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茄子栽培种砧用种质农业生物学
性状及嫁接适用性研究

王岳霞ꎬ 钟　 川∗ꎬ 赵文宗ꎬ 廖建杰ꎬ 傅慧珍ꎬ 阳燕娟ꎬ 于文进

( 广西大学 农学院ꎬ 南宁 ５３０００４ )

摘　 要: 青枯病是热带亚热带地区普遍发生的一种土传病害ꎬ为选配具有优良抗病性和嫁接适用性的茄子

砧木杂交组合ꎬ该研究对国内外 １１ 份茄子栽培种砧用种质进行农业生物学评价和青枯病抗病性鉴定ꎬ研究

了不同砧用种质对嫁接苗生长的影响ꎮ 结果表明:供试砧用种质中ꎬ果型为卵圆形 ５ 份、倒卵形 ２ 份、长卵

圆 ４ 份ꎻ幼果颜色紫色 ７ 份、淡紫色 １ 份、绿色 １ 份、淡绿色 ２ 份ꎻ老熟果实颜色均为黄色ꎻ种质 Ｊ１４、Ｊ１５、Ｊ１６、
Ｊ１７ 的主茎紫色ꎬ其余均为绿色ꎻＪ６１ 的花瓣白色ꎬ其余均为紫色或淡紫色ꎮ 供试砧木种质与接穗 Ｒｆ 的嫁接

成活率均在 ８０％以上ꎬ最高达 ９７％ꎮ 采用苗期伤根－浸根接种法鉴定砧木种质对青枯病的抗病性ꎬ有 ９ 份砧

用种质自根苗表现高抗(ＨＲ)ꎬ病情指数为 ３.６７ ~ １２.３３ꎬ其中 ６ 份砧木种质(ＢＣ０１、ＢＣ０３、ＢＣ０４、ＢＣ０６、Ｊ１５、
Ｊ１６)嫁接感病接穗后表现抗病(Ｒ)ꎬ病情指数为 １６.６７ ~ ２１.００ꎮ 砧用种质能显著改善接穗的生长ꎬ其中ꎬ
ＢＣ０１、ＢＣ０３、ＢＣ０４、ＢＣ０６、Ｊ１５、Ｊ１６ 的嫁接苗的生物量增长率显著高于其他种质的嫁接苗ꎮ 综合试验结果显

示茄子栽培种砧用种质农业生物学性状表现多样性ꎬ可区分为不同生态类型ꎮ 抗病砧木种质嫁接高感病接

穗的防病效果显著ꎬ种质 ＢＣ０１、ＢＣ０３、ＢＣ０４、ＢＣ０６、Ｊ１５、Ｊ１６ 高抗青枯病ꎬ嫁接高感病品种表现抗青枯病ꎬ可
作为配制抗青枯病砧木杂交组合的候选亲本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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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茄子(Ｓｏｌａｎｕｍ ｍｅｌｏｎｇｅｎａ)是茄科茄属一年生

草本植物ꎬ果实可食用ꎬ颜色多为紫色或紫黑色ꎬ
也有绿色、白色品种ꎬ果型有圆形、椭圆、棒形、梨
形、长条形等ꎮ 茄子在世界大多数地区都有栽培ꎬ
尤以亚洲、非洲、地中海沿岸等种植广泛ꎬ其中亚

洲茄子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 ８６％ (齐东霞等ꎬ
２０１７)ꎮ 近年来ꎬ茄子生产上青枯病等土传病害日

