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禾谷缢蚜对小麦黄矮病传播 

能力变异的研究 

张秦风 

酉省擅杓 谛健 f王 

提 要 ／ 

测试结果禾各缢蚜 对小麦 黄矮病 (BYDV)传播 能力显著提高。 由此可使 谤病 由北方 

干旱，半干旱的 中、低 产麦 区往东 地高产麦 区，甚至南 方麦 区扩展 曼 延 已 于 1988、 

1989年秋季 导致陕西关 中西部水地， 1989年春 季导致 南方麦 区四川荣县小麦 黄矮病 发 _牛 

流行。 

关奠词：小麦黄矮病 禾 答缢蚜 麦二叉蚜 传毒能 力 

我国南方小麦主要病毒病黄矮病(BYDV)是 由大麦黄矮病毒 (BYDV)所 引 起。 自60 

年代发生发展以来以介体麦二叉蚜传播能力最强，禾谷缢蚜又次予麦长管蚜[1．2]。1988 

年秋季出现禾谷缢蚜列小麦黄矮病的传皤能力有所提高 ，而禾谷缢蚜在欧美又是大麦 

黄矮病的优势传播介体 。因此对禾谷缢蚜传播小麦黄矮病能力的变异进行了研究。 

材 料 与 方 法 

1． 田问调 查 在陕西杨陵和拄风 县早播麦 田进行o 

2． 介体 蚜虫标样 禾 各缢蚜采 自陕 西杨陵、宝鸡 、西安 渭南和四川成都麦 田；麦二 叉 蚜 

和麦长管蚜采 自杨陵麦 田；麦无网蚜采 自太白高山麦田；玉米 缢蚜采 自杨 陵玉米 田。 

5． 毒源撂样 采自杨陵麦田。 

4． 鉴定品种 小麦秦麦 6号 郑 引 1号 ，燕麦 岸黑和莜麦坝选 1号。 

5． 传●方式爰病毒分离物分离鉴定 采用常规方法 【̈ 。 

6． 毒源分离物血i膏学橙涮 采用盂广晨报道的免疫电泳方法【 。 

结 果 

一

、 禾谷缢蚜传病情况 根据调查(表 1)陕西关中西部杨陵区和扶风县早播麦田， 

麦二叉蚜干̈麦长管蚜极少发生。由于禾谷缢蚜猖獗发生导致小麦苗期黄矮病明显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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蠢 1 早话壹田不同蚜虫种群发生与发情的关jiI 

T_b I．Rel at⋯o hi p het⋯ Ⅱ Di sea I ei d呲 e ind Aphid PoP 1 ti b aI Ea rli⋯ So n W b e&t FieId 

}注：调查杨菠 6堍麦~1805株，挂风 3装竞 ~t8s 7株o 

Note：Th e ⋯ u1t in Yaag|i g ⋯ e f⋯ 1B05 P1口口ls 8ts i PI 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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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1990年发病情况相似。同时1989年春季南方 麦区四川荣县首次小麦矮黄病发 

生 流行。 

以上情况~兑明禾谷缢蚜对小麦黄矮病的传播能力有所提高。 

二、禾谷缢蚜与麦二叉蚜传毒力 1988年秋季采集杨陵麦田禾谷缢蚜、麦二叉蚜和 

病株毒源，在室内盆栽岸黑燕麦幼苗上，进行常规接种传毒渊试结果，同1976~1980年 

以及1964一j967年测试结果比较 (表 2)，禾答缢蚜对小麦黄矮病的传播能力，不仅显 

著提高，而且超过小麦黄矮病的优势介体麦二叉蚜。 

囊 2 禾咎．qll与蠹=夏蚜传毒，】 

T岫 2． T ran~mi 8儿oⅡ Capabi1itie s of BYDV b7 Rho 口 。5 h“m l~adi 

Ⅱd Sch Ⅱp s lrⅡ优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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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禾谷缢蚜对小麦黄矮病传播能力提高的验证 ： 

