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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明确青海青稞主栽品种和后备品种对条纹病和云纹病的抗性，以期为抗病育种及田间病害防治

提供理论依据。试验采用田间自然病圃法，对青海主栽的３０个青稞品种（系）进行了条纹病和云纹病田间抗性鉴

定。结果表明，供试青稞品种（系）对２种病害的抗性存在显著差异，但缺乏免疫品种。对条纹病表现高抗的有１３

个品种（系），占鉴定总数的４３．３％，其中主栽品种有３个，即‘门农１号’、‘昆仑１３号’、‘巴青１号’。品系１７发病

率最低。对云纹病表现高抗的有品系１、品系２、品系６、品系１７、品系２８、ＲＱＫＱ３、ＲＱＫＱ５、ＲＱＫＱ６、ＲＱＫＱ７、

ＲＱＫＱ８、‘门农１号’、‘互青２号’、‘北青６号’和‘昆仑１０号’，共１４个，其病情指数均在１０以下；表现中抗的共有

８个，分别为品系５、品系１１、ＲＱＫＱ１、ＲＱＫＱ９、‘巴青１号’、‘北青３号’、‘北青７号’和‘昆仑１３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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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麦在我国种植已有５０００多年历史，是人们

日常食用的最主要的谷类作物之一。青稞又称裸大

麦、元麦。我国的大麦种植区是世界上大麦分布海

拔最高的地区，包括西藏地区、青海省以及四川省的

甘孜州、云南省的迪庆、甘肃省的甘南自治州等地。

大麦是唯一可以在海拔４０００ｍ以上高寒地区正常

生长的农作物。他们适应青藏高原复杂多变的地形

和气候变化，表现出抗寒、耐旱、抗盐碱、耐瘠薄以及

多粒、大粒，成熟早等优良性状［１２］。青稞作为适应

青藏高原特殊生态条件的农作物，具有不可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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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与生态地位。随着经济增长、食品、饲料等相关

加工业的发展，青稞消费增长趋势还在日益增强。

近年来，受全球气候变暖、耕作制度变革和种植业结

构调整等因素的影响，田间青稞病害的种类、发病程

度及发生规律发生了巨大变化，病害不仅发生更普

遍，而且危害更严重［３４］。其中青稞条纹病和云纹病

的发生面积最大，一般病株死亡率可达３０％～

４０％，产量损失高达３０％以上
［５８］。

目前，青稞条纹病和云纹病的主要防治方法为

喷施杀菌剂和种植抗病品种，但是由于针对云纹病

的化学农药很少，且防效不高，而选用抗病品种才

是防治这两种病害的有效措施［９１０］。本研究选用青

海省种植面积较大的青稞品种和部分后备品种进行

条纹病和云纹病田间抗性鉴定与评价，旨在为生产

上利用抗病品种防治青稞病害提供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青稞品种（系）

供 试 材 料：ＲＱＫＱ１、ＲＱＫＱ２、ＲＱＫＱ３、

ＲＱＫＱ５、ＲＱＫＱ６、ＲＱＫＱ７、ＲＱＫＱ８、ＲＱＫＱ９、

品系１、品系２、品系５、品系６、品系１１、品系１２、品

系１７、品系１９、品系２３、品系２８、品系５１、‘门农１

号’、‘柴青１号’、‘巴青１号’、‘互青２号’、‘北青３

号’、‘北青６号’、‘昆仑１０号’、‘昆仑１２号’、‘昆仑

１３号’。‘北青７号和‘肚里黄’分别为条纹病和云纹

病感病对照品种，以上品种均由青海省农林科学院

作物所提供。

１．２　试验区设置

试验区位于青海省海北州农科所试验田，属于

青海青稞主产区。每品种种４行，行长５ｍ，行距

０．２５ｍ，待鉴定品种按顺序排列为一个小区，重复４

次。设‘肚里黄’为云纹病感病对照，‘北青７号’为

条纹病感病对照。田间管理只进行人工除草，未使

用任何杀菌剂。自然发病条件下进行病害调查。

１．３　鉴定方法及病害调查

１．３．１　条纹病和云纹病的抗病性鉴定

青稞条纹病抗病性类型划分标准［１１］：０级（免

疫），无发病株；１级（高抗），发病株率在５％以下；２

级（中抗），发病株率５％～１０％；３级（感病），发病株

率１１％～１５％；４级（高感），发病株率１５％以上。

青稞云纹病抗病类型划分标准［１０］：０级（免

疫），病情指数为０；１级（高抗），病情指数＜１０；２级

（中抗），病情指数为１０～２０；３级（感病），病情指数

为２１～５０；４级（高感），病情指数＞５０。

１．３．２　病害调查

２０１４年８月３日，田间调查以“株”为单位，每

品种随机调查１００株，计算发病株率；记载病株严重

度、统计病情指数。

病株率（％）＝（发病株数／总调查株数）×１００；

病情指数＝［（∑病株数×相应级别）／（调查总

株数×最高级别）］×１０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青稞品种（系）对条纹病的抗性表现