益严重ꎬ一般年份造成减产 ２０％ ~ ３０％ꎬ严重时可

达 ５０％ ~ ６０％ꎬ甚至绝收 (蔡鹏等ꎬ２０１５ꎻ封林林

等ꎬ２０００)ꎮ 青枯病是由茄青枯拉尔氏菌(Ｒａｌｓｔｏｎｉａ
ｓｏｌａｎａｃｅａｒｕｍ)引起的一种导管性病害ꎬ发生的最适

温度为 ２５ ~ ３０ ℃ꎬ可侵害 ５０ 多个科的数百种植

物ꎬ病原菌从植株根部入侵ꎬ先在根皮层细胞间隙

等处定殖ꎬ而后在导管及相邻组织内迅速增殖扩

散ꎬ阻塞和破坏维管系统ꎬ最终导致植物枯萎死

亡ꎬ世界各茄果类蔬菜产区均有发生( Ｔｓｕｃｈｉｙａꎬ
２００４ꎻＳｍｉｔｈꎬ１８９６)ꎮ

到目前为止ꎬ对青枯病仍缺少有效可靠的药

剂防治(李素梅ꎬ２００８ꎻ郑阳霞等ꎬ２００５)ꎬ采用抗病

砧木进行嫁接栽培是防治青枯病的最有效方法

( 吕 卫 光 等ꎬ ２０００ꎻ Ｌｅｅꎬ １９８９ꎻ Ｍａｓｕｄｕꎬ １９８９ꎻ

Ｍａｓｕｄｕ ＆ Ｇｏｍｉꎬ１９８４)ꎬ抗病砧木不仅能提高感病

茄子接穗的抗病性ꎬ还可提高接穗对非生物胁迫

的抗性(赵曾菁ꎬ２０１６)ꎮ 茄子生产中最常用的砧

木是水茄(又名托鲁巴姆ꎬＳｏｌａｎｕｍ ｔｏｒｖｕｍ)ꎬ其优

点是对多种土传病害有抗性(张锡玉等ꎬ２０１２)ꎬ但
缺点是种子休眠性极强ꎬ发芽率低、发芽势差ꎬ苗
期生长缓慢ꎬ茎叶带刺不便于嫁接操作ꎬ不适合大

规模工厂化嫁接育苗(赵渊渊ꎬ２０１５)ꎬ筛选或选育

新砧木代替托鲁巴姆是茄子砧木育种的重要研究

方向ꎮ 张红浩等(２０１５)对 １４ 份茄子砧木种质进

行了抗病性鉴定ꎬ筛选出高抗青枯病的野生种质 ７
份ꎬ刘富中等(２００５)鉴定了 ３２ 份茄子野生及近缘

种对青枯病的抗性ꎬ发现免疫种质 ２ 份ꎬ高抗种质

６ 份ꎮ 这些研究筛选出的青枯病抗源多数是不同

生态类型的水茄种或赤茄种( Ｓ. ｉｎｔｅｇｒｉｆｏｌｉｕｍ)ꎬ而
有关茄子栽培种( Ｓ. ｍｅｌｏｎｇｅｎａ)砧用种质的研究

鲜有报道ꎮ 本文研究了国内外 １１ 份茄子栽培种

砧用种质的农业生物学性状ꎬ评价了砧木种质自

根苗和嫁接苗对青枯病的抗病性ꎬ筛选出具有良

好抗病性及嫁接亲和性的砧木种质ꎬ为茄子抗青

枯病砧木育种提供参考ꎮ

６１０１ 广　 西　 植　 物 ３８ 卷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供试植物材料为国内外的 １１ 份茄子栽培种砧

用种质的高代自交系ꎬ编号 ＢＣ０１、ＢＣ０２、ＢＣ０３ 来

源中国广西ꎬＢＣ０４ 来源中国山东ꎬＢＣ０６ 来源中国

台湾ꎬＡ０１、Ｊ６１、Ｊ１４、Ｊ１５、Ｊ１６、Ｊ１７ 来源日本ꎮ Ｒｆ 是
华南地区普遍栽培的紫红茄类型品种之一ꎮ 茄子

青枯病病原菌由广西大学农学院植物病理研究室

提供ꎬ接种感病植株后分离纯化于实验室 ４ ℃ 保

存ꎬ经致病性检验后用于接种试验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田间种植 　 在广西大学蔬菜基地露地种植

供试砧木种质ꎮ 种子用 ５５ ℃温水浸种催芽后ꎬ播
于装有育苗基质(椰糠 ∶ 泥炭 ＝ １ ∶ １)的 ７２ 孔穴

盘中进行育苗ꎬ待幼苗长至 ４ ~ ５ 片真叶后定植大

田ꎮ 每个编号种植 １５ 株ꎬ株距 ５０ ~ ６０ ｃｍꎬ行距

６５ ~ ７５ ｃｍꎬ采用常规大田茄子栽培技术进行水肥

管理ꎮ 参考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颁布的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ｏｆ ｔｅｓｔｓ ｆｏｒ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ｎｅｓｓꎬ ｕｎｉ￣
ｆｏｒｍ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Ｅｇｇｐｌａｎｔ( ＴＧ / １１７ / ４) 和 «茄子

种质资源描述规范和数据标准»(李锡香ꎬ２００６)调
查株高、主茎颜色、叶长、叶宽、始花天数、果实等

农业生物学性状ꎮ
１.２.２ 嫁接　 以 １１ 份茄子栽培种砧用种质为砧木ꎬ
以高感青枯病的茄子栽培品种 Ｒｆ 为接穗ꎬ幼苗 ３
片真叶时采用 Ｃ 型套管贴接法嫁接ꎬ以砧木自根

嫁接苗作为对照ꎮ 嫁接后遮阴ꎬ保持白天温度

２５ ~ ２８ ℃ꎬ夜间温度 ２０ ~ ２２ ℃ꎬ相对湿度 ９０％ ~
９５％促进愈合ꎬ第 ３ 天开始炼苗ꎬ第 ７ 天结束炼苗ꎬ
第 １５ 天统计嫁接成活率并将嫁接苗移栽至 ９ ｃｍ ×
８ ｃｍ 的育苗杯中ꎬ用于青枯病抗病性鉴定及植株

生物量的测定ꎬ按照常规方法进行管理ꎮ
１.２.３ 青枯菌接种　 砧木自根苗和嫁接苗长至 ４ ~
５ 片真叶时ꎬ采用苗期伤根－浸根接种法人工接种

青枯菌(浓度 ５×１０８ ｃｆｕｍＬ￣１)ꎮ 每个嫁接组合接

种 ７５ 株ꎬ３ 次重复ꎬ接种后置于人工气候箱内培养

２８ ｄꎬ培养条件为每天光期 １４ ｈꎬ温度 ３０ ℃ꎬ光照

强度７ ０００ ｌｘꎻ黑期 １０ ｈꎬ温度 ２５ ℃ꎻ空气相对湿度

为 ７０％ꎬ培养期间统一水肥管理ꎮ
１.２.４ 生长指标测定 　 接种青枯菌前和接种后 ２８
ｄ 分别取样测定生长指标ꎬ每个嫁接组合取样 １０
株ꎬ取其平均值ꎮ 用直尺测定株高ꎬ用游标卡尺测

