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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部分地区小麦生产品种和后备品系抗秆锈病状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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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搞清我国当前小麦对秆锈病的抗病性状况，于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对来自全国小麦主要生产种

植区１５个省份的１８２份小麦生产品种和后备品系进行了苗期与成株期抗秆锈病鉴定。结果表明，在供试的

品种（系）中，１１４份对秆锈病表现抗性，占供试材料的６２．６４％，其中来自东北春麦区、北方冬麦区和黄淮海冬

麦区的品种（系）对秆锈病抗性较强；部分地区材料对秆锈病的抗性较差，其中江苏省的１３份品种（系）全部感

病。这说明虽然我国当前小麦生产品种和后备品系对秆锈病的抗性普遍较强，但仍然存在相当数量的感病品

种，秆锈病发生与流行的威胁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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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麦秆锈病在我国历史上曾对小麦生产产生

了较严重影响，每次流行都造成巨大损失，部分地

区甚至绝收。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由于我国加

强了对小麦秆锈菌小种的动态监测和抗源筛选，

广泛地推广使用抗秆锈良种，尤其是１Ｂ／１Ｒ材料

（含有抗秆锈病基因犛狉３１）的大范围应用，已使我

国小麦秆锈病得到了持久有效的控制［１］。但是由

于抗源的集中利用造成了抗源单一化，使新致病

类型小种不断出现，导致了抗性水平的下降或消

失［２３］。近年来，受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小麦秆锈

菌新的毒性小种 Ｕｇ９９的出现，特别是该小种对

当前世界上应用最为广泛的抗秆锈病基因犛狉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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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较强的致病性，Ｕｇ９９一旦传到我国，对我国

小麦生产将会造成灾难性的破坏［４］。

从抗病育种角度来看，不断发掘新的抗病基

因，培育抗病品种，并对现有的品种抗病性进行遗

传改良，是防治病害发生最经济、安全、有效的途

径之一。为避免秆锈病在我国再次发生、流行，防

患于未然，急需搞清我国当前小麦生产品种和后

备品系对秆锈病的抗病性状况。因此，对这些材

料进行抗秆锈病鉴定、分析，充分挖掘它们蕴涵的

抗病基因，可以极大地提高小麦抗秆锈病基因源

的丰富度，为小麦抗病育种及抗性遗传改良奠定

基础。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供试材料

供试材料为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间来自我国１５个

省份的１８２份小麦生产品种和后备品系，由中国

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和沈阳农业大学植物

免疫研究所小麦育种组提供。接种用的小麦秆锈

菌是生理小种２１Ｃ３和３４Ｃ２类群多致病类型混

合，由沈阳农业大学植物免疫研究所保存。

１．２　小麦秆锈病鉴定

温室苗期鉴定：将供试材料播于温室内，选择

直径为１０ｃｍ小花盆，每盆播３穴鉴定材料和１

穴感病对照品种小密穗（ＬＣ）。播种后盖土１．０

ｃｍ，置于温度在１５～２５℃之间的温室内培养。

在播种后１０ｄ左右，待苗长至１叶１心时，采用

涂抹接种，经１５ｄ左右，待感病对照充分发病后，

进行病情记载。

田间成株期鉴定：在试验田内种植待测品种，

行长１．０ｍ，行间距０．２５ｍ，２次重复，以感病品

种ＬＣ为对照，采用喷雾法接种，间隔３～５ｄ进行

２～３次接种，待感病对照充分发病后调查。

苗期抗病性鉴定按０、０；、１、２、３、４、Ｘ分７级

记载侵染型，并在相应的级别内附以“＋”和“－”

