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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探明辽宁地区水稻品种对本地灰飞虱 L+(0%,/"+J&2*#+2%,,)&"X>AAk6#的抗性水平及其抗虫机制!本研究

利用改进的苗期集团鉴定法!以 /‘%’ 为抗虫对照品种&武育粳 % 号为感虫对照品种!对 (" 份辽宁地区主栽水稻品

种和研究待推广品种进行了水稻苗期对灰飞虱抗性鉴定!并从中选取 "# 份不同抗性水平的品种进行了排趋性和

抗生性的测定% 结果表明$从 (" 份水稻材料中仅筛选出 $ 份抗虫材料辽优 &"$)!中抗品种 $$ 份!其余均为感虫

或高感品种% 在不同水稻类型中!杂交稻的抗虫性普遍较常规稻强!而从水稻株型上看!抗性品种大多为披散型%

抗虫机制研究发现!抗虫品种辽优 &"$) 和中抗品种港育 $"* 兼具排趋性和抗生性!是非常理想的抗性种质资源!

中抗品种港源 ) 号和粳优 &&) 具有很强的排趋性!也是较为理想的抗性资源!为抗性机制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材料%

但大部分省内主栽主推品种不具备对灰飞虱的抗性!应引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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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飞虱 L+(0%,/"+J&2*#+2%,,)&"X>AAk6#!属同翅
目 7<N<?@8M>&头喙亚目 IF=;86<MM;P6=;>&蜡蝉总
科 XFA:<M<498>&飞虱科 -8A?;>=49>8"丁锦华和张富
满!$**(#!是我国水稻生产上的一种重要害虫!除
直接刺吸水稻汁液为害外!还传播水稻条纹叶枯
病&水稻黑条矮缩病&玉米粗缩病等多种病毒病!
造成病害流行!给水稻&玉米等作物生产带来更大
的危害"周益军!"#$##% 近年来!灰飞虱及其传播
的条纹叶枯病在辽宁省日趋严重!部分地区严重
减产甚至绝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李志强等!
"##1#%

一直以来!亚洲稻区灰飞虱的防治主要以使
用化学杀虫剂为主!但化学防治方法严重杀伤天
敌!污染环境!加之灰飞虱具有迁飞特性!致使防
治效果并不十分理想"林友伟等!"##&’段灿星等!
"##1’J><%2+,7!"##)#% 据报道!亚洲地区灰飞虱
已经对有机氯&有机磷和氨基甲酸酯类杀虫剂产
生了不同程度的抗药性!近年来!我国江苏等地灰
飞虱又对其防治的主要药剂吡虫啉产生明显抗
性!化 学 防 治 灰 飞 虱 越 来 越 困 难 "K69<>69
a5FMFN>=;4!"###’K69<%2+,7! "##"’马崇勇等!
"##1#% 而利用抗性品种被认为是防治灰飞虱最
为根本&经济&有效的措施!既能有效防止灰飞虱
直接取食危害!也可以显著降低灰飞虱传播病毒
的几率!在治虫防病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H8N<@<%2+,7!$**(’BF %2+,7!"##"’孙黛珍等!
"##’#%

我国在水稻品种对稻飞虱的抗性研究方面!
对褐飞虱和白背飞虱的研究起步较早"刘光杰等!
"##%#!而关于灰飞虱的研究近几年来才受到关
注!且报道大多集中在其传播的条纹叶枯病上!对
于灰飞虱本身的研究却较少"刘芳等!"##1#% 为
了探明辽宁地区近年来的主栽主推品种对本地灰
飞虱的抗性水平!本研究利用改进的灰飞虱苗期
抗性鉴定的方法!筛选了 (" 份水稻材料!并通过
排趋性和抗生性测验初步探讨了抗性品种的抗虫
机制!旨为抗性育种&挖掘抗性基因和水稻品种的
合理布局提供依据%

:;材料与方法
:B:;试验材料
:B:B:;供试水稻;包括抗感对照共 (( 份水稻材
料!分别由沈阳农业大学!辽宁省农业科学院植物

保护研究所!辽宁省水稻研究所!辽宁省盐碱地利
用研究所!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提供% 以武育粳 %
号为感虫对照品种!/‘%’ 为抗虫对照品种%
:B:BA;供试虫源;"##* 年 & 月从东港市水稻苗
床 上 采 集! 利 用 斑 点 免 疫 检 测 法 " 9<@
4NNF6<V46946:>55>P!-/SI# "王贵珍等!"##& #检
测建立无毒灰飞虱种群!于养虫温室内 " "( [
"1i!Cn-q$"n$"#!在较感虫的辽星 $1 号上饲养
供试%

