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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苜蓿品种对豌豆蚜的抗性评价

武德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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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桂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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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

甘肃农业大学草业学院 草业生态系统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中
4

美草地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甘肃 兰州
76##7#

$

!(

安徽科技学院植物科学学院!安徽 凤阳
!66$##

$

6(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甘肃 兰州
76##7#

%

摘要!在大田和室内条件下!采用大量蚜虫侵染幼苗法评价
5

个苜蓿"

!"#$%&

'

()&*$+&

#品种对豌豆蚜"

,%

-

.*/()$0

1

/(2

1

$)34

#的抗性!以筛选出对豌豆蚜高抗的材料$结果表明!甘农
8

号"

9,:6

#在大田和室内的抗性植株百分

率均显著高于其他品种!分别为
8#(6;

和
5<(";

!而猎人河的抗性植株百分率在大田和室内均较低!分别为

5(#;

和
5(6;

%

5

个苜蓿品种在大田的抗性级别为甘农
8

号高抗!甘农
6

号&金皇后&猎人河均为感虫!室内抗性

级别为甘农
8

号抗虫!金皇后&甘农
6

号低抗!猎人河感虫$

关键词!苜蓿品种%豌豆蚜%抗虫性%危害级别%抗性级别

中图分类号!

188$

=

>7#<

!!!

文献标识码!

,

!!!

文章编号!

$##$:#?!"

#

!#$!

%

#$:#$#$:#5

"!

!!

豌豆蚜#

,%

-

.*/()$

1

/(2

1

$)34

%是苜蓿#

!"#$0

%&

'

()&*$+&

%上的重要害虫之一!在世界各地均有分

布&

$

'

(蚜虫多聚集在苜蓿的嫩茎)叶)幼芽和花器各

部位上吸取汁液!被蚜虫危害的植株叶片卷缩!蕾和

花变黄脱落!并影响生长发育)开花结实和牧草产

量!严重发生时!田间植株成片枯死&

!

'

(蚜虫分泌的

蜜露可以引起叶片发霉!影响牧草的品质$最为严重

的是蚜虫传播苜蓿花叶病毒!其造成的损失远远超

过蚜虫直接危害的损失&

6

'

(

我国苜蓿田发生豌豆蚜有
!

种色型*绿色型和

红色型(绿色型在我国发生的历史已久!分布较广!

对它的研究也较多&

$

!

5:8

'

$红色豌豆蚜在我国目前尚

没有文献报道(据笔者调查!近年来!豌豆蚜在甘肃

兰州苜蓿田已经上升为优势种群!其中红色型豌豆

蚜的种群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

在我国防治蚜虫常使用化学杀虫剂!既污染环

境!又会使蚜虫产生抗药性&

?

'

(利用抗虫品种防治

蚜虫是最为经济)有效的防治措施!是害虫综合治理

中重要的措施之一&

7

'

(我国科研工作者对苜蓿害

虫!如牛角花齿蓟马#

5#(2*(*/.$

1

)6(*$

%)苜蓿斑蚜

#

7/".$(&

1

/$)*.$

8

(6$$

%)苜蓿蚜#

,

1

/$)%.&%%$+(.&

%

进行了抗性的评价)鉴定)筛选及育种工作&

<:!?

'

!但

对苜蓿抗豌豆蚜研究目前国内未见报道(本研究使

用大量蚜虫侵染幼苗法&

!7

'在大田和室内评价
5

个

苜蓿品种对
!

种色型豌豆蚜混合种群的抗性!以期

为苜蓿抗蚜育种提供基础资料(

"

!

材料与方法

"("

试验材料
!

试验中使用的
5

个苜蓿品种为甘

农
6

号)金皇后)猎人河)甘农
8

号#甘农
8

号是甘肃

农业大学草业学院培育的抗蚜品种!于
!#$#

年
5

月

通过全国牧草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在以前的研究

论文中!用其品系代号
9,:6

!特此说明%(猎人河

是国际上常用的感蚜对照品种(

"(#

试验方法
!

本试验在甘肃农业大学兰州校园

牧草试验地和实验室进行(兰州试验田地处

6?@#!A)

!

$#5@!8A3

!海拔
$8!8B

!属于半干旱气

候!年平均温度
?(8C

!月平均最高温度
$"C

!最低

温度
4<C

!年降水量
6"8BB

(试验地地势平坦!

肥力均匀!土壤类型为黄绵土!土壤有机质含量

#(<5;

!

D

9

值
7(8

!土壤含盐
#(!8;

!有效氮含量

"8(#8B

E

+

F

E

4$

!有效磷含量
7(6!B

E

+

F

E

4$

!有效

钾含量
$<!(<B

E

+

F

E

4$

(

大田试验*采用完全随机区组设计!重复
6

次!

每重复
5

个小区!小区长
$8#GB

)宽
$##GB

!小区间

距
!8GB

$穴播每小区
8

行!行距
!8GB

!株距
8GB

!

每小区种
$8#

穴!每穴
!

"

8

粒!播深
$

"

!GB

(

!##"

"

收稿日期*

!#$$:#6:!!

!!

