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品种的更替! 耕作制度和栽培方法的改进以及

植保措施都可能影响到病原物的演化" 但其中作用

最大的当属品种" 它们直接从遗传上对病原物发挥

选择作用# 例如我国在 !" # $" 年代玉米黑粉病!大

斑病!小斑病虽有发生"但很轻"主要是由于当时推

广的品种多为抗性品种$ 但 $" # %" 年代"由于推广

了杂交种罗马尼亚 &!$"对两种病害高度感病"使大

斑病%小斑病流行$玉米弯孢菌叶斑病以前只是一种

次要病害"并未引起重视"近几年该病害连续严重发

生"已上升为主要玉米病害"使大部分品种感病$ 但

对该病害抗性丧失的原因! 病菌遗传特性尚缺乏认

识$ 本研究从寄主’病原物互作的角度研究分析玉

米弯孢菌叶斑病品种抗病性丧失的主要原因" 以及

品种对病菌遗传变异的影响和病原菌遗传变异在玉

米品种抗病性丧失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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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弯孢菌叶斑病菌致病性遗传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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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采集国内各地的玉米弯孢叶斑病菌接种玉米不同品种"做寄主’病菌互作试验"结果发现"病菌

菌株和玉米品种在地域上存在一定的相关性"本地菌株对当地主推玉米品种具有一定的致病专化性"证明病菌致病

性遗传和分化与玉米品种遗传背景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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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供试菌株及品种

玉米与玉米弯孢叶斑病菌互作的供试菌株采自

辽宁省瓦房店%绥中%丹东等市县和吉林%北京%山

东%河北%河南等省市"病害单病斑分离后"均采用单

孢分离作为供试菌株#菌株代号%来源地点和时间等

详见表 &#

@AB 玉米品种C弯孢病菌菌株互作

选用区域性主推抗%感品种+外地区很少用.和
全国范围广泛种植的抗%感品种为供试品种#然后将

各地采集的玉米弯孢叶斑病菌分别接种这些品种

上"进行致病性测定#
首先将供试品种和自交系播种于营养钵内"土

地 区 菌 株 品 种

瓦房店 ,a*&" 连玉 ,
四 川 ,a*"$ $,&-
河 北 ,a*(a 涿单 ( 号

丹 东 ,a*&, 丹 (-
承 德 ,a*&! 承德 &,
河 南 ,a*-" 太单 -(
黑龙江 ,a*&$ 四单 &$
吉 林 ,a*") 吉单 &!,
沈 阳 ,a*"% 沈试 (,

表 @ 病菌C寄主互作研究中采用的供试品种和菌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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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条件各处理保持一致!置于 !"#"无供试病菌污

染的条件下生长#待玉米幼苗长到 $ 片叶时!接种供

试菌株$ 通过血球计数板调节病菌孢子悬液%用蒸馏

水内加少许吐温&!’ 调配(浓度!控制在 )’*)’ 显微

镜下每视野分生孢子 $ + )! 个$ 将接种后的玉米苗

置于 !"#的接种箱内保湿培养 !, -!然后置于 !’#

左右的温度下生长$ . / 后观察记载发病情况!并采

集病叶标本$

! 结果与分析

!"# 玉米不同品种之间存在抗病性差异

从表 ! 结果看出! 玉米弯孢菌叶斑病各地菌株

菌 株 连玉 0 10)2 涿单 ! 号 丹 !2 承德 )0 太单 2! 四单 )1 吉单 )"0 沈试 !0

0$&)’ " ! 2 , , ! , , ,
0$&’1 " " 2 2 2 , " , 2
0$&!$ , 2 " ! , ! , 2 2
0$&)0 ! ) ) ! ) ) ) ) )
0.&’2 ) ! ) ) ! ) ! ) )
0$&2’ ! ! ) ) ! , ! ! 2
0$&)1 ! ) ) ) ) ) 2 ) )
0$&’, ) ) ! ) ) ) 2 ) )
0$&’. " " , , & " , , "

表 ! 不同地区品种和菌株互作测定结果

一般对当地多年推广的玉米品种都具有较强的致病

性! 如采自瓦房店市菌株 0$&)’ 对本地品种连玉 0
的致病性就强于其它几个本地很少使用的外地品种

四单 )1%吉单 )"0 等$ 从同一个菌株对 0 个供试品

种上的致病性结果看!反应型有差异!毒力也不同!
寄主表现抗病多样性$ 0$&)’ 菌株对连玉 0 致病性

很高!病级达 " 级!枯白病斑很大&对 10)2 致病性较

弱!病级是 ! 级!病斑为褐色小斑&对涿单 !%丹 !2
等表现各不相同$
!"! 玉米弯孢叶斑病菌不同菌株致病性差异明显

0 个不同玉米弯孢叶斑病菌菌株接种到相同品

种! 致病性结果也不一样$ 如对品种连玉 0 的致病

性! 菌株间差异显著!0$&)’ 为 " 级!0$&!$ 为 , 级!
0$&’, 仅为 ) 级&另外!从表 ! 看出!病菌菌株对本

地品种致病性较强$ 一个地区如果多年大面积种植

单一品种!由于品种对病菌的选择压力作用!病菌不

断地适应玉米品种! 最后演化成有一定专化性优势

种群!导致品种由抗病变为感病!如果合理使用以前

没用过的新品种!病菌不易形成新的致病基因!抗病

基因尚未失效!一般较抗病$

2 结论与讨论

%)3玉米弯孢叶斑病菌存在遗传变异!变异不仅

表现在外部形态上的变化! 病菌不同菌株的致病性

等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分化$ 从供试菌株的致病性测

定结果看!不同菌株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这种差异

一方面表现在毒性上!造成的病级差异显著!0$&!"%
0$&).%0$&!$ 等 菌 株 在 掖 单 )2 上 可 表 现 较 高 的 毒

性!病级达到 " 级&而 0$&)0 等菌株的毒性明显弱!

仅引起轻微症状$另一方面表现在侵袭力!用的菌株

侵袭力较强!完成侵入时间短!0$&21 等菌株接种后

2 / 就可以表现典型症状!而 0$&,)%01&’) 等菌株显

症则需要 . / 以上$
%!3品种抗病性丧失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品种本

身发生遗传变异& 另一方面是由于病菌潜在致病类

型发生了演替或发生了新的突变$笔者认为!以第二

种原因是主要的$由于我国玉米虽然栽培地域辽阔!
但品种遗传基础较窄! 各地使用的品种遗传背景有

很大的相似性!因此!容易导致某一致病类型适合度

增加!上升为优势类型$ 即使是异地交叉接种!虽然

病菌和供试寄主的来源地理位置相差遥远! 但在遗

传学上相互已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在一定情况

下一个菌株对各地许多品种都有一定的适应性!各

地病原物小种对品种致病性分化较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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