调查结果显示，供试３０个青稞品种（系）中有

１３个品种（系）表现为高抗，其中，‘门农１号’、‘昆

仑１３号’和‘巴青１号’为主栽品种，品系１７发病

率最低。高抗品种（系）占鉴定总数的４３．３％。表

现中抗的品种有６份，包括品系５、品系１９、品系

５１、ＲＱＫＱ２、‘昆仑１０号’、‘昆仑１２号’；表现感

病的有品系２８、‘北青６号’、‘柴青１号’、‘互青２

号’和‘肚里黄’；表现高感的有品系１、品系２３、

ＲＱＫＱ５、ＲＱＫＱ６、‘北青３号’和‘北青７号’。供

试的３０个品种（系）中没有发现免疫材料（表１）。

对病情指数进行Ｄｕｎｃａｎ’ｓ差异显著性分析结果表

明，高抗的品系６、品系１２、品系１７、ＲＱＫＱ３、

ＲＱＫＱ７、ＲＱＫＱ９、‘门农１号’与感病、高感品种

（系）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２．２　不同青稞品种（系）对青稞云纹病的抗性表现

调查结果显示，不同青稞品种（系）对云纹病的

抗性存在显著差异。品系１、品系２、品系６、品系

１７、品系２８、ＲＱＫＱ３、ＲＱＫＱ５、ＲＱＫＱ６、ＲＱＫＱ

７、ＲＱＫＱ８、‘门农１号’、‘互青２号’、‘北青６号’

和‘昆仑１０号’病情指数均在１０以下，属高抗类型。

品系５、品系１１、ＲＱＫＱ１、ＲＱＫＱ９、‘巴青１号’、

‘北青３号’、‘北青７号’、‘昆仑１３’号表现为中抗。

表现感病的材料有品系１２、品系２３、品系５１、

ＲＱＫＱ２、‘柴青１号’和‘昆仑１２号’，表现高感的

材料有品系１９和‘肚里黄’（表２）。对病情指数进

行Ｄｕｎｃａｎ’ｓ差异显著性分析结果表明，表现高抗的

品系１、品系６、品系１７、品系２８、ＲＱＫＱ８与‘北青６

号’之间抗性差异不显著；感病品种‘肚里黄’与其余

２９个品种（系）之间抗性差异显著。供试３０份青稞

品种（系）未见免疫材料。

·３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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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不同青稞品种（系）对青稞条纹病的抗性评价结果１
）

犜犪犫犾犲１　犚犲狊犻狊狋犪狀犮犲狅犳犫犪狉犾犲狔犮狌犾狋犻狏犪狉狊（犾犻狀犲狊）狋狅犾犲犪犳狊狋狉犻狆犲

品种（系）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ｌｉｎｅ）

发病率／％

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抗性类型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ｙｐｅ