接受日期*

!#$$:#5:!#

基金项目*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

!##?H,I#5,#5:#$

%$苜蓿抗蚜新品种选育#

#6?#6#

%$甘肃省教育厅科研项目#

#"#!:$#

%

作者简介*武德功#

$"<#:

%!男!河南周口人!在读博士生!研究方向为草地生物多样性(

3:BJK'

*

LMNO

E

&P

E

$$<

#

$?6(G&B

通信作者*贺春贵
!

3:BJK'

*

9OGQMP

E

MK##<

#RR

(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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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播种!

!##"

年
?

月
7

日间苗!每穴留苗
$

棵(在苜蓿幼苗单叶期#

!##"

年
?

月
"

日%!从附近

苜蓿田采集蚜虫!饲养在室内蚕豆#

9$%$&

8

&:&

%植

株上!然后收集豌豆蚜!按每小区
<B0

的量!均匀

抖落在每个试验小区$为防止其他昆虫进入!用隔虫

网覆盖每个小区$在蚜虫侵染期间!要维持蚜虫大量

群体!半个月后停止侵染#

!##"

年
?

月
!5

日%!统计

各个危害级别的植株(

室内试验*在实验室内塑料盆#

8#GBS68GB

S$8GB

%中!每盆种
5

行!每个品种#品系%一行$以

每盆为
$

个重复!重复
?

次!完全随机区组设计$培

养介质为大田土)珍珠岩)蛭石按
6T$T$

的比例混

合!用杀菌剂百菌清处理培养介质以防病菌侵染$

!##"

年
?

月
!

日播种!每行种
58

穴!每穴
!

"

8

粒!

深度
$GB

$

!##"

年
?

月
<

日间苗!每穴留苗
$

棵$在

幼苗单叶期#

!##"

年
?

月
$#

日%!从苜蓿田采集蚜

虫!饲养在室内蚕豆植株上!除去寄生蜂#

,

1

/$#$3)

".+$

%)苜蓿蚜和苜蓿斑蚜!按每盆
!B0

的量!均匀

抖落在植株上$为防止蚜虫逃逸!用隔虫网覆盖每盆

植株$在蚜虫侵染期间!要维持蚜虫大量群体!半个

月后停止侵染#

!##"

年
?

月
!8

日%!统计各个危害

级别的植株$温度
$7

"

!7C

!自然光照!光)暗比约

为
$5QT$#Q

(

评价标准*依据
U&VW

等&

!7

'对苜蓿抗豌豆蚜的

分级标准!将受害植株按受害程度分为
5

级!

$

级*

没有明显的蚜虫损害$

!

级*植株生长受阻!叶片比
$

级小!叶色淡绿$

6

级*植株生长严重受阻!叶片极

小!叶色淡绿或变黄$

5

级*植株死亡(参照美国苜

蓿抗虫商业化标准!将
$

"

!

级植株确定为抗虫植

株!

6

"

5

级确定为感虫植株(按抗性植株所占百分

比!将苜蓿品种对豌豆蚜的抗性分为
8

级&

6

'

*高抗

#

9K

E

QVOXKXYJPGO

!

9+

%!抗性植株数
#

8#;

$抗虫

#

+OXKXYJPGO

!

+

%!抗性植株占
6$;

"

8#;

$中抗

#

ZKNN'OVOXKXYJPGO

!

Z+

%!抗性植株占
$?;

"

6#;

$

低抗#

0&LVOXKXYJPGO

!

0+

%!抗性植株占
?;

"

$8;

$

感虫#

1MXGO

D

YK['O

!

1

%!抗性植株数
$

8;

(

!

抗性植株
\

%

#

$

级株数
=!

级株数%

调查总株数 S$##;

(

"($

数据分析
!

试验数据先用
3]GO'!##6

进行简

单处理!然后用
1*11$6(#

软件进行单因素方差分

析#

,)̂ %,

%!并用邓肯法进行多重比较(

#

!

结果

5

个苜蓿品种在田间对
!

种色型豌豆蚜混合种

群的抗性表现出很大的差别#表
$

%(甘农
8

号生长

最好!植株存活率最高#

<6(5;

%!甘农
6

号最低

#

$!(6;

%!猎人河)金皇后分别为
!#(6;

和
$5(5;

$

甘农
8

号的抗性植株所占百分率最大#

8#(6;

%!金

皇后最低#

6(6;

%!甘农
6

号)猎人河分别为
5(5;

和
5(#;

$存活率)抗性植株百分率的方差分析均显

示!甘农
8

号与甘农
6

号)金皇后)猎人河之间差异

极显著#

;

$

#(#$

%!甘农
6

号)金皇后)猎人河之间

差异不显著#

;

#

#(#8

%$甘农
8

号的抗性级别达到

了高抗水平#

9+

%!甘农
6

号)金皇后)猎人河均为

感虫#

1

%(

表
"

!

!

个苜蓿品种对
#

种色型豌豆蚜混合种群抗性的大田试验

%&'()"

!

*+)(,)-

.

)/+0)123124)/)5+52&16)2324)0+-27/)

.

