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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品种（系）抗麦红吸浆虫鉴定及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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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年利用一套较完整的田间抗性鉴定方法!对’!%份生产推广品种"审定品种#$区试品种及品种

资源进行了抗麦红吸浆虫鉴定%结果表明!不同小麦品种"系#对麦红吸浆虫的抗性差异显著!高抗品种"系#有%#
份!占供鉴品种的$)4$[b$中抗品种%’份!占$!4&$b$低抗品种88份!占!)4!8b%在近年已审定品种中!石

&!!$$良星88$$’%&$衡&$+)$中麦8$石新[!!$石家庄$$号等&个小麦品种对麦红吸浆虫均表现出稳定的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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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红吸浆虫!F*-#0*=$#6*6B#6%$$./.W51.7"是

小麦上的一种毁灭性害虫&$’%以幼虫吸食正在发育

的小麦籽粒%造成籽粒干瘪%降低品质(受害麦田轻

者减产!"b")"b%重者减产%"b"#"b%严重者

几乎绝收(近年来麦红吸浆虫已遍布河北省的[个

地市#)个县!市"%其中重发生县!市"达)"多个%发
生面积已达##4##万1,!%其发生面积比$88)年翻了

一翻%占全国麦红吸浆虫发生面积的!&b%为全国麦

红吸浆虫发生最为严重的省份%其发生面积有逐渐扩

大%为害逐年加重的趋势(其发生特点已从点片发

生)局部严重发生到普遍严重发生%出现了防不胜防

的局面%并已蔓延到与河北省相邻的北京市和天津

市&$’%据报道%北京市[个区县中已有%个发现有吸

浆虫%发生面积达)4&)万1,!(天津市也有’个县区

发现有吸浆虫%发生面积达)4))万1,!%给小麦生产

造成极大威胁&!’(麦红吸浆虫为害逐年加重的主要

原因是生产上推广种植品种大多不抗麦红吸浆虫所

致(种植抗虫品种是控制麦红吸浆虫最经济有效的

措施%鉴定筛选抗虫品种!系"供生产上利用是当务之

急(为此%作者从!""’]!""#年对’!%份生产品种)
区试品种及品种资源在麦红吸浆虫严重发生的河北

省望都和徐水县进行了田间鉴定%其结果报道如下(

;!材料与方法

;<;!参试品种及材料

参试品种材料由本所锈病课题组)河北农业大

学)河北省农科院粮油所)石家庄市农科院)邯郸市

农科院)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作物所)河北省农科院旱

作所)中国农科院作物所)保定市农科所)石家庄市

小麦新品种新技术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现代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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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中国农业大学等单位提供"

;<=!鉴定圃设计

鉴定圃设在保定市望都县郭西村!宰庄村!徐水县

站里村!新农村上一年冬小麦田麦红吸浆虫严重发生

地块#平均每样方$$"2,e$"2,e!"2,%分别有虫#$8
头!$[8头!$8&头!!%!头"每品种播种!行#行长$,#
重复)次#第$重复顺序排列#第!!)重复随机排列"
鉴定圃四周种’行保护行#重复间设"4%,人行观察

道#鉴定圃内的病虫草害不进行任何药剂防治#利用田

间自然发生的麦红吸浆虫鉴定各品种的抗虫性"鉴定

圃内设置麦红吸浆虫成虫观察笼$!!2,e!!2,e
)%2,%!个#定期调查麦红吸浆虫成虫羽化情况#观察

抽穗期与麦红吸浆虫羽化期的吻合程度"

;<>!鉴定方法

于翌年小麦抽穗后#调查记载各小区抽穗期和

开花期#同时调查成虫羽化情况#观察抽穗期与麦红

吸浆虫羽化期的吻合程度"在小麦乳熟期#即麦红

吸浆虫老熟幼虫入土前#每小区随机取$"穗#每品

种共调查)"穗#剥穗调查每粒虫数"小麦品种对麦

红吸浆虫的抗性分级!分级标准及估计损失率计算

方法参照文献&’#%’"
以鉴定品种的估计损失率$<%与参试品种估计

损失率平均值$<Y%的比值<(<Y 来确定抗性分级#以
最重重复的记录作为试验结果"以生产上大面积推

广种植的感虫品种石’$[%和邯%)$#为对照"

=!鉴定结果

!""’]!""#年连续)年’地对’!%份小麦品种

材料$包括审定推广品种!新品系!优质麦!品种资

源%鉴定结果表明#参试的’!%份品种材料对麦红吸

浆虫的抗性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其中高抗品种%#
份#占被鉴定品种的$)4$[b#平均估计损失率为

