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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品种抗白叶枯病鉴定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水稻品种抗白叶枯病（Xanthomonas oryzae pv. oroyzae）鉴定方法及抗病性评价标

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2.1 自然诱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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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人工接种 artificial inoculation 

在适宜条件下，采用人工方法将病原菌接种到寄主植物的叶片，使其发病。 

2.3 抗性评价 

根据采用的技术标准判别寄主植物对特定病害反应程度和抵抗水平的描述。 

3 鉴定方法 

3.1 田间自然病圃鉴定 

3.1.1 自然病圃设置 

在近年水稻白叶枯病大面积发生的区域，选择地势平坦、土壤肥沃、肥力均匀、排灌方便，且上年

度白叶枯病病发生严重的田块设置病圃。 

3.1.2 播种育苗 

播种时间为5月份。供试品种依品种生育期分批播种，品种之间间隔10 cm以上的行距，以免混杂。

适龄移栽。 

3.1.3 移栽及病圃管理 

各供试品种分小区移栽于病圃内，每品种栽插60行以上（每行8丛），株行距17×21 cm，随机区组

排列，重复3次。每隔3-4个小区种植感病对照品种金刚30等作为诱发行，病圃四周种植感病对照品种金

刚30等作为保护行。按高产栽培方式进行田间管理。 

使用杀虫剂及时防虫。整个鉴定期间禁止使用杀菌剂。 

3.2 人工接种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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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播种育苗 

播种时间为5月份。供试品种依品种生育期分批播种，品种之间间隔10 cm以上的行距，以免混杂。

适龄移栽。 

3.2.2 移栽与管理 

供试品种分小区移栽，每品种栽插5行以上（每行8丛），株行距17×21 cm，随机区组排列。四周

种植感病对照品种金刚30作为保护行，接种前追施适量尿素，其余按高产栽培方式进行田间管理。 

使用杀虫剂及时防虫。整个鉴定期间禁止使用杀菌剂 

3.2.3 病原菌菌悬液制备 

将保存的白叶枯病菌强致病力菌株接种于NA斜面活化培养24hr后，加入适量灭菌水配制成3×10
8 

cfu/mL的菌悬液，现配现用。 

3.2.4 剪叶接种 

于水稻孕穗期进行人工接种。接种时间宜选择在下午16点以后。剪刀浸菌悬液剪去接种叶片的小段

叶尖，剪叶长度为叶片长度的1/10左右，剪刀每浸一次菌悬液剪叶5片左右，每品种接种叶片60片以上。 

4 病情调查 

4.1 自然病圃病情调查 

根据田间病情及时进行发病程度调查，每品种调查发病叶片30片以上。3次重复，以病情最重的重

复作为供试品种的抗性级别。 

4.2 人工接种病情调查 

于接种后20天左右进行发病程度调查，每品种调查发病叶片20片以上。 

5 品种抗病性评价 

5.1 评价标准 

品种抗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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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有不少于2次或不同年份的田间鉴定结果。 

以感病对照品种金刚30的病级达7级以上，作为评判田间自然病圃和人工接种鉴定结果有效性的标

准 

5.2 抗性划分标准 

计算各品种的平均级别，按照表1评价标准，确定品种的抗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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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水稻品种抗白叶枯病评价分级表 

抗感分级 病斑大小或反应 
0，高 抗（HR） 剪口处无明显病斑 
1，抗    （R） 病斑向下扩展，长度2~3 cm 
3，中 抗（MS） 病斑长度小于接种叶片长度的1/4 
5，中 感（MS） 病斑长度大于接种叶片长度的1/4，但小于1/2 
7，感   （S） 病斑长度大于接种叶片长度的1/2，但小于3/4 
9，高 感（HS） 病斑长度大于接种叶片长度的3/4 

6 接种后和鉴定后材料的处理 

剩余的接种菌悬液作灭菌处理，鉴定后的稻株进行焚烧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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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水稻白叶枯症状 

水稻各个器官均右感染，以叶片最易染病，其症状因病病菌侵入部位、品种抗菌素性、环境条件等

而有较大差异。常见的典型症状是叶枯型（叶缘型或中脉型），有时也表现急性型、凋萎型等症状。 

（1）叶缘型：病症从叶尖或叶缘开始，初为暗绿色水渍状短侵染线，很快变成暗褐色，然后城侵

染线周围形成淡黄白色病斑，沿叶缘两侧或中肋上下延伸，转为黄褐色，最后呈枯白色。病斑边缘有时

呈不规则波纹状，与健部界限明显。在病斑的前端还有黄绿相间的断续条斑，也有的在分界处呈现暗绿

色。 

（2）中脉型：叶片中脉中部开始初现淡黄色症状，病叶有时两面边互相折叠。病斑沿中脉上下延

伸，上可至叶尖，下可至叶鞘，并向全株扩展。 

（3）急性型：多发生于多肥、深灌栽培、高温闷热、连续阴雨天气和易感病的品种上。病斑灰绿

色，迅速失水，向内卷曲青枯。此种症状的出现，通常为病情正急剧发展。 

（4）凋萎型（枯心型）：常在秧田后期和本田返青分蘖期间出现症状。最明显的症状是心叶或心

叶下1~2叶迅速失水青枯，随即凋萎死亡。病势继续扩展，可使其余叶片青枯卷曲，然后整株枯死；有

的仅心叶枯死其他叶片仍正常生长。病株基部叶鞘内充满粘稠菌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