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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杭州 浙江农业大学
,

杭州 ,

提 要 利用经苗期和 田间抗性鉴定对白背飞虱 及卿 具有中抗水平 以 上

的国内外品种 个进行拒性和 个品种进行抗生性测定
。

结果表明
,

对若虫取食
、

成虫定居和产

卵的拒性以云南品种的毫糯亮
、

白糯
、

鬼衣谷
、

滇瑞 等较为明显
。

抗生性 种群增长
、

若

虫生存率
、

排泄量 测定结果表明
、

冷水谷
、

脚鲁
、

法炮谷
、

浙丽 号等 个品种

抗生性明显
。

关键词 白背飞虱 拒性 抗生性

白背飞虱在亚洲种稻国家中已成为一种为害较重的水稻害虫
,

尤其在栽培抗褐稻虱品种

面积较大的地区
。

如亚洲南部和西南亚地区 的巴基斯坦
、

印度
、

孟加拉国
、

尼泊尔
、

马来西

亚
、

印尼及越南等国
,

种群上升程度更大
。

我国从 年代以来
,

大发生频率明显增加
。

实践

证明
,

选用抗性品种是防治白背飞虱的经济有效方法之一
,

将抗性结合到改良品种中是当前

各国水稻育种的主要目标之一
。

因此
,

稻种资源的抗性鉴定和抗性的研究是抗性育种亲本选

择的基础
,

也是寻求更有效的防治手段的途径之一
。

目前抗性研究主要分三方面内容
,

即拒

性 一 、

抗生性 及耐虫性
。

一 , 「” ,

等 “ 及 和 “ ,

等对白背飞虱在抗

感品种上的不同行为和生理反应已进行了一 些研究
,

在抗性品种上对成
、

若虫的栖息
、

取食

和抗生性等都有作用
。

我们从 年以来
,

对国内稻种资源和外引品种不断地进行白背飞虱的抗性鉴定
,

已筛

选出一批抗白背飞虱的品种
。

为了进一步了解这些品种的抗性原因
,

进行了有关抗性内容的

测定
。

材 料 和 方 法

选 择 对 自 背飞虱具有中抗水平以上的品种共 个 内抗生性测定 钻种 个
,

其中

云南地方品种 个
“

六五
”

期间全国常规稻攻关协作组 、种 个 来源于国

际水稻研究所品种 个 以 作感虫对照品种
,

以 作抗虫对照品种
。

一 拒性测定

若 虫 的拒性 侧 定 基本同标准苗期的非选择性测定方法 ’ ’
「

接虫后
、 、

小时分别

计数各品种秧苗上的若虫数量
,

各品种重复三次
。

以 小时各品种秧苗 仁的虫量计算平均值
。

成虫的拒性 侧 定 采用圆圈排列法 ” ,

重复 次
。

每苗按 对成虫放入各圆圈的中心

点
。

接虫后 小时
、

小时和 小时分别计数各品种苗上的成虫数
,

以 ’
、

时苗上的虫数为

件 年 月 日收到
,

一 年 月 日收到修改稿
。

本文中有关显著性测定
’

蒙本所电算室的荣绛平先生和谢芙 贤同志 计算 特此致谢 料生产实习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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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

