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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起来，打造全产业链的一个消费平台，卡上隐含种

业公司信息，农户通过种业公司办卡，种业公司即为

担保方为农户提供福利，农户的消费款项年底结算

时种业公司从种子款中进行扣除。

2.5　延伸服务，进一步探索“种、肥、药、机”一体化 
随着劳动力减少、劳动力成本增加，农田作业“以机

代人”已是大势所趋，实现“种、肥、药”一体化服务

模式，探索“种、肥、药、机”一体化，组建联盟、抱团

发展已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3]。航空植保是先进植

保设备和农业社会化服务的结合，是提高农资利用

效率和劳动力生产效率的利器。航空植保发展空间

广阔，下一步，黄羊河种业需进一步和农药、肥料生

产企业开展深度合作，积极探索多赢模式。

综上，黄羊河种业只有不断创新、不断探索，才

能适应种业发展的新趋势，转变服务模式，从而应对

需求市场带来的巨大挑战。立足发展现状，只有降

低成本，增加产出，提升经济效益，才能顺应种业发

展的大趋势，才能在国家政策和机遇面前从容应对，

从而实现更好更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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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疫霉根腐病是由大豆疫霉菌引起的一种

土传性真菌病害，是严重影响大豆生产的破坏性病

害之一。虽然种植抗病大豆品种能够有效控制病害

的发生和蔓延 [1]，然而，由于疫霉自身变异性高，抗

性品种的抗性有效期也是有限的 [2]。为确保抗性育

种的持久发展，必须不断地拓宽基因资源，挖掘新的

抗性资源，改善栽培大豆品种单一化所导致的大豆

品种遗传基础越来越狭窄，以及单一化带来大豆品

种抗性多样性的降低 [3]。

野生大豆是栽培大豆的原始祖先种，被认为是

拓宽大豆遗传基础，实现种质改良的重要种质资源。

野生大豆在世界上分布范围非常狭窄，仅分布于中

国、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及俄罗斯的远东地区 [4]。而

我国的野生大豆资源占全世界的 90% 以上，其中约

80% 以上野生大豆分布在 35°N 以北 [5]。鉴定黑龙

江省野生大豆资源的抗病性，筛选抗病野生大豆资

源，不仅为野生大豆的评价与利用提供数据支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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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进行了大豆疫霉菌 3 号、4 号生理小种的抗病性鉴定，获得抗 3 号生理小种资源 52 份；抗 4 号生理小种资源 62 份。同时，

获得兼抗资源 27 份，其中双抗资源 23 份，三抗资源 4 份。鉴定获得的抗病资源可为大豆抗疫霉根腐病育种提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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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大豆抗病育种提供种质资源，达到拓宽栽培大豆

遗传基础的目的。

本研究对黑龙江省采集的 620 份野生大豆资

源进行了疫霉根腐病抗病性鉴定，以期筛选到兼

抗抗源，为大豆抗病育种拓宽遗传基础、提供抗病 
种质。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黑龙江省采集的野生大豆资源 620 份。

