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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田间成株期自然感蚜法和室内苗期接虫法!鉴定 $" 个小麦品种"系#对 ( 个不同地区荻草谷网蚜
I#2(9#($ 3#&;+$2"#"S6R6;6=;9#种群的抗性& 结果表明!小麦品种"系#室内苗期的抗性表现与田间成株期基本一
致+-O92?’ _._’北京 Y’*’铭贤 $)& 和红芒红对 ( 个地理种群荻草谷网蚜的抗性表现相同!丰产 ’’中 % 无芒’jX
/’晋麦 ’$’4$’YY(%*&3"和小白冬麦对 ( 个地理种群荻草谷网蚜种群的抗性表现则存在差异& 研究表明我国荻
草谷网蚜对抗蚜作物品种具有致害性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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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荻草谷网蚜 I#2(9#($ 3#&;+$2"#"S6R6;6=;9# 是
我国小麦上的重要害虫之一!以刺吸式口器取食
小麦汁液导致小麦产量和品质降低+并可传播病
毒病"Q,dT#!分泌蜜露遮盖叶片影响光合作用!
严重威胁着小麦生产& 一直以来!该蚜在我国被

误认为(麦长管蚜)& 长期以来各地对麦蚜以化学
防治为主!化学农药的大量使用带来了诸如环境
污染’害虫抗药性和杀伤天敌等一系列问题"李军
等! "##*#& 因此!培育小麦抗蚜品种成为小麦害
虫可持续治理的重要措施"于洋等! "##)+ 刘勇



**’#!! * 应用昆虫学报 !"#$%&%’()*$+,(-.//,#%0 1$2(3(,(45 %& 卷

等! "##*#&
抗蚜鉴定是抗蚜育种的重要基础& 常用的小

麦抗蚜鉴定方法有田间成株期和室内苗期鉴定方
法& 小麦田间成株期自然感蚜法!研究较为深入
并制定了小麦抗蚜虫评价技术规范"侯有明和沈
宝成! $&&Y+李素娟等! $&&Y+ 段灿星等! "##)#&
小麦室内苗期抗荻草谷网蚜鉴定主要依据蚜量的
比较鉴别品种的抗性差异& 与麦二叉蚜 I;"#H+/"#&
4*+3#$)3"刘旭明和金达生! $&&Y+ b50==BF%2+,6!
"##Y#和麦双尾蚜 N#)*+/"#&$(>#+"‘09B61C %2+,6!
"##Y+D116;B9%2+,6! "##&+ :?>0B?%2+,6! "##&#等
相比!室内苗期抗荻草谷网蚜鉴定方法研究进展
缓慢!缺乏合适的抗性评级体系 "m5 %2+,6!
"#$$#&

蚜虫的遗传变异大!生态适应性强!容易形成
新生物型!在时间和空间上限制某些抗虫品种的
利用& 已鉴定的昆虫生物型中!蚜虫占大约 (#Z
":6k01661C Q6HH9?1! $&Y*#& 其中正式命名 "’ 个

麦二叉蚜生物型"刘旭明和金达生! $&&Y+ -1=>06C
%2+,P! "##’+ Q5HC %2+,6! "##)#和 Y 个麦双尾蚜
生物型"‘09B61C %2+,6! "##Y#& 目前荻草谷网蚜
生物型的研究尚处于摸索阶段"m5 %2+,6"#$$#&

本研究采用田间成株期抗性鉴定和室内苗期
抗性鉴定 " 种方法!研究 $" 个小麦品种"系#对不
同地理种群荻草谷网蚜的抗性!拟建立室内苗期
抗荻草谷网蚜评价体系并检测荻草谷网蚜生物型
的分化!并有待为进一步研究抗源选择’抗性育种
组合设计’抗性品种推广和合理布局提供依据&

9:材料与方法
9K9:供试小麦品种&系’

$" 个供试小麦品种"系#详细信息见表 $!除
-O92?由 dHPd6I9C X?H>0H博士"7:d-3-V:#提供
外!其它均来源于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
所植保信息技术研究课题组&

表 9:9; 个供试小麦品种&系’及其相关信息
F%-,39:9; .23%’?%/03’03(&,013(’ %14’230//3,%’3401*)/#%’0)1