:BA;试验方法
:BAB:;水稻品种抗灰飞虱评价;对于大量品种
抗性的初步筛选!往往采用苗期群体筛选法% 本
研究 参 照 标 准 苗 期 筛 选 法 " 5@>69>M9 5889V<]
5=M88646:@85@!EEEa#"7846M4=;5%2+,7! $*)&#!并参
考刘光杰等""##"#&段灿星等""##1#的方法!进行
了适当改进%

首先对供试品种进行发芽实验!再经水选法
挑选成熟饱满的种子!分批次进行温水浸种催芽!

以确保各材料同时播种!生长一致% 将供试品种
播种于特制的有机玻璃观察箱中"$"# =Ns&# =N
s(# =N!上盖&左右两侧为 $"# 目纱布制作!透
气&透光!且有效防止灰飞虱逃逸 #!每个品种 $
行!行距 & =N!随机排列% 每行播种 "& 粒发芽种
子!当稻苗长至 $0& ["0# 叶期接虫鉴定!接虫前 (
9 间苗!淘汰病弱苗!每个品种保留 $& 株生长较为
一致的幼苗用于接虫% 按每株苗 $" 头的虫量!在
透明观察箱内均匀接入 " [% 龄灰飞虱若虫!且每
天驱赶试虫!使其均匀分布% 每组实验设 % 次重
复%

参照段灿星等""##1#的方法!接虫后!当感虫
对照幼苗枯死率达到 *#h时!参照国际水稻研究
所"/‘‘/! $**)#制定的抗性评价标准对各个水稻
品种进行目测评级!通过加权平均计算各品种的
平均抗虫级别!按如下方式进行抗性评价$#!免
疫’#0$ [$0*!高抗’"0# [%0*!抗虫’(0# [&0*!中
抗’’0# [10*!感虫’)0# [*0#!高感%
:BABA;不同水稻品种对灰飞虱抗性机制研究!

经 $0"0$ 抗性评价后!选取 "" 个处于不同抗性水
平的水稻品种进行排趋性测定和抗生性测定!探
讨不同水稻品种的抗性机制%
:BABAB:;水稻品种对灰飞虱若虫的排趋性测定
!同样用 $0"0$ 中方法将稻种播于透明观测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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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待幼苗长至 " 叶期接虫!按每株 $# 头接入 " [
% 龄灰飞虱若虫% "( ; 后开始调查每个单株上的
若虫量!每天 $ 次!每次调查后驱虫!尽量使试虫
均匀分布!& 9 后计算每个品种单株上的平均若虫
数% 试验重复 % 次%
:BABABA;水稻品种对灰飞虱成虫的排趋性测定
!同样将催芽后的稻种播于透明观测箱中!每个
品种 $ 行!每行 $& 株!随机排列% 待幼苗长至 " 叶
期间苗!每品种保留 $# 株长势旺盛的稻株% 出苗
(# 9 后!各品种基本到达分蘖期!按每株 " 对成虫
接入透明观测箱中!接虫后 "(&()&1" ; 分别调查
记录每个单株上的成虫数!% 9 后计算每个品种单
株上的平均成虫数% 试验重复 % 次%
:BABAB<;水稻品种对灰飞虱产卵的排趋性测定
!$0"0"0" 中成虫排趋性测定后!将灰飞虱移出!
得到带有卵的各品种稻株% 采用改进的剥查卵量
方法"邵凌云等!"#$"#!将这些稻株带根拔出!洗
净泥后及时的放入沸水中煮约 $# N46!将煮过的
稻株浸入 *&h乙醇中!"( ; 后在双筒解剖镜下剥
查卵粒数!计算各品种单株上的平均产卵量% 试
验重复 % 次%
:BABABG;水稻品种对灰飞虱的抗生性测定;!
参照 E8V>5@4>6 等"$**’#和刘芳等""##1#的方法!
采用 %# 9 苗龄的稻苗供试% 单管单苗接入 & 头 $
[" 龄的灰飞虱若虫!每个品种测定 $# 株稻苗!接
虫后 ’ ; 开始统计死虫数!计算若虫存活率!每天
统计 $ 次!连续统计 & 9% 抗生性分数 ">6@4V4<545
5=<M8!IE#计算公式为$.C q1".$ s$# o"." s"#
o5 o".$ s$#2 s$##2"$ o" o5 o$#% 其中 $
为加入若虫后的天数!.$ 为该天灰飞虱若虫的存
活率% .C 值在 # [’#h的定为高抗品种!’$h [
)#h的为中抗品种!)$h [$##h的为感虫品种%
试验重复 % 次%

