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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草辣椒脉斑驳病毒病的发生与防治技术研究进展 李江莹罗秀莲 施学明罗敏菡张宇吴浪 云南省烟草公司玉溪市公司新平县分公司 云南新平 653499 摘要 辣椒叶脉斑驳病毒 chilliveinalmottlevirus ChiVMV 为严重危害茄科植物的一种 ssRNA病毒 可侵染辣椒 番茄 茄子 烟 草 等 该病毒具有较强的致病性和破坏性 侵染烟草后会诱发系统性叶片枯斑坏死 导致烟草叶片自下而上干枯脱落甚至整株死亡 本文总结了烟草辣椒脉斑驳病毒病的传播方式和感染特征 并 从农业防治 物理防治 化学防治和生物防治等方面综述了烟草辣椒脉斑驳病毒病的防治措施研究进展 以 期为 有效控制烟草辣椒脉斑驳病毒病提供参考 关键词 烟草辣椒脉斑驳病毒病 传播方式 发病症状 防治措施 中图分类号 S435 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 5739 2023 20 0065 04 DOI 10 3969 j issn 1007 5739 2023 20 019 开放科学 资源服务 标识码 OSID ResearchProgressonOccurrenceandControlTechniquesofChilliVeinalMottleVirus DiseaseinTobacco LIJiangying LUOXiulian SHIXueming LUOMinhan ZHANGYu WULang XinpingBranch YuxiCompanyofYunnanProvincialTobaccoCompany XinpingYunnan653499 Abstract Chiliveinalmottlevirus ChiVMV isa ssRNAvirusthatseriouslydamagesSolanaceaeplantsand caninfectchilipeppers tomatoes eggplants tobacco etc Thisvirushasstrongpathogenicityanddestructiveness After infectingtobacco itcaninducesystemicleafspotnecrosis causingtobaccoleavestowitherandfallofffrombottomto top andeventhewholeplanttodie Thispapersummarizedthetransmissionmodeandsymptomsoftobaccochilli veinalmottlevirusdisease andreviewedtheresearchprogressofcontrolmeasuresfortobaccochilliveinalmottlevirus diseasefromagriculturalcontrol physicalcontrol chemicalcontrolandbiologicalcontrol inordertoprovidereferences foreffectivecontroloftobaccochilliveinalmottlevirusdisease Keywords tobaccochilliveinalmottlevirusdisease transmissionmode symptom controlmeasure 辣椒叶脉斑驳病毒 chilliveinalmottlevirus Chi VMV 为严重危害茄科植物的一种 ssRNA病毒 属 于马铃薯 Y 病毒科 Potyviridae 马铃薯 Y 病毒属 Potyvirus 的确定种 1 研究者Ong 等于 1979 年首 次在马来西亚的辣椒植株上发现并报道了该病毒 此 