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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青枯病是我国花生的主要病害之一，由于防治困难，严重影响着我国的花生生产。综述了我国在花生抗青枯病种质

资源发掘及育成品种方面的研究进展，分析了育成品种的系谱来源，讨论了抗青枯病育种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建议，以期为今

后的育种实践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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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生是我国主要的油料作物之一，2010 年以

来全国花生种植面积平均在 460 万 hm2 以上，约占

世界花生种植面积的 1/5，平均年产量 1600 多万 t，
占世界花生年均总产量的 40%[1]。青枯病是世界

范围内危害花生最为严重的细菌性病害（Rastonia 
solanacearum E.F.Smith）之一，中国是花生青枯病危

害较严重的国家，目前已在全国多个省份报道过该

病的发生和危害，其中以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发生

较重。发病较轻情况下，可造成 10%~30% 减产，重

病地减产达 50% 以上甚至绝收 [2]，危害极大。对于

花生青枯病的防治，目前仍无较好的化学药剂，轮作

倒茬、生物防治等的效果也非常有限。因此，筛选和

培育抗青枯病品种显得尤为重要，我国已经在种质

资源筛选和新品种选育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并取得

了一定成果。

1　抗病种质发掘
抗源材料是花生抗青枯病育种的基础，国内许

多学者已经从搜集、保存的种质资源中筛选、鉴定

出一些高抗青枯病的种质材料。段乃雄等 [3] 通过

对国内外 3381 份花生种质资源的田间自然病圃和

人工接种鉴定，共获得高抗花生青枯病的种质资源

55 份（国外 5 份），其中龙生型 41 份占国内高抗资

源 82%，全部来源于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陈本银 
等 [4] 系统鉴定了花生属 5 个区组的 79 份野生花

生种质对青枯病的抗性反应，从中发掘高抗青枯病

的种质 15 份，抗病材料频率达到 19%，高于栽培种

花生资源的抗性频率。廖碧辉等 [5] 对收集、保存的

357 个品种进行了青枯病抗性鉴定，筛选出 6 份蔓

生型和 1 份直立型高抗青枯病材料，蔓生材料主要

是龙生型品种。吕建伟等 [2] 通过对从国际花生种质

物品种登记，完善特色作物种子质量标准，规范特色

作物种子市场管理，加快建设区域性良种繁育基地。

3.4　完善种业保险机制，重塑种业保险新生态　一

是建立“制种风险基金”制度。制种产业相对其他

产业是一种风险较高的产业。为了有效降低制种企

业的制种风险，可根据各制种企业每年实际落实的

制种面积和销售收入，按照一定比例提取相应的风

险基金来降低企业风险。二是进一步制定和完善种

业保险条款，调动制种农户投保的积极性。三是继

续积极探索开发能满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需求的保

险产品，可以采取以奖代补的方式来支持开展特色

种子产品保险。四是推动农业保险“扩面、提标、增

品”，逐步构建完善市场化的种子生产风险分散机

制，有效扩大酒泉市制种保险覆盖面，有效发挥保险

的“大数法则”作用，并通过保险费率动态调整等方

式缓解逆向选择风险，从而推动酒泉制种保险长期

可持续发展。五是积极推进种业保险与高新技术联

姻，为酒泉种业快速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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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研究中心（ICRISAT）引进的 155 份花生微核心