小麦品种
‘;06>I6H90>90=

品种抗性及其抗性基因
XH0I9?5=BFR1?N1 H06E>9?1 >?I#2(9#($ +<%$+%

61C H0=9=>61E020109@R1?N1

抗性机制
8691 H0=9=>61E0
O0E;619=O

参考文献
V0@0H01E0=

-O92? 抗wLM" % ?̂BB01;?H=>61C j?AA6! $&Y’
丰产 ’ 号 抗 % 李素娟等! $&&Y
中 % 无芒 抗 抗生性 陈巨莲等! $&&*
jX$ 抗 抗生性 陈巨莲等! $&&*
_._ 抗 排趋性 陈巨莲等! $&&*
晋麦 ’$ 抗 % 郑王义等! $&&&
4$ 抗 排趋性 陈巨莲等! $&&*

YY(%*& +" 感 抗生性 陈巨莲等! $&&*
北京 Y’* 感 % 陈巨莲等! $&&*
小麦冬麦 抗 排趋性 陈巨莲等! $&&*
铭贤 $)& 感 % 刘勇等! "##$
红芒红 感 % 陈巨莲等! $&&*

9K;:成株期抗性鉴定
9K;K9:试验地点!河北廊坊!山西临汾!山东泰
安!河南新乡!四川江油&
9K;K;:鉴定方法!成株期抗性鉴定按小麦抗蚜
虫评价技术规范"标准编号$b,wS$%%’[*3"##*#
进行!每个品种"系#播种 " 行!每隔 ) 个品种"系#
播种 $ 行抗蚜对照品种北京 Y’*!每行均匀播种

$## 粒+试验田四周种植 $ O宽的北京 Y’* 保护
行& 试验采用完全随机设计!每品种"系#重复种
植 ’ 次& 试验区土壤特点及田间管理与当地大田
一致!整个试验期不施用任何农药& 在小麦灌浆
期进行调查& 调查分 ’ 组同时进行& 每行选取蚜
量最高的 $ 株!判定蚜害级别"表 "#并记录& 采用
蚜虫发生盛期各小麦品种"系#的蚜害级别最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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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所有参试小麦品种"系#蚜害级别众数的平均值
的比值作为抗性定级的依据& 小麦蚜害级别比大

于 #[& 时为感蚜品种"系#":#!相反则为抗蚜品种
"系#"V#&

表 ;:小麦蚜害级别的划分标准
F%-,3;:J,%((0*0&%’0)1&/0’3/0)1)*.23%’R4%#%+3

蚜害级别
d6O620=E6B0

各级别的蚜虫量
b?P?@6A;9C=

# 全株无蚜虫
$ 全株有少量蚜虫"$# 头以下#
" 全株有一定量蚜虫"$# ]"# 头#!穗部无蚜虫或仅有 $ ]( 头
’ 全株有中等数量蚜虫""$ ](# 头#!穗部有少量蚜虫") ]$# 头#
% 全株有大量蚜虫"(# 头以上#!穗部有片状的蚜虫聚集!蚜虫占穗部的 $w% 左右
( 穗部有 $w% ]’w% 的小穗有蚜虫
) 全部小穗均密布蚜虫

9K@:苗期抗性鉴定
9K@K9:供试虫源:从河北廊坊!山西临汾!山东
泰安! 河南新乡! 四川江油的小麦 "@*#2#;)3
+%&2#<)34P#上采集荻草谷网蚜& 虫源采回后!在
室内""" {$#\! 湿度 %#Z ])#Z!光照 4zd|
$)zY条件下隔离饲养于感蚜品种(北京 Y’*)麦苗
上繁殖保存备用& 上述虫源可直接用于小麦对群
体荻草谷网蚜的抗性鉴定& 同时!分别从每个地
理种群中取出 $ 头!隔离繁殖成克隆系& 用于小
麦对个体荻草谷网蚜的抗性鉴定&
9K@K;:鉴定方法:小麦苗期对荻草谷网蚜的抗
性鉴定没有统一标准& 与麦二叉蚜和麦双尾蚜不
同!荻草谷网蚜危害后麦苗症状不明显!因此根据
小麦受荻草谷网蚜危害后的症状鉴定小麦苗期抗
性非常困难& 所以本文中使用的苗期鉴定方法是
模拟田间条件进行的!蚜害等级也是依照田间标
准中的要求划分的& 供试小麦品种"系#采用盆栽
方式!每个品种"系#种 $ 盆!每盆 $# 株+供试的 $"
盆小麦品种"系#随机放置于同一个尼龙网养虫笼
"(( EO~%( EO~)# EO#& 小麦二叶期时每株接 "
龄若虫 " 头& 接种 $# C 后调查记载各品种的蚜
量& 共设 ’ 个重复& 计算蚜虫盛发期各品种"系#
单盆着蚜量与总品种"系#平均单盆着蚜量的比值
的平均值!当小麦的蚜量比小于或等于 #[& 时为
抗蚜品种"系#!大于 #[& 时为感蚜品种"系#&