求其 个重复各品种的平均虫量
。

成虫产卵的拒性测 定 方法同
,

接虫 小时计数虫量后
,

将稻苗齐泥割下
,

保湿
,

在双筒解 ’镜下逐苗剥查卵数按性比 折算各品种的平均卵量
。

二 抗生性测定

种群增 长的 测 定 采用 等的方法 ” 。

重复 次 接成虫 夭后
,

待下代成虫羽

化时 喷用敌敌畏杀死笼内虫子
,

统计虫数
,

讨
一

算增长倍数
。

若 虫生存率的测泛 方法同 〔 〕
,

重复 次
,

待接入一龄虫后 天
,

计数虫数
,

换 算

存活率
。

成虫 蜜露排泄量 测 定 采用 等 的布三酮处理滤纸方法 ’“ 。

各品种

重复 次
。

结 果 和 分 析

一 不同品种对白背飞虱的拒性

不 同品种对若 虫的拒性

从表 可看出
,

个不同来源的抗白背飞虱的品种中
,

对若虫有明显拒性‘即拒趋集性

品种有 个 平均若虫量在 头 苗以下
,

即若虫量为感虫品种 的 以下 占
,

依其拒性的强弱顺序为 一 一 、

滇瑞 一 、 、 一 、

滇瑞 一 、

、 一 一 、

毫糯亮
、

冷水谷
、

滇瑞
一 、 、

矮梅

早 号
、

白糯
、

浙丽 号
、

大齐谷
、 、

鬼衣谷和滇瑞
一

等
。

不 同品 种 对成 虫 的拒性

从表 看出
,

个不同来源的抗白背飞虱的品种
,

对成虫有明显拒性 《即拒定居性 的

表 白 背 飞 虱 拒 异 性 测 定
一

品品 种种 来 源源 若 虫 拒 异 性性 成 虫 拒 异异

头 ‘
苗 丈头

了‘

苗

野野生黑兰 竹
一

飞
一 一 一 云 南南 艺 二 玉

矮矮沱谷 一 一 云 南南 〕〕 之 吕

毫毫浪糯
一

飞
一 云 南南

大大红谷 一 一 云 南南 〕

台 湾湾 〔认
,

〔

公公居 一 云 南南

白白天糯
一 ’ 一 云 南南

小小白星 一 一

雌雌 云 南南 工

小小油谷
一 一 云 南南 一 吕

脚脚鲁
一 云 南南

小小 白谷 一 一 云 南南 滚 弓‘

牛牛羊谷 一

眼
一 云 南南 艺

小小麻谷 一 一 云 南南

白白糯
一 云 南南 沐 卜了了

冷冷水谷 飞
一 一 云 南南 一 卜弓

毫毫糯亮 一 一

咫咫 云 南南
’ ‘

印 度度

产 卵 拒 异 性

粒 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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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了毕匕虱 ‘片‘即 , 汀人, , 飞二人川 的拒性 于告“ 性 十,’〔 报

续表

下
产 卵 打

」

异 性
、粒 苗

、

乌 几 石 〕

行 已

丁 百争窗

飞
,

‘导 〔

艺 几 〕

吕 了

竺

玉冬 吸川

讨一之

工五了

八︻了,一日涪注月‘︸才
,母

“八山﹄

矮梅 早 号 一 一

澳瑞 卜 一

真瑞 一 一 一 夕

一

滇瑞
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呀

一 一

一 一 龙

一
套

峪

闲际 水稻研究所

斯 哄兰 仁

宝 〕

度度日日

月︺月曰画际水稻研究所

国际水稻研究所

亏

从

之 几

乙生

〔〔

七贷

几 瞥川

从

‘

艺

汤

下

色李

竺

竺

之

‘之

赶 乍

艺

卜

乏 几

矛 汤卜

二 从

〕

度度度目卜日卜亡‘匕‘匕‘

国际水稻研究所

〕 、 、 ,

只 、, 《。 “‘ ,、 、

八 、

叱,

于〔 】 、、

、 , ,

只只‘ 卜 畜飞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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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有 个 平均成虫量在 头 苗以下
,