定上下胚轴粗度ꎬ用千分位电子天平称量鲜干重ꎻ
根长、根系表面积参考尹晓霞(２０１４)方法用方正

扫描仪 ( Ｆｏｕｎｄｅｒ Ｚ２４００) 和根系分析软件 (Ｗｉｎ￣
ＲＨＩＺＯ ２００９ｃ)测定ꎮ

相对增长率 ＝ (接种 ２８ ｄ 测量值－接种前测量

值) /接种前测量值×１００％ꎮ
１.２.５ 病情分级和抗病性评价标准　 参考刘富中等

(２００５)方法ꎬ接种青枯菌后每 ７ ｄ 观察记录植株的

发病率和病情级别ꎬ计算病情指数ꎬ评价抗病水平ꎮ
病情分级标准为 ０ 级:无明显症状ꎻ１ 级:１ 片叶萎

蔫ꎻ２ 级:２ ~ ３ 片叶萎蔫ꎻ３ 级: ４ 片叶以上萎蔫ꎻ４
级:整株萎蔫或死亡ꎮ 病情指数:ＤＩ＝∑(病级×该病

级株数) / (最高病级×调查株数)×１００ꎮ 抗青枯病评

价标准为 Ｉ:免疫(ＤＩ＝ ０)ꎻＨＲ:高抗(０<ＤＩ≤１５)ꎻＲ:
抗病(１５<ＤＩ≤３０)ꎻＭＲ:中抗(３０<ＤＩ≤４５)ꎻＳ:感病

(４５<ＤＩ≤６０)ꎻＨＳ:高感(ＤＩ>６０)ꎮ
１.３ 统计分析

利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３ 和 ＳＰＳＳ １７.０ 软件进行

数据的处理及作图ꎬ采用 Ｄｕｎｃａｎ’ｓ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ｒａｎｇｅ ｔｅｓｔ
(Ｐ＝０.０５)和主成分分析法进行多重比较和分析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茄子栽培种砧用种质的农业生物学性状

根据田间栽培观测结果ꎬ１１ 份供试茄子砧木

资源中ꎬＪ６１、ＢＣ０１、ＢＣ０２、ＢＣ０３ 属茄子栽培变种

(Ｓ. ｍｅｌｏｎｇｅｎａ ｖａｒ. ｅｓｃｕｌｅｎｔｕｍ)ꎬ其余 ７ 份种质资源

均属茄子栽培种( Ｓ. ｍｅｌｏｎｇｅｎａ)ꎮ 供试种质的株

高差异较大ꎬ最高是 Ｊ１７(为 １０３.２０ ｃｍ)ꎬ最低是

Ｊ１５(为 ７１.３０ ｃｍ)ꎻ主茎有绿色和紫色两种ꎬＪ１４、
Ｊ１５、Ｊ１６、Ｊ１７ 的主茎为紫色ꎬ其余 ７ 份种质主茎为

绿色ꎻＢＣ０４ 叶长最大(为 ２５.５６ ｃｍ)ꎬＢＣ０３ 叶宽最

大(为 ２３.０５ ｃｍ)ꎻ始花期最早是 Ｊ１４(３１ ｄ)ꎬ最迟

是 Ｊ６１(５７ ｄ)ꎻ开花结果习性除 ＢＣ０４、ＢＣ０６ 为花

序外ꎬ其余均为单花结果ꎻ花瓣颜色多数为紫色ꎬ
其中 ＢＣ０４、ＢＣ０６ 为浅紫色ꎬＪ６１ 为白色ꎬ其余 ８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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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茄子栽培种砧用种质的农业生物学性状
Ｔａｂｌｅ １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ｅｇｇｐｌａｎｔ ａｎｖｉｌ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种质编号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ｃｏｄｅ

株高
Ｐｌａｎｔ
ｈｅｉｇｈｔ
( ｃｍ)

主茎色
Ｓｔｅｍ ｃｏｌｏｒ

叶片 Ｌｅａｆ

长
Ｌｅｎｇｔｈ
( ｃｍ)

宽
Ｗｉｄｔｈ
(ｃｍ)

始花期
Ｄａｙ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ｆｉｒｓｔ
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ｄ)

花色
Ｆｌｏｗｅｒ
ｃｏｌｏｒ

结果习性
Ｆｒｕｉｔｉｎｇ
ｈａｂｉｔ

单果重
Ｓｉｎｇｌｅ ｆｒｕｉｔ

ｗｅｉｇｈｔ
( ｇ)