;:结果与分析
;K9:成株期田间抗性鉴定

$" 个小麦品种"系#对 ( 个不同地区荻草谷
网蚜田间种群的抗性鉴定结果"表 ’#表明部分小
麦品种"系#对不同地区荻草谷网蚜田间自然种群
的抗性存在差异& 丰产 ’ 号在四川江油表现抗
性!在其它 % 个地区则为感性+中 % 无芒在河北廊
坊表现感性!在其它 % 个地区则为抗性+晋麦 ’$
在山东泰安表现感性!在其它 % 个地区则为抗性+
YY(%*&3" 在河北廊坊表现抗性!在其它 % 个地区
则为感性+4$ 在河北廊坊和河南新乡表现感性!在
其它 ’ 个地区则为抗性+小白冬麦在河北廊坊和
河南新乡表现抗性!在其它 ’ 个地区则为感性+
-O92?!_._!北京 Y’*!铭贤 $)& 和红芒红在 ( 个
地区的抗性表现相同&

;K;:苗期抗性鉴定
$" 个小麦品种"系#对河北廊坊!山东泰安和

河南新乡的荻草谷网蚜室内群体无典型的抗感性
反应"数据未显示#!对山西临汾和四川江油群体
及 ( 个不同地区的个体"克隆#抗性结果与成株期
鉴定结果相同"表 %#!表明部分小麦品种"系#对
不同地区的荻草谷网蚜群体或个体"克隆#的抗性
存在差异& 丰产 ’ 号和jX/对山东泰安和河北廊
坊个体"克隆#表现抗性!对其它群体和个体"克
隆#则表现感性+ 4$ 对河南新乡个体"克隆#和江
油群体表现为感性!对其它群体和个体"克隆#表
现抗性+小白冬麦对新乡个体"克隆#和江油群体
表现抗性!对其它群体和个体"克隆#则表现感性+
-O92?!中 % 无芒!_._!晋麦 ’$!YY(%*&3"!铭贤
$)&!红芒红对各地区群体和个体"克隆#的表现相



**’"!! * 应用昆虫学报 !"#$%&%’()*$+,(-.//,#%0 1$2(3(,(45 %& 卷

同& 此外!本研究发现 $" 个小麦品种"系#对山西
临汾个体"克隆#与群体的抗感性反应一致!而对
四川江油个体"克隆#与群体的抗感性反应不一
致&

比较室内苗期群体与田间成株期抗性鉴定结

果!发现对于山西临汾种群!$" 个品种"系#在两
生育期的抗性趋势完全一致!仅同一品种"系#的
抗感性程度有差异+而四川江油种群!某些小麦品
种"系#在两生育期的抗感性不同&

表 @:9; 个小麦品种&系’对 B 个不同地理种群荻草谷网蚜田间种群的抗性
F%-,3@:D3%&’0)1)*/3(0(’%1&3’) *0?340**3/31’+3)+/%$20&$)$5,%’0)1()*<’0#?’#4/’$.)40&’