品系１７ （１．２５±０．９６）ｈ 高抗

ＲＱＫＱ７ （１．５０±１．２９）ｇｈ 高抗

ＲＱＫＱ３ （１．５０±１．２９）ｇｈ 高抗

品系１２ （１．７５±１．７１）ｇｈ 高抗

ＲＱＫＱ９ （１．７５±１．５０）ｇｈ 高抗

品系６ （２．００±１．８３）ｆｇｈ 高抗

门农１号 Ｍｅｎｎｏｎｇ１ （２．００±１．４１）ｆｇｈ 高抗

昆仑１３号Ｋｕｎｌｕｎ１３ （３．００±０．８２）ｅｆｇｈ 高抗

品系１１ （３．００±０．８２）ｅｆｇｈ 高抗

巴青１号Ｂａｑｉｎｇ１ （３．００±２．１６）ｅｆｇｈ 高抗

ＲＱＫＱ１ （３．００±１．４１）ｅｆｇｈ 高抗

品系２ （３．５０±０．５８）ｄｅｆｇｈ 高抗

ＲＱＫＱ８ （４．００±０．８２）ｄｅｆｇｈ 高抗

品系５ （５．００±０．８２）ｄｅｆｇｈ 中抗

昆仑１２号Ｋｕｎｌｕｎ１２ （６．２５±０．９６）ｄｅｆｇｈ 中抗

昆仑１０号Ｋｕｎｌｕｎ１０ （６．７５±１．５０）ｄｅｆｇ 中抗

ＲＱＫＱ２ （７．２５±１．７１）ｄｅｆ 中抗

品系５１ （７．７５±０．９６）ｄｅ 中抗

品系１９ （８．００±０．９６）ｄｅ 中抗

北青６号Ｂｅｉｑｉｎｇ６ （１２．００±１．４１）ｄｅ 感病

柴青１号Ｃｈａｉｑｉｎｇ１ （１２．２５±０．９６）ｄｅ 感病

肚里黄Ｄｕｌｉｈｕａｎｇ （１３．７５±０．９６）ｄｅ 感病

互青２号 Ｈｕｑｉｎｇ２ （１３．７５±０．９６）ｄｅ 感病

品系２８ （１５．５０±０．５８）ｄ 感病

品系２３ （１６．００±４．６９）ｃ 高感

品系１ （１６．５０±３．４２）ｂｃ 高感

北青３号Ｂｅｉｑｉｎｇ３ （１７．５０±２．８９）ｂｃ 高感

ＲＱＫＱ６ （２１．２５±４．０３）ｂｃ 高感

ＲＱＫＱ５ （２１．７５±４．１１）ｂ 高感

北青７号Ｂｅｉｑｉｎｇ７ （２７．７５±２．７５）ａ 高感

　１）表中数据为平均值±标准差，同列数据后具有相同小写字母表

示在０．０５水平差异不显著。下同。

Ｔｈｅｄａｔａａｒｅｔｈｅｍｅａｎ±ＳＤ，ａｎｄｓａｍｅ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ｌｅｔｔｅｒｓｉｎｔｈｅ

