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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野生大豆对斜纹夜蛾的抗生性鉴定及资源遴选

杨 莹，邢光南，盖钧镒

( 南京农业大学 大豆研究所 /国家大豆改良中心 /农业部大豆生物学与遗传育种重点实验室( 综合) /作物遗传与种质创新国家重点实验室 /江

苏省现代作物生产协同创新中心，江苏 南京 210095)

摘 要: 试验在前期对栽培大豆进行抗生性鉴定的基础上，2014 和 2015 年在养虫室喂养斜纹夜蛾初孵幼虫，以喂养

第 6，9 和 12 天幼虫重的隶属函数值为抗生性指标评价了来自我国各大豆生态区的 200 份代表性野生大豆种质资源

的抗虫性。两年第 6 天结果的联合方差分析表明: 材料间、年份间、材料与年份互作间差异均达极显著水平。2015 年

不同喂养期幼虫重的隶属函数值联合方差分析表明: 材料间、喂养期间差异均达极显著水平，材料与喂养期间无明显

互作。按标准品种分级法对供试材料进行分级，发现野生大豆抗生性与地理来源有关，长江中下游生态区( III) 及西

南 － 中南生态区( IV) 的高抗材料较多，而北方生态区( I) 的高感材料较多。从供试的野生大豆资源中筛选出高抗和

高感材料各 10 份，高抗材料的抗性高于国际常用的栽培大豆抗源 PI227687 和 Lamar，可用于后续的野生大豆抗虫鉴

定、抗虫机理及抗虫育种等研究。
关键词: 斜纹夜蛾; 野生大豆; 隶属函数; 抗虫性鉴定

中图分类号: S565. 1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 11861 / j. issn. 1000-9841. 2016. 03. 0448

收稿日期: 2016-03-09
基金项目: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 计划”( 2011CB1093 )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 31571694 ) ; 农业部公益性行业专项 ( 201203026-

4) ; 教育部 111 项目 ( B08025 ) ; 教育部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 ( PCSＲT13073 ) ;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 ( KYZ201202-8，
KYZ201504) ; 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 CAＲS-04) ; 江苏省优势学科建设工程专项; 江苏省 JCIC-MCP 项目。

第一作者简介: 杨莹( 1991-) ，女，硕士，主要从事大豆抗虫育种研究。E-mail: 2013101157@ njau. edu. cn。
通讯作者: 盖钧镒( 1936-) ，男，教授，主要从事大豆种质资源与遗传育种研究。E-mail: sri@ njau. edu. cn;

邢光南( 1980-) ，男，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大豆抗虫育种研究。E-mail: xinggn@ njau. edu. cn。

Evaluation of Antibiosis to Common Cutworm ( Spodoptera litura) and Screening
for Ｒesistance Sources Among Wild Soybeans ( Glycine soja) in China
YANG Ying，XING Guang-nan，GAI Jun-yi
( Soybean Ｒesearch Institute of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tional Center for Soybean Improvement /Key Laboratory for Biology and Genetic Improve-
ment of Soybean( General)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National Key Laboratory for Crop Genetic and Germplasm Enhancement / Jiangsu Collaborative Innova-
tion Center for Modern Crop Production，Nanjing 210095，China)