019; .23%’?%/03’03(&,013(’ ’2/)5+2*03,4(&/33101+

小麦品种"系#
‘;06>I6H90>90="B910=#

蚜害级别比 V6>9??@C6O620=E6B0

廊坊
4612@612

临汾
491@01

泰安
S69-61

江油
j9612F?5

新乡
m91k9612

-O92? #[)* V #[)# V #[YY V #[)( V #[)Y V
丰产 ’ 号 $[$" : $[(# : $[’’ : #[(( V $[$’ :
中 % 无芒 $[’% : #[)# V #[YY V #[*’ V #[)Y V
jX/ $[’% : $[(# : $[$# : #[Y) V $[$’ :
_._ #[Y& V #[&# V #[%% V #[*% V #[&# V
晋麦 ’$ #[%( V #[)# V $[’’ : #[Y& V #[&# V
4$ $[’% : #[&# V #[YY V #[*( V $[$’ :

YY(%*&3" #[)* V $[(# : $[’’ : $[%& : $[’( :
北京 Y’* $[$" : $["# : $[’’ : $["& : $[’( :
小白冬麦 #[Y& V $["# : $[$# : $[(( : #[&# V
铭贤 $)& $[’% : $["# : $[$# : $[’’ : $[’( :
红芒红 $[$" : $["# : $[’’ : $[$) : $[$’ :

表 A:9; 个小麦品种&系’对 B 个不同地理种群荻草谷网蚜室内群体及个体&克隆’的抗性
F%-,3A:D3%&’0)1)*/3(0(’%1&3’) *0?340**3/31’+3)+/%$20&$)$5,%’0)1()/0140?045%,(&&,)13(’ )*

<’0#?’#4/’$.)40&’019; .23%’?%/03’03(&,013(’ ’2/)5+2,%-)/%’)/8 (&/33101+

小麦品种"系#
‘;06>I6H90>90=

"B910=#

蚜害级别比 V6>9??@C6O620=E6B0

泰安个体
S69-61
91C9I9C56B

江油个体
j9612F?5
91C9I9C56B

临汾个体
491@01
91C9I9C56B

新乡个体
m91k9612
91C9I9C56B

廊坊个体
4612@612
91C9I9C56B

江油群体
j9612F?5
A?A5B6>9?1

临汾群体
491@01
A?A5B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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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 徐昭焕等$小麦品种"系#对不同地理种群荻草谷网蚜的抗性 **’’!! *

@:讨论
目前!小麦苗期对荻草谷网蚜的抗性鉴定没

有统一标准& 与麦二叉蚜和俄罗斯蚜不同!荻草
谷网蚜危害后麦苗症状不明显!因此根据小麦受
荻草谷网蚜危害后的症状鉴定小麦苗期抗性非常
困难& 但是!不同小麦品种"系#对麦蚜的抗性差
异明显!抗性机理也各异!但最终都反映在蚜虫种
群数量的不同"段灿星等! "##’#& 因此!在小麦
室内抗性鉴定中!我们模拟田间条件!蚜害等级也
是依照田间标准中的要求划分的!即采用各品种
"系#单钵着蚜量与总品种"系#平均单钵着蚜量
的比值的平均值划分抗蚜级别& 利用此划分标准
鉴定的结果显示山西临汾种群的室内苗期与田间
成株期抗性鉴定结果基本相同!即苗期与成株期
抗性趋势一致!这与 :?>;0H>?1和DOC01"$&Y"#!段
灿星等""##)#!李贤庆等""##)#的前期研究结果
基本一致& 由此可见!作者的小麦室内苗期抗荻
草谷网蚜评价体系是可行的& 而本文中四川江油
种群的室内苗期与田间成株期抗性鉴定结果不一
致!可能是田间采集的虫源不是本地区的优势种
群&

本研究发现田间成株期和室内苗期抗性鉴定
可以得出相似结果!即部分小麦品种"系#对不同
地理种群荻草谷网蚜的抗性是有差异的& 由此表
明我国荻草谷网蚜对部分抗蚜作物品种具有致害
性分化!并依此推测荻草谷网蚜可能发生了生物
型分化& 本研究仅就 $" 个小麦品种"系#对 ( 个
不同地理种群荻草谷网蚜抗性反应进行了初步探
讨!每个种群中也只选取 $ 头蚜虫进行繁殖克隆
及小麦抗性鉴定& 研究结果为深入了解我国荻草
谷网蚜生物型的分化程度’分布及其频率提供了
技术资料积累及探索性贡献!相关研究还有待进
一步扩大采集范围并对每个种群进行多个个体
"克隆#抗性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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