后泰国 韩国 印度与坦桑尼亚等亚洲与非洲国家的 茄科作物上也陆续发现了该病毒 其传播速度快 严 重影响了世界各地辣椒主产区的产量 1991年 研究 者Green 等通过检测发现我国台湾地区的辣椒上也 感染了该病毒 这是我国对ChiVMV的首次报道 目 前 海南 云南 湖南 福建 四川 陕西 贵州等多省份 均报道了该病毒病的发生 2 ChiVMV在辣椒上危害已 有报道 而该病毒在我国烟草上的危害 直到2010年 才有报道 目前 已知的ChiVMV自然寄主主要包括 茄科作物辣椒 番茄等 此外 该 病毒还可以侵染多 种植物 如茄子 烟草 曼陀罗 醉鱼草 香瓜茄以及藜 属植物等 3 5 国内外关于ChiVMV 的研究报道主要集中在基 因组结构 遗传特性以及株系分化等方面 鲜少有针 对烟草辣椒脉斑驳病毒病防治措施方面的相关报道 由于该病毒属于马铃薯Y病毒属病毒 本文以此为切 入点 主要从烟草辣椒脉斑驳病毒病的传播方式 烟 株感病特征与农业 物 理 化 学 生物防治等方面对其 基金项目 云南省烟草公司玉溪市公司科技项目 新平县植 烟土壤改良与烤烟提质增效研究应用 yxyc2022011 第一作者 李江莹 1994 女 硕士 从事烟叶生产收购工 作 E mail 1023282085 通信作者 E mail 2389540373 收稿日期 2023 02 13 现代农业科技 2023年第20期 植物保护学 65 现代农业科技 2023年第20期植物保护学 研究进展进行了综述 以期为有效控制烟草辣椒脉斑 驳病毒病提供理论指导 1 烟草辣椒脉斑驳病毒病的传播方式 烟草辣椒脉斑驳病毒病的传播方式主要有2种 第一种传播方式是介体传播 即以田间各种有翅蚜 螨等有翅昆虫利用非持久性方式进行传播 6 常见的 传播病毒病的蚜虫种类主要有桃蚜 Myzuspersicae 棉蚜 Aphisgossypii 玉米蚜 Rhopalosiphummaidis 豆蚜 Aphiscraccivora 绣线菊蚜 Aphisspiraecola 等 其中 分布地域最广 影响规模最大 危害程度最严重 的是桃蚜 桃蚜又名烟蚜 菜蚜等 已有研究表明 其 可传播的植物病毒病多达100余种 已知寄主植物多 达350余种 除十字花科蔬菜外 还有番茄 马铃薯 辣椒等多种茄科蔬菜 桃 李 杏等果树 以 及 被 广 泛 种植的经济作物烟草 花卉 药用植物等 7 8 蚜虫在 传播过程中 通常利用细针管状的刺吸式口器刺入植 物体组织内吸取含有病毒的汁液 此后会将获取的病 毒保留在自身口器部分 虽然在传播过程中蚜虫的传 毒性能会逐渐消失 但其繁殖与迁飞能力会在高温干 旱的气候条件下增强 从而提高烟株的田间发病率 9 在全国的大部分地区 每年5月中下旬都是烟蚜虫口 激增期 该 时 期 对 作 物的危害最重 此后会在晚秋产 生有翅蚜 继续危害一段时间 冬 季则产生两性蚜交 尾产卵越冬 第二种传播方式是非介体传播 传播方 式主要包括无性繁殖材料 病残体汁液 带毒摩擦传 播 接触传染 机械传播 烟株在大田生产过程中的 移栽 中 耕管理等农事操作环节如果产生伤口 病毒 也会通过这些伤口侵染烟株 ChiVMV无法通过种子 传播 10 2 烟株感染辣椒脉斑驳病毒病的特征 研究表明 寄主植物感染ChiVMV后 感病症状 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例如病毒株系 种植环境和 寄主品种等 被ChiVMV侵染的寄主植物的典型症 状是叶脉呈现暗绿条纹 叶缘皱缩 叶片变小畸形 这 种症状在植株幼叶上表现尤其显著 11 12 已有多项研 究表明 早期感染ChiVMV的辣椒植株 幼苗生长会 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 主茎和分枝上呈现暗绿条纹 且大多数病株在结果前会发生严重的落花现象 只留 下少量的杂色畸形果 使辣椒严重减产 ChiVMV侵 染烟草后 烟株的典型症状为叶片褪绿黄化 叶片皱 缩 叶缘下卷 有 圆 形 亮 斑 杨 华兵等 3 通过人工接种 