ｓａｍｅｃｏｌｕｍ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ｔ０．０５ｌｅｖｅｌ．

Ｔｈｅｓａｍｅｂｅｌｏｗ．

３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目前青海广泛推广种植的青

稞品种和部分后备品种对条纹病、云纹病等主要病

害的抗性存在显著差异，总体上缺乏免疫品种。品

系１２对条纹病表现高抗，但对云纹病抗性较差；品

系１、品系２８、ＲＱＫＱ５、ＲＱＫＱ６、‘互青２号’、‘北

青６号’对云纹病表现高抗，但对条纹病表现为感病

或高感；品系２、品系６、品系１７、ＲＱＫＱ３、ＲＱＫＱ７、

ＲＱＫＱ８、‘门农１号’对云纹病、条纹病均表现高

抗。王信等［１０］通过田间接种鉴定评价了２６个青稞

（大麦）品种（系）对云纹病的田间抗性，发现了一些

可以用于抗病育种的材料，也证明了多数材料属于

抗病类型（高抗＋中抗的材料占鉴定品种或种质的

６９．３％），但也缺乏免疫品种。我国对青稞抗性鉴定

的报道较少，本研究只是针对青海省青稞进行了抗

病性评价，还需广泛收集其他省份的青稞进行评价，

为抗病育种提供新抗源。

表２　不同青稞品种（系）对青稞云纹病的抗性评价结果

犜犪犫犾犲２　犚犲狊犻狊狋犪狀犮犲狅犳犫犪狉犾犲狔犮狌犾狋犻狏犪狉狊（犾犻狀犲狊）狋狅犾犲犪犳狊犮犪犾犱

品种（系）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ｌｉｎｅ）

病情指数

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ｄｅｘ

抗性类型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ｙｐｅ

品系６ （２．３３±０．５７）ｏ 高抗

品系１７ （２．５５±０．５８）ｎｏ 高抗

品系２８ （２．７５±０．９７）ｎｏ 高抗

ＲＱＫＱ８ （３．２８±０．８４）ｎｏ 高抗

北青６号Ｂｅｉｑｉｎｇ６ （４．９５±０．７４）ｍｎｏ 高抗

品系１ （５．００±０．６３）ｍｎｏ 高抗

ＲＱＫＱ５ （５．１３±０．６２）ｍｎ 高抗

门农１号Ｍｅｎｎｏｎｇ１ （６．３５±０．５４）ｍ 高抗

ＲＱＫＱ６ （７．０５±０．５１）ｌｍ 高抗

昆仑１０号Ｋｕｎｌｕｎ１０ （７．２８±０．７６）ｌｍ 高抗

品系２ （７．２８±１．６１）ｌｍ 高抗

ＲＱＫＱ７ （７．４０±０．５４）ｌｍ 高抗

互青２号 Ｈｕｑｉｎｇ２ （７．６３±０．６９）ｌｍ 高抗

ＲＱＫＱ３ （９．３８±０．７８）ｋｌ 高抗

北青３号Ｂｅｉｑｉｎｇ３ （１１．００±１．２４）ｊｋ 中抗

巴青１号Ｂａｑｉｎｇ１ （１２．３０±０．７１）ｊ 中抗

北青７号Ｂｅｉｑｉｎｇ７ （１３．３０±０．６８）ｉｊ 中抗

昆仑１３号Ｋｕｎｌｕｎ１３ （１５．３３±０．６４）ｈｉ 中抗

ＲＱＫＱ１ （１５．７５±０．７９）ｈｉ 中抗

ＲＱＫＱ９ （１６．３５±０．７２）ｈ 中抗

品系１１ （１６．４０±０．６７）ｈ 中抗

品系５ （１９．２８±０．６９）ｇ 中抗

昆仑１２号Ｋｕｎｌｕｎ１２ （２３．２８±０．５７）ｆ 感病

品系２３ （２５．３０±０．８８）ｆ 感病

品系１２ （３１．２８±２．０６）ｅ 感病

柴青１号Ｃｈａｉｑｉｎｇ１ （３７．９０±０．９８）ｄ 感病

ＲＱＫＱ２ （４４．５５±１．７１）ｃ 感病

品系５１ （４４．６０±２．０８）ｃ 感病

品系１９ （５７．７０±１．０７）ｂ 高感

肚里黄Ｄｕｌｉｈｕａｎｇ （７４．６３±０．９６）ａ 高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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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

制率较高，对大豆疫霉根腐病盆栽防效也明显高于

烯酰吗啉及氟啶胺等药剂［９］。３０％ＳＹＰ４２８８ＦＳ

拌种法１．５～３ｇ／ｋｇ种子处理防效明显高于３５％精

甲霜灵ＥＳ０．８ｇ／ｋｇ种子处理，并与２５ｇ／Ｌ咯菌腈

ＦＳ防效相当。霜霉威盐酸盐生产上主要用于防治

卵菌纲病害，但也在苗床上灌根防治黄瓜猝倒病。

１０００ｍｇ／Ｌ的３０％ＳＹＰ４２８８ＳＣ对黄瓜猝倒病防

效与１２００ｍｇ／Ｌ的７２２ｇ／Ｌ霜霉威盐酸盐ＡＳ处理

相当。３０％ＳＹＰ４２８８ＳＣ灌根对棉花立枯病、黄瓜

猝倒病的防病效果较好，值得推广，同时也为大豆疫

霉根腐病的适宜使用方法提供了借鉴。

３０％ＳＹＰ４２８８ＳＣ防治西瓜枯萎病田间试验

表明，５００～１０００ｍｇ／Ｌ的３０％ＳＹＰ４２８８ＳＣ对西

瓜枯萎病的防效明显好于或相当于对照药剂２５％

氰烯菌酯ＳＣ、１％申嗪霉素ＳＣ及２５％咪鲜胺ＥＣ。

３０％ＳＹＰ４２８８ＳＣ防治西瓜枯萎病推荐剂量为５００

～１０００ｍｇ／Ｌ，可于枯萎病发生初期施药，间隔７ｄ，

连续灌根２～３次即可。

我国当前防治土传病害农药品种主要有咯菌腈、

铜制剂类、恶霉灵以及一些生物制剂等产品。近年

来，病原菌对常用杀菌剂产生抗性的现象越来越普

遍，因此研究开发具有新作用位点和作用机制的杀菌

剂越来越有必要。研究表明，外源添加ＡＴＰ后，ＳＹＰ

４２８８对辣椒疫霉菌菌丝生长、游动孢子释放及休止孢

萌发的抑制明显降低，推测ＳＹＰ４２８８的作用机制可能

与能量代谢及ＡＴＰ合成有关
［１０］。ＳＹＰ４２８８具有独特

双苯胺类结构、不同的作用机理，具有杀菌谱广、活性高

等特点，不易使病原菌产生抗性；可以用于瓜果蔬菜土

传病害防治，并与其他药剂组成抗性综合治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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