Abstract: Based on our previous studies on evaluation of antibiosis to common cutworm ( Spodoptera litura) in cultivated soy-
beans ( Glycine max) ，the antibiosis of wild soybean ( Glycine soja) was also evaluated in 2014 and 2015. A representative
sample composed of 200 wild accessions from the four eco-regions in China were tested in lab conditions with the newly
hatched larva of Spodoptera litura reared in insectarium as tester and the membership index value of the 6th，9th and 12th
day’s larva weight as indicator. The results of joint ANOVA of the 6th day’s membership index value in 2014 and 2015
showed that there exis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between accessions，years and accession × year interactions. The results
of joint ANOVA of different feeding duration in 2015 showed that it exis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different feeding dura-
tion and accessions，while accession × feeding-duration interactions did not show significant difference. The accessions were
grouped into highly resistant，resistant，medium resistant，susceptible and highly susceptible grades using a standard check
grade system. A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was detected between eco-region and resistance grade，more resistant wild accessions
existed in Middle and Lower Yangtse Ｒiver Eco-region( III) and Southwest-Central South Eco-region( IV) ，while more suscep-
tible wild accessions existed in North Eco-region( I) . Ten highly resistant and ten highly susceptible wild soybean accessions
were screened out as checks and resistance source materials for further study on the resistance mechanism and resistance
breeding. The ten highly resistant wild soybean accessions performed higher resistance than the highly resistant cultivated soy-
bean PI227687，Lamar and other resistance sources using the same resistance evaluation system.
Keywords: Common cutworm ( Spodoptera litura) ; Wild soybean ( Glycine soja) ; Membership function index; Evaluation of
insect resistance

斜纹夜蛾( Spodoptera litura) 又称斜纹夜盗蛾、
莲纹夜蛾，是一种杂食性、暴食性害虫，在我国各地

区均有发生，危害性极大。其寄主范围十分广泛，

共计 109 科 389 种植物受其危害［1］，其中十字花科

的植物受害尤为严重。在我国华东曾数省连年爆

发，是该地区主要农作物害虫［2］。崔章林等［3］通过

4 年大豆田间食叶性害虫种群调查发现斜纹夜蛾为

南京地区大豆上最主要的害虫之一，1994 年斜纹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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蛾占南京地区大豆食叶性害虫总量的 54. 8%。由