为感虫品种 的 以下
,

片
。

拒性强

弱的排列顺序为 一 一 、 、 、

白糯
、

冷水谷
、

便谷
、

滇瑞 一 、 、

小麻谷
、 、 、

牛羊谷
、 一 一 、 、

大红谷
、

毫糯亮
、

公居
、 一 、 、 、

滇瑞
一 、 、 一 冬

、

鬼衣谷
、

大齐谷
、

矮沱谷
、

育

成 虫产卵的拒性

从表 看出
,

成虫对各品种的拒产卵性不象成虫拒定居性和若虫拒趋集性那样差异显著
,

但仍有一定的差异
。

平均产卵量在 粒 头以下
,

产卵量 为感虫对照品种
‘

的 以

下 的有关品种顺序为
、

毫糯亮
、

白糯
、

鬼衣谷
、

滇瑞
一 粥

、

白 天 糯
、

小 油 谷
、

、

滇瑞 一 等 个
,

占测定品种的
、

从拒性的三个方面 测定结果来看
,

三者均有一定拒性的品种有 毫擂亮
、

白糯
、

鬼

衣谷
、

滇瑞 一 等 个
,

占测定品种的
,

都是云南品种 , 工冬有对成虫拒定居和拒

产卵的有 个品种
,

即
、

毫糯亮
、

白糯
、

鬼衣谷
、

滇瑞
一 、

等
,

片测定品

种的 对成虫拒定居和若虫拒趋集的品种有 拐
一

一 、 、

白糯
、

冷水

谷
、

滇瑞 一 、 、 、

毫糯亮
、 一 、 、 、

鬼衣谷
、

大齐谷等 个品种
,

占测定品种的
,

成虫的拒产卵和若虫的拒趋集的品种有 毫糯

亮
、

白糯
、

鬼衣谷
、

滇瑞
一 和滇瑞

一 等 个品种
,

气测定品种的
,

均为云南

品种
。

因此
,

白背飞虱抗性育种的亲本选择
,

从拒性角度出发
,

最好在第一类抗性品种中选择
,

其次可在
、 、

类抗性品种中选择
。

二 不同品种对白背飞虱的抗生性

种群增长

从表 可以看出对种群增长的抗生性测定的 个品种中
,

为感虫对照品种 的增长

倍数 以下的有 个品种
,

占
。

这些品种增长倍数从小至人的顺序为 跄
、

浙丽

号
,

牛羊谷
、

公居
、 一 、

小 白谷
、

白大糯
、 ‘

糯
、

冷水谷
、

滇瑞 一 、

便谷
、

法炮谷
、

大齐谷
、

脚鲁和鬼衣谷
。

若 虫 的 生存率

从表 看出 个供试品种
,

若虫的存活率有 个品种高于感虫对照品种 , 其余

个品种与 相比较均有不同程度的减少
,

若按 存活率的 以下的品种仅有脚鲁
、

冷水谷
、 、

便谷等 个品种表现明显

成 虫 蜜露排泄量

测定的 个品种中
,

雌成虫排泄量 实为排泄蜜露的展布面积
,

有 个品种高于感虫对

照
,

若按 蜜露排泄量的 以下计
,

仅有小油补
、 一 、

矮 沱 谷
、

法

泡谷
、

公居
、

浙丽 号和 等 个品种表现出排泄 量减少明 显

抗生性的三方面 种群增长
、

若虫存活率
、

排泄 量 测定结果
、

冷水谷
、

脚鲁
、

法炮谷
、

浙丽 号等 个品种表现出具有较明显的抗生性作用 一些品种如公居
、

牛

羊谷
、

便谷等
,

仅两个方面表现抗生性作用明 显
。

白糯
、

滇瑞
一

等品种种群增长倍数较

低
,

但吸食量很大 吸食量较小
,

种群增长倍数也低
,

但若虫生存率高
,

这可能是

测定误差所致
,

原因尚需进一步研究
。

卜述三方面测定的结果
,

抗生作用明显的品种 如浙丽 号
、

滇瑞洲了一

等 可直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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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白 背 飞 虱 抗 生 性 测 定 结 果

品品 种种 来 源源 排 泄 量量 若虫生存率 种 群 增 长长 增 长 倍 数数

头 苗

白白天糯 一 一 云 南南

大大红谷
一 一

、、

云 南南

白白 糯
一 云 南南

鬼鬼衣谷 一 一 云 南南

大大花谷 一 一 一 云 南南

牛牛羊谷 一 一 云 南南 寸

滇滇瑞 一 一 一 云 南南 叮叮

台 湾湾 〔 侣

大大齐谷
一 一 云 南南

小小麻谷 一 一 云 南南

便便 谷 一 云 南南

冷冷水谷 一 一 云 南南
,

脚脚鲁
一 云 南南

小小油谷
一 一 云 南南

一
湖 南南

矮矮沱谷
一 一 云 南南

法法炮谷 一 一 云 南南

公公 居
一 云 南南

浙浙丽 号 一 浙 江江

印 度度

小小白谷 一 一 云 南南南南南南

小小 白星 一 一

眼眼 云 南南南南南南

一。

盯 『

用于生产
,

或作为抗白背飞虱育种亲本的选择
,

若能将拒性和抗生性作用两方面结合选择
,

其抗性亲本就会更为理想
。

讨 论

抗性品种对白背飞虱的拒性和抗生性中的有关项 目特性进行测定结果初步可看出
,

抗性

品种对若虫的趋集
、

成虫的定居和产卵等方面有明显的拒性
,

且种群增长倍数少
,

若虫生存

率低
,

蜜露排泄面积小
。

凡具有一定抗性水平的品种
,

在上述的某一项或某几项特性上是明

显的
。

如我们测定的 个品种中尚未发现前述六项特性均一致突出的品种
,

其中三项拒性一

致且明显的品种占
,

三项抗生性较明显的品种 占
, 。

成虫在不同水稻品种上的产卵量有明显的差异
。

报道在 个感 性 品种和

个抗性品种上的产卵数相似【 ” 和 亦认为在感虫和抗虫品种上的

产卵数基本一致 “ ,

这与我们测定的结果不一致
,

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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