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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早熟禾品种在北京地区对

褐斑病的抗性评价

王跃栋!刘自学!苏爱莲
#北京克劳沃草业技术开发中心"北京

!'''(#

$

摘要!采用田间目测法对草地早熟禾"

!"#

$

%#&'()*)

#

8!

个品种的抗病性进行评价$结果表明!不同品种"系#对褐

斑病"

+,*-".&"(*#)"/#(*

#的抗性有较明显差异!抗病程度分别从高感到高抗!其中有
#

个品种的相对抗病指数与

隶属函数值均在
'7"'

!

!7''

!属褐斑病高抗%有
$

个的相对抗病指数与隶属函数值在
'79'

!

'7"'

!属于褐斑病中

抗%有
!

个的相对抗病指数与隶属函数值在
'78'

!

'79'

!属褐斑病感病%有
#

个的相对抗病指数与隶属函数值在

'7!'

!

'78'

!属褐斑病中感%有
8

个的相对抗病指数与隶属函数值在
'7!'

以下!属褐斑病高感%有
8

个品种由于

评价结果不一致尚不确定其抗病等级$

关键词!草地早熟禾%褐斑病%抗性评价

中图分类号!

09:'7:

%

0:897:

!!!

文献标识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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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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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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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坪是园林绿化的主要地面植物"发挥着美化

环境&保持水土&净化空气和消减噪音等功能'随着

我国生态建设的快速发展"草坪的品种日益增多"种

植面积不断扩大"草坪草褐斑病#

+,*-".&"(*#)"/#0

(*

$的发生也日趋严重(

!

)

'北京地区主要种植的是

冷季型草坪草"由于这类草坪不耐高温"特别是在炎

热的夏季"抵抗能力下降"病虫害较多(

!

)

'褐斑病是

草坪草的主要病害"严重影响草坪的观赏和利用'

草地早熟禾#

!"#

$

%#&'()*)

$是禾本科早熟禾属多年

生根茎型草本植物"根茎繁殖力强"再生性好"具有

生长年限长&草质细软&颜色光亮鲜绿&绿期长等优

点"适合用于公园&庭院&学校等公共场所作观赏草

坪的建植"它具有很强的抗寒性(

(;9

)

'

本试验通过对多个草地早熟禾品种#系$在北京

地区的种植比较试验"利用该地区的高温&高湿条件

评价多个草地早熟禾种质资源的抗病性"旨在为草地

早熟禾种质的应用和抗褐斑病育种技术提供依据"为

草坪草的品种选择和病虫害管理提供理论依据'

!

!

材料与方法

!7!

试验区自然条件与试验地概况
!

试验在

北京克劳沃草业技术开发中心顺义加工基地进行'

基地地处北京顺义区西北方向"地势平坦&开阔"光

照通风条件良好'顺义区位于北京市东北郊"地处

:'<''=

!

:'<!&=3

"

!!$<(&=

!

!!$<9&=2

"典型的暖温

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受冬&夏季风影响"形成

春季干旱多风"夏季炎热多雨"秋季天高气爽"冬季

寒冷干燥的气候特征"年平均温度
&

!

!(>

"全年无

霜期
!#'

!

(''?

"

#

!'>

年积温
:(''>

*

?

%年降

水量
$''@@

左右"

"9A

集中在夏季'试验区土壤

为中 壤 土"速 效 氮
997$ @

B

!

C

B

"速 效 磷
!'7#

@

B

!

C

B

"速效钾
!8879@

B

!

C

B

"有机质
(7'"A

"土壤

D

E

值
"7$9

"容重
!799

B

!

F@

8

"土壤田间最大持水量

为
(:79"A

'

!7"

试验材料
!

试验材料为草地早熟禾"共
8!

个

品种"分别为
*.0E

&

-+G+0H

&优异&蓝宝&蓝狐&

解放者&午夜&

,0.3+G,

&斯达&公园&陆虎&

)2*;

I2-,1J3

&奖品&金钱豹&午夜
#

&蓝月&洁泥&新歌

莱德&雪狼&橄榄球
#

&使命&蓝鸟&蓝孔雀&蓝钻&阿

比&

-/2+*K+,2*

&抢手股&亚泰兰泰斯&蓝宝石&

超级歌莱德&纳苏'试验材料由北京克劳沃草业技

术开发中心提供"其纯净度和发芽率符合国际种子

质量认证标准#纯净度
$

#&A

"发芽率
$

&9A

$'

!7#

试验方法

!7#7!

