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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llnull23年 第 9期 nullnullnull nullnullnull nullnullnullnullnullnull null 23nullnullnullnull 43nullnullnull 9 车前草花叶病毒 Plantago asiatica mosaic virus PlAMV 为芜菁黄花叶病毒目 Tymovirales 甲型线 状病毒科 Alphaflexiviridae 马铃薯 X 病毒属 Potexvirus 病毒 1 1976 年首次在俄罗斯远东地区 的亚洲车前草 Plantago asiatica L 上发现 2 近年 来 该病毒传播蔓延至美国 荷兰 意大利 匈牙利 英国 智利 哥斯达黎加等多个国家 我国周边的日 本 3 韩国 4 也相继报道发现PlAMV PlAMV 感染百合导致其叶片变色 植株系统性 坏死 失去商业价值 已成为百合上一种重要的新发 有害生物 百合在世界各地广泛种植 既可作为观赏 植物 又可作为养生食品 5 我国种植百合品种包括 48个种和18个变种 主要食用品种包括龙牙百合 Lilium brownii var viridulum 兰州百合 L davidii var unicolor Salisb 和卷丹 L lancifolioum Thunb 6 目前尚未见到PlAMV在我国定殖 扩散的报道 但 随着我国百合种植面积和进出口贸易量的逐年增 加 PlAMV 传入我国并扩散的风险也在逐年提高 笔者参照相关有害生物风险分析方法 7 8 对PlAMV 入侵我国及对我国百合产业的风险性进行评估 从 而为我国针对PlAMV制定检疫措施提供参考 1 评估方法 根据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第 2 号 ISPM No 2 有害生物风险分析框架 和第 11 号 ISPM No 11 检疫性有害生物风险分析 包括环境风险和 活体转基因生物分析 收集整理国内外有关 PlAMV 的研究报告和文献资料 侧重于 PlAMV 在 国内外分布 潜在危险性 受害作物的经济重要性 传播扩散可能性以及风险管理难度 参照常规有害 生物风险性评估体系 9 采用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 建立针对 PlAMV 的综合风险评估指标体系 对 PlAMV入侵我国的风险性进行评估和分析 2 风险分析 2null1 定性分析 2null1null1 国内外分布状况 目前 PlAMV 主要在俄罗斯 美国 荷兰 意大 利 匈牙利 英国 智利 哥斯达黎加 日本 韩国等国 家分布 我国台湾地区亦有分布 10 车前草花叶病毒对我国百合产业的风险评估 刘 博 1 付海滨 2 李 鑫 3 闫超杰 4 冯黎霞 5 刘旸旸 6 1 沈阳海关 辽宁 沈阳 110161 2 沈阳海关技术中心 辽宁 沈阳 110016 3 大连海关技术中心 辽宁 大连 116001 4 锦州海关综合技术服务中心 辽宁 锦州 121013 5 广州海关技术中心 广东 广州 510623 6 沈阳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 辽宁 沈阳 110034 摘要 近年来 车前草花叶病毒 Plantago asiatica mosaic virus PlAMV 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扩散 具有较高的检疫风 险 有必要开展相关研究 为此 采用有害生物风险分析程序 应用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 从国内外分布状况 潜在危 险性 主要受害作物百合的经济重要性 传播扩散的可能性 风险管理难度等方面对该病毒入侵我国的风险进行了 定性和定量分析 得出 PlAMV综合风险值 R 2 25 入侵我国的风险性等级为高风险 鉴于 PlAMV 随进口百合种球 传入我国的风险日益增大 一旦传入和定殖扩散 根除困难 需加强对该有害生物的分析与管控 严防其传入 关键词 车前草花叶病毒 百合 风险评估 管理对策 中图分类号 S41 30 S432 41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2 6820 2023 09 0102 04 收稿日期 2022 12 19 修回日期 2023 02 09 基金项目 十四五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 2021YFD1400103 沈阳海关科研项目 2022SK01 作者简介 刘博 博士 研究方向为植物检疫和有害生物入侵防控 E mail lbchina 通讯作者 刘旸旸 博士 讲师 研究方向为食品质量与安全 E mail 176959341 102 