(一 )不同年份禾谷缢蚜与麦二叉蚜传毒力 连续三年采集杨陵麦田禾谷缢蚜、 

麦二叉蚜和病株毒源，进行常规接种传毒 测试结果 (表 3)，无论是 1988还是 l990、 

199j年，禾爸缢蚜 小麦黄矮病的传毒 力均显著超过麦二叉蚜。 

L二 )禾符缢蚴与麦二叉蚜剥不同生商阶段小麦传毒力 采集杨陵麦田 禾 谷 缢 

蚜、麦二叉蚜千̈病株毒源 在l9 90一l 9g1年小麦不同生育阶段，进行常规接种传毒测试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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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j 同年措禾答蛾并与壹 =夏并传毒，】 

Tab 3． T raaeml seioⅡ Capabiliti⋯ f BYDV br Rho~a Zosiphum padi aad 

Schi=aphis graminum iⅡ Diffe rent Years(Yaagli g) 

结果 (表 4)，小麦苗期、成株期特别是拔节期，禾谷缢蚜传毒力均高于麦二叉蚜。 

(三 )不同地理来源禾谷缢蚜传毒力 

1． 不同地理来源禾谷缢蚜传毒力 1991--1992~／]、麦苗期，采集陕西关 中的宝 

毫 5 同采耳禾答蛙并与壹=夏并传毒，】 

TBb 5． Traasmi i Ⅱ C‘pabilltlea of BYDV b7 屁ho d 5{ hum padi·nd 

Schi=a~his graml um f ront Diffe rent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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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杨陵、西安和渭南水地麦田禾谷缢蚜，和以杨陵麦 田麦二叉蚜与病株毒源进行常规 

接种传毒测试结果 (表 5)，禾谷缢蚜传毒力比麦二叉蚜均不同程度显著提高。 

2． 南方与北方麦区禾谷缢蚜传毒力 1988年秋季和1991~春季小麦苗期，采集 

I~1；11成都麦田禾谷缢蚜，和以杨陵麦田禾谷缢蚜与病株毒源进行常规接种传毒测试结果 

(表 8)，代表南方麦区的四川成都麦田禾谷缢蚜 ，对小麦黄矮病的传播能力亦显著提 

高，与杨陵禾谷缢蚜不相上下。 

寰 6 南方与北方壹医秉答囊蚜悻●，I 

Tllh B T rulilmi|lio n CllP biliti es 0f BYD~ h， R．pad{~rom S。uIh。r ind N呲 Ⅲht e Chi 

(四 )禾谷缢蚜与麦二叉蚜对不同寄主植物的传毒力 ’992年春季对不同寄主作物 

进行常规接种传毒测试结果 (表 7)，对小假麦中 5、大麦p。st、燕麦岸黑、玉米 自交 

系2l2、谷子小黄谷、野谷、麋子东方红以及禾本科杂草金色狗尾草和法氏狗 尾草进 行 

禾谷缢蚜传毒力测试，均不同程度超过麦二叉蚜a 

寰 T 秉答囊蚜与壹二X蚜两不胃●主作相传●，I(1992■睦 ) 

T-h T． Tran emiasion Capi]~iliIc3 of BYDV to Dif(em t Ho~ta h， 

R． ddi ind S．grdmi“̈  ．(Yamll i s，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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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不同接种量禾谷缢蚜与麦二叉蚜传毒力1992年春季对禾谷缢蚜与麦二叉蚜进 

行不同间接种量传毒测试结果 (表 8)，无论 1苗接种 1头还是 2头、 5头蚜虫，禾谷 

缢蚜传毒力均极显著超过麦二叉蚜。 

裹 B 不同接种■禾答缀蚜与壹二夏蚜传毒，】(1992插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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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不同虫态禾谷缢蚜与麦二叉蚜传毒力 同时对禾谷缢蚜与麦二叉蚜的成蚜和 

若蚜进行接种传毒测试结果 (表 9)，禾谷缢蚜无 论成蚜还是若蚜的传毒力，亦均极显 

著超过麦二叉蚜。 

袁 9 不同虫态禾答雀蚜与壹=翼蚜传毒，】(1991插陵 ) 

T a b 9． Tm 日 88ion Capabilitle e of BYDV by R．却 d -nd S． 

g r4卅in“m in Adult Rnd La rva Aphid(Yangli s，199]) 

