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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 99 0 ~ 1 9 9 3 年衬庆阳 各烟草种植区采集的有代表性的烟草病毒毒样标末 138 份
,

用鉴别寄主 反应
、

杭性测定法并结合 田 间症状 特征进 行鉴 定
,

确 定庆阳 地区 烟草主 要栽培区 有黄瓜花叶病毒 (CM v )
,

烟 草花叶病

毒 (T M v )
,

烟 草环斑病毒(T R SV )
,

马铃井 Y 病毒(p V Y )
,

烟草蚀纹 病毒(T E V )
.

C M V 是庆阳 烟 区 普遏 而 又严 重

的病毒
。

关键词 烟草 病毒 鉴别寄主

病毒病是我国烟草的重要病害
,

近年来
,

庆阳地

区烤烟生产发 展很快
,

种植面 积 已达 20 多万亩
,

成

为甘肃省烤烟生产基地
,

但烟草病毒病普遍发生
,

且

日趋严重
,

常年发病率都在 50 % 一 70 %
,

流行年份减

产达 50 炜以上
,

严重影响庆阳烟草的优质丰产
,

已成

为烤烟生产上巫待解决的问题
。

鉴于 本省尚未见到

对烟草病毒的报道
,

本研究旨在搞清庆阳地 区烤烟

病毒种类及各种病毒所占比例
,

以期为烤烟病毒病

的流行规律及防治研究提供科学依据
。

l 材料和方法
1

.

1 毒源标样及来源

鉴定的 1 3 8 个毒源标样均采 自庆 阳新
、

老烟 区

的 田间病株
,

包括西峰
、

宁县
、

镇原
、

正宁等地
。

标样

采集时间为病害初现 阶段和流行盛期阶段
,

按照 田

间的不同症状表现类型及不同地区特点进行编号登

记
,

并记录所采标样的症状
。

每份标样均用消毒纸单

独包好
,

在低温 条件下 室 内临时贮存
,

随即进行接

种
。

1
.

2 毒源标样的鉴别寄主 re.] 定

选用普通烟(N ic o tia n a ta 乃a e u m )
,

心叶烟 (N sc o -

zia n a g zu tin o sa )
,

览色幕 (C人e n

OP
o d iu 阴 a m a o a , : tic o l

-

o r )
,

曼陀罗 (D a t u
ra

、t r a m o , : iu m )
,

洋酸浆 (P入少s a lis

fl
o r id a n a )

,

千 日红 (G o

帅h r e n a g lo b o s a )
,

黄瓜 (C u -

c u m is s a tiv u s )
,

西瓜 (C it r u llu : v u zg a r i、)
,

更 豆 (v i
-

g n a sin e n sis )
,

蚕豆 (V ieia fa b a L
.

)
,

番茄 (Ly
c

OP
er-

sic u m e s c u le n ru nl )
,

拘祀(Ly
c iu ;n 乃a r占a r u , n )共 1 2 种

指示植物作为系统鉴别寄主
。

鉴别寄主的种子用 5 %

磷酸三钠消毒 15 分钟
,

土壤
、

花盆采用蒸气消毒
,

室

内育苗
。

所用鉴别寄主的苗龄瓜类选 2 片真叶期
,

其

它均在 3一 4 片真叶期
,

接种前鉴别寄主在黑暗中处

理 4 8 小时
。

采用常规摩擦接种法
,

每个标样重复 3 次
,

每次

3 一 5 株
。

在 20 一 22 C 室温下观察记载鉴别寄主的反

应
。

1
.

3 毒源标样的杭性 m.l 定

供试标样的病叶汁液
,

用双层灭菌纱布过 滤后
,

取其滤液备用
。

取用等苗龄的览色黎进行抗性测定
,

其方法
:

1
.

3
.

1 取上述备用汁液 1 m l 用无菌水 10
一 ’、

1 0 一 ,
、

1 0 一 3 、

1 0 一
‘、

1 0 一 5
、

一。一 6
、

1 0 一
’ 、

1 0 一 ‘
的稀释度逐管稀

释
,

接种在览色黎叶片上
,

尔后观察记载 20 天 (下

同 )
。

1
.

3
.

2 取薄壁玻璃指管
,

每只装上述备用汁液
,

以

5 0
、

5 5
、

6 0
、

6 5
、

7 0
、

7 5
、

8 0
、

8 5
、

9 0 C g 个不同温度等级
,

分别对每只试管处理 10 分钟
,

尔后接种于览色黎叶

片上
。

1
.

3
.

3 上述备用汁液自研细起计时
,

每隔 24 小时

接种 1 次
,

连续进行 5 日
,

接种于觅色摹叶片上
。

2 结果与分析

2
.

1 鉴别寄主 的反应和 杭性 W.l 定结果

2
.

1
.