该病毒到多个烟草品种的幼苗上 发现在接种该病毒 后 云烟87 K326和红花大金元3个试验品种的植株 幼叶首先出现褪绿黄化 叶尖至叶基部黄化加重的现 象 随着烟株长大 会产生花叶 疱斑 叶缘下卷和褪 绿黄化等症状 烟株后期感病症状类似烟草普通花叶 病 但黄化症状较烟草普通花叶病明显 疱斑数量比 烟草普通花叶病少 张萍等 13 研究发现 感染ChiVMV 的烟株在感染后1周左右就会出现系统性坏死枯斑 烟株感病后期 从下至上叶片会逐渐枯死脱落 最后 烟株茎基部会逐渐褐化 叶和茎系统性坏死 造成烟 株死亡 该病毒的传播速度很快 在发病严重的情况 下 感病植株甚至会在感染该病毒1个月左右逐渐死 亡 在最近的一项烟草病毒病调查结果中 四川烟草 植株中感染ChiVMV的比例超过3 是一种危害极 其严重的病毒 14 3 烟草辣椒脉斑驳病毒病的防治措施 在大田中生长的烟株主要通过昆虫 机械和杂草 3种途径感染ChiVMV 因而阻断这3种传播途径的 防控措施对于烟草辣椒脉斑驳病毒病的防控均有效 但是 在 实 践 操 作 中 单一的防控手段都会有不同弊 端 因此 在农事操作过程中 通常采用预防为主 防 治结合的防控策略 通过农业 物 理 化 学 生物等多 种措施防治烟草各类病毒病的发生与传播 15 3 1 农业防治措施 在大田操作中最常用 最普遍的防治方法是农业 防治 通常采取的农业防治措施主要包括以下4种 空间调控 时间调控 行为调控和寄主调控 空间调 控指的是利用外界物质屏障进行空间阻断 有 效 隔离 植物病毒 常用的空间调控手段有覆盖防虫网和遮阴 网等 一般来说 网孔规格大于20目的防虫网即可 有效隔离蚜虫 防止其传播病毒 时间调控是指利用 病毒病发病规律 适 时 调 整 大 田作物的种植期 从而 避开病毒病发病高峰期的防治方法 可在适当时期 采用该方法处理目标田块 例如适时早播早栽有效避 开病毒病发生高峰期 行为调控指的是利用灌溉 轮 作 间作和护根培土等措施有效减少植物病毒侵害的 防治方法 合理的耕作制度与布局对作物生长十分 有利 可减少害虫的发生量或减少虫源 已有多项研 究表明 水旱轮作可以显著减轻农作物虫害 在作物 生长过程中进行合理施肥与灌溉 既可以改善作物的 营养条件 提高抗病能力 又能使受害植株迅速恢复 66 生长 此外 在 作 物生长期加强田间管理 及时除草 和清除残枝病叶 也可以有效减少病毒病的发生与传 播 寄主调控指的是在病毒病高发区域或地块种植 抗性较强的品种 以 此 减 轻 植物病毒侵害的防治手 段 培育和选用无毒种苗或通过组织培养对种苗进 行脱毒处理均属于寄主调控范畴 16 3 2 物理防治措施 物理防治是指采用物理方法消灭害虫或改变其 生存环境 创造对害虫不利的环境或阻隔其侵入的一 类方法 常见的物理防治方法有人工捕捉 诱集法与 阻隔法等 人工捕捉即在虫害发生初期 人工去除害 虫 诱集法是指利用蚜虫的趋黄性 趋光性与趋味性 等特性 使用物理方法诱虫 杀虫 从而降低虫口密 度 常用的手段有在蚜虫高发区域插入黄板 蓝板或 悬挂诱虫灯 阻隔法是指利用空间阻隔手段 如在田 间设置黄皿诱蚜或银灰地膜等 或利用气流 光照 温 度 湿度和降水量等能够影响蚜虫生长发育和生存繁 殖特性的环境因素抑制蚜虫数量 有 效 降低蚜虫群体 繁殖水平 从而实现防治目的 研究者发现 在 蚜 虫 迁 飞 高峰期前使用黄板 可有效防治烟蚜 达到降低 虫口密度的效果 此外 黄板悬挂高度对诱蚜效果也 有一定影响 当悬挂高度低于烟株15cm时 防控效 果会显著降低 物理防治方法的优势体现在无公害 无残留 对环境污染小 不产生抗性等 具有较高的环 保优势 17 19 3 3 化学防治措施 利用化学药剂防治病虫害 是 目 前 农 作 物 病 虫害 防治的常用方法 也是一道有效的防线 化学防治的 优点是高效便捷 适 用 于 大面积防治 受地域及季节 性限制较小 便于机械化推广等 在烟苗移栽前期 即病毒未入侵烟株前 合理施用广谱抗病毒剂 可以 有效抑制田间病毒的活性并诱导烟株产生抗性 大 田期防治烟蚜的常用药剂分为两类 即内吸性杀虫剂 和触杀性杀虫剂 