菌种为大豆疫霉根腐病 1 号、3 号以及 4 号生理小

种（均由东北农业大学张淑珍教授赠与），其中 1 号

生理小种是黑龙江省优势生理小种。

1.2　方法

1.2.1　野生大豆的采集及种植　野生资源采自

1978-2012 年，采集范围包括黑龙江省下辖的 13 个

地级市、行政辖区，分别是哈尔滨市、齐齐哈尔市、牡

丹江市、佳木斯市、大庆市、鸡西市、双鸭山市、鹤岗

市、绥化市、七台河市、伊春市、黑河市和大兴安岭地

区。资源收集以野生大豆天然居群作为取样单位，

对分布于同一地区相同生态环境条件下的大居群间

隔 2~10km 设置一个采集点；对分布于同一地区不

同生境的居群，根据阴坡、阳坡、土壤、植被、海拔及

湿度等不同情况分别设置采集点，采取单株单收的

方式。

抗性鉴定试验于 2015-2016 年在位于哈尔滨

市道外区民主乡的黑龙江省现代农业示范区内进

行。野生大豆采用盆栽的种植方式，每份材料种植

5 盆，每盆 10 株。

1.2.2　培养基的制备　试验采用胡萝卜培养基

（CA）。将新鲜的胡萝卜洗净并切成小块，称取 200g，
用植物组织搅碎机搅碎，加入 1000mL 蒸馏水煮沸

30min，用 3 层纱布滤去残渣，将过滤后的胡萝卜汁

定容到 1000mL，加入 20g 琼脂，120℃高温高压灭菌

20min。灭菌后的培养基倒入灭菌的平皿中，高度约

为 0.5cm。

1.2.3　菌种培养　将大豆疫霉菌菌株取边长为

10mm×10mm 的正方形接种于 2% 的胡萝卜琼脂培

养基上，于 25℃暗培养 7d。
1.2.4　离体叶片接种法　当待鉴定幼苗第一复叶完

全展开时将其剪下，放置于不锈钢托盘内，盘底放无

菌纱布和适量蒸馏水。用灭菌后的手术刀在叶片上

表面中心位置划出小伤口。在培养 7d 的大豆疫霉

根腐病菌株边缘切取适当大小的圆形菌块，接种于

伤口之上。菌块的直径约略小于叶片宽度。以只

划伤口不接种为空白对照 1 组，接种空白胡萝卜培

养基为空白对照 2 组。用保鲜膜覆盖托盘，保持相

对湿度为 100%。28℃，每日光照 12h 培养，接菌 5d
后调查发病率。每份材料每次处理 30 个叶片，3 次

重复。

1.2.5　分型标准　大豆疫霉根腐病抗感情况的分型

标准 [6] ：发病率在 70% 及其上的为感病（S），发病

率在 30% 及其之下的为抗病（R），发病率在 30% ~ 
70% 之间的为中间类型（I）。
1.3　数据分析　采用 DPS（7.05 版）软件进行统计

与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疫霉菌 1 号生理小种抗源筛选　利用离体叶

片接种法对黑龙江省采集的 620 份野生大豆进行

了抗病性鉴定。从表 1 可知，抗病材料 55 份，占

鉴定总数的 8.87% ；感病材料 328 份，占鉴定总数

的 52.90% ；其余 237 份为中间类型，占鉴定总数的

38.23%。55 份抗病材料中有 31 份来自黑河，占抗

性材料总数的 56.36%。其余 24 份抗病材料分别采

自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大庆、鸡西、伊春、双鸭

山、七台河、鹤岗以及绥化。在牡丹江及大兴安岭地

区的检测样本中未获得抗病材料。

2.2　疫霉菌 3 号与 4 号生理小种的抗源筛选　为

了获得适于黑龙江省应用的野生大豆抗病资源，

对 3 号与 4 号生理小种的抗病性鉴定选用在 1 号

生理小种抗病性鉴定中表现为抗病以及中间类型

的资源为研究对象。其中 3 号生理小种鉴定的

样本量为 291 份；4 号生理小种鉴定的样本量为 
275 份。

3 号生理小种的鉴定结果如表 2 所示：在 291
份供试的野生大豆资源中，抗病材料 52 份，占鉴定

总数的 17.87% ；中间类型 150 份，占鉴定总数的

51.55% ；感病材料 89 份，占鉴定总数的 30.58%。

在黑龙江省 13 个地市中，黑河检出的抗性材料最多

（13 份），占抗性材料总数（52 份）的 25.00%。在七

台河与鹤岗的检测样本中未获得抗病材料，其他各

地市均获得不同数量的抗病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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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 号生理小种抗病性鉴定结果