表示强弱。成株期抗病性鉴定按Ｉ（免疫）、ＨＲ

（高抗）、ＭＲ（中抗）、ＭＳ（中感）、Ｓ（感病）记载抗

性级别［５］。

２　结果与分析

对１８２份小麦生产品种及后备品系抗秆锈性

的鉴定结果（表１）表明，１１４份材料对秆锈病抗性

较好，占供试材料的６２．６４％，但来自不同地区的

品种（系）对秆锈病的抗性存在明显的差异。

东北春麦区包括黑龙江、辽宁和内蒙古东部

麦区。其中，黑龙江省的１８份材料中，有１７份抗

病，占所鉴定材料的９４．４４％；辽宁省的２３份材

料中，抗病品种（系）２１份，占９１．３％；来自内蒙古

东部麦区的 １６ 份材料中，有 １５ 份抗病，占

９３．７５％。由此可见，这些地区小麦品种总体抗性

水平较强，对秆锈病已基本抗性化。

黄淮海冬麦区的河南和山东是我国小麦的主

要产区，占我国小麦种植面积的１／３，其中河南省

一直位于我国首位。来自该地区的１０个品种

（系）中，有８个表现高抗，占供试材料的８０％，但

偃展４１１０和新麦１８对秆锈病表现高感，这两个

品种均是在２００３年通过审定的，偃展４１１０为河

南省主要推广品种之一，位居全国小麦主推品种

前五名；新麦１８为小麦优质专用品种，除了河南

省，它们在安徽省北部和江苏省北部等地区也大

面积种植。

山东省的１３份材料中有１０份抗病，抗病品

种（系）所占比例为７６．９２％，其中济麦２０、济南

１７和烟农１９是山东省近几年的主推品种，它们

对秆锈病均表现高抗，但是在感病品种中的济宁

１６也是大面积的生产品种，在２００５年的播种面

积为７０．５万ｈｍ２。由此可见，秆锈病发生、流行

的寄主条件还是普遍存在的，如果环境条件适宜，

秆锈病还有可能大面积流行。

河北省属于我国北方冬麦区，种植的品种大

部分是当地自育品种，所鉴定的材料中抗病比例

为５５．５６％，其中藁城８９０１表现感病，该材料在

藁城市的种植面积最大，并且在冀、鲁、豫等地推

广应用，成为主推品种，由于感病品种的大面积推

广使用，该地区秆锈病发生的隐患依然不容忽视。

甘肃、宁夏和新疆隶属于西北春麦区。甘肃

省的１１份鉴定材料中有７份抗病，占６３．６４％；

新疆的９份材料中，抗病材料为５份，占总数的

５５．５６％；来自宁夏１０份鉴定材料中，抗病材料占

５０％。其中，甘春２０、新春６号和宁春４号均表

现感病，且其为大面积种植品种，这样多的感病品

种的存在，一旦病害发生，将会给小麦生产带来巨

大的产量损失。

安徽、湖北和陕西的小麦自育生产品种中，

抗、感品种（系）所占的比例基本持平。云南省的

抗病品种（系）比例略高一些，鉴定的１３份材料

中，８份抗病，占６１．５４％，由于秆锈菌是由南向北

随季风传播，云南是秆锈菌的越冬场所［６］，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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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湖北等地区是秆锈菌北传的桥梁地区，因此明

确这些地区品种对秆锈病的抗性状况是十分必要

的。最近几年鄂麦１８和皖麦３８为我国小麦主推

品种，它们对秆锈病分别表现为高感和中感，所以

伴随着它们的推广应用可能会给小麦秆锈病的发

生带来一定的隐患。

表１　１８２份小麦品种（系）对秆锈病的抗性表现

犜犪犫犾犲１　犐犱犲狀狋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狅犳狉犲狊犻狊狋犪狀犮犲狋狅狊狋犲犿狉狌狊狋犻狀１８２狑犺犲犪狋犮狌犾狋犻狏犪狉狊（犾犻狀犲狊）

来源

Ｓｏｕｒｃｅｓ

品种（系）总数
Ｔｏｔａｌｏｆ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ｌｉｎｅｓ）

抗病材料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感病材料

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ｌ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抗病比例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ｒａｔｉｏ／％

黑龙江

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１８ 龙麦１９、龙麦２６、龙麦３０、龙辐麦７号、龙辐麦８

