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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１１—２０２０«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农作物种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３７)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科学院、华南

农业大学、中国水稻研究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曾波、周彤、周国辉、秦碧霞、龚俊义、兰莹、林峰、于文娟、张笑晴、周继勇、陈华文、

程子硕、胡小淳、丁军、白岩、马泽众、程本义、夏俊辉、周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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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品种试验　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抗性鉴定与技术评价规范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水稻品种对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病原: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毒SouthernriceblackＧ
streakeddwarfvirus)抗性评价的田间自然诱发鉴定和人工接种鉴定的有关定义、技术规范及抗性评价

标准.
本文件适用于国家级和省级水稻品种审定区域试验、绿色通道试验、联合体试验等以审定为目的的品

种试验,其他水稻品种比较试验、引种试验可参照执行.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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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Y/T１３００　农作物品种试验与信息化技术规程　水稻

NY/T２６３１—２０１４　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测报技术规范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病株　infectedplant
被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毒感染并出现症状的水稻植株.

３２
病株率　rateofinfectedplant
病株占调查总水稻植株数的百分率.

３３
带毒白背飞虱　viruliferouswhiteＧbackedplanthopper
携带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毒的白背飞虱.

３４
有效鉴定株数　validnumberofevaluatedplant
田间鉴定第一次调查时的水稻成活株数.

３５
感病对照品种　susceptiblecontrolvariety
人工接种后发病率达到５０％以上的水稻品种.

４　田间自然诱发鉴定

４１　鉴定方法

４１１　鉴定圃的选择

选择常年四周种植水稻且重发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在不防治条件下,过去５年均有发病,且其中至

少３年感病对照品种病株率大于３０％)的田块作为鉴定圃.

４１２　试验设计

各品种随机排列,每１０个参鉴品种设定１个感病对照品种(病级７级以上),每５０个参鉴品种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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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个抗病对照品种〔病级３级以下〕,所有鉴定材料重复鉴定３次.在鉴定圃四周栽种３行~１０行保护行,
株行距与参鉴品种相同,保护行采用感病品种.

４１３　种植方式

种子经浸种、催芽,以育苗移栽方式种植.播种时间选择当地常年一代白背飞虱成虫发生峰期前

５d~１５d,播种密度为每６６７m２３０kg~４０kg(常规稻)或１５kg~２０kg(杂交稻),播种后２０d~３０d移

栽,每品种单本栽插５０株,设３个重复,插植株距为１０cm~１２cm,行距为１４cm.

４１４　水肥管理与病虫害防治

水肥管理按照 NY/T１３００—２０２２.鉴定圃全生育期不使用抗病毒剂,二代若虫发生期之前不使用杀

虫剂.

４１５　鉴定圃白背飞虱虫量及带毒率调查

４１５１　虫量调查

在白背飞虱一代成虫发生峰期调查,平行线跳跃式取样,按瓷盘拍虫法统计虫量.

４１５２　带毒率调查

在田间一代白背飞虱成虫发生高峰期,在鉴定圃捕捉４龄及以上若虫和成虫累计１００头以上,按照

NY/T２６３１—２０１４中附录C的规定检测群体带毒率.

４１５３　有效传毒虫量计算

田间鉴定的有效传毒虫量FVS 按公式(１)计算,计算结果精确到小数点后２位.
当FVS值处于１５×１０５ 头/hm２~６０×１０５ 头/hm２ 范围内,方可认为试验有效.

FVS＝N ×PVS (１)
式中:

FVS ———田间鉴定的有效传毒虫量,单位为头每公顷(头/hm２);

N ———４龄及以上若虫或成虫白背飞虱数量,单位为头每公顷(头/hm２);

PVS ———白背飞虱带毒率,单位为百分数(％).

４２　病株率调查

４２１　调查时间

调查宜在拔节后感病对照品种开始出现典型症状时进行,共３次,间隔期不少于７d,每重复调查总株

数不少于３５株.

４２２　病株标准

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发病症状:感病秧苗叶色浓绿,心叶生长缓慢,叶片短小僵直,植株矮小,株高不

及正常株的１/３.

４２３　病株率计算

若３次重复中感病对照最高病株率不低于５０％,则按３次发病调查最高病株数计算病株率;若出现

感病对照的最高病株率低于５０％,则本次鉴定结果不可用.病株率按公式(２)计算,计算结果精确到小数

点后２位.

Ri＝
ni

nt
×１００％ (２)

式中:

Ri ———病株率,单位为百分号(％);

ni ———病株数,单位为株;

nt ———总株数,单位为株.

５　人工接种鉴定

５１　用于接种的白背飞虱准备

５１１　白背飞虱的采集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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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田间采集白背飞虱若虫或成虫.

５１２　饲养白背飞虱的基本设备

可调控温光的养虫室,温度(２５±２)℃,相对湿度８０％~９０％,光照每天１２h;１０００mL玻璃或透明塑

料杯、尼龙纱布(网眼规格１mm)、养虫架、适宜白背飞虱繁殖的水稻种子;转移白背飞虱用黑布、试管、吸
虫管等.