1 鉴别寄主的测定结果
:

由附表可 见
,

代表毒

样 92 一88 的田 间症状为
:

花 叶
,

病 叶粗糙
,

革质
,

深

褐色闪电状坏死
,

叶缘向上卷曲
。

92 一 88 在觅色摹
、

可豆
、

蚕豆
、

拘祀
、

西 瓜上表现局部枯斑
;
在其余的 6

种鉴别植物上表现系统侵染
。

代表毒样 91 一13 的田

间症状为
:

花叶
,

病叶扭曲
,

缺刻较深
,

叶面向背面翻

卷
。

91 一 13 在普通烟
、

洋酸浆
、

番茄上表现系统侵染
;

在心 叶烟
、

览色幕
、

曼陀罗
、

千 日红上表现局部枯斑
;

在黄瓜
、

西瓜
、

虹豆
、

蚕豆上不显症状
。

代表毒样 92 一

1 3 5 的田间症状为
:

病叶出现腿绿环和 波浪状花纹
,

病部呈轮纹状或波状坏死斑
。

92 一 1 3 5 除拘祀未测

外
,

其余的 n 种鉴别寄主均表现局 部枯斑
。

代表毒

样 91 一 10 8 的 田间症状为
:

花 叶
、

叶 脉 褐色 坏 死
。

91 一 108 在普通烟 (黄苗愉 )
、

心叶烟
、

番茄上表现 系

统花叶
,

并 呈现 叶脉褐色坏死
;
在览色菜

、

构祀上表

现枯斑
;
在曼陀 罗

、

千 日红
、

黄瓜
、

虹豆
、

蚕豆上无症

状
。

代表毒样 93 一 1 76 的田间症状为
:

病叶出现腿绿

斑点或间断的退绿 环纹
,

后形成典型蚀纹症状
。

9 3一

1 76 在普通烟 (黄苗愉 )
、

览色幕
、

洋酸浆上表现 局部

枯斑
;
在心叶烟

、

曼陀罗
、

番茄 七表现系统花叶
。

2
.

1
.

2 代表毒样的抗性测定结果
:

代表毒样 92 一 88

的致死温度是 55 一 60 C
,

稀释限点是 1 0 一 ’一 l犷
3 ,

体

外存活期 2一 5 天
。

代表毒样 91 一 13 的致死温度是

9 0 一 9 5 C
,

稀释限点是 1丁
’

一 1。一 8 ,

病叶的榨出液在

收稿 日期
: 1 9 9 4一 12一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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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庆阳烟草病毒毒样的寄主反应(19 9 0 ~ 1 9 9 3 年 西峰)

代表毒样 心叶烟 觅色黎 曼陀罗 洋酸浆 千 日红 黄瓜 西瓜 斑豆 蚕豆 番茄 拘祀

S M

S M

I N

SM ; I N

S M

入0入 入0入00SMSMIJNM阴sMl-NI.N
。
SMNNNNN9 2一8 8

9 1一 1 3

9 2一 1 3 5

9 1一1 0 8

9 3一 1 7 6

普通烟

(黄苗愉 )

S M

SM

I N ; I N R S

S M ; I N

I N

SM

I N

I
_

N

SM ; I N

S M

I N ; M

I
J

N

1 N I N ; M I N ; M

0 一

M 一

* “
S
”

一系 统侵染
; “ I ”

一局部侵染 ; “

M
”

一革质化叶或斑驳
; “ N

”

一枯斑
; “

L N R S
”

一局 部坏死坏斑 ; “O
”

一无 症状
;

“
一

”

一未测
。

3 0 天以上仍然有侵染力
。

代表毒样 92 一 135 的致死

温度是 55 一65 C
,

稀释限点是 1 0 一
‘

一 1 0 一 5 ,

体外存活

期 5一 6 天
。

代表毒样 91 一 108 的致死温度是 60 一

“亡
,

稀释限点是 1『
‘ ,

体外存活期 4 天
。

代表毒样
9 3一 176 的致死温度是 5。~ 55

L

C
,

稀释限点是 1 0 一 ’

一 1 0 一
‘ ,

体外存活期 6 天
。

2
.

1
.

3 烟草病毒种类的鉴定结果
:

根据代表毒样的

症状
,

结合鉴别寄主反应和抗性测定
,

参考有关资
料

,

其鉴 定结果为
:

代表毒样 92 一 108 属黄瓜花叶

病
,

致病病原 为黄瓜花叶病 毒 (CM v ) ;

代表毒样

91 一13 属烟草普通花叶病
,

致病病原为烟草花叶病

毒 (T M V ) ;

代表毒样 92 一 1 35 属烟草环 斑病
,

致病

病原为烟草环斑病毒 (T R S v ) ;

代表毒样 91 一 1 08 属

烟草脉斑病
,

致病病原为马铃薯 Y 病毒(Pv Y ) ;

代

表毒样 93 一 176 属 烟草蚀纹病
,

致病病原为烟草蚀

纹病毒(T E V )
。

2
.