禾谷缢蚜对小麦黄矮病的传播能力显著提高，不仅表现在发病普遍率上，而且表现 

在发病严重度和潜育期上。 

(七 )禾谷缢蚜与麦二叉蚜传毒发病株高 1991年l2月31日和1992年 1月 6日进行 

两次接种传毒测试结果 (表10)，无论 1苗接种 1头还是 2头 5头蚜虫，禾谷缢蚜接种 

传毒发病病株高度，均显著低于麦二叉蚜。 

(八 )禾谷缢蚜与麦二叉蚜传毒发病潜育期 1992年 2月1 9日至 3月16日进行接种 

传毒测试结果，无论 一苗接 1头还有 2头、 5头蚜虫，禾谷缢蚜传毒发病潜育期均为18 

天，而 麦二叉则均延长达25天，禾谷缢蚜传毒发病潜育期显著缩短。 

叫、毒源分离物鉴定 l 988年秋季采集杨陵、眉县、岐山、武功、扶风和风翔等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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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ln 禾各缢蚜与壹=夏蚜传毒发霸株高(cm)(19 91插睦 ) 

T a b 1 BYnV 1 f㈨t d P【ant⋯It gbt s u日d⋯ T 珊血j ss10口si by R opal slphu 

padi and Schiza phl s gr~mi nu小 (Y日ng]】 g-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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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早播麦田病株毒源标样，经片j麦二叉蚜、禾谷缢蚜、麦长管蚜、麦无网蚜和玉米缢蚜 

等一套鉴别介体蚜虫，进行常规分离鉴定结果，在接种无毒蚜和不接蚜的对照不发病的 

先决条件下，禾谷缢蚜的传播能力不但赶上而且显著超过其优势介体麦二叉蚜 其传毒 

基本特性，仍为禾谷缢蚜传播而麦无网蚜不传播，属于小麦黄矮病毒主流株系麦二叉蚜 

禾谷缢蚜株 (GPV)类群 。并将其鉴定的分离物毒源标样，经用麦二叉蚜／禾谷缢蚜 

株系抗血请进行免疫电泳测试结果，呈观强阳性反 应。这部分离物不同于玉米黄矮病毒 

分离物，在于其麦二叉蚜的传毒力显著高于传播玉米黄矮病毒分离物 。 

讨 论 

1988年秋季陕西关中西部早播麦毋禾谷缢蚜猖獗发生，导致年前秋季和年 后春季小 

麦苗期黄矮病明显发生}1989及1990年连续类似发病。1989年春季南方麦区四川荣县首 

次小麦黄矮病发生流行。试验说明这是由于禾谷缢 蚜对小麦黄矮病的传播能力显著提高 

所引起的。 

禾谷缢蚜是我国北方水地高产袁区和南方麦区的优势蚜虫种群 。由于禾谷对小麦 

黄矮病的传播能力显著提高，可能不继导致小麦黄矮病以北方干旱、半 干旱的中、低产 

麦区往水地高产麦区，甚至南方麦区扩展曼延。 

禾谷缢蚜对小麦黄矮病传播能力的变异，是与该病从80年代以来，日益普遍 明显侵 

染玉米Is]和以夏播玉米为禾谷缢蚜的优势越夏寄主分不开。 

禾谷缢蚜所传播的毒源分离物属于小麦黄矮病毒主流株系GPV株系类群，是否为一 

个独特的株系，还有待进一步鉴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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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ation of Transmission Potential of 

BYDV by Rhopalos iphum padi 

Zhang Qinfeng Zha 0 Yuxia Yang Ying Zhu Xiangsan 

(I n stitute of p Zant Protection，Yangling-Shanxi 712100 

Through sereral years of experiments and r esearches it is shown that 

the transmission potential of BYDV by 。pdfD Hm padi hag been dra— 

stitally enhanted．This fact enabled the e pans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is 

disease from the arid and 8emiarid areas in the north toward the mere 

fertile wheat field at the irrigated areas and even toward the wheat 

areas in the s outh． In 1988 and 1989 it hag been 日uceessively indUCed the 

prevalence of BYDV at western Guanzhong of Shanxi Province and in spring 

of 1989 at Rong County of Sichuan Province 8overe occurence of BYDV ha3 

happened． 
． 

Key W ordsI W heat(BArley)Y ellow Dwarf Virus (BYDV ) Rho— 

palosiphum padi 8chizaphis gvaminum TrAnsmission Cap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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