$4’8b)中抗品种%’份#占$!4&$b#平均估计损失

率为#4)&b)低抗品种88份#占!)4!8b#平均估计

损失率为$!48&b)感虫品种88份#占!"4’&b#平

均估 计 损 失 率 为$84$%b)高 感 品 种$!8份#占

)"4)%b#平均估计损失 率 为)[4##b"在 参 试 的

’!%份品种材料中#没有对麦红吸浆虫免疫的品种#
抗性表现比较稳定的品种见表$#这些材料可供生

产和育种单位参考利用"

表;!对麦红吸浆虫抗性表现较稳定的小麦品种!系"
抗级 抗性指数 抗性 品种材料名称

$ "4"[ 高抗 冀88"%!衡&$+)!冀植$!!河农$!"!中麦8$新系%$%!W*!石新[![!$’%&!京冬$$!永’[8#!农大$[8!冀%$$!
")Y&’!石&!!$$石麦$!%!冀麦!’!邯8#+#$&’!繁$’[!88’’%"!保%"[8!中任$号!曲麦$$!石家庄$$号!科农

$"8%!河农矮)!衡8[[!")Y&%!良星88
! "4)’ 中抗 ")Y[%!"’初&!庄$号!京冬$)!良星##!河农!$%!冀2)&8!河农%$%’!鼎丰$!冀2’$#+)!!")2&&!金禾)+’!丰

抗8[[!")2#’!石#’%)!鲁麦$’!轮抗&!优繁%

!!在 这 些 材 料 中#良 星88!石 新[![!$’%&!石

&!!$$石麦$!%’个品种抗虫性和综合农艺性状较

好#是近两年刚通过的审定品种#现已开始在生产

上推广应用#大田推广对麦红吸浆虫的控制效果

见表!"

表=!抗麦红吸浆虫小麦品种的控制效果

品种名称 面积(,!
估计损

失率(b
抗性

损失
降低率(b

$’%& ##&4" %4%) 高抗 8$4)8
石&!!$ ##&4" "4"[ 高抗 8848[
石’$[%$YC% ##&4" #’4!! 感虫 *
良星88 )))%4" !4[8 高抗 [#4""
石’$[%$YC% ##4& !"4#% 感虫 *

从表!看出+抗虫品种比感虫对照品种估计损

失率明显降低#石&!!$!$’%&!良星88分别比对照

估计损失率减少8848[b!8$4)8b和[#4""b#具有

较好的控制麦红吸浆虫的能力#不用药剂防治就能

控制住麦红吸浆虫的危害"

>!讨论

种植抗虫品种是控制麦红吸浆虫最经济有效的

措施#然而#在)年’地鉴定参试的’!%份材料中感

虫和高感品种占大多数#目前生产上审定推广的抗

虫品种则很少#种植感虫品种是造成麦红吸浆虫猖

獗危害的主要原因#因此#加强对小麦品种抗麦红吸

浆虫鉴定工作的投入#把小麦品种对麦红吸浆虫的

抗性作为育种目标#育种单位和植保科技人员合作

选育抗虫品种#对鉴定为感虫和高感品种不予审定#
以便长期经济有效地控制麦红吸浆虫的危害"

作者于$8[&]!""#年曾先后对河北农大选育

的冀麦!)!冀麦!’!河农$!"!河农!$%等抗麦红吸

浆虫小麦品种进行了[次重复鉴定&)#%&’#其抗虫性

一直表现稳定#说明小麦品种一旦获得抗性就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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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失!石家庄市农科院利用冀麦!)作亲本与高产

感虫品种石’$[%杂交"选育出高产抗虫新品种石

&!!$"经生产推广应用"对控制麦红吸浆虫的危害起

了很大作用!
小麦品种抗麦红吸浆虫鉴定方法普遍采用田间

自然感虫鉴定法#[$"但作者对&%份材料重复鉴定结

果表明"年度间有明显差异的占$&4!%b"造成这种

差异的主要原因是%麦红吸浆虫种群数量在不同年

度间有差异&麦红吸浆虫在田间分布不均匀&个别品

种抽穗期与麦红吸浆虫成虫发生高峰期吻合程度

差’其次!""%年麦红吸浆虫成虫期由于受降雨&刮

风&低温等气象条件的影响"也会影响鉴定结果的可

靠性"因此"在抗虫鉴定时"对鉴定为高抗和中抗的

材料有必要进行!")年重复鉴定"以便准确判定其

抗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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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比较了木霉菌野生株及不同木霉U*HZ变异株与宿主植物间的相互关系"试验结果表明!供试木霉菌均不

能促进黄瓜生长#RI,)$对高羊茅草生长有抑制作用!其他菌株对高羊茅草生长无明显影响#R!$$RI,’&$RI,%%
对稗草的生长有促进作用!RI,)$$RI,)’对稗草的生长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关键词!木霉#!高羊茅草#!稗草#!互作#!宿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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