幼果果色
Ｙｏｕｎｇ ｆｒｕｉｔ

ｃｏｌｏｒ

老熟果色
Ｍａｔｕｒｅ ｆｒｕｉｔ

ｃｏｌｏｒ

果型
Ｓｈａｐｅ ｏｆ

ｆｒｕｉｔ

ＢＣ０１ ９６.２７ 绿
Ｇｒｅｅｎ

１９.７５ １４.６５ ４６ 紫
Ｐｕｒｐｌｅ

单果
Ｓｉｎｇｌｅ ｆｒｕｉｔ

１０３.３２ 紫
Ｐｕｒｐｌｅ

黄
Ｙｅｌｌｏｗ

卵圆
Ｏｖａｌ

ＢＣ０２ ９４.５３ 绿
Ｇｒｅｅｎ

２３.９５ １９.５０ ４３ 紫
Ｐｕｒｐｌｅ

单果
Ｓｉｎｇｌｅ ｆｒｕｉｔ

１０８.０６ 紫
Ｐｕｒｐｌｅ

黄
Ｙｅｌｌｏｗ

卵圆
Ｏｖａｌ

ＢＣ０３ ９５.７７ 绿
Ｇｒｅｅｎ

２５.２５ ２３.０５ ４９ 紫
Ｐｕｒｐｌｅ

单果
Ｓｉｎｇｌｅ ｆｒｕｉｔ

１３０.５８ 紫
Ｐｕｒｐｌｅ

黄
Ｙｅｌｌｏｗ

倒卵
Ｏｂｏｖａｔｅ

ＢＣ０４ ９９.４１ 绿
Ｇｒｅｅｎ

２５.５６ １８.２３ ４０ 浅紫
Ｌｉｇｈｔ
ｐｕｒｐｌｅ

２~ ６ 果 / 花序
２－６ Ｆｒｕｉｔ /
Ｉｎｆｌ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２０２.７１ 淡绿
Ｌｉｇｈｔ
ｇｒｅｅｎ

黄
Ｙｅｌｌｏｗ

倒卵
Ｏｂｏｖａｔｅ

ＢＣ０６ ９０.１０ 绿
Ｇｒｅｅｎ

１９.６０ １３.８０ ３４ 浅紫
Ｌｉｇｈｔ
ｐｕｒｐｌｅ

３~ ８ 果 / 花序
３－８ Ｆｒｕｉｔ /
Ｉｎｆｌ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１８０.５８ 绿
Ｇｒｅｅｎ

黄
Ｙｅｌｌｏｗ

卵圆
Ｏｖａｌ

Ａ０１ １００.２０ 绿
Ｇｒｅｅｎ

１７.６９ １２.３５ ４１ 紫
Ｐｕｒｐｌｅ

单果
Ｓｉｎｇｌｅ ｆｒｕｉｔ

２１３.５０ 淡紫
Ｌｉｇｈｔ
ｐｕｒｐｌｅ

黄
Ｙｅｌｌｏｗ

卵圆
Ｏｖａｌ

Ｊ６１ ９８.７２ 绿
Ｇｒｅｅｎ

１８.７２ １４.５３ ５７ 白
Ｗｈｉｔｅ

单果
Ｓｉｎｇｌｅ ｆｒｕｉｔ

２６４.７０ 淡绿
Ｌｉｇｈｔ ｇｒｅｅｎ

黄
Ｙｅｌｌｏｗ

卵圆
Ｏｖａｌ

Ｊ１４ ８６.７０ 紫
Ｐｕｒｐｌｅ

１２.７７ ８.７９ ３１ 紫
Ｐｕｒｐｌｅ

单果
Ｓｉｎｇｌｅ ｆｒｕｉｔ

１６８.９７ 紫
Ｐｕｒｐｌｅ

黄
Ｙｅｌｌｏｗ

长卵圆
Ｌｏｎｇ ｏｖｏｉｄ

Ｊ１５ ７１.３０ 紫
Ｐｕｒｐｌｅ

１１.９２ ９.６７ ３３ 紫
Ｐｕｒｐｌｅ

单果
Ｓｉｎｇｌｅ ｆｒｕｉｔ

１１６.３６ 紫
Ｐｕｒｐｌｅ

黄
Ｙｅｌｌｏｗ

长卵圆
Ｌｏｎｇ ｏｖｏｉｄ

Ｊ１６ ６７.７２ 紫
Ｐｕｒｐｌｅ

１３.２１ ８.９７ ３７ 紫
Ｐｕｒｐｌｅ

单果
Ｓｉｎｇｌｅ ｆｒｕｉｔ

５７８.５３ 紫
Ｐｕｒｐｌｅ

黄
Ｙｅｌｌｏｗ

长卵圆
Ｌｏｎｇ ｏｖｏｉｄ

Ｊ１７ １０３.２０ 紫
Ｐｕｒｐｌｅ

１９.８１ １８.９１ ３７ 紫
Ｐｕｒｐｌｅ

单果
Ｓｉｎｇｌｅ ｆｒｕｉｔ

８２０.１６ 紫
Ｐｕｒｐｌｅ

黄
Ｙｅｌｌｏｗ

长卵圆
Ｌｏｎｇ ｏｖｏｉｄ

　 注: 定植后 ５０ ｄ 测定株高和叶片长宽ꎻ始花期指定植后至 ５０％植株的门茄开花的天数ꎮ
　 Ｎｏｔｅ: Ｐｌａｎｔ ｈｅｉｇｈｔꎬ ｌｅａｆ ｌｅｎｇｔｈ ａｎｄ ｌｅａｆ ｗｉｄｔｈ ｗｅｒ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ａｆｔｅｒ ５０ ｄ ｏｆ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ꎻ ｔｈｅ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 ｉｓ ｔｈｅ ｄａｙｓ ａｆｔｅｒ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ｔｏ ５０％ ｐｌａｎｔｓ.