田间设计
!

采用自然病圃法鉴定'试验于

(''#

年在北京克劳沃草业技术开发中心顺义基地

进行'试验小区采用随机区组排列"

8

次重复"小区

面积为
(@L8@

'

!7#7"

病害调查方法
!

在草坪发病最严重的
"%#

"

收稿日期+

('!';!(;!9

!!

接受日期+

('!!;'";!!

基金项目+全国牧草种质资源保存与利用项目#

'"':'!

$

作者简介+王跃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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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进行"每个品种
8

次重复"每个小区病害调查方法

采用五点取样法(

$;&

)

"每点随机调查
('

株"共
!''

株"计算最终发病率'

最终发病率
[

平均小区发病株数
平均小区调查总株数L!''A

'

!7#7#

评价方法
!

抗病性评价分别采用聚类分析

法&相对抗病指数法和隶属函数法(

$;#

)

'聚类分析以

发病率为指标"采用
\

型分析"聚类距离为欧氏距

离"聚类方法为最短距离法'抗病程度类型划分见

表
!

"抗病类型分为高抗&中抗&感病&中感&高感
9

类"草地早熟禾抗病性分级标准及评价方法见表
!

'

相对抗病指数
[!%

所测品种最终平均发病率
发病最重品种最终平均发病率

%

隶属函数法
+

#

1

&

$

[!%

1

*

%1

@N]

1

@MU

%1

@N]

'

式中"

1

&

为最终平均发病率测定值%

1

@MU

&

1

@N]

为参

试材料发病率最终测定值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表
!

!

抗病性评价等级

等级 相对抗病指数#

1

$ 隶属函数平均值#

*

$ 指标

%

'7"'

%

1

%

!7'' '7"'

%

*

%

!7''

高抗#

E*

$

#

'79'

%

1

&

'7"' '79'

%

*

&

'7"'

中抗#

G*

$

&

'78'

%

1

&

'79' '78'

%

*

&

'79'

感病#

0

$

!

'

'7!'

%

1

&

'78' '7!'

%

*

&

'78'

中感#

G0

$

(

1

&

'7!' *

&

'7!'

高感#

E0

$

!7$

数据处理
!

运用
)̂087'!

对统计数据进行

显著性分析&多重比较和聚类分析'

"

!

结果与分析

"7!

草坪草的感病情况分析
!

从观测结果可以

看出"不同品种的草坪草抗病性存在明显差异"且同

一品种不同时间的抗病性也存在差异#表
(

$'在草

地早熟禾整个生育期中"从
(''#

年
$

月开始"草地

早熟禾部分品种的草坪草出现褐色梭形&长条形病

斑"初期病斑内部呈青灰色水浸状"边缘呈红褐色"

#

月份草地早熟禾感病植株最多"但新感病植株明显

减少'表明在每年的
$%#

月"平均气温在
!9>

以

上"为褐斑病的易发时期'

对北京地区草地早熟禾不同时间发病情况调查

数据进行显著性检验"经检验"显著性水平为
!

&

'7'!

"表明草地早熟禾在夏秋季节褐斑病发病率存

在极显著差异"发病情况随季节的变化而变化"即褐

斑病发病率受夏秋季节变化的影响较大"从
$

月底

到
#

月初"草坪草褐斑病发病呈上升趋势"

#

月中旬

表
"

!

草地早熟禾褐斑病发病情况统计

品种
平均感病植株#株$

"