2 烤烟病毒病 的田 间症状和分布
1 9 9。一 1 9 9 3 年在 田间调查观察各类标样症状中

发现
,

烤烟感染病毒病后
,

随病毒种类
、

感染迟早及

环境条件影响可引起症状差异
,

但主要还决定于病

毒的种类
。

归纳起来庆 阳烟区烤烟田间症状类型有
:

2
.

2
.

1 黄 瓜花 叶病毒 (CM V )
:

田间感染病毒的植

株叶片表现明脉
,

后变黄绿相间的斑驳
,

叶片变窄
,

扭曲
,

表皮茸毛脱落
,

失去光泽
。

病叶叶缘常向上卷

曲
,

出现黄绿或浅绿的疮斑
,

有的病叶粗糙
,

发脆如

革质状
,

叶基变长
,

侧翼变狭变薄
;
有的叶片侧脉发

生褐色坏死或沿叶脉呈深褐色闪电状坏死
。

该病毒

病分布于西峰
、

宁县
、

正宁
、

镇原等地
,

发病率一般为

2 4
.

5 % 一8 6
.

7 %
。

2
.

2
.

2 烟草普通花叶病毒 (T MV )
:

田间感病植株

叶片表现明脉 和黄绿相间的斑驳
,

发病严重的植株

叶
一

片产生疮斑
,

扭曲
,

缺刻较深
,

叶缘向背面翻卷
。

该

病毒病分布于西峰
、

宁县
、

正宁
、

镇原
,

发病率一般为

1 0
.

7 %一 2 3
.

5 纬
。

2
.

2
.

3 烟草环斑病毒(T R S V )
:

感病植株的叶片上

出现褪绿环 和波浪状 花纹
,

一般病部呈轮纹 状或波

状坏死斑
,

病斑 退绿变黄
。

茎
、

叶柄发病呈褐色条斑
,

该病毒病分布十西峰
、

宁县
,

发病率一般为 1
.

5 % ~

5
.

6 %
。

2
.

2
.

4 烟草脉斑病毒(P V Y )
:

田间感病植株的叶片

3 0

初期呈现斑驳花叶
,

后期发展为叶脉褐色坏死
,

严重

时沿叶柄蔓延到茎上 出现褐色条纹
。

该病毒病分布

于宁县
、

正宁
、

西峰
,

发病率一般为 22
.

5% ~ 78
.

6 %
。

2
.

2
.

5 烟草蚀纹病毒(T E V ) : 田间感病植株初期在

叶片上出现退绿斑点或间断的退绿环纹
,

在高温
、

光

照强的条件下
,

出现坏死小斑或坏死环纹
,

后形成典

型的蚀纹症状
.

该病毒病分布于西峰
、

宁县
、

正宁
,

发

病率一般为 11
.

5 % ~ 23
.

6 %
。

3 结语和讨论
1 9 9。~ 1 9 9 3 年从庆 阳烟区采集不同症状类型的

代表毒样 138 份
,

通过鉴定
,

其中黄瓜 花 叶病毒

(C M V )61 份
,

占总 标样的 44
.

2 %
;
烟草普通花叶病

毒 (T M V )27 份
,

占总标样的 19
.

6纬
;
马铃薯 Y 病毒

(P V Y ) 29 份
,

占总标样的 21
.

0 %
;
烟草蚀纹病毒

(T E v )13 份
,

占总标样的 9
.

4 %
;
复合侵染的病毒病

占总标样的 5
.

8 %
。

根据毒样的室 内鉴定和各种植区

的调查结果
,

表明庆 阳烟 区的病毒病主要 是 CM V
,

其次是 P V Y
、

T M V
、

T E V 和 T R S V
。

CM V 发生普遍

且危害严重
,

是庆 阳烟草上最严重的病毒病害
,

尤 其

是 CM V 与 Pv Y
、

CM V 与 T M V 混合侵染
,

更加重

了其危害程度
。

另外
,

PV Y 和 T E V 近年在庆阳烟草

上呈上升趋势
,

应予以高度重视
。

鉴于以上鉴定结果
,

黄 瓜花叶病毒
、

马铃薯 Y 病

毒和烟草普通花叶病毒是庆 阳烟 区防治的 主要 对

象
。

防治病毒病应采取综合措施
,

以种植抗病品种为

主
,

结合种子处理和农业措施
,

以达到 防病增 产的目

的
。

本次 对烟草病毒病种类鉴 定主要 依据田 间症

状
、

鉴别寄主测定和结合抗性测定
,

未进行血清学鉴

定和 电镜观察
,

今后尚需对庆阳烟区的病毒病流行

规律进行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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