种质为紫色(表 １)ꎮ 果型差异大ꎬＢＣ０３、ＢＣ０４ 为

倒卵形ꎬＪ１４、Ｊ１５、Ｊ１６、Ｊ１７ 为长卵圆ꎬ其余均为卵

圆形ꎻ单 果 重 最 高 为 ８２０. １６ ｇ ( Ｊ１７ )ꎬ 最 小 为

１１６.３６ ｇ ( Ｊ１５)ꎬ短茄果实大小不一ꎬ单果均重在

１０３.３２ ~ ２６４.７０ ｇ 之间ꎻ幼果颜色有紫色、淡紫色、
绿色和淡绿色四种ꎬ成熟果色均为黄色(表 １ꎬ图
１)ꎮ 以上结果表明ꎬ供试的 １１ 份茄子栽培种砧用

种质的植株和果实性状差异明显ꎬ根据果实性状

的表现分为短茄( ＢＣ０３、ＢＣ０４、ＢＣ０６、Ａ０１)、圆茄

(ＢＣ０１、ＢＣ０２、 Ｊ６１)、长茄 ( Ｊ１４、 Ｊ１５、 Ｊ１６、 Ｊ１７) 三

类ꎬ属于茄子栽培种的不同生态类型ꎮ
２.２ 茄子栽培种砧用种质的嫁接成活率

供试砧木种质的自根嫁接成活率与砧穗嫁接

成活率无显著性差异ꎮ 供试砧木种质与高感青枯

病茄子品种 Ｒｆ 的嫁接成活率均在 ８０％以上ꎬＢＣ０６
嫁接成活率为 ９７.００％ꎬ显著高于其他编号的嫁接

成活率ꎻ ＢＣ０１、 ＢＣ０３、 Ｊ１６ 的嫁接成活率分别为

９３.３３％、９２.００％、９１.００％ꎬ三者无显著差异ꎻＪ６１、
Ｊ１５ 的嫁接成活率分别为 ８５.６７％、８９.３３％ꎬＪ１４ 的

嫁接成活率最低(为 ８１.６７％)(图 ２)ꎬ说明茄子栽

培种砧用种质与茄子的嫁接亲和性强ꎮ
２.３ 茄子栽培种砧用种质自根苗和自根嫁接苗抗

青枯病表现

接种青枯菌 ２８ ｄꎬ茄子栽培种砧用种质自根

苗的青枯病发病率为 ４.００％ ~ ３２.２６％ꎬ枯死率为

２.２６％ ~２０.９７％ꎬ病情指数为 ３.６７ ~ ２６.６１(表 ２)ꎻ

８１０１ 广　 西　 植　 物 ３８ 卷



图 １　 茄子栽培种砧用种质的果实性状
Ｆｉｇ. １　 Ｆｒｕｉ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ｏｆ ｅｇｇｐｌａｎｔ ａｎｖｉｌ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自根嫁接苗的发病率为 ４.００％ ~ ２３.３３％ꎬ枯死率

为 １.３３％ ~ １２. ９０％ꎬ病情指数为 ３. ３３ ~ １８. １５(表

３)ꎮ 各种质的自根苗和自根嫁接苗的抗性水平无

显著性差异ꎬ除 Ａ０１、Ｊ６１ 表现抗病(Ｒ)外ꎬ其余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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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误差条表示标准误ꎬｎ＝ ３ꎬ不同字母表示

在 ０.０５ 水平差异显著ꎮ 下同ꎮ
Ｎｏｔｅ: Ｅｒｒｏｒ ｂａｒ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ｅｒｒｏｒꎬ ｎ＝ ３ꎬ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ｍｅａｎ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ｔ ０.０５ ｌｅｖｅｌ.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ｂｅｌｏｗ.

图 ２　 茄子栽培种砧用种质与感病
接穗品种的嫁接成活率

Ｆｉｇ. ２　 Ｇｒａｆｔｉｎｇ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ｒａｔｅ ｏｆ ａｎｖｉｌ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ａｎｄ
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ｌｅ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ｏｆ ｅｇｇｐｌａｎｔ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

表 ２　 茄子栽培种砧用种质自根苗对青枯病的抗性表现
Ｔａｂｌｅ ２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ｓｅｌｆ￣ｒｏｏｔｅｄ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 ｏｆ ｅｇｇｐｌａｎｔ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ａｎｖｉｌ ｔｏ Ｒａｌｓｔｏｎｉａ ｓｏｌａｎａｃｅａｒｕｍ

自根苗
Ｓｅｌｆ￣ｒｏｏｔｅｄ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

发病率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ｒａｔｅ
(％)

枯死率
Ｄｅａｔｈ ｒａｔｅ

(％)

病情指数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ｄｅｘ

抗性评价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ＢＣ０１ ４.００ ２.６７ ３.６７ ＨＲ

ＢＣ０２ ５.３３ ２.６７ ４.６７ ＨＲ

ＢＣ０３ ５.３３ ２.６７ ４.６７ ＨＲ

ＢＣ０４ ６.６７ ４.００ ６.００ ＨＲ

ＢＣ０６ ６.６７ ４.００ ６.００ ＨＲ

Ａ０１ ２３.３３ ２３.３３ ２３.３３ Ｒ

Ｊ６１ ３２.２６ ２０.９７ ２６.６１ Ｒ

Ｊ１４ １２.３３ ９.３３ １２.３３ ＨＲ

Ｊ１５ ８.００ ５.３３ ７.３３ ＨＲ

Ｊ１６ ６.６７ ４.００ ６.００ ＨＲ

Ｊ１７ ８.００ ６.６７ ７.６７ ＨＲ

Ｒｆ(ＣＫ) ９０.００ ９０.００ ９０.００ ＨＳ

份种质均表现高抗(ＨＲ)ꎮ
２.４ 茄子栽培种砧用种质嫁接感病接穗抗青枯病表现

供试砧用种质与感病茄子品种 Ｒｆ 嫁接ꎬ接种

表 ３　 茄子栽培种砧用种质自根嫁接苗

对青枯病的抗性表现
Ｔａｂｌｅ ３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ｌｆ￣ｒｏｏｔｅｄ ｇｒａｆｔｓ ｏｆ ｅｇｇｐｌａｎｔ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ａｎｖｉｌ ｔｏ Ｒａｌｓｔｏｎｉａ ｓｏｌａｎａｃｅａｒｕｍ