于近年来我国农作物布局的转变、农业复种指数的

提高、以及设施农业的大力发展，为斜纹夜蛾的爆

发提供了更有利的环境，90 年代以来斜纹夜蛾几乎

年年大发生［4］。如果不加以控制，将导致大豆产量

降低 50% ～100%［5］。目前控制斜纹夜蛾的手段主

要为喷施化学农药，而随着农药的长期使用，斜纹

夜蛾已经产生了抗药性［6］。因此培育环境友好的

抗虫品种成为目前害虫防治的重要策略。
目前国际上主要有田间自然虫源鉴定、网室人

工接虫鉴定和实验室生物测定 3 种对食叶性害虫的

抗虫性鉴定方法。田间自然虫源鉴定及网室人工

接虫鉴定以叶面积损失率［7-9］、茎枝黑霉程度与叶

片紫斑数［10］、每株幼虫数［11］等为抗性指标; 实验室

生物测定一般以幼虫重、蛹重、发育历期等为抗性

鉴定指标［12-15］。利用田间自然虫源鉴定植物抗虫

性，受限于田间自然虫源以及环境的影响，在虫源

不足以及极端恶劣的天气情况下，无法进行抗虫鉴

定。实验室生物测定因有可控、易重复等优点成为

抗虫鉴定的首选方法。国家大豆改良中心针对斜

纹夜蛾已进行了栽培大豆资源的筛选和评价工作，

发现网室人工均匀接虫和室内喂养斜纹夜蛾幼虫

品种间抗虫性都有极显著差异，经多年试验筛选出

黄皮小青豆、日本、矮杆黄、PI227687 等高抗种质资

源［9，15］。同时对 526 份栽培大豆和 2 个栽培大豆重

组自交系群体进行了抗生性鉴定，并用于抗虫基因

的挖掘［16-17］，但品种抗生性鉴定结果的稳定性较

差。一年生野生大豆( Glycine soja Sieb. et Zucc. ) 由

于生存在野外，能较好地适应恶劣的自然环境，因

此通常具有良好的抗病虫性及耐逆性。近年来育

种家已发现了一系列抗病虫野生大豆种质资源，如

高抗蚜虫［18］、疫霉根腐病［19］的大豆种质。因此在

野生大豆中筛选抗斜纹夜蛾材料具有潜力。鉴于

目前尚没有关于一年生野生大豆对斜纹夜蛾抗性

的系统鉴定、评价的报导，本研究旨在改进以往的

抗生性鉴定方法基础上对来自全国各生态区的野

生大豆［20-21］进行抗性资源筛选、挖掘新的抗性材

料、探讨抗斜纹夜蛾野生大豆资源的分布特点，为

以后的抗虫育种奠定材料和方法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

供试的 200 份野生大豆材料由国家大豆改良中

心提供，根据代表性和均衡性的原则选取来源于全

国 24 个省、市、自治区( N52°30' ～ N24°30') 的野生

大豆材料［20］ ( 图 1 ) 。参考盖钧镒等［21］ 的生态区

划，西南和中南生态区材料数较少，合并为西南 －
中南生态区，200 份野生大豆材料中 56 份属于北方

生态区( I) ，65 份属于黄淮海生态区( II) ，49 份属于

长江中下游生态区( III) ，30 份属于西南 － 中南生态

区( Ⅳ) 。试验用斜纹夜蛾由南京农业大学植物保

护学院昆虫系提供初始虫源，经人工饲养、扩繁获

得大量初孵幼虫作为供试虫源。为与野生大豆作

比较，本文使用同样方法同时对两份国际上公认的

抗虫品种 PI227687 和 Lamar［7，22］进行抗生性鉴定。

I: 北方生态区; II: 黄淮海生态区; III: 长江中下游生态区;

IV: 西南 － 中南生态区。

I: North Eco-region; II: Huanghuaihai Eco-region; III: Middle

and Lower Yangtse Ｒiver Eco-region; IV: Southwest-Central South

Eco-region.

图 1 参试野生大豆材料地理来源示意图

Fig. 1 The geographic sources of the tested
wild soybean accessions

1. 2 叶片来源

供试叶片来自南京农业大学江浦试验站的田

间试验。2014 年 6 月夏播，供试 200 份野生大豆材

料单行种植，行长 2 m，行距 1 m，每份材料单独人工

搭架防止不同材料间相互缠绕，实验区周围各设置

两行保护行，大豆生长期间不喷洒任何杀虫剂。当

大多数材料处于 Ｒ1 期，采集新鲜叶片供抗生性鉴

定。2015 年 7 月夏播，试验设计同 2014 年。
1. 3 斜纹夜蛾的人工繁殖

斜纹夜蛾的人工饲养参照涂业苟等［23］的方法。
斜纹夜蛾饲养于标准养虫室中，养虫室面积约为

5 m2左右，室内温度控制在 ( 26 ± 1 ) ℃，相对湿度

60% ～70%，光暗比为 14∶ 10，养虫室每个世代消毒

一次。
1. 4 抗生性鉴定

抗生性鉴定所用叶片为倒三叶，叶片采摘后装

入自封袋，放入冰盒中，以保证叶片新鲜。使用直

径 9 cm 的一次性塑料培养皿，在其底部铺一层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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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纸，将滤纸润湿以保证叶片新鲜。将新鲜叶片铺

于滤纸上，每个培养皿接 5 头初孵幼虫。2014 年为

预试验，供试材料为 200 份野生大豆，随机区组设

计，4 次重复，每天做 1 个重复作为区组，于第 6 天

称量幼虫重。2015 年，随机区组设计，6 次重复，分

别于第 6，9 和 12 天称量幼虫重，称量的同时更换新

鲜 叶 片。使 用 万 分 之 一 分 析 天 平 ( SHIMADZU
AUY120) 进行称量。
1. 5 数据分析

因不同年份、不同喂养期的幼虫重差异较大，

为便于比较，将两年不同喂养期的数据转换成相对

于固定对照虫组的隶属函数值，数据的统计分析均

采用 SAS V9. 1. 3 软件。材料幼虫重隶属函数值的

计算，先计算每个重复的隶属函数值，再求每份材

料幼虫重的平均隶属函数值，计算公式如下:

Fij =
Xij － Xjr

Xjs － Xjr
; Fi =

1
n∑Fij

X 为幼虫重; Xij为第 i 份材料第 j 次重复的幼虫

重; Xjs和 Xjr分别为 5 份感虫对照和 5 份抗虫对照在

第 j 次重复的平均幼虫重; 综合两年幼虫重，以两年

表现稳定的抗虫材料 N23369、T960097-1、中山陵-4、
F-013、J-024 和感虫材料 N23264、N23433、N23440、
N23444、N23457 各 5 份作为对照材料。Fij为第 i 个

材料第 j 个重复的隶属函数值。Fi为第 i 个材料平

均的隶属函数值，即按材料将各个重复的隶属值进

行平均。隶属函数值的取值范围可以大于 1 和小于

0，大于 1 说明材料的感虫性高于所选用的感虫对

照，小于 0 说明材料的抗虫性高于抗虫对照。基于

每份材料的隶属函数值，采用盖钧镒等［8］提出的标

准品种分级法，以上述抗、感材料各 5 份作为标准对

照，根据 4 次测量的平均隶属函数值将供试材料分

为 5 级。

2 结果与分析

2. 1 野生大豆材料间对斜纹夜蛾的抗性差异

2. 1. 1 野生大豆材料对斜纹夜蛾抗性的描述统计

2014 和 2015 两年不同喂养期的抗性表现见表 1。
每个喂养期幼虫重的变幅都很大，2014 年喂养第 6
天幼虫重的变幅为 0. 5 ～ 11. 1 mg、平均为 3. 7 mg，

2015 年喂养第 6，9 和 12 天幼虫重的变幅分别为

0. 7 ～ 20. 7，5. 1 ～ 122. 5 和 15. 1 ～ 429. 9 mg，平均分

别为 7. 0，47. 7 和 159. 6 mg( 表 1 ) 。可见不同年份

及同一年份不同喂养期平均幼虫重差异巨大，而转

换成隶属函数值后，不同喂养期平均数接近，每个

喂养期变幅仍很大。通过方差分析发现不同喂养

期野生材料间差异均达到极显著水平，且都具有较

高的遗传率 74. 2% ～ 89. 9% 及较高的遗传变异系

数 55. 8% ～67. 9% ( 表 1) 。

表 1 我国野生大豆抗生性的频数分布和描述统计

Table 1 The frequency distribution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antibiosis in Chinese wild soybeans

喂养期

Feeding

duration

隶属函数值( Fi )

组中值 Class mid － point

－ 0. 10. 1 0. 3 0. 5 0. 7 0. 9 1. 1 1. 3 1. 5 ∑f

平均数

Mean
变幅

Ｒange
F

遗传率

h2 /%

变异系数

GCV /%

幼虫重 Larva weight /mg

平均数

Mean
变幅

Ｒange

14 － 6 10 46 48 34 36 17 3 1 1 196 0. 4 － 0. 7 ～ 1. 7 3. 9＊＊ 74. 2 55. 8 3. 7 0. 5 ～ 11. 1

15 － 6 10 32 48 45 23 19 13 4 4 198 0. 5 － 0. 1 ～ 1. 9 9. 9＊＊ 89. 9 67. 9 7. 0 0. 7 ～ 20. 7

15 － 9 9 28 48 39 39 17 10 3 5 198 0. 5 － 0. 1 ～ 1. 6 9. 7＊＊ 89. 6 60. 9 47. 7 5. 1 ～ 122. 5

15 － 12 12 24 38 38 32 22 10 7 3 186 0. 5 － 0. 2 ～ 1. 7 7. 2＊＊ 86. 1 57. 5 159. 6 15. 1 ～ 429. 9