月
&

月
#

月

*.0E :788-F &788_V !97''+M

-+G+0H '7'' '7'' 97$"+M

优异
&7$"-F !9788_V (:7$"+M

蓝狐
"788-F !'7$"_V ('788+M

解放者
&7$"_V #7''_V ((788+M

午夜
:788-F 97$"_V &788+M

,0.3+G1 $788-F &788_V !97''+M

斯达
8#7$"-F :"7$"_V 9"7''+M

公园
8&788+M 8$7$"+_V 8#788+M

陆虎
9:7$"-F "$788_V &:7$"+M

)2*I2-,1J3 '7'' !7$"_V $7$"+M

奖品
!$7''-F $"7''_V &$7''+M

金钱豹
!&7$"-F &'788_V &"7''+M

午夜
#

$788-F ((7$"_V "&7''+M

蓝月
&7''-F 8(788_V 8$7$"+M

洁泥
!!788_V :!7''+M :87''+M

新歌莱德
(!7$"_V 8!788+M 88788+M

雪狼
(&7''-F 8&7$"_V :87''+M

橄榄球
#

:788-F "7''_V #7$"+M

使命
#7$"-F 8:7''_V :87''+M

蓝鸟
!97$"-F $&7''_V &$788+M

蓝孔雀
!:7''-F 9#7''_V &$788+M

蓝钻
!:7$"-F $9788_V &'7$"+M

阿比
(8788-F "$788+_V "#788+M

-/2+*K+,2* (!788-F "8788_V #:788+M

抢手股
!#7$"-F $"7''_V #87''+M

亚泰兰泰斯
(!788-F &&788_V #9788+M

蓝宝石
!$7$"-F 9'7$"_V "$7$"+M

超级歌莱德
#7''-F :$788_V ""7$"+M

蓝宝
:'7$"-F &'788_V &97$"+M

纳苏
!&788-F $(7$"_V &(788+M

!

注+同行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

&

'2'9

$"不同大

写字母表示差异极显著#

!

&

'7'!

$'

之后随着天气逐渐转凉"温度下降"草坪草褐斑病发

病率也随之降低'

"7"

抗病性评价

"7"7!

相对抗病指数法
!

品种间草坪草褐斑病发病

率存在显著差异#

!

&

'7'9

$"相对抗病指数在

'7"'

%

1

%

!7''

的
#

个品种"分别为
*E0E

&

-+;

G+0H

&优异&蓝狐&解放者&午夜&

,0.3+G1

&

)2*I2-,1J3

和橄榄球
#

#表
8

&表
:

$"其
#

个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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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种间的差异不显著#

!

$

'7'9

$%相对抗病指数在

'79'

%

1

&

'7"'

的品种有
$

个"分别为公园&蓝月&洁

泥&新歌莱德&雪狼和使命"其
$

个品种间差异也不

显著%相对抗病指数在
'7!'

%

1

&

'78'

的品种有
#

个"分别为陆虎&奖品&午夜
#

&蓝钻&阿比&蓝宝石&

超级格莱德&蓝宝和纳苏"其
#

个品种间的差异也不

显著%相对抗病指数
1

&

'7!'

的品种有
$

个"分别为

金钱豹&蓝鸟&蓝孔雀&

-/2+*K+,2*

&抢手股和

亚泰兰泰斯"

$

个品种间的发病率差异不显著'

表
#

!

草地早熟禾褐斑病评价鉴定

品种
总调查株数中最终感病植株数#株$

小区
!

小区
(

小区
8

平均

最终发病

率#

A

$

*.0E !9 (' !' !97'' !97''Ỳ

-+G+0H 9 : & 97$" 97$"̀

优异
!9 (9 8: (:7$" (:7$"Ỳ

蓝狐
!' (# (( ('788 ('788Ỳ

解放者
!' :9 !( ((788 ((788Ỳ

午夜
$ !' # &788 &788Ỳ

,0.3+G1 !9 !' (' !97'' !97''Ỳ

斯达
8' :9 #$ 9"7'' 9"7''MVF?Y

公园
$ !9 #" 8#788 8#788VF?Y

陆虎
$" #' #" &:7$" &:7$"MVF

)2*I2-,1J3 (' ' ' $7$" $7$"̀

奖品
"9 &# #: &$7'' &$7''MV

金钱豹
#( #: "9 &"7'' &"7''MV

午夜
#

&& "$ "' "&7'' "&7''MVF?

蓝月
#: !' $ 8$7$" 8$7$"F?Ỳ

洁泥
(' ($ &8 :87'' :87''VF?Y

新歌莱德
!' &: $ 88788 88788?Ỳ

雪狼
(' #" !( :87'' :87''VF?Y

橄榄球
#

$ & !9 #7$" #7$"Ỳ

使命
#$ # (: :87'' :87''VF?Ỳ

蓝鸟
#: &# "$ &$788 &$788MV

蓝孔雀
#: #' "9 &$788 &$788MV

蓝钻
#9 &# 9& &'7$" &'7$"MVF?

阿比
#( #& :& "#788 "#788MVF?