自根嫁接苗
Ｓｅｌｆ￣ｒｏｏｔｅｄ

ｇｒａｆｔ

发病率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ｒａｔｅ
(％)

枯死率
Ｄｅａｔｈ
ｒａｔｅ
(％)

病情指数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ｄｅｘ

抗性评价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ＢＣ０１ ４.００ １.３３ ３.３３ ＨＲ

ＢＣ０２ ４.００ ２.６７ ３.６７ ＨＲ

ＢＣ０３ ５.３３ ２.６７ ４.６７ ＨＲ

ＢＣ０４ ５.３３ ２.６７ ４.６７ ＨＲ

ＢＣ０６ ６.６７ ２.６７ ５.６７ ＨＲ

Ａ０１ ２３.３３ ６.７７ １５.００ Ｒ

Ｊ６１ ２２.５８ １２.９０ １８.１５ Ｒ

Ｊ１４ １６.００ ９.３３ １４.３３ ＨＲ

Ｊ１５ ８.００ ４.００ ７.００ ＨＲ

Ｊ１６ ８.００ ４.００ ７.００ ＨＲ

Ｊ１７ ９.３３ ６.６７ ８.６７ ＨＲ

Ｒｆ(ＣＫ) ８６.６７ ８６.６７ ８６.６７ ＨＳ

青枯菌 ２８ ｄꎬ植株发病率为 １８.６７％ ~ ６６.７０％ꎬ枯
死率为 １０. ６７％ ~ ４０. ９８％ꎬ病情指数为 １６. ６７ ~
４９.５９ (表 ４ )ꎮ 其 中ꎬ ＢＣ０１、 ＢＣ０３、 ＢＣ０４、 ＢＣ０６、
Ｊ１５、Ｊ１６ 的嫁接苗表现抗病(Ｒ)ꎬＡ０１、ＢＣ０２、Ｊ１４、
Ｊ１７ 的嫁接苗表现中抗(ＭＲ)ꎮ 与自根苗和自根嫁

接苗(表 ２ꎬ表 ３)相比ꎬ茄子栽培种砧用种质嫁接

感病接穗后的发病率、枯死率、病情指数均升高ꎬ
说明感病接穗通过砧穗互作影响嫁接苗的抗病

表现ꎮ
２.５ 茄子栽培种砧用种质嫁接感病接穗的生长量

２.５.１ 不同砧木对嫁接植株高度和上胚轴粗度的

影响　 砧木种质嫁接高感青枯病茄子品种接种青

枯菌 ２８ ｄꎬ不同砧木嫁接苗的株高和上胚轴粗的

增长率均高于高感青枯病茄子品种的自根嫁接

苗ꎮ ＢＣ０１、ＢＣ０２ 的嫁接苗的株高增长率分别为

５４. ９５％、 ５４. ７４％ꎬ 显 著 高 于 其 他 嫁 接 苗ꎬ Ｊ１４、
ＢＣ０３、ＢＣ０４、Ｊ１５ 的嫁接苗株高增长率在 ３３.８７％ ~
４１.８４％之间ꎬ其他编号的株高增长率低于 ３５％
(图 ５:Ａ)ꎮ ＢＣ０１、ＢＣ０２、ＢＣ０３ 嫁接苗的上胚轴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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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茄子栽培种砧用种质嫁接感病

接穗对青枯病的抗性表现
Ｔａｂｌｅ ４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ｇｒａｆｔｅｄ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 ｏｆ ｅｇｇｐｌａｎｔ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ａｎｖｉｌ ａｎｄ 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ｌｅ ｓｃｉｏｎ
ｔｏ Ｒａｌｓｔｏｎｉａ ｓｏｌａｎａｃｅａｒｕｍ

嫁接组合
(接穗 / 砧木)

Ｇｒａｆｔｉｎｇ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 ｓｃｉｏｎ / ｒｏｏｔ ｓｔｏｃｋ)

发病率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ｒａｔｅ
(％)

枯死率
Ｄｅａｔｈ ｒａｔｅ

(％)

病情指数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ｄｅｘ

抗性评价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Ｒｆ / ＢＣ０１ ２２.６７ １６.００ ２１.００ Ｒ