种质材料进行青枯病的抗性鉴定，获得 ICG9249 和

ICG12625 两份抗青枯病材料，其平均抗性 91.7%。

梁炫强等 [6] 对从国外引进的 981 份品种资源和 34
份野生种质进行综合评价，鉴定出 10 份高抗品种，

而野生种质中有 31 份材料对青枯病免疫。我国对

6300 多份资源进行鉴定，筛选出 123 份高抗资源，

其中龙生型品种 72 份、珍珠豆型 28 份、普通型 17
份、多粒型 6 份 [7]。综合前人研究成果，从种质类型

看，我国花生抗青枯病种质以龙生型材料为主，其次

是珍珠豆型和普通型，多粒型较少，野生种质中含有

丰富的高抗材料；从种质来源看，绝大部分抗病资源

来自长江流域及以南的重病区省份。

2　抗病品种的培育
我国自 20 世纪 70 年代鉴定出协抗青、台山三

粒肉等抗青枯病花生种质资源以来，一些育种单位

相继开展了抗病育种研究，通过常规杂交和远缘杂

交的方法，先后选育出 30 多个高抗青枯病花生品种

（表 1）。由表 1 可知，我国育成的高抗青枯病花生

品种主要来自于长江流域及以南省区，以广东、广西

和湖北为主，这也正是我国花生青枯病重病区；长江

以北的品种主要来自于河南。从品种育成年代看，

2000 年以前育成的品种有 11 个，2000 年及以后育

成的品种有 23 个，育种进度明显加快。

表 1　我国育成的高抗青枯病花生品种

品种 审（鉴）定 / 登记证号 省区 品种 审（鉴）定 / 登记证号 省区

粤油 92 粤审油 1986003 广东 苏花 4 号 苏鉴花生 201507 江苏

粤油 200（天府 11） 国审油 990001 广东 泰花 6 号 GPD 花生（2018）320307 江苏

粤油 202-35 国审油 990002 广东 鄂花 5 号 1987 年通过湖北省品种认定 湖北

粤油 256 粤审油 1991003 广东 中花 2 号 鄂种审证字第 035 号（1990 年） 湖北

粤油 114 粤审油 2002001 广东 中花 6 号 鄂种审证字第 204 号（2000 年） 湖北

粤油 79 国审油 2002016 广东 鄂花 6 号 鄂审油 2008002 湖北

粤油 14 粤审油 2003002 广东 中花 21 号 鄂审油 2012001 湖北

粤油 45[8] 粤审油 2010003 广东 鄂花 7 号 鄂审油 2016003 湖北

汕油 851 国品鉴花生 2009009 广东 皖花 2 号 皖品审 96080183 安徽

仲恺花 10 号 国品鉴花生 2015011 广东 豫花 14 号 豫审证字第 9914 号（1999 年） 河南

桂油 28 桂审证字第 045 号（1986 年） 广西 远杂 9102 国审油 2002013 河南

梧油 4 号 桂审证字第 118 号（1995 年） 广西 远杂 9307 国审油 2002014 河南

梧油 7 号 桂审油 200004 广西 开农 41 豫审花 2005003 河南

贺油 14 桂审油 2012003 号 广西 漯花 4011 国品鉴花生 2012015 河南

桂花 37 桂审油 2016001 号 广西 濮花 36 号 国品鉴花生 2016013 河南

泉花 646 闽审油 2000001 福建 鲁花 3 号 鲁种审字第 0026 号（1984 年） 山东

泉花 27[9] 桂审油 2012006 号 福建 日花 1 号 鲁农审 2008030 号 山东

3　抗病品种系谱分析
根据文献资料和网上公布的品种来源，对我国

育成的抗青枯病花生品种进行系谱分析，并构建部

分品种的系谱简图（图 1）。系谱图共包含了 29 个

品种，从图谱可以看出，这些品种抗性主要来源于印

度花皮、台山三粒肉和协抗青 3 个亲本，只有 5 个品

种引入了野生种质抗源基因。

4　讨论
花生青枯病目前已在我国 24 个省（自治区）报

道有发生 [10]，以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发病最为严重，

全国花生常年发病面积达种植面积的 10% 左右。虽

然我国已选育出 30 多个抗病品种，但从品种系谱来

看，抗性基因来源比较单一，仅少数品种含有野生种

质基因。由于青枯病菌也存在生理小种分化，不同病

区的生理小种对同一品种的致病性存在明显差异，同

一品种对不同生理小种的抗性也有明显差异 [11-13]，狭

窄的抗性遗传基础容易造成品种区域适应性有限。

花生地方品种和野生种质中存在丰富的抗性

基因，但在抗病育种中利用很少。河南省农科院

利用二倍体野生种 A.chacoense 与栽培种远缘杂

交，选育出远杂 9102 和远杂 9307 两个高抗青枯

病品种；广西贺州地区农科所利用二倍体野生种

A.cardenasii 与地方品种柳州珍珠豆的远缘杂交的

衍生系 He9042 与常规种杂交选育出高抗青枯病的

梧油 7号。在今后育种过程中应充分利用地方种质、

国外引进种质和野生种质中的高抗青枯病资源，根

据各病区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选配杂交组合，丰

富抗性基因，提高育成品种的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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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抗青枯病花生品种系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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