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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田间抗病性调查的基础上，采用叶背喷雾和上部叶片摩擦接种的方法连续 ２ａ鉴定了 １４２份栽培大豆品

种（系）对大豆细菌性斑疹病菌株 Ｓ１的抗感反应。结果表明：在所有的参试材料中，各品种或品系间抗性有一定的

差异。供试 １４２个品系中，２４份材料表现为高度抗病，占鉴定总数的 １６．９％；１９份材料表现为中度抗病，占鉴定总

数的 １３．４％。研究还显示，来自江苏、北京和东北的参试品种一般抗性较好。根据筛选结果，这些抗性品种可合理

地用于大豆生产。

关键词：大豆种质；大豆细菌性斑疹病；抗性鉴定

中图分类号：Ｓ５６５．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９８４１（２０１１）０２０２６３０３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ｏｆＳｏｙｂｅａｎ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ｔ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ＰｕｓｔｕｌｅＳｐｏｔ
ＧＵＯＹａｈｕｉ１，ＸＵＺｈｉｇａｎｇ２，ＹＡＮＧｇｕａｎｇ３

（１．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Ｈｅｂｅ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Ｈａｎｄａｎ０５６０２１，Ｈｅｂｅｉ；２．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Ｃｒｏｐ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ａｎｄＰｅｓｔＩｎｓｅｃｔｓｏｆ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Ｐｌａｎｔ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Ｎａｎｊｉｎｇ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ｎｊｉｎｇ２１００９５，Ｊｉａｎｇｓｕ；３．ＪｉａｎｇｓｕＥｎｔｒｙｅｘｉｔ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ＱｕａｒａｎｔｉｎｅＢｕｒｅａｕ，Ｎａｎｊｉｎｇ２１０００１，Ｊｉａｎｇｓｕ，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ｆｉｅｌｄ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ｓｕｒｖｅｙｓ，ｔｈｅ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ｏｆ１４２ｓｏｙｂｅａｎ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ｔｏＸａｎｔｈｏｍｏｎａｓｃａｍｐｅｓｔｒｉｓｐｖ．ｇｌｙ

ｃｉｎｅｓｓｔｒａｉｎＳ１ｗａｓ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ｂｙｓｐｒａｙ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ｔｅｓｔｅｄ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ｉｎｗｈｉｃｈ，２４ｈｉｇｈ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ｆｏｒ１６．９％ｏｆ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ａｎｄ１９

ｍｅｄｉｕｍ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ｆｏｒ１３．４％ｗｅｒｅ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ａｌｓｏ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ｆｒｏｍＪｉａｎｇｓｕ，Ｂｅｉ

ｊｉｎｇａｎｄ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ｗｅｒｅｍｏｒｅ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ｔｏＸａｎｔｈｏｍｏｎａｓｃａｍｐｅｓｔｒｉｓｐｖ．ｇｌｙｃｉｎｅｓ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ｆｒｏｍｏｔｈｅｒｒｅｇｉｏｎｓ．Ｔｈｅｓｅｖａｒｉ

ｅｔｉｅｓ（ｌｉｎｅｓ）ｃｏｕｌｄｂｅｕｓｅｄｉｎｓｏｙｂｅａｎ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ｏｙｂｅａｎ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Ｘａｎｔｈｏｍｏｎａｓｃａｍｐｅｓｔｒｉｓｐｖ．ｇｌｙｃｉｎｅｓ；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大豆细菌性斑疹病又称细菌性叶烧病，病原为