“喂养期”栏中“ －”前为年份，后为喂养天数，如 14-6 表示 2014 年喂养第 6 天。＊＊ 代表 0. 01 的显著水平。GCV 为遗传变异系数。

In‘Feeding duration’column，before‘-’is the year and after that is the reared days，such as 14-6 represents sixth day in 2014. ＊＊ represents sig-

nificance at 0. 01 probability level. GCV: Genotypic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2. 1. 2 不同喂养年份间野生大豆材料对斜纹夜蛾

的抗性表现 对两年喂养第 6 天幼虫重的隶属函数

值进行联合方差分析( 表 2) ，结果表明材料间、年份

间及材料与年份互作间的差异均达到极显著水平。
不同年份间差异极显著，可能是由于不同年份间环

境因素的差异较大，2015 年田间降雨量较 2014 年

大 35. 97 mm( 2015 年 7 月 1 日至 9 月 1 日总降雨量

为 363. 89 mm，2014 的同期降雨量为 327. 92 mm，

http: / /www. wunderground. com / ) ; 2015 年 的 总 积

温值高于 2014 年( 2015 年 7 月 1 日至 9 月 1 日总积

温值 为 1 804. 3℃，2014 年 同 期 的 总 积 温 值 为

1 695. 0℃，http: / /nyqx. xn121. com / ) 。
2. 1. 3 不同喂养期野生大豆材料对斜纹夜蛾抗性

的表现 2015 年喂养第 6，9 和 12 天的幼虫重隶属

函数值联合方差分析结果表明，野生大豆材料间和

不同喂养期间差异达极显著水平，而野生大豆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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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喂养期间的互作差异不显著，说明在幼虫生长不 同阶段其抗性反应趋势一致( 表 3) 。
表 2 2014 和 2015 年第 6 天幼虫重隶属函数值的联合方差分析

Table 2 The joint ANOVA of the sixth day’s membership index values of larva weight in 2014 and 2015

变异来源

Source of variation
自由度

DF
平方和

SS
样本均方

MS

F 值

F
Pr( ＞ F)

材料 Accession 199 114. 03 0. 57 7. 76 ＜ 0. 0001

年份 Year 1 3. 02 3. 02 40. 89 ＜ 0. 0001

区组( 年份) Block ( Year) 8 5. 84 0. 73 9. 88 ＜ 0. 0001

材料 × 年份 Accession × Year 193 60. 05 0. 31 4. 21 ＜ 0. 0001

误差 Error 1358 100. 32 0. 07

总变异 Total variation 1759 309. 81

表 3 2015 年不同喂养期幼虫重隶属函数值的联合方差分析

Table 3 The joint ANOVA of different feeding duration’s membership index values of larva weights in 2015

变异来源

Source of variation
自由度

DF
平方和

SS
样本均方

MS

F 值

F
Pr ( ＞ F)

材料 Accession 197 356. 49 1. 81 23. 48 ＜ 0. 0001

喂养期 Feeding duration 2 0. 79 0. 39 5. 12 0. 0061

区组( 喂养期) Block ( Feeding duration) 15 6. 90 0. 46 5. 97 ＜ 0. 0001

材料 × 喂养期 Accession × Feeding duration 382 30. 46 0. 08 1. 03 0. 3241

误差 Error 2478 191. 00 0. 08

总变异 Total variation 3074 597. 67

2. 2 不同生态区野生大豆材料对斜纹夜蛾的抗性

差异

2. 2. 1 野生大豆材料对斜纹夜蛾抗性的分级 将

两年 4 次测量的平均隶属函数值根据标准材料分级

法［9］，确定组中值和组限( 表 4) ，并用于野生大豆材

料的抗性分级，高抗、抗、中抗、感和高感材料份数

分别为 25，48，63，40 和 24( 表 5) 。

表 4 我国野生大豆对斜纹夜蛾抗生性的分级

Table 4 Grouping of antibiosis to S. litura of the Chinese wild soybean accessions

