２ ０

　　对供试菌株全部感病及部分含有未知抗病基因的小麦品种（系）（抗菌株数＜１１）未在表中列出；＂？＂表示未知基因或基因组合。

Ｗｈｅａｔ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ｌｉｎｅｓ）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ｌｅｔｏａｌｌｔｗｅｎｔｙｏｎｅｉｓｏｌａｔｅｓｏｆ犅．犵狉犪犿犻狀犻狊ｆ．ｓｐ．狋狉犻狋犻犮犻ｏｒｃａｒｒｙｉｎｇｕｎｋｎｏｗｎ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ｇｅｎｅｓ（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ｉｓｏｌａｔｅｓ＜１１）ａｒｅｎｏｔｌｉｓｔｅｄｉｎｔｈｅ

ｔａｂｌ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ａｎｕｎｋｎｏｗｎｇｅｎｅｏｒｇｅｎ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３　讨 论

培育、推广并合理布局抗病品种是控制小麦

白粉病发生和危害最有效的措施，了解品种（系）

中抗病基因的组成是品种培育、布局及轮换的基

础。本研究结果表明，供试的３６份小麦生产品种

中有１７个不含抗白粉基因，同时还有５个含有

犘犿８基因。犘犿８在我国小麦生产上已丧失抗性，

这表明当前我国主要麦区生产品种中大多不含有

效抗白粉基因，急需选育抗病新品种。尽管供试

生产品种中推导出的已知抗病基因还有Ｐｍ４ａ、

Ｐｍ４ｂ 、Ｐｍ２＋Ｍｌｄ 、Ｐｍ２＋６ 等，但以Ｐｍ４ｂ 占多

数，Ｐｍ４ｂ 毒性频率近几年度有明显的上升

（２００５、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和２００８年度分别为８．３７％、

２９．０１％、２０．６８％和２５．１０％，数据未发表），因此

在生产上注意慎用。Ｐｍ２＋６ 和Ｐｍ２＋Ｍｌｄ 在我

国仍然保持很好的抗性，推荐使用，同时应注意合

理布局避免抗性丧失。

近年来本课题组每年对全国区试品系成株抗

白粉病鉴定的结果发现，尽管大部分品系均为感

病品种，但也有高抗以上的品系，其中全免疫的品

系占鉴定品种的５％左右，这说明育种家已开始

重视抗白粉病的品种选育工作，本研究对区试鉴

定中表现好的２２个区试品系基因推导的结果表

明，７个能抵抗所有供试菌株，另外１４份具有有

效的抗白粉病基因，包括Ｐｍ２、Ｐｍ４ａ、Ｐｍ４ｂ 、

Ｐｍ２＋Ｍｌｄ 和其他未知基因或基因组合，应加快

这些品种在生产上的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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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试高代品系中，仅有近１／３的品系含有有

效的 抗 白 粉 基 因，包 括Ｐｍ２、Ｐｍ４ａ、Ｐｍ４ｂ 、

Ｐｍ３０ 、Ｐｍ２＋Ｍｌｄ 、Ｐｍ２＋６ 和其他未知基因或

基因组合，这表明当前我国白粉病抗病育种形势

仍比较严峻，抗白粉后备品种（系）比较少，抗病品

种培育仍需加强，并注意抗病基因的多样化及多

基因抗病品种的培育。

基因推导法是目前小麦抗病基因鉴定中比较

常用的方法，但是该方法对供试菌株的鉴别能力

要求较高，供试材料的遗传背景、实验环境条件和

人为调查误差都能影响基因推导结果的准确

性［５］。在国内外已正式命名的来自３９个位点的

５５个小麦白粉病抗病基因中，有３０个已开发了

连锁的分子标记［１１］，这为利用分子标记检测小麦

白粉病抗病基因提供了基础，将基因推导和分子

标记相结合，将大大提高品种（系）抗白粉基因鉴

定结果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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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李春鑫，许为钢．小麦白粉病抗病基因分子标记开发及应用

研究进展［Ｊ］．中国农学通报，２００９，２５（１０）：

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

５３５８．

欢迎订阅２０１１年《中国农业科学》中、英文版

　　《中国农业科学》中、英文版由农业部主管、中国农业科学院主办。主要刊登农牧业基础科学和应用基础科学研究论

文、综述、简报等。设有作物遗传育种；耕作栽培·生理生化；植物保护；土壤肥料·节水灌溉·农业生态环境；园艺；园

林；贮藏·保鲜·加工；畜牧·兽医等栏目。读者对象是国内外农业科研院（所）、农业大专院校的科研、教学人员。

《中国农业科学》中文版影响因子、总被引频次连续多年居全国农业科技期刊最前列或前列位次。１９９９年起连续１０

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学术期刊专项基金”资助；２００１年入选中国期刊方阵双高期刊；１９９９年获“首届国家期刊

奖”，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年获“第二、三届国家期刊奖提名奖”；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连续荣获第四、五届全国农业优秀期刊特等奖；２００１

年起６次被中信所授予“百种中国杰出学术期刊”称号；２００８年获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精品科技期刊”称号，及武汉大

学中国科学评价中心“权威期刊”称号。在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２００８年版）》中位居“农业综合类核心期刊

表”首位。２０１０年１月起中文版改为半月刊，将有更多最新农业科研成果通过《中国农业科学》及时报道。

《中国农业科学》英文版（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２００２年创刊，２００６年１月起正式与国际著名出版集团

Ｅｌｓｅｖｉｅｒ合作，海外发行由Ｅｌｓｅｖｉｅｒ全面代理，全文数据在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ｉｒｅｃｔ平台面向世界发行。２０１０年１月起英文版页码

增至１６０页。２０１０年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ａ被ＳＣＩＥ收录。

《中国农业科学》中文版大１６开，每月１、１６日出版，国内外公开发行。每期２２４页，定价４９．５０元，全年定价

１１８８．００元，国内统一刊号：ＣＮ１１１３２８／Ｓ，国际标准刊号：ＩＳＳＮ０５７８１７５２，邮发代号：２１３８，国外代号：ＢＭ４３。

《中国农业科学》英文版大１６开，每月２０日出版，国内外公开发行。每期１６０页，国内订价３６．００元，全年４３２．００

元，国内统一刊号：ＣＮ１１４７２０／Ｓ，国际标准刊号：ＩＳＳＮ１６７１２９２７，邮发代号：２８５１，国外代号：１５９１Ｍ。

邮　编：１０００８１；地址：北京 中关村南大街１２号《中国农业科学》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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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９·第５期　　　　　　　　　曹学仁等：我国主要麦区１０１个小麦品种（系）的抗白粉病基因推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