油菜 黄 单 胞 杆 菌 大 豆 致 病 变 种 （Ｘａｎｔｈｏｍｏｎａｓ

ｃａｍｐｅｓｔｒｉｓｐｖ．ｇｌｙｃｉｎｅｓ），大豆细菌性斑疹病是世界

性的病害，生长季节温暖和频繁有阵雨的条件下易

于发生，我国南北方均有发生，但南方重于北方，在

我国南方大豆产区细菌性斑疹病经常造成较大损

失
［１］
。细菌性斑疹病在叶片上初生淡褐色小点，然

后扩大呈多角形褐色小斑点，大小１～２ｍｍ，叶肉体

积增大而隆起，细胞木栓化呈疹状，许多病斑密集

可使叶片枯死早落。防治细菌性病害的药剂种类

较少，应用抗病品种是控制大豆细菌性斑疹病最经

济有效的方法，因此拓宽抗源，培育抗病品种显得

尤为重要。

该研究在对南京农业大学江浦农场大豆种质

资源试验田连续 ２ａ调查自然发病情况的基础上，

对１４２份品种、品系和杂交组合进行了接种鉴定，筛

选出含有抗大豆细菌性斑疹病菌的抗源，为大豆细

菌性斑疹病的防治和抗病品种的选育奠定了基础。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供试菌株

大豆细菌性斑疹病菌株 Ｓ１，由南京农业大学植

保学院植病系植物病原细菌实验室提供。接种前

将供试菌株移植在 ＮＡ斜面上培养 ２４～４８ｈ，用灭

菌水配制成浓度为 ３×１０８ｃｆｕ·ｍＬ－１的菌悬液［２］
。

ＮＡ固体培养基配方（ｇ·Ｌ－１）：蛋白胨 １０．０ｇ；牛肉

粉３．０ｇ；氯化钠５．０ｇ；琼脂１５．０ｇ；蒸馏水 １０００ｍＬ；

ｐＨ值７．３±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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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供试大豆

供试大豆材料共 １４２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大

豆品种（系），由南京农业大学国家大豆改良中心种

质库提供，试验地设在南京农业大学江浦试验站大

豆种质资源试验田。

１．３　接种方法

接种试验在南京农业大学江浦农场大豆种质

资源试验田中进行，在大豆第 １片复叶展开期进行

大田接种，采用喷雾方法于叶背喷雾同时上部叶片

摩擦接种，每个品种至少接种 ６０片叶，接种后 ２０ｄ

随机取３０张接种叶片调查发病情况，以病斑多少、

病斑在叶片上所占的面积以及病斑是否扩展判断

病情的严重程度。

１．４　抗病性评价标准

参照同类病害的抗病性分级标准
［３］
，结合试验

所取得的各材料的严重度差异，把严重度记载为 ０

～３级（表１）。

表 １　大豆细菌性斑疹病抗性鉴定分级标准

Ｔａｂｌｅ１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ｏｆ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ｓｏｙｂｅａｎ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ｔｏ

Ｘａｎｔｈｏｍｏｎａｓｃａｍｐｅｓｔｒｉｓｐｖ．ｇｌｙｃｉｎｅｓ

级别

Ｒａｎｋｏｆ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分级标准

Ｇｒａｄｉｎｇ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抗病反应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０
接种点无反应或形成灰白

