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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江西省农业科学院提出。 

本标准起草单位：江西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华菊玲、李信申、熊艳、黄瑞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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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麻品种抗细菌性青枯病鉴定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芝麻品种抗细菌性青枯病鉴定方法及抗病性评价标准。 

本标准适用于江西省芝麻品种对细菌性青枯病人工接种和田间病圃抗性鉴定与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1761  芝麻  国家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自然诱发接种 natural induction 

在适宜病害发生的环境和病原菌存在的条件下，病原菌借自然因素或间接传播到寄主植物或器官，使其

发病。 

3.2  

人工接种 artificial inoculation 

采用人工方法将病原菌直接或间接接种到寄主植物的种子或根部，使其发病，并依据相关的抗性评价标

准，来区分品种的抗病性。 

3.3 

对照品种（control variety） 

为了保证抗性鉴定结果的准确性、可靠性，减少年度间和环境条件差异，选择抗水平较稳定的品种。 

4 鉴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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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田间自然病圃鉴定 

4.1.1  

自然病圃设置 

在芝麻细菌性青枯病常发区，选择地势平坦、土壤肥沃、肥力均匀、上年度芝麻细菌性青枯病发生严重

的田块。 

4.1.2  

对照品种 

以“中芝 13”（白芝麻）和“赣芝 5 号”（黑芝麻）作为田间自然病圃和人工接种鉴定抗细菌性青枯病的

感病对照品种，以每批次鉴定的对照品种抗性结果来评判各参试品种的相对抗性。 

4.1.3  

整地与播种 

采用人工或化学除草方法消除田间杂草。施足基肥，机耕翻地，辅助人工精细整地。开沟做畦（垄），畦

宽 1.4m，畦淆底宽 0.40m，沟深 0.25m。 

播种时间在每年的 4 月下旬~5 月上旬或 8 月上、中旬，以 4 月下旬~5 月上旬播种鉴定时机最好。分小区，

按畦播种，随机区组排列，重复 3 次。按畦面的宽度方向条播，行距 0.4m。各品种每小区播 3 行。每 10 个

鉴定材料设 2 个对照品种（“中芝 13”和“赣芝 5号”）。播种后撒约 1cm 厚的田间病土覆盖。 

4.1.4  

病圃管理 

1~3 对真叶期间苗 1-2 次，4-5 对真叶期及时定苗，密度以 10000 株/667 ㎡左右为宜。根据病圃土壤湿度，

苗期适时采用洒水壶或喷雾器喷水，中后期适时进行沟灌沟排。初花期追施适量尿素。 

用防虫网预防虫害，辅助杀虫剂除虫。整个鉴定期间禁止使用杀菌剂。 

4.2  

人工接种鉴定 

4.2.1  

育苗 

取质地疏松、肥力较好的土壤，按 2：1 的比例加入含蛭石的营养土，同时根据土壤肥力加入适量的复合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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拌匀后，加清水调节土壤含水量至 60%左右。装入塑料桶中，装土量以略低于桶面为准。 

采用撒播方法每品种播 6 桶，播后撒薄土复盖。1~3 对真叶期间苗 1-2 次，4-5 对真叶期及时定苗。苗期

适时采用洒水壶或喷雾器喷水，中后期沿桶壁浇水。初花期追施适量尿素。 

用防虫网预防虫害，辅助杀虫剂除虫。整个鉴定期间禁止使用杀菌剂。 

4.2.2 

病原菌菌悬液制备 

将保存的青枯雷尔氏菌接种于NA斜面活化培养24hr后，加入适量灭菌水配制成1×108cfu/mL 的菌悬液。 

4.2.3  

接种 

以芝麻初花期进行人工接种为最佳。 

4.2.3.1  

针刺接种 

用灭菌的小号注射器抽取菌悬液，于芝麻茎杆基部第 1 叶叶腋处针刺注射菌液，每株注射菌液 0.1mL。

28~30℃温室条件下定时喷水保湿。 

4.2.3.2  

灌根接种 

用小铁铲从距茎基 2~3cm 处斜插入土进行伤根处理，随后每株灌入菌液 30mL。28~30℃温室条件下定时

喷水保湿。 

5 病情调查 

5.1  

调查时间 

于芝麻盛花后期至终花期进行分级调查。 

5.2  

调查方法与数据处理  

调查各参鉴品种调查20株以上芝麻的发病程度，按0~9级分级标准（见附录A）记载每株芝麻的发病级别，

计算各品种的平均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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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品种抗病性评价 

6.1  

评价标准 

芝麻品种对细菌性青枯病的抗性根据田间自然病圃和人工接种的结果进行综合评价；以田间自然病圃单

一方式鉴定品种的抗性，判定抗病品种应有不少于 2 次或不同年份的田间鉴定结果。 

以感病对照品种的病株率不低于 50%，且 5 级以上的病株占总病株数的 50%以上，为田间自然病圃和人

工接种鉴定结果有效性标准。 

6.2   

抗性表型划分标准 

根据调查统计的各品种的平均病级，按照表 1 评价各参试品种对细菌性青枯病的抗病性。 

表 1 芝麻品种抗细菌性青枯病评价标准 

抗性表型 平均病级 

高抗（HR） 0 

抗（R） 1 

中抗（MR） 3 

中感（MS） 5 

感（S） 7 

高感（HS）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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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芝麻细菌性青枯病严重度分级标准 

芝麻细菌性青枯病严重度分级标准 

0 级：全株无症状 

1 级：1~2 片叶片萎蔫 

3 级：植株的 1 ⁄3 以下叶片萎蔫 

5 级：植株的 1 ⁄ 3~2 ⁄ 3 叶片萎蔫或半边萎蔫 

7 级：植株的 2 ⁄ 3 以上叶片萎蔫 

9 级：植株全部叶片或整株枯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