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荚用菜豆品种资源炭疽病
苗期杭病性鉴定

菜豆种质资源主要性状鉴定子专题组

菜豆炭疽病是我国英用菜豆的主要病害

之一 , 在适宜发病条件下 , 菜豆各生育期均

能感染发病
。

幼苗期感染幼叶
、

幼茎 , 严重

时造成死苗 , 成株期主要侵染 叶 和 嫩 英 ,

严重影响嫩英的产量和品质 , 一 般 可 减 产

肠 帕 , 发病严重地块损失更大 , 在菜

豆生长季节多雨冷凉地区 , 如我国东北菜豆

产区 , 常因此病造成绝产
。

我国是荚用菜豆的次生起源中心 , 资源

十分丰富 , “ 七五 ”
期间全国荚用菜豆品种

资源入库已达 余份
。

本试验全面开展对

已入库的菜豆品种材料进行炭疽病的苗期抗

病性鉴定 , 为了解全国莱豆品种资源对炭疽

病抗性表现
、

提供抗病良种扩大 利 用 于 生

产 , 并为抗病育种提供抗病原始材料 , 做了

具有重要意义的基础性工作
。

材料与方法

一
、

鉴定材料

全国各省
、

市已入国家库的菜豆品种材

料 份
。

二
、

鉴定方法

一 病原菌 试验鉴定所 用 菜 豆 炭

疽 菌 〔 ‘
‘

〕
,

菌源是将

吉林
、

四川
、

映西和北京等地收集的病株 , 经

病菌分离培养和病菌致病力 测 定 比 较 , 最

后 , 确定采用的由吉林病区采集并分离的病

菌
。

菌株编号 」

二 病菌培养和 复壮 病菌培养基采

用新鲜菜豆熬制菜豆汁琼脂培养基 配方

鲜豆荚
,

琼脂 , 蒸馏水 ,

产抱多 , 产抱快
。

恒温下培养 天

左右即可接种
。

每批接种菌龄基本一 致

天 , 定期复壮病菌以保持病菌有 较 强

的致病力
。

三 人工接种

接种苗培养 养苗基质为蛙石 , 培育

壮苗 , 二片真叶带一小心叶时接种
。

接种浓度 抱子悬浮液浓度用每毫升

万抱子量
。

采用喷雾接种 控制接 种 量 , 喷 至

叶
、

茎表面有水膜 , 但不滴水时止
。

接种后幼苗管理 接种在定温室内进

行 , 接种后用塑料薄膜覆盖保湿 小时 , 使

茎
、

叶表面有水膜 , 以利病菌抱 子 萌 发 侵

入
。

保湿期间不给光照 , 控温 左右
。

保

湿后给光照 , 以满足菜豆生长
。

四 调 查记载和病情分级标准

设嫩英菜豆为感病对照 品种
。

鉴定设三次重复 , 每次重复 株苗
。

每

一鉴定槽为一次重复 , 并设对照
。

接种后根据对照 品种发病情况 , 确定调

查时间
。

每株苗分别记载两片真叶和茎的病

情
。

按下列 级病情分级标准调查记载并计

算病情指数
。

。级 无病斑
。

主 持单位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所
,

参加单位有 吉林省蔬菜所
、

重庆市农科所
、

映西省农科院蔬菜所
。

本文由李佩

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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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怡琳
、

王晓鸣同志帮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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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 叶片或茎上有个别点状病斑 , 病
区面积 占全叶或茎面积 肠以下