-/2+*K+,2* #: !'' &# #:788 #:788M

抢手股
!'' #: &9 #87'' #87''M

亚泰兰泰斯
#( #: !'' #9788 #9788M

蓝宝石
9: !'' "$ "$7$" "$7$"MVF?

超级歌莱德
:9 #9 #8 ""7$" ""7$"MVF?

蓝宝
$9 #9 #" &97$" &97$"MV

纳苏
#: 9$ #" &(788 &(788MVF

!

注+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

&

'7'9

$'

表
$

!

草地早熟禾抗褐斑病抗性评价

品种
相对抗病

指数#

1

$

抗病

等级

隶属函

数值#

*

$

抗病

等级

*.0E '7&:

高抗
'7#'

高抗

-+G+0H '7#:

高抗
!7''

高抗

优异
'7":

高抗
'7"#

高抗

蓝狐
'7"#

高抗
'7&:

高抗

解放者
'7""

高抗
'7&!

高抗

午夜
'7#!

高抗
'7#"

高抗

,0.3+G1 '7&:

高抗
'7#'

高抗

斯达
'7:'

感病
'7:8

感病

公园
'79#

中抗
'7$(

中抗

陆虎
'7!!

中感
'7!(

中感

)2*I2-,1J3 '7#8

高抗
'7##

高抗

奖品
'7!'

中感
'7!'

中感

金钱豹
'7'#

高感
'7'#

高感

午夜
#

'7!&

中感
'7!#

中感

蓝月
'7$(

中抗
'7$9

中抗

洁泥
'799

中抗
'79&

中抗

新歌莱德
'7$9

中抗
'7$#

中抗

雪狼
'799

中抗
'79&

中抗

橄榄球
#

'7#'

高抗
'7#$

高抗

使命
'799

中抗
'79&

中抗

蓝鸟
'7'#

高感
'7!'

中感

蓝孔雀
'7'#

高感
'7!'

中感

蓝钻
'7!9

中感
'7!$

中感

阿比
'7!"

中感
'7!&

中感

-/2+*K+,2* '7'!

高感
'7'!

高感

抢手股
'7'(

高感
'7'8

高感

亚泰兰泰斯
'7''

高感
'7''

高感

蓝宝石
'7('

中感
'7(!

中感

超级歌莱德
'7!#

中感
'7('

中感

蓝宝
'7!'

中感
'7!!

中感

纳苏
'7!:

中感
'7!:

中感

!!

由发病率显著性分析结果可知"相对抗病指数

在
'7"'

%

1

%

!7''

的
#

个品种与相对抗病指数

'79'

%

1

&

'7"'

的
$

个品种各品种间的发病率差异

不显著"相对抗病指数
'7"'

%

1

%

!7''

的
#

个品种

还与抗病指数
1

&

'79'

的各品种间发病率差异显

著"由于其相对抗病指数较高"发病率较低"这
#

个

品种均具有相对较强的抗褐斑病能力"故可以作为

草地早熟禾抗褐斑病的最主要的育种材料来源%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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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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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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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抗病指数
1

&

'78'

的品种由于抗褐斑病能力较

弱"比较容易感染褐斑病"对褐斑病非常敏感"不应

该作为抗病品种的选育材料'

"7"7"

隶属函数值法
!

根据隶属函数值的大小对
8!

份草地早熟禾材料抗病性进行鉴定#表
:

$"隶属函

数值在
'7"'

%

*

%

!7''

的有
#

个品种"分别为

*.0E

&

-+G+0H

&优异&蓝狐&解放者&午夜&

,0.;

3+G1

&

)2*I2-,1J3

&橄榄球
#

%隶属函数值在

'79'

%

*

&

'7"'

的有
$

种"分别为公园&蓝月&洁泥&

新歌莱德&雪狼&使命%隶属函数值在
'78'

%

*

&

'79'

的有
!

种"为斯达%隶属函数值在
'7!'

%

*

&

'78'

的有
!!

种"为陆虎&奖品&午夜
#

&蓝钻&蓝鸟&

蓝孔雀&阿比&蓝宝石&超级歌莱德&蓝宝&纳苏%隶属

函数值在
*

&

'7!'

的有
:

种"为金钱豹&

-/2+*;

K+,2*

&抢手股&亚泰兰泰斯'

图
!

!

抗病性聚类分析树状

"7"7#

聚类分析
!

根据聚类结果可以将
8!

