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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照因素对水稻品种苗期褐稻虱抗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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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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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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刃认切 乙侣

摘 要 在人工气候箱及温室 自然条件下研究了光照对品种抗性
、

植株生势及耐害性和褐稻

虱生存
、

发 育的影响
。

光照不足造成品种苗期抗性减弱甚至丧失
,

其原因是由于植株的生势 减弱

导致受飞虱为害后的补偿能力下降
、

中抗品种耐害性丧失和抗级品种的拒虫性减弱
。

在 短光照生

长条件下和长光照条件下
,

飞虱取食高抗品种的植株
,

其吸食量
、

若虫生存率和发育进度
,

均无

显著差异
,

表明高抗品种的抗生性在短光照 条件下仍能保持
。

短光照条件下
,

如果接虫前或后予

以充足的光照 条件
,

或将接虫秧龄提高到 片叶
,

品种的抗性水平则可保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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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 期 抗性 筛选 和 鉴 定
,

是 抗 褐 稻虱 位于温带和亚热带
,

气候复杂多样
,

对抗虫

〔刃刀即 幻 〕研究及应用的 资源的筛选和鉴定必须考虑光照因素的影

基础
。

据报道
,

短 弱 光照条件引起品种

苗期对褐稻虱的抗性 减弱甚至丧失
,

并使 一 年 月 日收
· · , ·

高 抗 品 种 的 拒 虫 性 注 本研究 系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内容之

减弱 〕 。

我国大部分稻区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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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