５１３　白背飞虱群体的饲养

选取饲喂白背飞虱的水稻种子用水浸种２４h后,纱布覆盖,恒温箱(３２±２)℃催芽２４h~４８h,选取

发芽良好的种子２５粒~３０粒均匀播于盛有自然肥力土壤的玻璃或透明塑料杯(内径为６０mm~９０mm)
中;６d~７d后,待苗长至１５叶期时,将待产的单头白背飞虱移入杯中进行饲养,约３d后待白背飞虱产

卵完毕将成虫移出,单独保存,７d~１０d后开始孵化出１龄若虫,待用.

５１４　白背飞虱饲毒

将经检测确认为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毒的病苗种于大烧杯中,土面覆盖滤纸,将适量１龄~２龄白背

飞虱移入其中,并用６０目防虫网封口.饲毒２d后将虫移入玻璃或透明塑料杯中的水稻幼苗上饲养

８d~１１d,每批随机取出３０头白背飞虱成虫,按 NY/T２６３１—２０１４中附录 C的规定检测白背飞虱群体

的带毒情况,计算白背飞虱群体的带毒率.

５２　供试水稻培育及病毒接种

５２１　播种时间

根据饲毒白背飞虱的准备进程,选定供试水稻播种时间,使稻苗二叶一心期与带毒白背飞虱传毒期相

吻合.

５２２　育苗方法

供试品种的种子(含对照品种)经浸种、催芽,每个品种选取４０粒左右发芽良好的种子均匀播于盛有

自然肥力土壤的玻璃杯(内径为６０mm~９０mm)中,设置３次试验重复.

５２３　病毒接种方法

从获毒白背飞虱群体中随机抽取５０头以上虫,测定带毒率,确定接种虫量,使IVS值控制在１头/株

~２头/株范围内.接种时长为２d,接种温度(２５±２)℃,且每天上午和下午各赶虫１次,使白背飞虱分布

均匀,２d后用杀虫剂将接种白背飞虱全部扑杀,或转移至防虫笼中备用.选取处于４龄及以上的带毒白

背飞虱群体,单位以头每株计,按公式(３)计算接虫数量.

IVS＝N ×PVS (３)
式中:

IVS ———人工接种鉴定的有效接种虫量,单位为头;

N ———接种白背飞虱数量,单位为头每株(头/株);

PVS———白背飞虱带毒率,单位为百分号(％).

５２４　供试稻苗定植

接种后３d~７d将秧苗移栽至温网室,１５℃~３５℃条件下培育,每重复不少于３５株.

５３　鉴定结果调查与计算

５３１　调查时间

调查宜在移栽２０d后感病对照品种症状明显时进行,共３次,间隔期不少于７d.

５３２　调查病株

每重复调查株数不少于３５株,病株标准按照４２２的规定执行.

５３３　病株率计算

按公式(２)方法计算病株率,若３次重复中感病对照品种最高病株率不低于５０％,则按３次发病调查

最高病株数计算病株率;若出现感病对照品种３次重复的平均病株率低于５０％,则抗性鉴定试验无效,需
要重新进行抗性鉴定试验.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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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抗性评价

６１　田间自然诱发鉴定和人工接种鉴定均根据病株率进行抗性分级与评价,具体按照附录 A中表 A１.

６２　同一品种田间自然诱发鉴定和人工接种鉴定结果表现不一致,或在不同地区或不同批次间鉴定结果

表现不一致时,应先分析原因,在感病对照发病率符合标准、数据准确性无误的情况下,以发病最重的结果

为准.

７　汇总报告

抗性鉴定与评价完成后应形成汇总报告,报告内容包括:

a)　试验概况:概述试验目的、鉴定材料、鉴定单位、鉴定方法与评价标准等基本情况;

b)　结果与分析:以各个试验组别为单位,分析评价供试品种的抗性表现,列出相应的数据表.南方

水稻黑条矮缩病品种抗性调查记载表格式见附录B;

c)　小结与讨论:根据感病对照品种的鉴定结果,阐明该年度抗性鉴定结果是否有效;对供试品种的

抗性概况进行简要描述,比较田间自然诱发接种和人工接种结果,以发病最重的结果为准.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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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品种抗性评价分级标准

　
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品种抗性评价分级标准见表 A１.

表A１　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品种抗性评价分级标准

病级 病株率,％ 抗性水平

０级 ０ 免疫

１级 ００１~５００ 抗病

３级 ５０１~１５００ 中抗

５级 １５０１~３０００ 中感

７级 ３００１~５０００ 感病

９级 ＞５０００ 高感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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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品种抗性调查记载表格式

　
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品种抗性调查记载表格式见表B１.

表B１　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品种抗性调查记载表

播种日期:　　　　　 调查日期:　　　　　　　　

品种编号 总株数 病株数 病株率 病级

A１
A２
A３
A４
A５
A６
A７
A８
A９
A１０
A１１
A１２

感病对照品种

抗病对照品种

调查人:　　　　　记载人:　　　

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