Ｒｆ / ＢＣ０２ ４６.６７ ２１.３３ ４０.３３ ＭＲ

Ｒｆ / ＢＣ０３ ２１.３３ １４.６７ １９.６７ Ｒ

Ｒｆ / ＢＣ０４ ２０.００ １０.６７ １７.６７ Ｒ

Ｒｆ / ＢＣ０６ ２１.３３ １２.００ １９.００ Ｒ

Ｒｆ / Ａ０１ ６６.７０ １６.７０ ３７.５０ ＭＲ

Ｒｆ / Ｊ６１ ５５.７４ ４０.９８ ４９.５９ Ｓ

Ｒｆ / Ｊ１４ ４５.３３ ３０.６７ ４１.６７ ＭＲ

Ｒｆ / Ｊ１５ ２２.６７ １２.００ ２０.００ Ｒ

Ｒｆ / Ｊ１６ １８.６７ １０.６７ １６.６７ Ｒ

Ｒｆ / Ｊ１７ ４４.００ ２６.６７ ３９.６７ ＭＲ

Ｒｆ / Ｒｆ(ＣＫ) ８６.６７ ８６.６７ ８６.６７ ＨＳ

增长率分别为 ３２. ８２％、３４. ７３％、３８. ５６％ꎬ显著高

于其他编号的增长率(图 ５:Ｂ)ꎮ 说明茄子栽培种

砧用种质 ＢＣ０１、ＢＣ０２、ＢＣ０３、ＢＣ０４、Ｊ１４、Ｊ１５ 显著

促进嫁接苗株高和上胚轴的生长ꎮ
２.５.２ 不同砧木对嫁接植株地上部和地下部鲜干

重的影响　 接种青枯菌 ２８ ｄꎬＢＣ０１ 嫁接苗的地上

部鲜重增长率最大(４１.４２％)ꎬ显著高于其他砧用

种质嫁接苗的增长率ꎮ ＢＣ０２、ＢＣ０３、ＢＣ０４ 嫁接苗

的地上部鲜重增长率在 ３２.７９％ ~ ３６.３１％之间ꎬ无
显著性差异ꎻ同时 ＢＣ０２、ＢＣ０３ 的嫁接苗地上部干

重增长率高于 ６０.００％ꎬ显著高于其他砧用种质的

嫁接 苗ꎮ Ｊ６１ 嫁 接 苗 地 上 部 干 重 增 长 率 最 小

(３０.５２％)ꎬ显著低于其他砧用种质ꎬ其余砧用种

质嫁接苗增长率在 ４０.４３％ ~ ５２.５４％之间ꎬ无显著

性差异(图 ４:Ａ)ꎮ Ｊ１５、ＢＣ０３ 嫁接苗的地下部鲜

重增长率分别为 ３０. ０３％、２８. ９８％ꎬＢＣ０２、ＢＣ０４、
Ａ０１、ＢＣ０１、ＢＣ０６、Ｊ１７ 嫁接苗的地下部鲜重增长率

图 ３　 不同砧木嫁接苗接种青枯菌后
株高和上胚轴粗增长率

Ｆｉｇ. ３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ｓ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ｈｅ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ｈｙｐｏｃｏｔｙｌ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ｏｆ ｇｒａｆｔｅｄ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ｏｏｔｓｔｏｃｋｓ ａｆｔｅｒ

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ａｌｓｔｏｎｉａ ｓｏｌａｎａｃｅａｒｕｍ

在 ２３.３８％ ~ ２６. ３４％之间ꎬ显著高于其余 ３ 个种

质ꎮ ＢＣ０１ 地下部的干重增长率最大( ４７. ７２％)ꎬ
ＢＣ０３、ＢＣ０６、Ａ０１、Ｊ１５ 嫁接苗的地下部干重增长率

在 ４５.９２％ ~４２.４７％之间ꎬ显著高于其余 ６ 个种质

(图 ４:Ｂ)ꎮ 以上结果说明ꎬ砧木种质嫁接苗在青

枯菌胁迫条件下ꎬ均可促进嫁接苗地上部和地下

部的生长ꎬ其中 ＢＣ０２、ＢＣ０３、Ｊ１５ 表现最好ꎮ
２.５.３ 不同砧木对嫁接植株总根长和根系表面积

的影响　 接种青枯菌 ２８ ｄꎬＢＣ０１、Ｊ１４ 嫁接苗总根

长增长率分别为 ４３.５２％、３７.１６％ꎬ显著高于其他

种质嫁接苗ꎬ Ｊ６１、ＢＣ０６ 嫁接苗总根长增长率较

小ꎬ分别为 １８.４８％、１８.９２％ꎬ其余种质嫁接苗的增

长率在 ２４.２４％ ~３２.５２％之间(图 ５:Ａ)ꎮ ＢＣ０３ 嫁

接苗的根系表面积增长率最大(１８.１２％)ꎬＢＣ０１、
ＢＣ０４、 Ｊ１４、 Ｊ１６ 嫁 接 苗 的 增 长 率 在 １５. ０２％ ~
１７.０６％之间ꎬ与 ＢＣ０３ 嫁接苗差异不显著ꎬＡ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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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不同砧木嫁接苗接种青枯菌后地上部
和地下部的鲜干重增长率

Ｆｉｇ. ４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ｓ ｏｆ ｆｒｅｓｈ ｗｅ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ｄｒｙ ｗ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ａｂｏｖｅ ｇｒｏｕｎｄ 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 ｐａｒｔｓ ｏｆ ｇｒａｆｔｅｄ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ｏｏｔｓｔｏｃｋｓ ａｆｔｅｒ 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ａｌｓｔｏｎｉａ ｓｏｌａｎａｃｅａｒｕｍ

Ｊ６１、ＢＣ０２、ＢＣ０６ 的根系表面积增长率在 １２.２５％ ~
１３.４４％之间ꎬ显著低于其他种质嫁接苗(图 ５:Ｂ)ꎮ
说明砧木种质 ＢＣ０１、ＢＣ０３、ＢＣ０４、Ｊ１４、Ｊ１６ 嫁接苗