nullnull23年 第 9期 nullnullnull nullnullnull nullnullnullnullnullnull null 23nullnullnullnull 43nullnullnull 9 2null1null2 潜在危险性 百合受 PlAMV 侵染后 发病初期叶部出现花 叶 锈斑 褪绿现象 后期植株生长缓慢 矮化 坏死 百合的产量和质量受到严重影响 PlAMV会对其入 侵扩散地区的百合产业造成毁灭性打击 例如在荷 兰就曾导致温室百合减产80 近年来该病毒在世 界范围迅速传播扩散 威胁全球百合产业 目前未见 PlAMV 传带其他有害生物的报道 墨西哥在 2018 年将其列入检疫性有害生物名单 10 2null1null3 受害作物的经济重要性 PlAMV 引发的病毒病逐渐成为危害百合生产 的主要病害之一 据报道 PlAMV还可侵染车前草 油菜 报春花 南天竹 地黄 樱草 紫花堇菜 天竺葵 等多种作物 11 12 百合在我国具有悠久的栽培和食用历史 目前 我国百合进出口的主要特点是进口花卉种用百合球 茎 出口百合花产品 随着进出口贸易发展 我国观 赏百合产业发展迅速 产区集中在云南昆明 辽宁凌 源 广东等区域 种植面积约8 000 hm 2 我国观赏百 合主要销往缅甸 越南等东南亚国家 出口额占全国 观赏百合出口总额的90 以上 13 2020年 我国花 卉进口总额 23 534 84 万美元 其中种球进口占 40 45 14 种用百合球茎主要依靠进口 其中荷兰 种用百合球茎进口量占进口总量的80 以上 近年 来 种植观食兼用型百合成为江苏等地的新型特色 产业 这种百合的地上部分可作切花 地下鳞茎可作 食用百合商品 提高了百合的利用率 提升了附加 值 发展百合种植产业对于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提高 农民收入和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而 PlAMV一旦传入我国并传播扩散 将导致百合的产 量 质量受到损害 严重影响我国百合种植及上下游 产业发展 2null1null4 传播扩散的可能性 PlAMV 主要通过带毒种球的全球贸易进行远 距离传播扩散 从疫区引进了带毒种球 种球运输过 程中的低温冷藏条件又提高了病毒的存活率 我国 口岸检疫机构曾在进境百合种球中多次检出该病 毒 15 16 田间种植过程中 病毒可以在土壤中传播 也可以通过球茎采收过程中受污染的农具 球茎清 洗过程中受污染的水进行传播 导致其在田间极易 传播扩散 PlAMV对环境的适应性强 适生范围广 目前已在全球12个国家和地区分布 我国地处欧亚 大陆东南部 包含温带 亚热带 热带等气候类型 与 PlAMV 目前分布区域的气候条件具有明显的相似 性 适合PlAMV寄主植物生存 百合在我国种植较 为广泛 其中药用和食用百合主要集中在江西 湖 南 江苏 浙江 甘肃栽培 观赏百合主要集中在云 南 辽宁 广东栽培 2null1null5 风险管理难度 我国目前对PlAMV的研究相对较少 集中在分 子生物学方法检测鉴定方面 11 17 18 目前在田间使 用化学药剂尚无法对PlAMV进行有效防治与根除 除麝香百合 Lilium longiflorum 受该病毒侵染后表 现为隐性症状外 目前未发现其他百合品种对该病 毒具有抗性 19 口岸检疫结果的可靠性易受种球带 毒浓度 抽样检测数量 取样方法和部位等因素影 响 我国广泛种植的栽培寄主以及野生寄主也为该 病毒的定殖提供了可能 综上 PlAMV 一旦入侵扩 散 根除难度极大 2null2 定量分析 根据对PlAMV在国内外分布 潜在危险性 受 害作物经济重要性 传播扩散可能性及风险管理难 度5个方面的定性分析 对综合风险评估指标体系 中的15个二级指标进行赋值 具体分值如表1所示 根据赋值结果得出 PlAMV 的一级风险指标值 P 1 P 2 P 3 P 4 P 5 的数值分别为2 2 3 1 78 2 67 最终 计算得出 PlAMV 入侵我国的综合风险值 R 2 25 计算过程如下 P 1 2 P 2 0 6P 21 0 2P 22 0 2P 23 0 6 3 0 2 0 0 2 1 2 P 3 max P 31 P 32 P 33 3 P 4 P 41 P 42 P 43 P 44 P 45 5 null 1 3 1 2 3 5 null 1 78 P 5 P 51 P 52 P 53 3 2 3 3 3 2 67 R P 1 P 2 P 3 P 4 P 5 5 null 3 2 2 1 78 2 5 null 2 25 基于综合风险值的分级标准为 当R 1 0时 无 风险 风险等级为 级 当1 0nullR 1 5时 低风险 风 险等级为 级 当1 5nullR 2 0时 中风险 风险等级为 级 当2 0nullR 2 5时 高风险 风险等级为 级 当 2 5nullR 3 0时 极高风险 风险等级为 级 据此确定 103 nullnull23年 第9期 nullnullnull nullnullnull nullnullnullnullnullnull null 