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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匕恩施地区马铃薯晚疫病病菌

生理小种的组成及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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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晚疫病菌的生理小种纷繁复杂
，

许多垂直抗性品种由于新小种的产生
，

而使

其抗病性丧失殆尽
，

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

限制我们利用抗病品种来防病
�

小种的问题

历来是植物病理学家所关注的问题
�

了解马

铃薯产区晚疫病菌小种的发生
、

组成及变化

规律
，

对研究晚疫菌和马铃薯之间的相互关

系
，

对有针对性的引进
、

培育和推广抗病品

种
，

更好地发挥抗病品种的作用是必要的
。

恩施地区的气候特点在西南山区具有代表

性
，

本地是晚疫病的重病区
�

本工作对该地

区的晚疫病菌生理小种做了调查
，

并进行了

鉴定
�

� 材料及方法

鉴定寄主

通过 ��� 驻京办由国际马铃薯中心引

病原菌来源

二年累计在恩施地区不同的 �� 个地点

�海拔 ���一 ���米�采了 ��株样
，

同时在

二高山地区 �天池山�同地异时采样 �株
，

病菌基本来自当地主栽品种 ����
。

��� 鉴定方法 �离体叶片鉴定法�

�
�

�
�

� 鉴定寄主植物的准备

利用试管苗快繁
，

然后于温室中种植
�

����� 接种物的准备

利用选择性培养基 〔 ’�或不携有主效基

因的感病品种 �如男爵�于 ��℃培养扩繁
病原菌

，

待产生大量的抱子囊后
，

收集抱子

囊
，

放人蒸馏水中
，

制成抱子囊悬浮液 �使

其浓度为 ���一 ���� 个抱子囊 �毫升�在

��℃ 条件下
，
�小时左右即可释放游动抱

子
，

然后用细纱布过滤
，

即为游动抱子悬浮

液
。

�
·

�
�

� 鉴定 ��〕

取鉴定寄主的小叶放于铺有湿润滤纸的

培养皿中
，

将 �滴游动抱子悬浮液滴于叶

被
，

�� 小时后将叶翻转过来
，

放在 ��℃有

光的条件下保湿培养
，
�一 �天后用放大 ��

倍的解剖镜检查抱子产生情况
，

以产生抱子

囊病斑的为感病型
，

以不产生抱子囊病斑为

抗病型
。

对感染
�寄主

、

单基因鉴定寄主的

病菌进行单抱子囊分离
，

然后接种到有主效

基因的寄主上进行重复鉴定
。

最后根据对寄

主是能俊染或不能侵染的结果按 �����等人

规定的基因对基因系统 〔’ 〕 确定是何生理小

种
。

，二�产，奋�
洲刘，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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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重复 �次
，

如果结果不一致
，

就重

复多次以求得园满结果
。

� 结果及分析

�� 生理小种组成

鉴定寄主的反应情况如表 同时
，

表 �

抗病反应

次 数

染
�
寄主的病菌经单抱分离后均能感染有显

性基因的寄主
，

可见不是 �小种病原菌作

用
，

感染 ��
、

��
、

��
寄主的病菌经单抱分

离后重复接种到复合基因的寄主上后都没有

感染反应
，

证明是单小种作用
。

由此可见恩

施地区马铃薯晚疫病菌由 �
、

�
、

�
�

�
、

�组

成
，

基中以 �
、

��为主
。

鉴定寄主反应

鉴定寄主
鉴定总

次 数

感 病 反 应

次 数 鉴定叶片数 产抱叶片数

��口��，
厅
�口，‘��一

�月��曰，���
，�

��
�
�再一�几���曰

�
�︸

��������������������������������������邓�������������������������邓��������������������

��

��

��

� ‘

�，

��

��

��

�，

� 一��

� 一��

� 一��

����

����

�一���，

�一���，��

�� 生理小种的分布

生理小种分布的地区性十分明显
，

小种

�各地均有出现
，
�

�

�出现在二高山以上地

区
，
�多出现在二高山以下地区 �见表 ��

。

表 � 不同海拔高度小种 出现情况

海 拨 菌样 小种出现次数

�米� 数 � � � �
�

� ����

�创�� ��� � � � �

���� ����� � � � � � �

����以上 �� � �� � �� �

合 计 �� �� �� � �� �

随着海拔高度的增高
，

病原菌的小种组

成趋于复杂化
，

也开始出现复杂小种
�

低山

地 区 ����一 ��� 米�基本只 出现简单小种

�
、

�
、

�
，

并且混杂现象不常见 � 二高地区

����一 ����米�有简单小种
，

也有复杂小

种 �
�

�出现
，

有混杂现象� 高山地区 �����

米以上�复杂小种较为常见
，

而且病原菌混

杂现象严重
。

在同一年内生理小种也有一定的变化
。

通过在二高山地 区 �天池 山 � 海拔 ����

米�同地异时取样鉴定表明
，

早期的生理小

种 比较简单
，

基本为 �
、

�等简单小种
，

后

期则出现复杂小种 �
�

� �见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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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分脉冲催化极谱法分析马铃薯中的硒

王 晴 王 静 马 莺 孙 涛

�东北农业大学中心实验室 ������� �黑龙江省乳品中心�

前 日

硒是人和动物生长发育过程中不可缺少

的微量成分
�

作物中硒的含量则直接影响着

人体的健康
，

探求作物中硒含量对提高产品

质虽
，

提高人类健康水平有着实际意义
。

对

于作物中硒的分析方法
，

一般多采用荧光分

析法 〔 ’� 。

近年来
，

随着高精度分析仪器的

发展
，

人们开始使用催化极谱法来分析硒
�

此方法虽有报道
，

但大都为矿石
、

合金
、

人

发
、

血清
、

尿等样品中硒含量的分析 〔�� �

本试验采用微分脉冲催化极谱法
，

电化学分
、

析 系统 ���� 型 �美 国 ���� ���������

������� �������� ����������� ���� 年 出

厂�分析了马铃薯块茎中硒的含量
�

实验证明� 用微分脉冲催化极谱法分析

痕量硒具有灵敏度高
、

精密度和准确度好
、

分 析 速 度 快 的 特 点
。

硒 的 回 收 率 为

��
�

��
�

检 出极 限 � �
�

������
。

变异 系

表 �

采样口期

天池山一年之内小种变化情况

小种出现次数
菌样数—

一
�

�

� � � ��

���
‘

� � � �

��
�

��� � � � �

��石 �� � � � � �

三岔区采的病原菌曾感染了单基因 ��鉴定

寄主
，

但由于具有 �特性的鉴定寄主植物不

全
，

难以确定是何生理小种
，

这部分工作有

待于今后继续进行
，

但可以肯定具有 �特性

的小种是存在的
。

� 问题及讨论

虽然所用的鉴定寄主不十分完全
，

但由

于所有的
一

单基因鉴定寄主都具备
，

并且对侵

染
�
寄主

、

单基因寄主的病菌进行单抱子囊

分离重复鉴定
，

因而结果是可信的
�

鉴定时所用的病菌宜采用不带主效基因

的感病品种扩繁
，

不宜用人工培养基扩繁
，

因为在人工培养基上培养的病原菌
，

其侵袭

力有所下降
，

使其感染的机会减少 闻
。

在海拔 ����米的花坪区以及 ���� 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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