采集地
样本量

（个）
R

百分比

（%）
I

百分比

（%）
S

百分比

（%）

哈尔滨 158 3 1.90 55 34.81 100 63.29

齐齐哈尔 61 6 9.84 26 42.62 29 47.54

牡丹江 31 0 0 15 48.39 16 51.61

佳木斯 51 2 3.92 24 47.06 25 49.02

大庆 27 2 7.41 11 40.74 14 51.85

鸡西 35 2 5.71 17 48.57 16 45.71

伊春 41 4 9.76 17 41.46 20 48.78

双鸭山 29 1 3.45 10 34.48 18 62.07

七台河 19 1 5.26 7 36.84 11 57.89

鹤岗 7 1 14.29 4 57.14 2 28.57

黑河 82 31 37.80 18 21.95 33 40.24

绥化 58 2 3.45 22 37.93 34 58.62

大兴安岭地区 21 0 0 11 52.38 10 47.62

合计 620 55 8.87 237 38.23 328 52.90

表 2　3 号生理小种抗病性鉴定结果

采集地
样本量

（个）
R

百分比

（%）
I

百分比

（%）
S

百分比

（%）

哈尔滨 58 8 13.79 30 51.72 20 34.48

齐齐哈尔 32 7 21.88 19 59.38 6 18.75

牡丹江 15 3 20.00 6 40.00 6 40.00

佳木斯 26 3 11.54 16 61.54 7 26.92

大庆 13 4 30.77 7 53.85 2 15.38

鸡西 18 1 5.56 8 44.44 9 50.00

伊春 21 4 19.05 12 57.14 5 23.81

双鸭山 11 2 18.18 5 45.45 4 36.36

七台河 8 0 0 7 87.50 1 12.50

鹤岗 5 0 0 4 80.00 1 20.00

黑河 49 13 26.53 21 42.86 15 30.61

绥化 24 6 25.00 11 45.83 7 29.17

大兴安岭地区 11 1 9.09 4 36.36 6 54.55

合计 291 52 17.87 150 51.55 89 30.58

4 号生理小种的鉴定结果（表 3）显示：在 275
份供试的野生大豆资源中，抗病材料 62 份，占鉴定

总数的 22.54% ；中间类型 153 份，占鉴定总数的

55.64% ；感病材料 60 份，占鉴定总数的 21.82%。

在 62 份抗病材料中，有 13 份来自哈尔滨，10 份来

自黑河，分别占抗病材料总数的 20.97% 和 16.13%。

另外 39 份抗病材料分别来自除了鸡西与鹤岗以外

的其他 11 个地市。

表 3　4 号生理小种抗病性鉴定结果

采集地
样本量

（个）
R

百分比

（%）
I

百分比

（%）
S

百分比

（%）

哈尔滨 54 13 24.07 31 57.41 10 18.52

齐齐哈尔 31 3 9.68 17 54.84 11 35.48

牡丹江 14 4 28.57 8 57.14 2 14.29

佳木斯 24 6 25.00 13 54.17 5 20.83

大庆 12 5 41.67 4 33.33 3 25.00

鸡西 17 0 0 9 52.94 8 47.06

伊春 18 3 16.67 11 61.11 4 22.22

双鸭山 11 5 45.45 4 36.36 2 18.18

七台河 8 1 12.50 6 75.00 1 12.50

鹤岗 4 0 0 1 25.00 3 75.00

黑河 48 10 20.83 35 72.92 3 6.25

绥化 23 8 34.78 10 43.48 5 21.74

大兴安岭地区 11 4 36.36 4 36.36 3 27.27

合计 275 62 22.54 153 55.64 60 21.82

2.3　多抗资源的筛选　通过检测，共获得兼抗资源

27 份，其中双抗资源 23 份，三抗资源 4 份。双抗资

源中，兼抗 1 号、3 号生理小种的材料 9 份，其中黑

河 6 份，哈尔滨、伊春、齐齐哈尔各 1 份；兼抗 1 号、

4 号生理小种的材料 5 份，其中黑河 2 份，双鸭山、

齐齐哈尔、佳木斯各 1 份；兼抗 3 号、4 号生理小种

的材料 9 份，其中哈尔滨 3 份，黑河 2 份，牡丹江、大

庆、佳木斯、双鸭山各 1 份。获得 4 份兼抗 1 号、3 号、

4 号生理小种的资源，其中 2 份来自绥化，另外 2 份

分别来自大庆与哈尔滨（表 4）。

3　结论与讨论
野生植物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源泉，是国家的重

要战略资源。野生植物具有许多野生状态下形成

的优良性状，可以为品种改良所利用。尤其是野生

植物对环境的适应性，对逆境（旱、盐、低温等）的忍

耐性，对病虫害的抵抗性，以及其特有的品质特性、

产量组成的有利特性等。在当今气候变化、环境恶

化、危及植物生产的条件下，日益彰显出野生资源潜

在的应用前景。利用野生资源应对环境变化，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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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材料、新产品已成为国际种业发展的新方向和新 
领域。