色小枯斑。

高抗（ＨＲ）Ｈｉｇｈｒｅ

ｓｉｓｔａｎｔ

１

叶片上散生少量斑点，直径

１ｍｍ左右。病斑约占叶面

积的５％以下，无晕圈。

抗病（Ｒ）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２

病斑扩展，周围形成晕圈，

直径５ｍｍ以下，占叶面积

的１０～２０％左右。

感病（Ｓ）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ｌｅ

３

病斑扩展蔓延，大块融连，

叶片萎黄坏死，占叶面积的

２５％以上。

高感（ＨＳ）Ｈｉｇｈｓｕｓ

ｃｅｐｔｉｂｌｅ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品种（品系）对细菌性性斑疹病的抗感反应

在接种鉴定前共调查了 ２００多个品种、品系和

杂交组合的自然发病情况，自然发病的多数是正在

选育的品系，如 ＮＪＬＰ０１海南繁育家系、ＮＪＰ家系、南

京农大８８４８ｘ的 Ｆ１代等。

在连续 ２ａ接种鉴定的 １４２份材料中，表现为

高度抗病的材料有 ２４份，占参试材料总数的

１６．９％，代表品种有启东老黑豆、黑龙 ４１、济宁 ９７

１、中豆 ８号、楚秀、六丰、圆令、香水豆、淮阴 ＭＯ８０

以及诱变３０、诱处４号、８７Ｃ３８等品系，其余表现高

抗的材料均是１ａ的结果。表现为抗病的材料有１９

份，占参试材料总数的 １３．４％，代表材料有云雪乌

子豆、金大三三二、广吉、淮阴秋黑豆、淮供 ９８０７、

南农９５Ｃ１、芽黄 １０号、中豆 ９号等。表现为感病

的材料有５４份，占参试材料总数的 ３８．３％；表现高

度感病的材料有 ４４份，占参试材料总数的 ３１％。

根据抗性资源筛选结果，在培育抗病品种和利用抗

病品种防治大豆细菌性斑疹病时，应注意选择高抗

和抗病材料。由于年份间的发病程度有差异，重发

生年选出的抗源材料准确性高，而轻发生年选出的

抗源材料可靠性差。抗病性表现突出的材料见

表２。

２．２　抗病资源的分布

从试验结果看，抗病材料比较少，高抗和抗病

材料仅占参试材料的３０％。参鉴材料中来自江苏、

东北和北京的材料抗病表现比较好。东北品种黑

龙 ４１、江苏品种 （系）楚秀、南农 ８７Ｃ３８、南农

９５３２４２，上海的香水毛豆和中科院遗传所选育的诱

变３０、诱处 ４号等在 ２ａ的接种鉴定种都表现出了

稳定的高度抗病，这表明品种的抗病能力具有一定

的地域性，这与该地区流行的大豆细菌性斑疹病的

株系以及品种选育有关，总的趋势是南方抗病材料

多于北方。另外，有些地区参试材料数较少，其结

果难以反映相应地区材料的抗病能力。

目前，栽培大豆品种中对细菌性斑疹病的抗病

材料比较少，抗源十分缺乏。在１４２份参鉴材料中，

高抗和抗病材料只有 ３０％左右，也就是说仅有 １／３

的大豆品种（系）对细菌性斑疹病表现出稳定的抗

性。目前的主栽品种大部分是不抗病品种，可能是

细菌性性斑疹病在南方大豆产区造成损失的主要

原因，因此，在南方大豆区不建议种植感病品种。我

国目前生产上可利用的抗病品种有科黄 ２号、徐州

４２４、南４９３１、四粒黄、小白眉、浙江 ４５５、天鹅蛋、大

粒黄、大金黄、公交５６１０－２、公交５６１０－３、牛毛红、

吉林２号、吉林７号、延农 ７号、黑农 ９号、黑农 ２５、

东农５号、合丰１５、合丰 １８、铁丰 １８、铁丰 ２０等，可

根据当地情况选用适合当地生产条件的抗病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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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抗病性表现突出的品种（系）

Ｔａｂｌｅ２　Ｏｕｔ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ｄｉｓｅａｓｅ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编号

Ｎｏ．

品种名称

Ｖａｒｉｅｔｙ

抗病反应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来源

Ｓｏｕｒｃｅ

编号

Ｎｏ．

品种名称

Ｖａｒｉｅｔｙ

抗病反应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来源

Ｓｏｕｒｃｅ

１ 启东老黑豆 Ｑｉｄｏｎｇｌａｏｈｅｉｄｏｕ ＨＲ 江苏 Ｊｉａｎｇｓｕ １７ 南农１１３８２Ｎａｎｎｏｎｇ１１３８２ ＨＲ 江苏 Ｊｉａｎｇｓｕ

２ 诱处４号 Ｙｏｕｃｈｕ４ ＨＲ 北京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８ 南农８７２３Ｎａｎｎｏｎｇ８７２３ ＨＲ 江苏 Ｊｉａｎｇｓｕ