抗性等级

Ｒesistance grade
隶属函数值的组中值

Mid － point of membership index value
隶属函数值的组限

Class limit of membership index value

高抗 Highly resistance a 0. 00 ＜ a + d ＜ 0. 12

抗 Ｒesistant a + 2 d 0. 25 a + d ～ a + 3 d 0. 12 ～ 0. 37

中间 Medial a + 4 d 0. 50 a + 3 d ～ a + 5 d 0. 37 ～ 0. 62

感 Susceptible a + 6 d 0. 74 a + 5d ～ a + 7 d 0. 62 ～ 0. 87

高感 Highly susceptible b 0. 99 ＞ a + 7d ＞ 0. 87

a 和 b 分别为 5 份高抗标准材料和 5 份高感标准材料的平均值; d = ( b － a) /8。

a and b respectively stand for the mean of 5 resistant and 5 susceptible standard accessions; d = ( b － a) /8.

2. 2. 2 不同生态区野生大豆材料对斜纹夜蛾抗性

的频数分布 将野生大豆材料的抗性分级与材料

来源生态区进行独立性检验( 表 5 ) ，χ2 值为 87. 4，

P 值小于0. 000 1，说明野生大豆材料抗性等级与生

态区来源呈极显著相关。生态区 III、IV 有较多的高

抗、抗材料。与之相反，生态区 I 有较多的高感、感

材料。随着生态区纬度的增大，野生大豆材料抗性

等级有降低的趋势。斜纹夜蛾主要分布在长江以

南区域，随着长期的协同进化，在长江以南区域野

生大豆进化出了较多抗性基因，而在斜纹夜蛾不是

主要食叶性害虫的大豆生态区 I，野生大豆演化出

的优异抗性基因较少。
2. 3 优异野生大豆材料的遴选

两年表现一致的高抗材料除了 5 份抗虫对照
N23369、T960097-1、中山陵 － 4、F-013 和 J-024 外，

还 有 N23342、 N23349、 TY100-1、 N23312 和

ZYD4349，遴选出的材料不同年份、不同喂养期均表

现为高度抗虫( 表 6) 。两年表现一致的高感材料除

了 5 份感虫对照 N23264、N23433、N23440、N23444
和 N23457 外，还 有 N23352、N23417、N23424、
N23434 和 N23185，遴选出的材料不同年份、不同喂

养期大部分表现为高度感虫( 表 6) 。比较抗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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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幼虫重平均数，两年 4 次测量的感虫材料幼虫重

分别为抗虫材料幼虫重的 5. 7，7. 5，8. 5 和 6. 4 倍，

说明野生大豆材料间抗虫性差异巨大。
遴选出的高抗野生大豆材料的抗性高于国际

上常用的栽培大豆抗源 PI227687 和 Lamar，二者幼

虫重均高于相应天数喂养的抗虫野生大豆的平均

幼虫重( 表 6) 。

表 5 不同生态区野生大豆材料对斜纹夜蛾抗性的分布

Table 5 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resistance to S. litura of wild soybean from different eco-regions in China

生态区

Eco － region

抗性等级 Ｒesistance grade

HＲ Ｒ M S HS

总和

Sum.

I 0( 0. 0) 3( 5. 4) 17( 30. 4) 22( 39. 3) 14( 25. 0) 56

II 3( 4. 6) 15( 23. 1) 26( 40. 0) 15( 23. 1) 6( 9. 2) 65

III 10( 20. 4) 16( 32. 7) 18( 36. 7) 2( 4. 1) 3( 6. 1) 49

IV 12( 40. 0) 14( 46. 7) 2( 6. 7) 1( 3. 3) 1( 3. 3) 30

总和 Sum. 25( 12. 5) 48( 24. 0) 63( 31. 5) 40( 20. 0) 24( 12. 0) 200

括号内数值为相应等级的行百分比( % ) 。HＲ: 高抗; Ｒ: 抗; M: 中抗; S: 感; HS: 高感。下同。

Values in parentheses are the percentage of the corresponding row． HＲ: Highly resistant; Ｒ: Ｒesistant; M: Mediate; S: Susceptible; HS: Highly suscep-

tible. The same below.