:B<;数据统计分析
应用统计分析软件 EZEE "#0# 对水稻抗虫性

测定结果进行 -F6=>6+5多重比较分析及相关性
分析%

A;结果与分析
AB:;水稻品种对灰飞虱的抗性评价

从 (" 份水稻材料中筛选出 $ 个抗虫""0# [

%0*#品种!即辽优 &"$)!占总鉴定材料的 "0(h’
中抗 " (0# [&0* # 品种筛选出 $$ 个!检出率为
"’0"h’其余均为感虫"’0# [10*#和高感")0# [
*0##品种!分别占总鉴定材料的 ’*0#h和 "0(h
"表 $#%
!!由结果可知!杂交稻的抗性水平普遍高于常
规稻!只有少数常规稻具有中抗级别的抗性!大部
分的粳型常规稻品种较为易感灰飞虱% 从水稻株
型上看!具有抗性的品种大多为披散型!占抗性品
种的 ’$0&h!粳优 &&) 属于中间型"介于披散型与
紧凑型之间#!也具有较高抗性!而紧凑型的品种
仅占抗性品种总数的 %#0)h% 在辽宁地区抗性品
种中!辽优 &"$)&粳优 &&)&辽优 "##’ 为杂交稻品
种!Q"$#’ 为恢复系’开粳 " 号的种植区域灰飞虱
发生量较小’港育 $"*&港源 ) 为灰飞虱大发生的
东港地区近两年审定品种!种植范围主要在丹东&
大连沿海一带’而辽宁省内大面积推广的常规稻
品种中!仅有盐丰 (1 和辽河 $ 号属于中抗品种!
其余均感虫!有些品种易感灰飞虱的程度与感虫
对照相仿!甚至超过感虫对照%

ABA;水稻品种对灰飞虱抗性机制研究
ABAB:;水稻品种对灰飞虱若虫的排趋性;由表 "
可知!不同水稻品种对灰飞虱若虫的排趋性存在
明显差异!抗虫品种 /‘%’ 的排趋性最强!粳优
&&)&辽优 &"$)&港育 $"* 的排趋性也较强!而丰锦
的排趋性最弱% 大部分品种的排趋性较为居中!
差异不十分显著% 对所有品种的抗性水平与若虫
排趋性进行 Z8>M5<6 相关性检验!发现两者在 #0#$
水平上显著正相关"*q#01&$!?u#0#$#!表明若
虫排趋性是一种重要的抗虫机制% 结合抗性评价
结果!发现中抗品种辽河 $ 号的排趋性明显弱于
几个感虫品种!感虫品种丰锦和辽星 $1 的排趋性
也弱于高感品种沈农 "’&!将辽河 $ 号&丰锦和辽
星 $1 划归为一组!对其进行抗性水平与若虫排趋
性的 Z8>M5<6 相关性检验!结果两者的相关性不显
著"*q#0&#"!?t#0#&#!表明若虫排趋性并非这 %
个品种的主要抗虫机制% 对其他 $* 个品种进行
两者相关性分析!结果两者在 #0#$ 水平上高度相
关"*q#0)#$!?u#0#$#!表明若虫排趋性是这 $*
个品种的重要抗虫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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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不同水稻品种苗期对灰飞虱抗性评价
!&70#:;H5&0/&13)-+)$$#%3%1&-’#1) %,&007$)4-(0&-1")((#$3-1"#%##203-*%)+23++#$#-1$3’#5&$3#13#%

品种
\>M48@P

抗性级别
‘8545@>6=85=>A8

抗性水平
‘8545@>6=8A8R8A

品种
\>M48@P

抗性级别
‘8545@>6=85=>A8

抗性水平
‘8545@>6=8A8R8A

/‘%’ "0) 抗虫 ‘ a#% ’0’ 感虫 E

辽优 &"$)