号、龙辐麦９号、龙辐麦１０号、龙辐麦１４号、龙辐
麦１５号、克旱１６、新克旱９号、克丰６号、克丰１０
号、垦大８、垦大６、龙９４４７９８、龙０３３４２４

龙麦１２号 ９４．４４

内蒙古东部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ｏｆ 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１６ 蒙麦２８号、蒙麦３０号、蒙花１号、农麦２号、农麦
２０１、赤麦２、赤麦５、赤麦６、哲麦１０、蒙０６６０９９６、蒙
０５８０４４５、蒙０５８０４４２、蒙０４７１９０４、蒙０４７０９２７、蒙
０６７５５９８

蒙鉴６号 ９３．７５

辽宁

Ｌｉａｏｎｉｎｇ
２３ 沈免９１、沈免９６、沈免２１３５、沈免１１６７、沈免９６２、

沈免２０５９、辽春９号、辽春１０号、辽春１３号、辽春
１７号、辽春１８号、辽０１鉴２５０、辽０１鉴１６８、辽０２
鉴６６、辽０２鉴６８、辽０３鉴１４１、铁春１、铁春７、铁
春８、铁９７０９０、沈麦４０８

沈麦１１２、沈麦３ ９１．３

河南

Ｈｅｎａｎ
１０ 郑麦９０２３、郑麦００４、郑麦３６６、郑丰５号、郑丰

９９６２、太空６号、周麦１８、矮抗５８

偃展４１１０、新麦１８ ８０

山东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１３ 济南１７、济麦２０、济麦２１、济麦２２、山农１５、山农

２４１３、山农２１４９、烟农１９、潍麦８号、临麦４号

济麦１９、济宁１６、泰麦１号 ７６．９２

甘肃

Ｇａｎｓｕ
１１ 陇春２０、陇春２３、陇春２４、陇春２７４、７０９５、定西

３５、甘春２１
甘春２０、武春３号、武春５号、陇
春８１３９

６３．６４

云南

Ｙｕｎｎａｎ
１３ 云麦４７、云麦５１、云麦５３、靖麦７号、德麦４号、

Ｒ１０１、０２３０、Ｅ００１

云麦３９、云麦４２、云麦５７、凤麦
２４、云选１１１２

６１．５４

河北

Ｈｅｂｅｉ
９

石４１８５、石麦１５、石家庄８号、良星９９、邯６１７２
石优１７、冀师０２１、藁城８９０１、
观３５

５５．５６

新疆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９ 新春２号、新春９号、新春１０号、新春２３号、新春

２６号
新春６号、新春７号、新春１１
号、新春１２号

５５．５６

宁夏

Ｎｉｎｇｘｉａ
１０ 宁春 ４７ 号、明 丰 ５０８８、宁 冬 １０ 号、ＮＨ２１２７、

ＮＨ５３６６

宁春４号、宁春３９号、宁春４６
号、宁冬１１号、冬育３号

５０

陕西Ｓｈａａｎｘｉ １２ 西农９７９、西农９８７１、西农１３７６、小偃２２、小偃８１、
长武１３４

西农８８９、小偃６号、陕麦９４、秦
农１４２、晋麦４７、远丰１７５

５０

安徽 Ａｎｈｕｉ ７ 皖麦４４、皖麦５０、ＥＬＴ１０２
皖麦３３、皖麦３８、皖麦５２、皖麦
５４

４２．８６

湖北 Ｈｕｂｅｉ ７ 鄂麦１７号、鄂麦２３号、鄂恩６号
鄂麦１１号、鄂麦１２号、鄂麦１８
号、襄麦２５

４２．８６

四川Ｓｉｃｈｕａｎ １１ Ｊ２１０

川农１６、川麦４２、川麦４３、川育
３０３８９、川 ０５ 观 ８、ＣＤ１４３７、
Ｏ７２１、Ｏ３４８２、Ｏ７２２２、Ｏ７００５

９．０９

江苏Ｊｉａｎｇｓｕ １３

宁麦１１、宁麦１２、宁麦１３、宁麦
１４、扬麦１１、扬麦１３、扬麦１５、扬
麦１６、扬麦１５８、扬辐３０４６、镇麦
１６８、生选４号、宁０３１０

０

总数 Ｔｏｔａｌ １８２ １１４ ６８ ６２．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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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四川省的１１份材料中，只有１份表现为