个品种

的抗病性分为
9

组+第
%

组包括
*.0E

&

,0.3+;

G1

&

-+G+0H

&

)2*I2-,1J3

&午夜&橄榄球
#

&优

异&蓝狐&解放者%第
#

组包括公园&蓝月&新歌莱德&

洁泥&雪狼&使命%第
&

组为斯达%第
'

组包括陆虎&

奖品&蓝鸟&蓝孔雀&蓝宝&金钱豹&午夜
#

&超级歌莱

德&蓝宝石&阿比&蓝钻&纳苏%第
(

组包括
-/2+*;

K+,2*

&抢手股&亚泰兰泰斯#图
!

$'

"7#

品种的抗病性与评价方法比较
!

通过对

参试的
8!

个品种的草地早熟禾草坪草感病情况的

观测评价"并依据抗病性分级标准"得出如表
:

所示

结果'

8!

个品种中
*.0E

&

-+G+0H

&优异&蓝狐&

解放者&午夜 &

,0.3+G1

&

)2*I2-,1J3

&橄榄

球
#

#

个品种属于高抗%公园&蓝月&洁泥&新歌莱

德&雪狼&使命
$

个品种属中抗%斯达属感病%陆虎&

奖品&午夜
#

&蓝钻&阿比&蓝宝石&超级歌莱德&蓝

宝&纳苏
#

个品种属中感%

-/2+*K+,2*

&抢手

股&亚泰兰泰斯
8

个品种为高感"

8

种评价方法得出

的结果完全一致'金钱豹&蓝鸟 &蓝孔雀在
8

种评

价方法中得出的结果不一致"其中蓝鸟&蓝孔雀在聚

类分析法与隶属函数法中得出的结论一致"金钱豹

的聚类结果与在另外两种方法中得出的结果不一

致"这可能是由于评价方法&计算方法的不同而引

起'

将相对抗病指数法和隶属函数值法进行比较"

对
8!

个品种的测评数据求变异系数进行评价分析'

通过比较变异系数发现"相对抗病指数的平均变异

系数为
$$7:&A

"隶属函数值法得出的平均变异系

数为
$"7(:A

"两者间的差异不明显'聚类分析法

也能较为直观&准确地表现结果的合理性"因此
8

种

方法均可以用来评价草坪抗病性'

#

!

讨论与结论

通过观测试验"参试的
8!

个品种在其生长过程

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褐斑病发生"不同品种对褐斑病

有较明显的差异'草地早熟禾在北京地区褐斑病的

染病程度一方面同品种抗病性有关"另一方面与当

地气候条件有密切关系"高温&高湿&多雨更易发生

褐斑病'

测试结果表明"草地早熟禾不同品种的褐斑病

感染率存在显著差异"且不同季节草地早熟禾草坪

草褐斑病的侵害率也明显不同'褐斑病感染率受品

种和季节的影响显著'褐斑病的发生流行规律一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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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气温约
8'>

左右"空气湿度很高"且夜间温度高

于
('>

时"易造成病害猖獗(

!'

)

"在高温高湿季节来

临之前"应喷施一遍杀菌剂做好褐斑病预防控制工

作'本研究结果为北京地区褐斑病病害的预防&控

制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对草坪养护管理具有重要

的意义'

通过
8

种评价方法的比较发现"相对抗病指数

法&隶属函数值法与聚类分析法得出的评价结果均

能够较准确的表观
8!

份材料的抗病性'在参试的

8!

个品种中属于褐斑病高抗的品种有
#

种"分别为

*.0E

&

-+G+0H

&优异&蓝狐&解放者&午夜&

,0.;

3+G1

&

)2*I2-,1J3

&橄榄球
#

%属于褐斑病
!

感的有
8

种"分别为
-/2+*K+,2*

&抢手股&亚泰

兰泰斯'

对草坪褐斑病"在种植抗病品种的基础上还要

重视预防和病害前期的防治工作'把草坪管理措施

和防治措施结合起来"尽量创造有利于草坪生长而

不利于病原菌生长的环境"如应注意草坪的水分管

理&修剪时间及方法等%在药剂的实施过程中"要将

草坪草生长状况&环境条件&管理方式&相应的生长

调节剂及杀虫剂的使用等各种因素有机地结合在一

起"在使用药剂的过程中应注意药物的混合搭配"不

同药理学制剂相互混搭"降低草坪草对药剂的抗性"

这样才能得到稳定的&理想的防治效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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