C4><P<F &"$)

%0& 抗虫 ‘ 盐粳 ()

d>6346:()

’0’ 感虫 E

Q"$#’ (0% 中抗 U‘ 辽开 1*

C4><̂>41*

’0’ 感虫 E

粳优 &&)

L46:P<F &&)

(0& 中抗 U‘ 辽星 $*

C4><]46:$*

’0’ 感虫 E

镇稻 ))

c;869><))

(0’ 中抗 U‘ 丹粳 ) 号
->6346:)

’0’ 感虫 E

港育 $"*

J>6:PF $"*

(0) 中抗 U‘ 辽粳 "*(

C4><346:"*(

’01 感虫 E

辽优 "##’

C4><P<F "##’

(0) 中抗 U‘ 辽粳 %"’

C4><346:%"’

’0) 感虫 E

港源 )

J>6:PF>6 )

(0* 中抗 U‘ 辽粳 (&(

C4><346:(&(

’0) 感虫 E

盐丰 (1

d>6O86:(1

&0% 中抗 U‘ 辽星 $1

C4><]46:$1

’0* 感虫 E

辽河 $ 号
C4><;8$

&0( 中抗 U‘ 盐粳 "")

d>6346:"")

’0* 感虫 E

大穗港源 )

->5F4:>6:PF>6 )

&0’ 中抗 U‘ 辽粳 *

C4><346:*

10# 感虫 E

徐稻 % 号
gF9><%

&0) 中抗 U‘ 辽粳 %1$

C4><346:%1$

10# 感虫 E

开粳 " 号
_>4346:"

&0) 中抗 U‘ 沈农 *1($

E;866<6:*1($

10" 感虫 E

辽河糯
C4><;86F<

’0" 感虫 E 铁粳 (

a48346:(

10" 感虫 E

中辽 *#&"

c;<6:A4><*#&"

’0" 感虫 E 沈稻 $)

E;869><$)

10" 感虫 E

辽河 & 号
C4><;8&

’0% 感虫 E 丰锦
X86:346:

10% 感虫 E

辽粳 ")1

C4><346:")1

’0% 感虫 E 吉粳 ))

L4346:))

10& 感虫 E

辽盐 " 号
C4><P>6 "

’0( 感虫 E 盐粳 (&’

d>6346:(&’

10& 感虫 E

盐粳 ’)

d>6346:’)

’0( 感虫 E 千重浪 " 号
f4>6=;<6:A>6:"

10’ 感虫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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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70#: ’)-13-/#2#

品种
\>M48@P

抗性级别
‘8545@>6=85=>A8

抗性水平
‘8545@>6=8A8R8A

品种
\>M48@P

抗性级别
‘8545@>6=85=>A8

抗性水平
‘8545@>6=8A8R8A

辽粳 *$"

C4><346:*$"

’0( 感虫 E 秋光
f4F:F>6:

10’ 感虫 E

辽星 $ 号
C4><]46:$

’0& 感虫 E 武育粳 % 号
BFPF346:%

)0( 高感 7E

辽星 $&

C4><]46:$&

’0’ 感虫 E 沈农 "’&

E;866<6:"’&

)01 高感 7E

注$‘!M8545@>6@’U‘!N<98M>@8APM8545@>6@’E!5F5=8?@4VA8’7E!;4:;AP5F5=8?@4VA8,

表 A;不同水稻品种对灰飞虱若虫的排趋性
!&70#A;6-13@#-)%3%)+23++#$#-1$3’#5&$3#13#%1) -9,("%)+%,&007$)4-(0&-1")((#$

品种
\>M48@P

若虫数"头2苗#

H<,<O6PN?;5?8M5889A46:
品种
\>M48@P

若虫数"头2苗#

H<,<O6PN?;5?8M5889A46:

丰锦
X86:346

*01 r#0’*> 辽开 1*

C4><̂>41*
10" r#0(%98O:

辽星 $1

C4><]46:$1

*0" r#0%1>V 辽河 $ 号
C4><;8$

10" r#0%’98O:

沈农 "’&

E;86:6<6:"’&

*0# r#01’>V= 辽星 $ 号
C4><]46:$

’0* r#0’$8O:

铁粳 ( 号
a48346:(

)0) r#0)#>V=9 辽粳 "*(

C4><346:"*(

’0) r#0(#8O:

盐粳 (&’

d>6346:(&’

)01 r#0$)>V=9 盐丰 (1

d>6O86:(1

’0" r#0"*O:;

辽粳 * 号
C4><346:*

)0& r#0’*>V=98 中辽 *#&"

c;<6:A4><*#&"

’0$ r#0%(:;

辽粳 (&(

C4><346:(&(

)0$ r#0#)>V=98 港源 ) 号
J>6:PF>6 )

’0# r#0$’:;

武育粳 % 号
BFPF346:%

)0$ r#0’’>V=98 港育 $"*

J>6:PF $"*

(0* r#0#*;

a#% 10* r#0’)V=98O 辽优 &"$)

C4><P<F &"$)

(0) r#0$%;

辽河糯
C4><;86F<

10) r#0’#V=98O 粳优 &&)

L46:P<F &&)

(0’ r#01%;

辽粳 %1$

C4><346:%1$

10& r#0(*=98O: /‘%’ %0# r#0’*4

注$数据后标有相同小写字母表示在 #0#& 水平差异不显著"-F6=>6+5新复极差法#% 下表同%

->@>O<AA<T89 VP@;85>N8A<T8M=>58A8@@8M54694=>@86<54:64O4=>6@94OO8M86=8>@@;8#0#& A8R8AVP-F6=>6+5NFA@4?A8M>6:8@85@,

a;85>N8V8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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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ABA;水稻品种对灰飞虱成虫定居及产卵的排
趋性;表 ( 中产卵量数据经 C8R868方差齐性检验
检出方差不齐!将产卵量数据经对数转换处理后
符合正态分布!方差齐性!再用 -F6=>6+5新复极
差法检验差异显著性% 由表 % 和表 ( 可看出!不
同水稻品种对灰飞虱成虫定居及产卵的排趋性存
在较大差异!但成虫数与产卵量的多少并不十分

一致% 对不同水稻品种上灰飞虱成虫数&产卵量
及品种抗性水平进行两两相关性比较!得到结果$
品种抗性级别与灰飞虱成虫数的相关系数 *q
#0%(1"?u#0#$#!具有低度相关性’品种抗性级别
与灰飞虱产卵量的相关系数 *q#0("&"?u#0#$#!
也呈低度相关性’灰飞虱成虫数与产卵量的相关
系数 *q#0&$&"?u#0#$#!具有显著相关性%

表 <;不同水稻品种对灰飞虱成虫的排趋性
!&70#<;6-13@#-)%3%)+23++#$#-1$3’#5&$3#13#%1) &2/01%)+%,&007$)4-(0&-1")((#$

品种
\>M48@P

成虫数"头2苗#

H<,<O>9FA@5?8M5@8N
品种
\>M48@P

成虫数"头2苗#

H<,<O>9FA@5?8M5@8N

辽河 $ 号
C4><;8$

(0# r#0"$> 丰锦
X86:346

%0$ r#0%&>V=9

沈农 "’&

E;86:6<6:"’&
(0# r#0*&> 中辽 *#&"

c;<6:A4><*#&"

%0$ r#0&">V=9

武育粳 % 号
BFPF346:%

%0* r#0*&>V 铁粳 ( 号
a48346:(

"0* r#0&#>V=98

辽河糯
C4><;86F<

%0* r#0#%>V 辽粳 "*(

C4><346:"*(

"0’ r#01$>V=98

a#% %01 r#0&*>V= 辽星 $1

C4><]46:$1

"0’ r#0%(>V=98

辽开 1*

C4><̂>41*

%0& r#0)$>V= 辽粳 (&(

C4><346:(&(

"0’ r#0$">V=98

辽星 $ 号
C4><]46:$

%0( r#0’1>V=9 港源 ) 号
J>6:PF>6 )

"0% r#0((>V=98

盐丰 (1

d>6O86:(1

%0( r#0((>V=9 辽优 &"$)

C4><P<F &"$)

"0$ r#0($V=98

辽粳 * 号
C4><346:*

%0% r#0%(>V=9 粳优 &&)

L46:P<F &&)

$0) r#0"’=98

盐粳 (&’

d>6346:(&’