抗病，抗病品种所占比例不足１０％，这次鉴定的

材料大多为后备品系，并没有大面积的推广品种。

建议在育种亲本选择上，有目的地导入抗秆锈病

基因，提高品种的抗锈性，大大加强此地区品种的

秆锈病抗性水平。

江苏省的１３个鉴定品种全部表现感病。江

苏省现有生产品种主要偏向于抗赤霉病、白粉病

和纹枯病，从而在选育新品种的过程中忽略了秆

锈病的危害，由于这一地区也是秆锈病传播、流行

的关键地区，一旦发生病害，将会给我国小麦生产

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所以在育种目标中应加入

品种对秆锈病的抗性。

在所鉴定的供试材料中，多数材料在苗期和

成株期抗性表现一致，部分材料在苗期表现为感

病而在成株期表现为抗病，即具有成株抗病性，如

济南１７、济麦２２、临麦４号、长武１３４、鄂麦１７号、

云麦５３、新春２号、新春１０号和靖麦７号，这些

材料应该得到充分的利用。

３　讨 论

近年来倍受关注的致病性极强的小麦秆锈菌

新小种Ｕｇ９９使所有以小麦为主要经济作物的国

家感到恐慌。在２００６年我国将１１８份小麦品种

送到肯尼亚进行抗秆锈病鉴定，只有山东农科院

育成的济麦２０表现高抗，临麦６号表现中抗
［７］，

感病品种占９８．３％。所以一旦 Ｕｇ９９传到我国，

将可能给我国小麦生产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目

前，Ｕｇ９９还没有蔓延到我国，但以小麦作为第二

大粮食作物的我国必须防患于未然。我们在密切

关注Ｕｇ９９发生发展动态、响应国际锈病协作网

的各种对策的同时，要针对自己的实际情况采取

相应的策略。通过试验鉴定和筛选抗病品种，了

解其抗性水平，发掘新的抗病基因，然后通过分子

标记和常规的育种方法，培育出持久有效的抗病

新品种，防止小麦秆锈病再次带来不可预计的危

害。

从鉴定结果可以看出，东北春麦区的黑龙江、

辽宁和内蒙古东部，黄淮海冬麦区的河南和山东

的抗秆锈病材料比较丰富，并且抗性相对较强，有

一部分材料对秆锈病表现免疫，如新克旱９号、克

丰６号等，可以从这些材料中筛选新的抗源，为后

续的抗病新种质的创制和转育杂交打下坚实的基

础，及时培育出新品种。但是河南和山东也存在

一些感病的大面积种植品种，所以对于秆锈病的

危害仍不能忽视。在江苏省和四川省，这两个地

区的生产品种中抗秆锈病品种很少，应引起小麦

育种者的高度重视，在育种工作中，应该加强抗病

品种的培育或引进新的抗病品种，提高品种的抗

锈性，避免秆锈病大面积的流行。本试验鉴定的

材料大部分为我国当前的生产品种，有些是我国

目前的主导品种，如郑麦９０２３，其对秆锈病表现

为高抗，是由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培育出的优质小

麦新品种，先后通过豫、鄂、皖、苏等省和全国审

定，并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至今累计种植面

积已达０．１３３亿ｈｍ２
［８］，但是也有一部分的推广

品种，如藁城８９０１等，表现为感病。因此了解这

类材料对秆锈病的抗性水平尤为关键，直接关系

到我国小麦生产的粮食安全问题。

总的来说，我国秆锈病的抗病基因源比较丰

富，但是也存在很多的感病材料，它们势必会给秆

锈病的爆发提供机会，所以在大面积种植感病品

种的地区选育抗病品种的同时，应当加强小麦生

产中病害的监测，及时掌握病害的严重程度和蔓

延趋势，才能做到有的放矢，把危害损失降到最低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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