３ 南农９９６Ｎａｎｎｏｎｇ９９６ ＨＲ 江苏 Ｊｉａｎｇｓｕ １９ 南农９４０１１Ｎａｎｎｏｎｇ９４０１１ Ｒ 江苏 Ｊｉａｎｇｓｕ

４ 南农９５３２４２Ｎａｎｎｏｎｇ９５３２４２ ＨＲ 江苏 Ｊｉａｎｇｓｕ ２０ 南农１８６Ｎａｎｎｏｎｇ１８６ Ｒ 江苏 Ｊｉａｎｇｓｕ

５ 济宁９７１Ｊｉｎｉｎｇ９７１ ＨＲ 山东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２１ 芽黄１０Ｙａｈｕａｎｇ１０ Ｒ 江苏 Ｊｉａｎｇｓｕ

６ 南农８７Ｃ３７Ｎａｎｎｏｎｇ８７Ｃ３７ ＨＲ 江苏 Ｊｉａｎｇｓｕ ２２ 中豆９Ｚｈｏｎｇｄｏｕ９ Ｒ 北京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７ 南农８７Ｃ３８Ｎａｎｎｏｎｇ８７Ｃ３８ ＨＲ 江苏 Ｊｉａｎｇｓｕ ２３ 云霄乌子豆 Ｙｕｎｘｉａｏｗｕｚｉｄｏｕ Ｒ 福建 Ｆｕｊｉａｎ

８ 中豆８号 Ｚｈｏｎｇｄｏｕ８ ＨＲ 北京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２４ 广吉 Ｋｗａｎｇｇｙｏ Ｒ 江苏 Ｊｉａｎｇｓｕ

９ 黑龙４１Ｈｅｉｌｏｎｇ４１ ＨＲ 黑龙江 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２５ 金大三三二 Ｊｉｎｄａ３３２ Ｒ 江苏 Ｊｉａｎｇｓｕ

１０ 楚秀 Ｃｈｕｘｉｕ ＨＲ 江苏 Ｊｉａｎｇｓｕ ２６ 淮阴秋黑豆 Ｈｕａｉｙｉｎｑｉｕｈｅｉｄｏｕ Ｒ 江苏 Ｊｉａｎｇｓｕ

１１ 六丰 Ｌｉｕｆｅｎｇ ＨＲ 安徽 Ａｎｈｕｉ ２７ 淮阴９８０７Ｈｕａｉｙｉｎ９８０７ Ｒ 江苏 Ｊｉａｎｇｓｕ

１２ 园令 Ｙｕａｎｌｉｎｇ ＨＲ 江苏 Ｊｉａｎｇｓｕ ２８ 南农８６４Ｎａｎｎｏｎｇ８６４ Ｒ 江苏 Ｊｉａｎｇｓｕ

１３ 香水豆 Ｘｉａｎｇｓｈｕｉｄｏｕ ＨＲ 上海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９ 南农９５Ｃ１Ｎａｎｎｏｎｇ９５Ｃ１ Ｒ 江苏 Ｊｉａｎｇｓｕ

１４ 淮阴 ＭＯ８０ＨｕａｉｙｉｎＭＯ８０ ＨＲ 江苏 Ｊｉａｎｇｓｕ ３０ 南农８８３１Ｎａｎｎｏｎｇ８８３１ Ｒ 江苏 Ｊｉａｎｇｓｕ

１５ 哈９６４２５１Ｈａ９６４２５１ ＨＲ 黑龙江 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３１ 南农８８４８Ｎａｎｎｏｎｇ８８４８ Ｒ 江苏 Ｊｉａｎｇｓｕ

１６ 诱变３０Ｙｏｕｂｉａｎ３０ ＨＲ 北京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３２ 南农８６６２Ｎａｎｎｏｎｇ８６６２ Ｒ 江苏 Ｊｉａｎｇｓｕ