为此
,

作者于 一 年进行了该

方面的研究
,

着重于探讨短 弱 光照导致

抗性下降的原因
。

材 料 与 方 法

供试 水稻 品种 高抗
、

抗生

性
、

高抗
、

抗 生性
、

包 选 号

中抗
、

耐 害性兼抗生性
、

辐包 一

中抗
、

耐害性 和 感虫对照
。

供

试虫源 室内经 多年伺养的褐稻虱生物型
。

一 光照对品种抗性表现的影响

试 验 于 人 工 气 候 箱 内 进 行
,

温 度

℃
。

将 供试 品种播 于育苗箱
,

每行 巧

株
,

每行为 重复
,

共 重复
,

随机排列
。

置于不同光照条件下
。

抗性评定采用苗期群

体筛选法
,

评级标准 。一 级 印
。

接虫时

秧龄 片叶
,

每株接
、

龄若虫 一 头
,

接虫后第 天检查各品种上的虫 口密度
,

作

为评价品种拒虫性的指标
。

二 光照强度对植株生势和耐害性的

影响

试验于温室 一 ℃ 利用 自然光

进行
。

光照强度设二个水平 不遮光和五层

纱 网遮 光 经 测定 光 强 较不遮 光 的 减弱
。

秧苗 片叶时
,

进行下列试验

对植株生势的影响 将供试健株连根

拔出
,

洗净
,

测量植株高度
,

再于 ℃烘

箱烘至恒重
,

称重
。

各处理设 个重复
。

并计算植株干重和徒长率
。

另设接虫处理
,

进行受害评级
。

对耐害性的影响 选择长势一致的植

株
,

盖以透明塑料罩
,

分别接入 头和

头初孵若虫
,

设 个重复
。

当 受害达

级时
,

将各品种植株烘至恒重
,

并称重
。

计算植株损害系数 〔, 〕

二 〔
接虫株干重

不接虫株干重

受害级别
〕

三 光照对褐稻虱取食量的影响

品种置于不同光照条件的人工气候箱内

生长
。

秧龄 片叶陈 采用澳甲酚绿滤纸色

斑法测 定飞虱取 食 排泄 蜜露 的 相对

量 川
。

设 个重复
,

每重复接入经饥饿

的刚羽化的长翅型雌成虫 头
。

四 光照对若虫生存和发育的影响

各品种植株于不同光照条件的人工气候

箱 ℃ 内生长
,

至 片叶时单株移于内

装水稻营养液 含 的试管
。

各

处理 设 个重 复
,

每 重 复接初孵 若虫

头
。

置于相应的光照 条件
。

接虫后第

检记活虫数及各虫龄 态 虫数
。

结 果 与 分 析

一 光照对品种抗性表现的影响

了不 同光 照 条件下品种 的抗性表现

在 短光照 的 条件下
,

无论光强

为 还是
,

中抗品种的

抗性丧失 高抗品种的受害程度增加
,

且其

拒虫性减弱
,

表现在虫 口密度与 的无

显著差异
。

而在上述两种光强度
、

光照

么 品 种 的 的 抗 性 均 能 正 常 表现 表
。

接 虫 前 或后 短 弱 光对抗性的影响

结果 表 表 明 从 播 种到 评级 结

束
,

植 株 处 于前后 一致 的 光 照 条件
,

除
,

和
,

能使高抗品种 和 的抗性正常表

现外
,

其余三组供试的短 弱 光照条件均

使所有品种的抗性减弱甚至丧失 接虫

前植株于短 弱 光照条件下生长
,

接虫后予

以
、

的 条件便能保持各

品种的抗性水平
,

或使抗性较之短 弱 光

照的有所提高 接虫前植株处于能使

抗 性 正 常 表 现 的 光 照 条 件
、

,

接 虫 后 给 以 短 弱 光 照
,

除
、

使品种抗性减弱外
,

其

余两组短光照对抗性影响不显著
。

因此
,

抗

性 鉴 定 采 用 苗 期 群 体 筛 选 法 时
,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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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不同光照条件下水稻品种的抗性评级

触 住

品种 受害级别 。 接虫后 虫 口密度 头 株

, , , ,

包选 号

辐包 一 一

一 一

刀

,
一

刀

了

⋯
气、,孟,孟

一

八“
﹄

八,气︶︸、

横行内跟有相同字母者表示差异不显著 , 仓
。

‘

纵行内跟有相同字母者表示差异不显著 ,
。

日

感虫 中抗 抗

表 接虫前 后 短 弱 光对抗性的影响

加 肠 柱

光照 条件 受害级别

接虫前 接虫后 包选 号 辐包 一 一

一 一

户卜曰︵

⋯
内几,,、︸皿

前后一致

接虫前不同

接虫后不同

只

又

火

一

一

护

⋯
飞︺,、︸,
心胜门气、内、气、

一

,

一

刀 乙﹄
,

内、︶‘

光照强度 火 光照时数
。

纵行内跟有相同字母者表示差异不显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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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光照对不同秧龄植株抗性的影响

加

植株生长光照 条件 接虫叶龄 受害级别‘

包选 号 辐包 一 一

一 一

,

,

,

‘

,

】

纵行内跟有相同字母者表示差异不显著 , 住 。
。

表 不同光照强度的抗性表现与水稻植株生势的关系

品种 光照处理 受害级别 ‘
植株高度 植株干重 徒长率 〕

李

叶片数 片

遮光 刀 石 士
,

月。士 土 。刀

不遮光 刀 士 士 名 士

包选 号 遮光 土 士 士 刀

不遮光 石 名 士 乃 士 月 士

辐包 一 一 遮光 士 乡 士 滩 士 刀

一 一 不遮光
,

士 乃 土 乡 月 士
,

遮光 马 土 件 土
,

土 刃

不遮光 士 士 刀 士

其后跟有相同字母者表示同一品种不同光照间差异不显著 ,

遮光处理指以纱网遮盖使 自然光减弱

徒长率 二 植株高度 厘米 植株干重 毫克

果遇到光照不足的天气
,

只要保证接虫 前 级 相反
,

片叶时接虫
,

即使光照不足

后 有充足的人工光照
,

或于接虫前将植 如
、 ,

品种的抗性均能

株置于温室外 日照较充足的地方 温室外光 保持 表
。

照强度大于温室内
,

也能较谁确地评价品 二 光照对植株生势和耐害性的影响

种的抗性
。

了对植株生势 的影 响

光 照对不 同秧龄植株杭性的 影响 结果 表 表明
,

遮光减弱光照

不 论在何种光照 条件下
,

片叶时接 强度
,

使植株生长缓慢
。

表现于株矮且出叶

虫
,

中抗品种的抗性均丧失
,

受害达 速度 减慢 遮光使植株单位时 间内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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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积累量 减少 光照不足使植株徒 种的居 中
。