表 6 野生大豆对斜纹夜蛾抗生性的资源遴选

Table 6 Screening for the wild soybean resources with antibiosis to S. litura

材料

Accession
来源

Source

生态区

Eco-

region

隶属函数值

Membership index value
幼虫重

Larva weight /mg
抗性等级

Ｒesistance grade

14 － 6 15 － 6 15 － 9 15 － 12 14 － 6 15 － 6 15 － 9 15 － 12

抗性品种 N23369 广西 IV 0. 01 0. 04 0. 06 0. 07 1. 06 2. 12 14. 65 57. 23 HＲ

标准对照 T960097 － 1 江苏 III 0. 01 0. 01 － 0. 04 － 0. 03 0. 98 1. 72 5. 40 29. 53 HＲ

Ｒesistant 中山陵 － 4 江苏 III － 0. 05 － 0. 06 － 0. 03 － 0. 03 0. 50 1. 06 5. 60 29. 21 HＲ

standard F － 013 湖南 III － 0. 03 0. 05 0. 03 0. 05 0. 83 2. 40 12. 63 53. 63 HＲ

checks J － 024 江西 III 0. 03 － 0. 03 0. 00 － 0. 06 1. 21 1. 46 9. 29 31. 75 HＲ

N23342 福建 IV － 0. 04 － 0. 09 － 0. 03 0. 00 0. 90 0. 73 5. 90 0. 00 HＲ

N23349 福建 IV 0. 09 － 0. 07 0. 01 － 0. 03 1. 65 1. 32 12. 51 54. 84 HＲ

TY100 － 1 安徽 III 0. 05 0. 03 0. 06 0. 01 1. 35 2. 07 13. 85 42. 75 HＲ

N23312 湖南 III 0. 10 0. 09 0. 03 0. 01 1. 68 2. 71 12. 44 43. 42 HＲ

ZYD4349 四川 IV 0. 12 － 0. 01 0. 00 － 0. 06 1. 85 1. 27 7. 82 36. 57 HＲ

平均 Average 0. 03 0. 00 0. 01 － 0. 01 1. 20 1. 69 10. 01 42. 10

感性品种 N23264 湖北 III 0. 58 1. 04 1. 17 1. 12 5. 18 11. 06 97. 69 288. 74 HS

标准对照 N23433 吉林 I 1. 26 1. 11 0. 94 1. 12 9. 70 14. 25 78. 95 277. 43 HS

Susceptible N23440 吉林 I 1. 12 0. 84 0. 96 0. 97 8. 65 10. 59 82. 19 261. 50 HS

standard N23444 吉林 I 0. 76 1. 05 0. 99 0. 99 6. 19 13. 35 83. 70 245. 90 HS

checks N23457 吉林 I 1. 11 0. 96 0. 94 0. 80 8. 93 11. 71 78. 31 212. 76 HS

N23352 云南 IV 0. 66 0. 90 0. 94 1. 30 5. 54 10. 79 78. 32 301. 73 HS

N23417 吉林 I 0. 52 1. 43 1. 20 1. 00 4. 73 17. 81 10. 39 273. 20 HS

N23424 吉林 I 0. 88 0. 95 0. 82 0. 82 6. 80 11. 88 72. 50 231. 96 HS

N23434 吉林 I 1. 01 0. 81 0. 78 1. 31 8. 70 10. 29 65. 59 303. 46 HS

N23185 甘肃 II 0. 55 1. 28 1. 42 1. 15 4. 54 15. 62 113. 10 284. 60 HS

平均 Average 0. 84 1. 04 1. 02 1. 06 6. 90 12. 74 85. 42 268. 13

PI227687 日本 3. 39 3. 75 42. 96 166. 57

Lamar 美国 4. 15 5. 66 37. 00 173. 34

“隶属函数值”和“幼虫重”栏中，“ －”前为年份后为喂养天数，如 14 － 6 表示 2014 年喂养第 6 天。日本和美国的两个品种为国际上常用

的抗虫栽培大豆对照品种，参加了平行的鉴定试验，其结果列在此处供比较时参考。

In‘Membership index value’and‘Larva weight’column，the numbers before‘-’is the year while after that is the reared days，such as 14-6

