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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小麦白粉病是由小麦白粉菌引起的破坏性的叶部病害，广泛发生于世界范围的小麦产区，在低温、潮
湿地区发病尤为严重。
推广抗病品种是最经济、有利环保的控制病害流行的有效途径。
普通小麦是异源六倍体植物。
在小麦种内几乎没有新的抗白粉病基因可利用，但在小麦的二倍体、四倍体近缘物种和远缘物种中却
蕴藏着丰富的抗源。
从小麦的近缘物种和远缘物种中筛选抗病资源，通过杂交、回交等技术将新的抗性基因转入普通小麦
遗传背景是抗白粉病育种的基础。
新抗病性的遗传分析、染色体定位、分子标记的筛选、遗传作图、标记辅助选择，以及抗病相关基因
克隆、基因功能研究等都是为实现抗病品种选育这一最终目标进行的不同环节的研究工作。
小麦抗白粉病相关基因的克隆、分子结构、功能研究使人们能够从分子水平来理解小麦的抗病原理，
为小麦抗病育种开拓新途径。
本书结合作者近年来在小麦抗白粉病遗传育种方面的研究结果，介绍小麦抗白粉病遗传和育种的研究
进展，同时介绍研究中涉及的主要技术。
在每章的后面附有比较详细的参考资料，便于读者查阅原始资料。
本书旨在使读者了解小麦抗白粉病研究进展的同时，可以很快开展相关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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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小麦白粉病　　五、小麦白粉病的传播　　小麦白粉菌的分生孢子在相对湿度5％-100％
的范围内都能萌发和侵染，但以高湿而又不会形成水滴的条件最为适宜，白粉菌的分生孢子正常萌发
伸长需在98％以上的相对湿度。
在水滴中，孢子萌发率会降低。
温度在0.5～30~C范围内均可萌发，其中以20℃最适宜。
日光对孢子萌发有抑制作用。
因此，小麦如果种植过密，通风透光不良，或阴雨潮湿，会严重发病。
　　在田间，小麦白粉病通常于11月下旬或12月上、中旬，先后在早播的感病品种上开始发生，病害
在冬季仍能继续缓慢发展，一般以菌丝和分生孢子在麦苗上越冬，来年春季再继续产生分生孢子，
到3月底至4月初便可发展成为中心病团。
4月中旬以后，气温逐渐回升，病株率迅速增加，形成病害流行。
4月下旬到5月中旬，正值小麦齐穗到灌浆期，由于气温继续上升，在小麦的植株下部病叶上，开始出
现子囊壳，直到小麦接近成熟的5月下旬，子囊壳普遍形成。
　　在黄淮麦区，由于夏季气温高，分生孢子保持侵染力的时间又很短，因此病叶上残存的菌丝不能
渡过夏季，但在夏季干燥条件下，子囊可在麦残体上越夏，待秋季湿度适宜时放出子囊孢子侵染冬前
麦苗。
在河南省，平原地区由于夏季温、湿度高，白粉菌不能越夏，但子囊孢子或分生孢子可在530m以上山
区的自生麦苗或夏麦上普遍发生并越夏，通过气流传播到平原地区的小麦幼苗，完成整个侵染循环（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1988）。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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