表中 ＨＲ代表高抗；Ｒ代表抗病。ＨＲ：ｈｉｇｈ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Ｒ：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３　讨论

选用抗病品种，尤其是兼抗品种是国际上公认

的防治大豆病害的有效措施。利用传统的常规育

种与现代的分子手段相结合，把几种抗病优良性状

种质结合到一个优良品种中去，可以简化育种程

序，加快育种进程，减少大量繁冗的田间筛选工作。

大豆细菌性斑疹病抗源缺乏，迫切需要寻找和

拓宽抗病基因源。目前的大豆种质资源中有抗不

同病害的基因源，如抗细菌性斑疹病的 ＣＮＳＢｒａｇｇ、
ＦＣ３１５９２、ＰＩ２１９６５６等；抗细菌性斑点病的 ＰＩ
１８９９６８（抗１、２号小种）、ＰＩ１６８７０８（原产中国，抗
１、２小种）、Ａｄａ等；抗灰斑病的合丰 ２８、钢 ５１５１、
Ｌｅｅ等；抗霜霉病的 Ｋａｎｒｉｃｈ、ＰＩ１７４８８５等；抗大豆花
叶病毒的 Ｂｕｆｆａｌｏ、大白麻、Ｋｕａｎｇｇｙｏ；抗大豆胞囊线
虫病的喀左长粒黑、应县小黑豆、Ｐｅｋｉｎｇ等，这些基
因源可以在多抗育种时选用。巴西是第 １个在低
纬度地区大面积种植大豆的国家，由于气候原因，

巴西大豆的病害种类多，改进大豆抗病性是该国大

豆育种的主要目标，目前育成的品种能抗灰斑病、

白粉病、茎溃疡病和细菌性斑疹病等多种病害，因

此，巴西大豆品种也可以作为我国细菌性斑疹病抗

病育种的抗病亲本利用。另据 Ｂｈａｔｔａｃｈａｒｙｙａ等研
究表明

［１０］
，大豆黄化花叶病毒（ＹＭＶ）的抗病基因

与大豆细菌性斑疹病（ＢＰ）的感病基因之间是连锁

的，但连锁不太紧密（显著偏离９∶３∶３∶１），这样的连
锁强度应不难得到对二者均抗的大豆品种。

在细菌性斑疹病的抗病育种中，ＣＮＳＢｒａｇｇ、ＦＣ
３１５９２、ＰＩ２１９６５６等材料可以作为首选亲本，此外，
文中鉴定表现突出的高抗材料黑龙 ４１、南农 ８７Ｃ
３８、诱变３０、诱处４号等品种（系）也可以作为抗源
材料选用，这些抗源材料的地域分布表明南方抗源

较北方丰富，这与我国南方地区温度高、湿度大，细

菌性病害发生严重有关。对鉴定表现良好的抗源

可以直接用于生产，也可用于抗病育种的亲本，创

造抗病新材料。此外，还应加大野生抗性资源的筛

选研究，拓宽基因资源，为培育抗性稳定的品种提

供优秀的抗源。在进行高抗细菌性斑疹病材料的

筛选中，一定要抓住机遇，在发病重的年份筛选出

的高抗抗源实际利用价值会更大些。对于初步筛

选出的抗性材料，仍需进一步做人工接种鉴定及抗

病机制研究，以便明确其抗病类型，为大豆细菌性

斑疹病抗病育种提供可靠依据。

大豆细菌性病害种类很多，发病严重的主要是

斑点病和斑疹病，斑点病多发生在北方豆区，而斑

疹病多发生在南方豆区，这 ２种病害的病原虽然不
同，但症状容易混淆，病害的侵染循环、发生条件及

防治方法也类似，因此，在对这 ２种病害的抗病性
进行研究时，接种方法和判别标准可以相互参考。

（下转第２７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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