stands for sixth day reared in 2014. Parallel-tested results of two Japanese and American international commonly used insect resistant soybean cultivars are

listed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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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与讨论

3. 1 野生大豆材料对斜纹夜蛾的抗性表现

不同的大豆材料对斜纹夜蛾生长发育有着不

同的影响。感虫材料喂养斜纹夜蛾，幼虫体重较

重，发育较快; 反之幼虫体重较轻，发育缓慢。这种

差异为优异种质资源的筛选提供了依据。本研究

利用这种差异进行了不同野生大豆材料对斜纹夜

蛾的抗生性鉴定，发现不同材料及年份间野生大豆

对斜纹夜蛾抗性差异显著; 材料与喂养期间无明显

互作，说明幼虫生长的不同阶段其抗性反应趋势一

致。本研究同时发现野生大豆比栽培大豆对斜纹

夜蛾的抗生性更强。

3. 2 关于对斜纹夜蛾抗生性鉴定的方法

分子标记技术飞速发展，加速了抗虫育种进

程，并且对抗虫鉴定方法的通量及准确性要求更

高。Ｒector 等［24］利用大豆 F2 群体的 103 个家系对

大豆抗玉米穗螟进行 QTL 分析，发现了 10 个抗生

性 QTL。自此之后又有多位研究者进行了不同害虫

的大豆抗虫 QTL 定位［25-26］。近几年发展的关联分

析，通过对大量材料进行抗虫性鉴定，使在多个遗

传背景下鉴定大豆抗虫 QTL 成为可能［17，27］。目

前，无论连锁定位还是关联分析都需要大群体及相

应的大规模抗虫性鉴定，因此必须研究高通量的抗

虫性鉴定方法。

为实现高通量的抗虫鉴定，本研究以初孵幼虫

为起始虫态来进行鉴定，比以二龄幼虫为初始虫态

更易控制供试幼虫的一致性，从而获得更可靠、稳

定的结果［16-17］。本研究表明不同幼虫喂养期的抗

性反应较为一致，因此，从初孵幼虫起经过较短时

间的喂养就可快速得到抗生性鉴定结果，工作量相

对减少，速度相对较快。本研究在试验过程中每天

检查叶片，在发现叶片量不足或变质时及时更换该

材料叶片，有效降低了更换叶片不及时带来的误

差。本研究还发现在幼虫较小时，称量仪器引入的

误差较大，可考虑适当延长喂养天数，例如 7 d 或者

10 d。此外，试验中应尽量控制参与试验的人数，减

少人为差异。本方法再加改进有可能成为一种高

通量的斜纹夜蛾抗生性鉴定方法。

3. 3 关于对斜纹夜蛾抗性育种的启示

本研究发现生态区 III、IV 有较多的高抗材料，

生态区 I 有较多的高感材料。说明随着长期的协同

进化，斜纹夜蛾发生较多的 III、VI 生态区，进化出了

较多的野生大豆抗性材料。本研究通过标准品种

分级法所鉴定出的优良抗生性野生材料比国际通

用的两份抗虫性材料 PI227687 和 Lamar［7，22］以及

本组筛选的其它栽培大豆抗性材料的抗生性更强，

野生大豆抗源比栽培大豆抗源可能具有更为优异

或更多的抗虫基因。因而本研究所获的野生抗源

可用于后续的 QTL 定位研究及抗斜纹夜蛾的育种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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