表 4　兼抗大豆疫霉菌 1 号、3 号和 4 号生理小种的种质资源

鉴定品种 采集地
生理小种

1 号 3 号 4 号

ZYD6910 哈尔滨 R R -

ZYD88 黑河 R R -

ZYD97 伊春 R R -

ZYD118 黑河 R R -

ZYD170 齐齐哈尔 R R -

F1027（资源尚未入库） 黑河 R R -

F1029（资源尚未入库） 黑河 R R -

ZYD6948 黑河 R R -

F1033（资源尚未入库） 黑河 R R -

F0671（资源尚未入库） 双鸭山 R - R

ZYD66 黑河 R - R

F0968（资源尚未入库） 齐齐哈尔 R - R

ZYD371 佳木斯 R - R

ZYD113 黑河 R - R

ZYD6860 哈尔滨 - R R

ZYD7068 牡丹江 - R R

ZYD6832 哈尔滨 - R R

ZYD6798 大庆 - R R

F0833（资源尚未入库） 黑河 - R R

ZYD6939 黑河 - R R

ZYD175 佳木斯 - R R

ZYD386 双鸭山 - R R

ZYD647 哈尔滨 - R R

ZYD7158 大庆 R R R

ZYD238 绥化 R R R

ZYD694 哈尔滨 R R R

F1086（资源尚未入库） 绥化 R R R

霍云龙等 [7] 对抗大豆疫霉根腐病野生大豆资

源进行了初步筛选。共检测来自 21 个省、市和自治

区的野生大豆资源 412 份，并获得 56 份抗病资源及

63 份中间型材料。然而这些被检测的资源中并没

有黑龙江省的野生大豆资源。靳立梅等 [8] 对来自

全国 19 个省份的 415 份野生大豆资源进行了抗性

鉴定，并获得抗病资源 96 份，中抗的资源有 152 份。

被检测的野生资源中仅有 54 份来自黑龙江。

黑龙江省位于中国最北部，地处中温带与寒温

带交界处，属于我国高寒地区。黑龙江省野生大豆

资源丰富，具有寒地野生大豆的独特性，在中国乃至

世界均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然而，随着经济建设

的快速发展以及生态环境的不断改变，野生资源的

生存环境正面临着巨大威胁。野生大豆的分布面积

在不断缩小，类型和数量在逐渐减少，尤其是特殊的

生态环境和独特类型 [6]。因此，对黑龙江省野生大

豆资源的鉴定，不仅是为了保护与保存寒地野生大

豆资源类型，而且对科研、育种以及农业可持续发展

也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共鉴定黑龙江省的野生大豆资源 620
份，筛选获得单抗资源共计 169 份，其中 1 号生理小

种抗病资源 55 份，3 号生理小种资源 52 份，4 号生

理小种 62 份；兼抗资源 27 份，其中双抗资源 23 份，

三抗资源 4 份。这些抗病资源遍布黑龙江省的 13
个地市。检测结果表明，黑龙江省野生大豆资源中

含有丰富的大豆疫霉根腐病的抗病种质资源。另外，

本研究筛选获得的多份兼抗资源表明，黑龙江省的

野生大豆具有很高的抗性利用价值，因此从中选出

对疫霉根腐病多抗的野生大豆资源是有可能的。在

抗病资源中，无论是单抗资源还是兼抗资源，均以黑

河的抗病材料数量最多，这可能与黑河的生境条件

相关，同时也说明黑河地区的资源对于抗病育种来

说是十分重要的，具有更高的利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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