主要包括有机磷类 拟除虫菊酯类 吡唑类 吡咯类 氨基甲酸酯类 新烟碱类等 田间试 验结果表明 60 吡蚜酮 氯虫苯甲酰胺水分散粒剂 是防治烟蚜的理想药剂 推荐剂量为54 90g hm2 有 效成分用量 能有效防治烟蚜 且对烟草安全 无药 害 20 也可用3 啶虫脒乳油或10 吡虫啉可湿性粉 剂 1000倍液喷施防治 此外 20 康福多可溶性液 剂4000 5000倍液 90 万灵粉剂5000倍液 50 辟蚜雾粉剂2000倍液等药剂的防蚜效果也较好 虽 然化学农药防治的优点显著 但连续大量使用会污染 生态环境和农产品 同 时 害虫还会产生抗药性 因 此 化学防治蚜虫过程中 应 选 择 高 效 低 毒 低 残留 作用机理不同的药剂混用或轮用 合理采用种子包 衣 灌根 叶面喷施等技术手段 从而达到内吸杀蚜 保护天敌的目的 21 25 同时 在化 学 防治中应注意防 虫的最佳时期 掌握配药技术并合理混用药剂 也要 注意防治时的气候条件 保 证 施药质量 根据农药使 用与配比方法适时用药 对症下药 避免产生药害 3 4 生物防治措施 生物防治是在防治过程中保护利用害虫天敌或 利用昆虫干扰素防治害虫的方法 在烟蚜防治领域 生物防治措施取得了较大进展 常见的生物防治方法 主要有昆虫激素防治法 天敌防治法 微生物农药防 治法等 昆虫激素防治法如利用保幼激素干扰其正 常生长发育 使用报警信息素防治蚜虫 利用性外激 素干扰其繁殖或诱杀 也可在常规使用农药防治蚜虫 时加入E F乳剂 增强蚜虫的活动能力 从而加大蚜 虫与农药的接触概率 天敌防治法 即利用烟蚜茧 蜂 赤眼蜂 瓢虫 食 蚜 蝇 草 蛉 寄 生 蜂 等 蚜 虫 主 要 天 敌 进行防治 微生物农药防治法 即利用真菌 细菌 病毒等病原微生物制成的生物农药制剂防治蚜虫 其 中 应 用 较 为成熟的病原微生物主要有蚜虫疫霉 白 僵菌 绿僵菌 蜡蚧轮枝菌 玫烟色拟青霉菌与粉拟青 霉菌代谢产物等 生物防治措施对人畜及农作物较 为安全 对环境友好 对天敌及有益生物影响小 防治 效果持久 4 结语 烟草辣椒脉斑驳病毒病的发生范围广 且不乏复 合型侵染类型 这增加了该病害的防治难度 导致烟 叶产量损失严重 单一的病毒病防治方法在田间实 践操作中都有不同的缺点 通常采用 预防为主 综合 防治 的方法和坚持 见虫就防 早治早防 的原则防 治烟草病毒病 减少或切断传染途径 提高烟株免疫 力 26 28 因此 应 加 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进一 步加强烟草辣椒脉斑驳病毒病的研究和预测预报工 作 注重对该病毒病的基础研究 深入了解致病机制 完善烟草病虫害预测预报网络建设 及时掌控该病害 发生流行的趋势变化 注重农业措施管理工作 降 低农事操作频率 搞好田间卫生 及时清除患病烟株 李江莹等 烟草辣椒脉斑驳病毒病的发生与防治技术研究进展 67 现代农业科技 2023年第20期植物保护学 烟根与原生土壤 合理布局栽培环境 合理利用抑芽 剂 除草剂 减少烟株与其他作物或杂草交叉感染的 概率 减轻田间病毒积累量 有 效控制病害的发生 加大烟草广谱抗病毒转基因品种的培育 充分利用 转基因技术与细胞工程等技术手段 从全国各地丰富 的烟草种质资源中筛选出优质适产的抗性亲本 进 一步加强烟草辣椒脉斑驳病毒病特效农药的开发与 研究 在保证生态环境安全的同时 有 效 防 控 该 病毒 病的大面积发生 参考文献 1 王达新 王健华 赵焕阁 等 辣椒叶脉斑驳病毒研究进展 J 华南热带农业大学学报 2007 2 32 36 2 汤亚飞 裴凡 于琳 等 侵染广东辣椒的辣椒脉斑驳病毒 的分子特征 J 园艺学报 2018 45 11 2209 2216 3 杨华兵 刘勇 李 文 正 等 烟 草 品 种 辣椒叶脉斑驳病毒病 的症状与抗病性鉴定 J 云南农业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 2014 29 1 22 26 4 JIANGN GAIXT LINZL etal