而在光照不足 遮光 时
,

中抗

长显著
。

上述结果证实
,

植株在遮光情况下 品种的损害系数与 的差异不显著
。

同

生势明显减弱
,

导致 品种受害后补偿能力 一品种不同光照间的 比较
,

两个中抗品种遮

差
,

是抗性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
。

光的损害系数均显著高于不遮光的
。

说明光

对品种耐害性的 影响 照不足导致耐害性的丧失是中抗品种抗性下

植株损害系数是评定抗虫品种耐害性的 降的重要原因
。

重要指标之一 ⑤
。

表 结果表明 在光照 三 光照对褐稻虱取食量的影响

充足 不遮光 的情况下
,

的损害系 飞虱排泄的蜜露量与其吸食量呈显著的

数最高
,

高抗品种 的最低
,

中抗品 正相关 川
。

本试验证实褐稻虱取食不同光

表 光照条件对品种耐害性的影响

品种 光照处理 受害级别 植株损害系数 , 回 归直线方程式

遮光 刀
,

一 名
,

不遮光 一

包选 号 遮光 乃 冲 一 一

不遮光
‘

一 一 月

辐包 一 一 遮光 乃 一 刀
‘

一 一 不遮光 名 一

遮光 刀

不遮光 二

遮光处理指以纱网遮盖使 自然光减弱

数据后跟有 小写字母相 同者
,

表示同一 品种光照处理间比较
,

大写字母相同者
,

表示同一光照处理品种间

比较
,

差异不显著
,

,

一受害级别 一处理天数

表 光照对飞虱排泄蜜露量的影响

行

植株生长光照 条件
滤纸色斑面积 毫米 雌 ’

几

包选 号 辐包 一 一

一 一

,

名

,

,

,

,

数据后跟有 小写字母相 同者
,

表示横行品种间比较
,

大写字母相 同者
,

表示纵行光照 间 比较差异不显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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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褐稻虱取食不同光照下生长植株时的生存和发育

曰 ”川 碑 山

品种 植株生长光照条件 若虫生存率 ’ 各虫龄 态 比率

三龄 四龄 五龄 成虫
一 一 一

石

刀 刀

刀 刀 乃

乃

包选 号 刃 石 石

刀

刀

只

,

刀

刀
‘ ,

月

数据后跟有 小写字母相同者
,

表示同一光照品种间 比较
,

大写字母相同者
,

表示同
一

品种光照处理间比较

差异不显著
,

刀

,

照条件下生长的植株
,

以高抗品种上的排泄

蜜露量最少
,

感虫品种上的最多
,

中抗品种

上的居中
。

同一品种不同光照处理间比较均

无显著差异
,

表明不同光照条件生长的植株

对飞虱的取食量影响不显著 表
。

四 光照对若虫生存和发育的影响

飞虱初孵若虫取食不同光照条件下生长

的植株
,

其生存和发育结果 表 表明

短光照 并不 减弱高抗品种的抗

生性
,

表现于若虫生存率显著较 的

低
,

且发育进度缓慢
。

同一品种不同的光照

生长条件
,

对若虫的生存率不存在显著的影

响
。

在长光照下
,

取食感虫品种和中抗品种

的若虫发育较快
,

但上述发育差异不存在于

高抗品种
。

讨 论

综合上述试验的结果
,

可以看出光照条

件对品种的苗期抗性有着显著的影响
,

短

弱 光照 条件使品种对褐稻虱的抗性减弱

或丧失
。

中抗品种的抗性较之高抗品种受光

照的影响更为敏感
,

其抗性在不良光照条件

下容易丧失
。

接虫秧龄不同会导致同一品种的抗性产

生差异
,

采用国际的标堆苗期群体筛选法
,

秧龄 约相当于 片叶 接虫
,

某些抗

虫品种会表现为感虫 〔“ ’ 。

此结果与本文的

相一致
。

吴荣宗等 〔’〕提出在秧龄 一 片

叶时接虫
,

对于准确区分 中抗品种与感虫

品种是必要的
。

本试验证实 片叶秧龄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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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
,

其抗性受光照影响最敏感
。

尤其是在冬

春季或阴雨天的温室条件
,

光照不足常使品

种抗性下降甚至丧失
。

片叶时接虫才能有

效地减少短 弱 光照对抗性表现的不良影

响
。

本研究结果表 明
,

短 弱 光照 条件

下
,

高抗品种上的褐稻虱取食量和生存率均

显著低于 上的
,

且若虫发育缓慢
,

说

明其抗生性并未减弱
。

初步认为短 弱 光

照条件使抚性下降的原因有如下三个方面

①短 弱 光使高抗品种的拒虫性减弱
。

褐

稻虱在高抗品种上栖息的密度与感虫品种

的 比较无明显差异 ②使植株生势减

弱
,

植株出现徒长且干物质积累量减少
,

故

受害后补偿能力差而加速死亡 ③使 中抗品

种的耐害性丧失
。

至于光照对抗性有关的次

生 化 学 物 质 的 产 生 和 品 种 的 成 年 抗 性

的影响如何
,

尚有待研

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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