%0% r#01’>V=9 港育 $"*

J>6:PF $"*

$0’ r#0%*98

辽粳 %1$

C4><346:%1$

%0" r#0’">V=9 /‘%’ $0$ r#0#"8

!!由图 $ 可看出!抗性品种/‘%’&港育 $"*&辽优
&"$)&粳优 &&)&港源 ) 号!感虫品种辽河糯&辽粳
(&(&丰锦&辽粳 *&a#% 的成虫定居量与产卵量趋
势较为一致!对这 $# 个品种进行相关性分析!发
现灰飞虱成虫数与产卵量相关系数 *q#01*1"?u
#0#$#!成虫数与抗性级别相关系数 *q#0&%’"?u
#0#$#!产卵量与抗性级别相关系数 *q#0’$’"?u

#0#$#!均为显著正相关!说明水稻品种对灰飞虱
成虫定居及产卵的排趋性是这 $# 个品种的一项
重要抗性机制!且着落于这些品种上的雌虫量与
品种抗性级别正相关% 而抗性品种辽河 $ 号!感
虫品种中辽 *#&"&辽星 $1!高感品种沈农 "’& 的相
关性分析表明!灰飞虱成虫数&产卵量与品种抗性
级别均不相关!表明成虫定居及产卵的排趋性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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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G;灰飞虱在不同水稻品种上的产卵量
!&70#G;a/,7#$%)+#**%0&3279 %,&007$)4-(0&-1")((#$)-$3’#5&$3#13#%

品种
\>M48@P

产卵量"粒2苗#

H<,<O8::5?8M5@8N
品种
\>M48@P

产卵量"粒2苗#

H<,<O8::5?8M5@8N

辽粳 * 号
C4><346:*

"*0$ r%0$*> 盐粳 (&’

d>6346:(&’

$)0( r$0""V=98

辽粳 %1$

C4><346:%1$

"*0’ r&0**> 沈农 "’&

E;866<6:"’&

$)0( r$0&&V=98

丰锦
X86:346

"(0& r"0$$>V 辽星 $ 号
C4><]46:$

$)0" r#0(*V=98

辽星 $1

C4><]46:$1

"(0" r$0&’>V 盐丰 (1

d>6O86:(1

$10* r#0*$V=98O

辽河糯
C4><;86F<

"%0# r#0*’>V 中辽 *#&"

c;<6:A4><*#&"

$’0$ r$0$$=98O

辽开 1*

C4><̂>41*

""0$ r#0*#>V 辽粳 (&(

C4><346:(&(

$&01 r$0*198O

a#% "$0) r$0$1>V= 粳优 &&)

L46:P<F &&)

$(0’ r"0$*8O:

武育粳 % 号
BFPF346:%

"$0& r$0%(>V= 港源 ) 号
J>6:PF>6 )

$%0& r$0"1O:

铁粳 ( 号
a48346:(

"#0& r$0(&V=9 辽优 &"$)

C4><P<F &"$)

$$01 r$0(":;

辽粳 "*(

C4><346:"*(

$*0’ r$0))V=98 港育 $"*

J>6:PF $"*

*0# r$0$$;

辽河 $ 号
C4><;8$

$*0$ r$0$#V=98 /‘%’ ’0% r#0($4

是这些品种的主要抗虫机制% 出现灰飞虱成虫数
与产卵量不相关的情况!主要是由于成对接入灰
飞虱成虫!雌雄虫比例为 $n$!因此有些品种上虫
量虽大!但以着落的雄虫居多!雌虫产卵者少’而
有些品种虽着落虫量小!但均为怀卵雌虫!使得成
虫定居与产卵量不成正比%
ABAB<;水稻品种对灰飞虱若虫的抗生性测定;
表 & 中所得抗生性分数经 C8R868方差齐性检验检
出方差不齐!数据经转换后方差仍不齐!从而采用
非参数检验% 对各品种的抗生性分数进行多个独
立样本的 _MF5̂>AGB>AA45秩和检验!得到渐近显著
性为 #0"%)!大于 #0#&!表明各品种抗生性分数之
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由表 & 可知!不同水稻品种上灰飞虱若虫各