23nullnullnullnull 43nullnullnull 9 目前PlAMV在我国的风险等级为高风险 级 3 结论与讨论 近年来 PlAMV 在世界范围内迅速传播扩散 是严重为害百合的新发病害 笔者使用多指标综合 评估方法 分析了该病毒入侵我国的风险 其综合风 险值R 2 25 风险等级为高风险 我国每年从荷兰 等国进口大量百合种球 PlAMV 随进口百合种球传 入我国的风险较高 应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加 强对该有害生物的分析与管控 制定全面 系统的控 制措施 严防其传入 依据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中 的相关风险管理原则 提出以下建议 1 有关部门应密切关注 PlAMV 全球发生扩散 情况 及时搜集和掌握最新研究资料 深入开展风险 分析与评估 根据口岸截获和风险评估结果 对现有 双边议定书开展回顾性审查 将PlAMV列入相关输 华产品议定书中关注的检疫性有害生物 生长季节 派出检疫人员对产地开展境外预检 建议并推动将 PlAMV 增补列入我国进境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名 录 全面提升对其的检疫管控力度 使口岸检疫执法 工作有法可依 2 建立产地检疫制度 境外疫情发生国家的出 口花卉种球基地需开展田间监测 对相关产品开展 出口前检疫 除害处理等针对性管控措施 确保相关 出口产品不携带PlAMV 3 口岸海关应加强对入境花卉种球的检疫力 度 采取具有针对性的检疫措施 同时严防该有害生 物通过旅客携带 寄递等非贸易渠道传入我国 一旦 在口岸检疫查验中截获 PlAMV 应采取相应的处理 措施 及时发布警示通报并加强管控 4 加大科研力量投入 及时关注和掌握国际相 关检疫鉴定技术标准 并根据我国口岸检疫工作实 际情况 制定与研发准确 快捷的 PlAMV 检疫鉴定 标准与方法 5 强化对PlAMV的监测和预警 对于进口的 花卉种球严格实行隔离种植 田间监测等后续监管 措施 一旦发现 PlAMV 及时采取应急处置措施进 行控制铲除 从而降低疫情传入扩散风险 参考文献 1 Komatsu K Yamashita K Sugawara K et al Complete genome sequences of two highly divergent Japanese iso 评判指标 评判标准 赋分值 P 1 国内分布情况 国内分布面积占 0 20 P 1 2 P 2 潜在的危险性 P 21 潜在的经济危害性 产量损失 20 以上和 或 严重降低作物 产品质量 P 21 3 P 22 是否为其他有害生物的传播媒介 不传带有害生物 P 22 0 P 23 国外重视程度 被 1 9个国家列为检疫对象 P 23 1 P 3 受害作物的经济重要性 P 31 受害栽培寄主的种类 受害栽培寄主 5 9种 P 31 2 P 32 受害栽培寄主的种植面积 小于 150万 hm 2 P 32 1 P 33 受害栽培寄主的特殊经济价值 受害寄主经济价值高或出口创汇高 P 33 3 P 4 传播扩散的可能性 P 41 截获频次 从未被截获或只截获过较少几次 P 41 1 P 42 运输中有害生物的存活率 存活率在 40 以上 P 42 3 P 43 国际分布 全世界少于 25 的国家有分布 P 43 1 P 44 国内的适生范围 国内 20 50 地区适生 P 44 2 P 45 自然传播途径 气传或自身传播力强 P 45 3 P 5 风险管理难度 P 51 检疫鉴定的难度 检疫方法比较可靠 但要花费很长时间才 能检出 P 51 2 P 52 除害处理的难度 现有的除害处理方法不能完全杀死 P 52 3 P 53 根除的难度 控制效果差 成本高 难度大 不能根除 P 53 3 表1 PlAMV 车前草花叶病毒 多指标综合评价体系指标层评表 104 nullnull23年 第 9期 nullnullnull nullnullnull nullnullnullnullnullnull null 23nullnullnullnull 43nullnullnull 9 上接第 74 页 丝 由于梨小食心虫迷向丝的有效期 一般在3个月左右 为确保迷向效果 建议第二次挂 迷向丝在7月中旬前后 此时第一次挂的迷向丝还 在有效期内 第二次挂的迷向丝效果也能延续到 10 月上旬当地苹果梨采收结束 该时期也是第一代梨 小食心虫成虫暴发期 此外 对于李 杏和梨树的混栽园 不宜根据梨 树新梢的蛀梢率来预计梨小食心虫的发生程度 2021 年和 2022 年连续两年的折梢率调查发现 折 梢率都为0 其主要原因可能是在李 杏和梨树混栽 的果园 李和杏树比梨树先开花坐果 5 月发生的梨 小食心虫优先将卵产在李和杏树上 经过多年调查 发现 刚坐果的杏果果面长满绒毛 不利于梨小食心 虫产卵 所以其将卵主要产在幼果附近的叶片背面 而李幼果表面光滑故将卵直接产在果面上 因此 在 李 杏和梨树混栽的果园 谢花到幼果期的梨树幼叶 上没有发现梨小食心虫虫卵 第一代梨小食心虫也 很少为害梨树新梢 参考文献 