。

级 叶片或茎有较少病斑 , 病区面积

占全叶或茎面积 肠 帕
。

级 叶片或茎有较多病斑 , 病区面积

占全叶或茎面积 肠 肠
。

级 叶片或茎有较多病斑 , 病区 面 积

占全叶或茎面积 肠 肠
。

级 叶片或茎病斑连片 , 病区面 积 占

全叶或茎面积 肠以上 , 植株干枯或死亡
。

鉴定结果表明上述方法快速
、

简便
、

易

行 , 接种后一周内即可进行症状调查 , 品种

间抗病性差异明显
。

品种群体抗病性以相对抗性指数

相对抗性指数高于 的材料
,

其中有些材料不

仅抗炭疽病
,

且农艺性状也较优 良
,

如蔓生品

种和龙油豆
、

紫花皮

毛和矮生品种
。

三
、

初步统计表明 , 全国荚用菜豆抗炭

疽病品种资源在地区分布上以黑龙江省和吉

林省地方品种资源中的抗病材料最多
。

全国

抗病的 份材料中 , 黑龙江 份 , 吉林

份
, 共 份 , 占抗病材料总数的 呱

。

黑龙江省供鉴定材料共 份 , 抗病材料占

呱多 吉林省供鉴定材料共 份 , 抗病

材料占 肠
。

表 列举的抗炭疽病相对抗

衰 全国菜豆品种资派抗炭疽病

相对杭性指教离于 的品种材料
·

划分
。

计算公式 丁二万一 吕“ 二 吧 , 目

一 入国家
库编号

品 种 产 地

公式中 为感病对照的病情指数 , 为供试品

种的病情指数
。

通过 的统计可减少分 批

接种病原菌及不同单位间抗病性鉴定结果的

误差
。

结果与分析

一
、

采用上述鉴定方法 年全

组共完成菜豆炭疽病苗期抗 病 性 鉴 定 ‘

份
。

鉴定结果表 明
,

全 国 菜 豆 品 种 材

料炭疽病相对抗 性 指 数 范 围 为

一 , 品种材料间抗性反应按照

高低分为抗
、

中
、

感兰级
。

抗病材料

份 , , 占鉴定材料的 肠 , 抗 性

中等即介于抗
、

感之间包括中抗
、

中感材料

份
, ,

占鉴定材料的 肠 ,
’

感病材料 份 , 低于 ,
占鉴定材料

的 肠
。

二
、

初步鉴定结果表明 , 我国英用莱豆

品种资源对炭疽病抗性的差异非常明显 , 其

变异系数高达 , 绝大多数品种材料为

感病型
,

但也具有一定数量的抗病材料
。

表

列举了全国菜豆品种材料中 , 抗 炭 疽 病 而

掖县堆芸豆 山东掖县
。

五月香 引 自本国
。

和龙油豆 吉林省和龙县

南桥豆 吉林省双阳县

育皮 吉林省桦旬县

紫花皮 吉林省长春市

五合山七寸莲 吉林省引自河北省
。

万昌豆 吉林省永吉县

早熟豆角 黑龙江省密山县
。

大马掌 黑龙江省通河县
。

小儿豆 黑龙江省延寿县
。

早豆角 黑龙江省海林县
。

一 一 引自意 大利
。

皱菊 引自德国

晚芸豆 鬼子豆 辽宁省抽岩县
。

原种保存 。号 黑龙江省园艺所

黄太后 黑龙江省延寿县
。

原种保存 号 黑龙江省园艺所
。

农安马掌豆 吉林省龙安县
。

万昌豆 吉林省永吉县

马鞍豆 黑龙江省鸡东县

原 黑龙江省园艺所
。

白看豆 黑龙江省延寿县

农安马掌红 吉林省农安县
。

引自日本

由中国农科院蔬莱花卉所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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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冬季蔬菜育苗的回烟火炕
李春和

辽宁省北镇县大屯乡农业技术推广站

年以来笔者对传统火炕育苗技术 ,

进行了研究
、

改进
、

提高与创新
。

实 践 证

明 , 经过改进革新的回烟火炕 , 具有安全可

靠
、

方便实用
、

节资效宏
、

能在寒冷的冬季

培育出蔬菜适龄壮苗的良好效果 , 并有较高

的推广和应用价值 , 它是保护地蔬莱育苗技

术上的一项革新
。

地面同等高度
。

外烟道用两根 号铁丝把林

秸串成 宽的帘 ,

再卷成筒
,

外面用旧塑

料包严用绳捆好 , 靠后墙处从由里面送出后

坡外
。

育苗要在 日光温室内进行 , 回烟火炕

仁画夔攀巫
放灿道
出 烟 口

回烟火炕温床的结构及性能
护灰炕拈灶 滁

回烟火炕的结构简单
,

主要由底主烟道
、

底副烟道
、

底烟道出烟 口
、

上回烟道
、

出烟

道
、

炉灶等组成
。

火炕的长度为 ,

宽
,

有效育苗面积为 “ 。

底主烟道深 , 宽
,

底副烟

道深宽各 。 。

在主副烟道上覆盖水泥板和

林秸后
,

抹泥覆土
,

以保持回烟道底面水平 ,

底副烟道尾端各留一个出烟 口
。

要把 根竹

竿等距离地摆在底烟道上面 , 用砖头把竹竿

支起 , 注意摆平放正
。

在竹竿上面覆一层林

秸 , 并在林秸四周挖成小沟 , 用旧塑料薄膜

覆在林秸上 , 把塑料四边按入沟内 , 用土压

严踩实 , 防止生火时漏烟
。

如塑料薄膜上有

破损的地方 , 要用小块塑料盖上 , 随后铺营

养土准备育苗
。

一般情况下 , 炕面要保持与

图 回烟炕底烟道正面图

石石

补 门门门

口口
, ,,,

口口口

门门 ,,,

夕夕田竹 竿
,

一一一

⋯⋯⋯
甘甘 一一一

目目目

图 回烟杭沮床床面正面解创圈

卜卜寸
‘

片汀汀
矛矛 了了

圈 回烟炕沮床断面图

性指数高于 的共 份菜豆品种资源材料 ,

黑龙江省与吉林省材料 计 份 , 约 占 总数

肠
。

方法改进之一
。

植物 病 理 学报
, ,

美纳尔进等编著 植物抗病育种一概念和应用
。

农业

出版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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