)&&4+,538!&(8&(8&67(2+9&/5

品种

.M'YK_JV

各危害级别的植株数

*'JPYG&MPY&̀OJGQNJBJ

E

O

E

VJNO

$

级

UVJNO$

!

级

UVJNO!

6

级

UVJNO6

5

级

UVJNO5

总和

-&YJ'

存活率

1MV_K_KP

E

VJYO

"

;

抗性植株百分率

+JYO&̀VOXKXYJPGO

D

'JPY

"

;

抗性级别

+OXKXYJPY

G'JXX

甘农
8

号
UJPP&P

E

)&(8 68 $?? $65 ?5 6"" <6(5a<(6,J 8#(6a$(7,J

高抗
9+

甘农
6

号
UJPP&P

E

)&(6 ! $$ !8 !?? 6"5 $!(6a6(5H[ 5(5a$(8H[

感虫
1

!

金皇后
U&'NOP3B

D

VOXX # $$ 6" 6#5 685 $5(5a$!(5H[ 6(6a!("H[

感虫
1

!

猎人河
9MPYOV+K_OV # $? ?6 6$8 6#5 !#(6a$<(6H[ 5(#a6(8H[

感虫
1

!

注*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

$

#<#8

%!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差异极显著#

;

$

#(#$

%(下表同(

)&YO

*

IK̀̀OVOPY'&LOVGJXOJPNGJ

D

KYJ''OYYOVXLKYQKPYQOXJBOG&'MBPXQ&LXK

E

PK̀KGJPYNK̀̀OVOPGOJY#(#8JPN#(#$'O_O'

!

VOX

D

OG:

YK_O'

b

(-QOXJBO[O'&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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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个参试品种在室内的抗蚜性也表现出很大的

不同#表
!

%(甘农
8

号表现最好!存活率最高

#

78(?;

%!猎人河最低#

$7(?;

%!金皇后)甘农
6

号

分别为
$"(7;

和
$"(?;

$抗性植株所占百分率显

示!甘农
8

号最大#

5<(";

%!猎人河最低#

5(6;

%!甘

农
6

号和猎人河分别为
<(<;

和
<($;

$方差分析表

明!甘农
8

号与甘农
6

号)金皇后)猎人河之间差异

极显著#

;

$

#(#$

%!甘农
6

号)金皇后)猎人河之间

差异不显著$甘农
8

号的抗性级别为抗虫#

+

%!金皇

后)甘农
6

号为低抗#

0+

%!猎人河为感虫#

1

%(

表
#

!

!

个苜蓿品种对
#

种色型豌豆蚜混合种群抗性的室内试验

%&'()#

!

:&'3/&23/

;

)-

.

)/+0)123124)/)5+52&16)2324)0+-27/)

.

)&&4+,538!&(8&(8&67(2+9&/5

品种

.M'YK_JV

各危害级别的植株数

*'JPYG&MPY&̀OJGQNJBJ

E

O

E

VJNO

$

级

UVJNO$

!

级

UVJNO!

6

级

UVJNO6

5

级

UVJNO5

总和

-&YJ'

存活率

1MV_K_KP

E

VJYO

"

;

抗性植株百分率

+JYO&̀VOXKXYJPGO

D

'JPY

"

;

抗性级别

+OXKXYJPY

G'JXX

甘农
8

号
UJPP&P

E

)&(8 5$ "$ 7! ?? !7# 78(?a?(7,J 5<("a$<(?,J

抗虫
+

甘农
6

号
UJPP&P

E

)&(6 # !! 6$ !$7 !7# $"(?a$<(<H[ <($a$#(<H[

低抗
0+

金皇后
U&'NOP3B

D

VOXX ? $< 6# !$< !7# $"(7a$6(5H[ <(<a?(8H[

低抗
0+

猎人河
9MPYOV+K_OV # $! 67 !!? !7# $7(?a$$(?H[ 5(6a5(5H[

感虫
1

$

!

讨论与小结

鉴定时期会影响抗性结果!因为不同种类的害

虫在植物的不同时期进行危害!例如苜蓿斑蚜喜食

较老的植株叶片!苜蓿蚜喜在嫩叶上吸食汁液&

!<

'

!

而豌豆蚜也喜食幼嫩叶片的汁液(因此!在苗期鉴

定苜蓿品种对豌豆蚜的抗性是适宜时期(

对于昆虫的为害!植物一般有
6

种防御机制*排

趋性)抗生性)耐害性&

!"

'

(排趋性是指昆虫不喜欢

在某些植物上产卵)定居)取食等!抗生性指植物不

利于昆虫的生长)发育)繁殖等生物学特性!而耐害

性是指在同样的侵害水平下某些植株受到的为害较

小!这
6

种机制在本研究的
5

个苜蓿品种对豌豆蚜

的抗性中均有表现!但由于豌豆蚜被隔虫网限制在

试验小区和塑料盆中!不能自由的出入活动(因此!

排趋性表现较小!抗生性和耐害性则是主要的抗性

机制(

从抗性的遗传规律来看!抗性基因可以分离和

聚集!本研究中苜蓿品种甘农
8

号在大田和室内对

豌豆蚜均表现出很高的抗性!可能是由于甘农
8

号

的植株体内聚集了较多抗性基因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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