1 张国辉 黄敏 仵均祥 等 迷向处理对梨小食心虫的防 治效果 J 山西农业大学学报 2010 3 232 234 2 刘中芳 庚琴 高越 等 梨园梨小食心虫性信息素迷向 防治技术 J 中国生物防治学报 2016 4 155 160 3 刘海荣 林发成 杨晓华 等 黑龙江省梨小食心虫发生 与防治 J 中国林副特产 2011 3 25 27 4 李玉奎 杨婧 林立 等 迷向丝防治梨小食心虫的应用 技术 J 果农之友 2018 8 28 29 lates of Plantago asiatica mosaic virus J Archives of Vi rology 2017 162 581 584 2 Kostin V D Volkov Y G Some properties of the virus affecting Plantago asiatica L J Virusnye Bolezni Ras tenij Dalnego Vostoka 1976 25 205 210 3 Ozeki J Takahashi S Komatsu K et al A single amino acid in the RNA dependent RNA polymerase of Plantago asiatica mosaic virus contributes to systemic necrosis J Archives of Virology 2006 151 2067 2075 4 Lim S Igori D Zhao F et al Molecular detec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a divergent isolate of Plantago asiatica mosaic virus in Plantago asiatica J Virus Disease 2016 27 307 310 5 高柱 王小玲 王斌 等 龙牙百合脱毒种球培育的施肥 效应 J 中国瓜菜 2020 33 11 56 60 6 吴小蝶 于洋 秦佳梅 长白山区引种药食兼用百合品 种的筛选 J 人参研究 2022 34 1 51 52 7 吴元华 李立梅 赵秀香 等 黄瓜绿斑驳花叶病毒在我 国定殖和扩散的风险性分析 J 植物保护 2010 36 1 33 36 8 刘博 付海滨 闫超杰 等 蓝莓瘿蚊入侵我国的风险分 析 J 生物安全学报 2023 32 1 46 50 9 蒋青 梁忆冰 王乃杨 等 有害生物危险性评价的定量 分析方法研究 J 植物检疫 1995 9 4 208 211 10 EPPO Plantago asiatica mosaic virus 2022 DB OL https gd eppo int taxon PLAMV0 distribution 11 苏学思 张玉宝 王若愚 等 车前草花叶病毒衣壳蛋 白的原核表达和多克隆抗体制备 J 浙江农业学报 2021 33 1 104 111 12 Lee H J Bak S H Lww H W et al First report of Plan tago asiatica mosaic virus infecting scarlet geranium Pelargonium inquinans worldwide J Journal of Plant Pathology 2022 104 1545 13 宋云胜 柳平增 我国百合市场与产业调查分析报告 J 农产品市场 2021 17 42 44 14 华新 我国花卉进出口稳步增长出口持续向好 J 中 国花卉园艺 2021 9 6 9 15 李鑫 张寅寅 黑多尔 等 辽宁局全国首次在进境荷 兰百合中检出亚洲车前草花叶病毒 J 植物检疫 2016 30 1 8 16 于爽 刘冉 李鑫 等 辽宁口岸进境荷兰花卉种球检 疫情况分析与管理建议 J 植物检疫 2018 32 1 83 84 17 李鑫 陈雅诗 朱连 等 进境荷兰百合中车前草花叶 病毒的分子鉴定及序列分析 J 植物病理学报 2017 47 2 197 202 18 宋蒙 徐雷锋 曹雨薇 等 百合中车前草花叶病毒的 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 J 园艺学报 2021 48 12 2497 2505 19 Yamaji Y Maejima K Komatsu K et al Lectin Media ted resistance impairs plant virus infection at the cellular level J Plant Cell 2012 24 2 778 793 nullnullnullnullnullnullnullnullnullnullnullnullnullnullnullnullnullnullnullnull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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