龄的存活率均较高!大多在 )#h以上% 不同水稻
品种对灰飞虱若虫的抗生性差异不显著!抗生性
分数 IE 变化范围在 )(0"1h [*’0#(h之间!所有
供试品种"包括抗性对照#IE 值均在 )$h以上!按
该方法都应归于感虫品种!但这与整体抗虫性评
价存在较大差异% 品种抗性水平与若虫抗生性分
数的相关系数 *q#0")%"?u#0#&#!在 #0#& 水平
上虽然存在相关性!但相关性太小!*u#0%!表明水
稻品种对灰飞虱若虫的抗生性与品种抗性级别仅
有很弱的相关关系!几可忽略% 相对而言!抗虫品
种辽优 &"$)&/‘%’ 及中抗品种港育 $"* 的抗生性
最强!而中抗品种港源 ) 号&盐丰 (1 的抗生性虽
较强!但弱于 ( 个感虫品种!中抗品种粳优 &&) 与
辽河 $ 号的抗生性较弱!抗生性应不是这两个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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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灰飞虱在不同水稻品种上成虫数与产卵量的关系
=3*>:;!"#$#0&13)-%"3(7#14##-1"#-/,7#$)+%,&007$)4-(0&-1")((#$

&2/01%&-21"&1)+#**%0&3279 1"#, )-23++#$#-1$3’#5&$3#13#%

表 P;不同水稻品种对灰飞虱若虫的抗生性反应
!&70#P;J#&’13)-)+&-1373)%3%1) -9,("%)+%,&007$)4-(0&-1")((#$)-23++#$#-1$3’#5&$3#13#%

品种
\>M48@P

若虫存活率 EFMR4R>AM>@8<O6PN?;"h#

$ 9 " 9 % 9 ( 9 & 9

抗生性分数 IE

I6@4V4<5455=<M8"h#

辽河糯
C4><;86F<

*10%% *10%% *10%% *’0’1 *(0## *’0#(

辽粳 (&(

C4><346:(&(
$##0## **0%% *)0## *’0## *"0’1 *’0##

辽星 $1

C4><]46:$1
*)0## *’0’1 *(0’1 *(0’1 *(0## *(0*%

铁粳 (

a48346:(
*10%% *’0## *%0%% *"0’1 *"0## *%0%%

a#% *)0## *’0## *(0’1 *%0%% *#0## *%0$’

沈农 "’&

E;866<6:"’&
*’0’1 *’0’1 *’0## *$0%% ))0’1 *"0((

武育粳 % 号
BFPF346:%

**0%% *’0’1 *(0## *"0## ))0## *"0$)

丰锦
X86:346

*10%% *’0’1 *"0’1 *"0## ))0’1 *"0##

粳优 &&)

L46:P<F &&)
*)0’1 *(0’1 *"0’1 *$0%% )*0%% *$0)1

辽河 $ 号
C4><;8$

*)0’1 *10%% *%0%% *#0’1 ))0##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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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P !&70#P ’)-13-/#2#

品种
\>M48@P

若虫存活率 EFMR4R>AM>@8<O6PN?;"h#

$ 9 " 9 % 9 ( 9 & 9

抗生性分数 IE

I6@4V4<5455=<M8"h#

辽粳 *

C4><346:*
*’0’1 *(0## *$0%% *#0’1 *#0## *$0("

辽开 1*

C4><̂>41*
*)0’1 *)0## *&0%% *#0## )’0## *$0%)

盐粳 (&’

d>6346:(&’
*’0## *(0## *%0%% *#0## ))0’1 *$0$’

盐丰 (1

d>6O86:(1
*)0## *’0’1 *(0## )*0%% )’0## *#01$

港源 )

J>6:PF>6 )
*)0’1 *&0%% *%0%% *#0## )’0## *#0’"

中辽 *#&"

c;<6:A4><*#&"
*’0## *(0’1 *%0%% ))0’1 )&0%% )*01)

辽粳 %1$

C4><346:%1$
*10%% *%0%% *"0## ))0## )’0## )*0(1

辽粳 "*(

C4><346:"*(
*’0## *$0%% *#0## ))0’1 )(0’1 ))0((

辽星 $ 号
C4><]46:$

*)0## *"0’1 *#0’1 ))0## )#0’1 )10%)

/‘%’ *)0## *&0%% *#0## )(0’1 1’0’1 )&0%)

辽优 &"$)