Firstreportoftobacco veinbandingmosaicvirusandchilliveinalmottlevirus infecting Solanummuricatum inChina J JournalofPlant Pathology 2022 104 3 1147 1148 5 龚明霞 王萌 赵虎 等 辣椒脉斑驳病毒病研究进展 J 园 艺学报 2020 47 9 1741 1751 6 陈艳 黄灯笼辣椒病毒病发生与防治技术 J 蔬菜 2014 10 81 82 7 洪枫 有翅烟蚜和烟草花叶病在烟田的发生动态与不同 寄主上烟蚜的生命表研究 D 重庆 西南大学 2017 8 曹治珊 蒋金炜 蚜虫 植物 病毒的相互关系的研究概 况 C 湖北省昆虫学会 湖南省昆虫学会 河南省昆虫学 会 华中昆虫研究 第 八 卷 宜昌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2 43 49 9 吴育鹏 辣椒脉斑驳病毒文昌分离物全基因组序列分析 和抗血清的制备 D 海口 海南大学 2010 10 刘健 张德咏 张松柏 等 湖南和福建辣椒上辣椒脉斑 驳病毒的检测及系统发育分析 J 江苏农业科学 2016 44 5 184 185 11 李嘉伦 泸州地区烟草病毒种类鉴定及防控技术研究 D 沈阳 沈阳农业大学 2019 12 刘湘宁 湖南辣椒病毒病毒原鉴定与进化分析 D 长沙 湖南农业大学 2016 13 张萍 刘健 朱峰 等 辣椒脉斑驳病毒对烟草活性氧代 谢和光合特性的影响 J 四川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4 51 1 183 188 14 JIAOYB XUCT LIJL etal CharacterizationandaRT RPAassayforrapiddetectionofchilliveinalmottlevirus ChiVMV intobacco J VirologyJournal 2020 17 1 33 15 何伟光 重庆烟草病毒病毒源田间溯源与防控对策研究 D 重庆 西南大学 2020 16 张廷金 昆明市烟草病毒鉴定及花叶病的绿色防控技术 研究 D 昆明 云南大学 2012 17 李娟 安德荣 捕杀特黄板对烟蚜及烟田蚜传病毒病防 治效果的研究 J 中国烟草学报 2010 16 2 70 72 18 周本国 烟蚜与蚜传病毒病发生相关性及绿色防控技术 研究 D 合肥 安徽农业大学 2021 19 刘欢欢 黄海棠 朱金峰 等 不同黄板悬挂高度及密度 对防治烟蚜及烟草病毒病的影响 J 江西农业学报 2015 27 7 76 79 20 王鹏 孙亮 高一凤 等 60 吡蚜酮 氯虫苯甲酰胺水分 散粒剂对烟草蚜虫和烟青虫的田间防治效果 J 农药 2019 58 1 73 75 21 张西娟 李 伟 周 昕 等 烟 草 病毒病的发生与防治 J 现 代农业科技 2015 16 141 22 唐平华 陈国平 朱明库 等 蚜虫防治技术研究进展 J 植物保护 2013 39 2 5 12 23 王凤龙 烟草病毒病综合防治技术 J 烟草科技 2002 35 4 43 45 24 张海娜 钱玉源 刘祎 等 蚜虫防治研究概况及在棉花 上的应用 J 农学学报 2015 5 8 36 39 25 刘琳娜 昆明禄劝县和晋宁县烤烟病虫害调查研究 D 长沙 湖南农业大学 2013 26 童雪霞 烟草病毒病的发生与防治措施探讨 J 现代农业 科技 2009 22 160 161 27 杨健 张金霖 王清友 等 烟草病毒病抗性种质资源鉴 定与创新研究进展 J 湖南农业科学 2010 23 96 99 28 朱常香 烟草病毒的检测和防治新技术研究 D 泰安 山 东农业大学 2005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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