根系较发达ꎮ

３　 讨论与结论

研究作物种质资源的生物学性状ꎬ发掘抗病

性等可利用性状是合理配制杂交组合和选育新品

种的基础ꎮ 本研究通过对国内外 １１ 份茄子栽培

种砧用种质进行田间栽培对比ꎬ明确了供试种质

的农业生物学性状ꎬ植株高度、主茎颜色、花瓣颜

色、果型及果面颜色、果实大小等性状存在多

样性ꎮ
对嫁接成活率、植株生长量等多个方面进行

评价ꎬ是全面、准确筛选优良砧木的基础ꎮ 嫁接成

活率是反映嫁接亲和性的重要指标ꎬ嫁接成活后

植株的生长、品质等指标是评价共生亲和性的重

图 ５　 不同砧木嫁接苗接种青枯菌后
总根长、根系表面积的增长率

Ｆｉｇ. ５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ｓ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ｒｏｏｔ ｌｅｎｇｔｈ ａｎｄ ｒｏｏｔ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ａｒｅａ
ｏｆ ｇｒａｆｔｅｄ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ｏｏｔｓｔｏｃｋｓ ａｆｔｅｒ

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ａｌｓｔｏｎｉａ ｓｏｌａｎａｃｅａｒｕｍ

要指标(李正为ꎬ２０１２)ꎮ 试验结果表明:供试砧木

种质与感病茄子栽培品种嫁接亲和性较强ꎬ嫁接

成活率均达到 ８０％以上ꎬ其中编号 ＢＣ０２、ＢＣ０４、
Ａ０１、Ｊ６１、 Ｊ１４、 Ｊ１５ 的 嫁 接 成 活 率 为 ８１. ６７％ ~
８９.３３％ꎬ编号 ＢＣ０１、ＢＣ０３、ＢＣ０６、Ｊ１６ 的嫁接成活

率均超过 ９０％ꎬ最高可达 ９７％(ＢＣ０６)ꎮ
嫁接的本质即换根ꎬ大量研究表明:蔬菜作物

嫁接后ꎬ生长代谢特征发生了显著变化ꎬ植株生长

受到 明 显 促 进 ( 阳 燕 娟 等ꎬ ２０１１ )ꎮ 孙 丽 丽 等

(２０１４)发现砧木嫁接能显著提高番茄植株的总干

质量ꎻ雷鸣(２０１１)发现嫁接苗根系比对照发达ꎮ
本研究表明:采用抗病砧木嫁接后ꎬ均显著提高了

茄子植株的株高、上胚轴粗、地上下部干鲜重、根
长及根系表面积ꎮ 这说明嫁接植株利用砧木较为

发达的根系ꎬ增强了植株的吸收能力ꎬ从而提高植

株的生长状况ꎮ

２２０１ 广　 西　 植　 物 ３８ 卷



伤根灌根法是鉴定茄子幼苗抗青枯病的主要

接种方法ꎬ本研究采用苗期伤根－浸根接种法鉴定

茄子栽培种砧用种质对青枯病的抗病性ꎬ结果表

明有 ９ 份种质的自根苗表现高抗青枯病ꎮ 砧用种

质自根嫁接苗的抗病性与其自根苗基本相同ꎬ发
病率和病情指数虽略有增加ꎬ但抗病水平保持一

致ꎮ 砧用种质嫁接感病茄子品种ꎬ嫁接苗中 ６ 份

表现抗青枯病(Ｒ)ꎬ４ 份表现中抗(ＭＲ)ꎬ说明抗病

砧木种质嫁接高感接穗的防病效果显著ꎮ
国内外有关植物抗青枯病的机理已有不少研

究报道ꎬＮａｋａｈｏｋ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０)的研究表明一些植物

抗青枯病机制是根部的特殊结构可以把病原菌限

制在局部区域ꎮ 乐素菊等(１９９６)发现抗病材料的

根部大导管分子较感病材料短ꎬ起过滤和阻隔病

菌作用的筛板较多ꎬ根部维管组织和病原菌有明

显的粘连现象ꎬ对病原菌有限制作用ꎮ 嫁接苗是

在砧穗亲和反应下ꎬ形成一个既不同于接穗自根

苗又不同于砧木自根苗的嫁接体(孟鹏ꎬ２０１５)ꎬ砧
木中与抗病相关的物质会向上传导ꎬ接穗中与感

病相关的物质也会向下传导(姜飞ꎬ２０１０)ꎮ 本研

究结果显示抗病砧木与感病接穗嫁接后ꎬ接穗的

抗病性提高ꎬ防病效果显著ꎬ但抗病性比砧木自根

苗和砧木自根嫁接苗降低ꎬ这可能是抗感砧穗互

作效应的影响ꎬ其机理机制有待于后继研究ꎮ
综合研究结果ꎬ茄子栽培种砧用种质 ＢＣ０１、

ＢＣ０３、ＢＣ０４、ＢＣ０６、Ｊ１５、Ｊ１６ 嫁接成活率高ꎬ自根苗

和自根嫁接苗高抗青枯病ꎬ嫁接高感病品种后表

现抗青枯病ꎬ促进嫁接苗生长ꎬ可作为配制抗青枯

病砧木杂交组合的候选亲本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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