C4><P<F &"$)
*$0%% ))0## )10%% )&0%% 1)0’1 )(0"1

港育 $"*

J>6:PF$"*
*"0## ))0’1 )10%% )(0## 1*0%% )(0"1

种的主要抗虫机制%

<;讨论

结合苗期集团鉴定&若虫排趋性&成虫定居产
卵排趋性及抗生性测定的结果!分析了不同水稻
品种的抗虫机制% 供试品种中!抗虫品种 /‘%’&辽
优 &"$) 和中抗品种港育 $"* 的若虫量&成虫量和
产卵量均极低!表明这 % 个品种具有强烈的排趋
性!结合其抗生性也相对较强!说明这 % 个品种的
抗性主要由排趋性和抗生性控制’中抗品种港源 )
号和粳优 &&) 的排趋性也很高!但抗生性相对较
弱!因此这 " 个品种的主要抗虫机制是排趋性’另
" 个中抗品种盐丰 (1 与辽河 $ 号!对灰飞虱若虫
具有一定的排趋性!而对成虫定居及产卵的排趋
性很弱!其抗生性也处于中等水平!暗示这 " 个品
种具有较好的耐害性!因此这两个品种的抗性机

制应是在苗期对灰飞虱若虫具有排趋性!而后主
要由耐害性发挥作用%

不同水稻品种对灰飞虱抗性鉴定的结果表
明!杂交稻抗性普遍强于常规稻!抗性品种中株型
大多为披散型!辽宁省主栽水稻品种大部分为感
虫品种% 从辽宁地区品种中筛选出 $# 份抗性材
料!其中辽优 &"$) 和港育 $"* 具有较强排趋性和
抗生性!粳优 &&) 和港源 ) 号具有较强排趋性!是
理想的抗灰飞虱资源!为今后继续深入研究提供
了理想材料% 然而!辽宁地区大量主栽主推的常
规稻品种易感灰飞虱!这一现状应引起植保和育
种工作者的重视% 近年来!由于气候条件改变&种
植方式变更&缺乏抗性品种等诸多因素!造成了灰
飞虱适生范围不断扩大!种群数量不断上升的局
面"刘向东等!"##’#!辽宁省已成为灰飞虱的重要
发生地区!在缺少抗性品种的情况下!灰飞虱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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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暴发!将给辽宁省水稻生产带来巨大损失%
抗稻飞虱种质资源鉴定和杂交后代的抗性选

择是水稻抗稻飞虱品种选育的基础 "刘光杰等!
"##"#% 我国自 "# 世纪 1# 年代末开始这方面的
研究!筛选出大量的抗褐飞虱&抗白背飞虱的水稻
种质资源"刘光杰等!"##%#% 而灰飞虱及其传播
的条纹叶枯病是近些年才大规模暴发!上升为重
大病虫害!因此对于抗灰飞虱水稻种质资源筛选
的报道仍较少% 段灿星等""##1#通过改进的苗期
集团筛选法!对 $%) 份来自全国多个地区的水稻
种质进行了抗灰飞虱鉴定与评价!筛选出高抗种
质 " 份!抗性种质 * 份!中抗材料 $( 份!这些抗性
种质大多为南方地区品种!而东北稻区的参试品
种较少!且均为感虫和高感品种% 彭高松""#$$#
也采用改进的标准苗期筛选法!进行了水稻种质
抗灰飞虱鉴定!从 "##* 年微核心种质 &# 份中筛
选出 $1 个抗性品种!从地方水稻种质 $&# 份中筛
选出 &# 个抗性品种% 其他报道则仅是进行了数
个品种对灰飞虱的排趋性"亦称忌避性或非嗜性#
和抗生性测定"林含新等!"###’孙黛珍等!"##’’
刘芳等!"##1’陈洁等!"#$##!无法反应出测试品
种的综合抗虫水平% 对于水稻品种对灰飞虱抗虫
机制的研究!学者们从水稻的养分组成和结构"刘
芳等!"##1’ 郑文静等!"##*#&灰飞虱对稻株挥发
物的行为反应"刘芳等!"##*#以及水稻品种对灰
飞虱抗性遗传研究"段灿星等!"##*#等方面进行
了较深入的探讨!但仍需进一步研究以明确抗虫
基因以及有效抗灰飞虱的理化物质% 鉴于我国抗
灰飞虱水稻资源较少的情况!各地广泛开展抗灰
飞虱种质资源的筛选鉴定!对现有抗性资源合理
利用!并且鉴定并定位抗灰飞虱基因!进行抗性品
种选育等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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