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瘦蜻传播植物病毒病害的研究进展

洪晓月 程宁辉

(南京农业大学植物保护系
,

南京 2 1 0 0 9 5)

摘要 瘤瞒是植物病毒病的一 类传播媒介
。

根据 国 内外大量最新资料
,

从痪瞒生

物 学
、

为害和 病毒学的角度较 为详尽地分析 了小 麦线 条花叶病毒
、

小 麦斑点花

叶
、

黑麦草花叶病
、

冰草花叶病
、

葱属植物病毒
、

小 麦糜疯病
、

黑醋栗退化病
、

无花

果花叶病
、

桃花叶病
、

樱桃斑驳花叶
、

蔷薇丛簇病和木豆 不孕花叶病这 12 种 已被

确认为痪瞒所传播的病毒病的特点
、

症状
、

病毒特性 和防治方法
,

帮助人们进一

步了解瞒传病毒
。

关键词 痪瞒
,

介体
,

病毒病

在蜂蜡亚纲里
,

只有瘦蜡能够传播植物病毒病
。

目前已知有十几种病毒病是由瘦瞒传

播的
,

而且这些瘦瞒均属于廖蜡总科的瘦瞒科 ( rE ioP h y ida
e )

。

瘦蜡和被传播的病毒是高

度专化的
。

迄今为止
,

尚未发现该总科的其他两科 (植羽瘦瞒科 P h yt o
tP i d ae 和羽爪廖蜡

科 DI tP il o m io p id a e ) 瘦瞒传播病毒
,

也未发现一种病毒由几种瘦瞒传播的现象
。

l 禾谷类病毒病

1
.

1 小麦线条花叶病毒

小麦线条花 叶病毒 ( w h e a t S t r e a k m o s a ic v i r u s ,

W S M V )是一种唾液可传的棒状病

毒
,

长约 7。。n m
,

直径 1 5n m
,

含 R N A
。

在加拿大
、

美国
、

欧洲
、

中东
、

印度
、

新西兰为害小麦
,

也为害大麦
、

燕麦和许 多其他一年 生和多年生杂草 〔`」
。

近 来
,

R a b e ns t e in 等发现 w s M v

在德国为害鼠大麦 H
o

dr eu m m 。 ir 、 。 m l一 团
。

郁金香瘤瘦蜗 A c ` r i a t u l iP a e ( K e if e r )是 W S M V 唯一已知的传播媒介
,

最初从郁 金

香上发现
。

它也为害小麦
、

洋葱
、

大蒜和一些野生杂草
。

该瞒分布于美国
、

加拿大
、

欧洲
、

南

美洲
、

南部非洲
、

泰国和中国西藏
。

郁金香瘤瘤蜡通常也被称为
“

小麦卷叶瘦蟒 ( w h e a t C ur l

m it e )
’` ,

因为它能够引起小麦叶片卷曲
。

除了传播病毒外
,

它还能够随唾液产生一种植物

毒素
,

在大蒜和玉米上产生类似病毒病的症状 s[]
。

sl y hk
u i s 首先报道 W s M V 由郁金香瘤瘦瞒传播川

,

后来北美和欧洲的一些 昆虫学

家也证实 了这一点 IF,
5〕 。

w s M v 不能够通过郁金香瘤瘦瞒的卵传播
,

但可以通过其幼期阶

段和成瞒传播
。

O lr ob 证 明
,

将瞒接到 感染的 植株上 15 m in
,

这些瞒的传病率 很低 ( <

1% ) ;
经过 1 h6 的接触

,

约一半的个体能够接种上病毒
。

同样
,

将带毒的瞒接到健康植株

上
,

1 5m in 内不能够传毒
,

1 h6 内大约一半的瞒传毒
,

这表明是一种半持久性传毒方式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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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金香瘤瘦蜡和 WS MV 均可在冬麦上越冬
,

翌春转移至新萌芽的小麦上
。

例如在美

国华盛顿州
,

夏天少雨影响了越夏寄主植物的生长
,

显然妨碍了 W SM V 的传播和消除了

由此引起的损失川
。

有证据表明
,

野生杂草和高粱在病害传播中作用很小
,

但是玉米却是

向麦子传播的一个毒源寄主仁5一 6
,

8〕 。

通常
,

具有中等或高密度绒毛的麦子更易被郁金香瘤

瘦瞒栖息和建立种群
,

含少量绒毛的麦子上郁金香瘤瘦蜻则少闭
。

由于郁金香瘤瘦蜡生活史短
、

传播效率高和种群发展快
,

因此靠控制媒介来减少传播

不大现实
。

然而 H a r ve y 等报道
,

在秋季播种时使用内吸性的杀虫剂吠喃丹
,

可控制春季

郁金香瘤痹瞒的种群
,

减少 w s M v 的发生咖〕 。

L Z 小麦斑点花叶病

小麦斑点花叶病 (w h e a t S p o t m o s a i c p a t h o g e n )是 1 9 5 2 年在调查郁金香瘤瘦蜡传播

w s M v 时
,

在加拿大发现的 [’, ` ’ 〕。

lS y k h ul s 注意到
,

从自然得病的麦子上得到的单头郁金

香瘤瘦蜡在健康植株上取食时
,

有些植株会严重褪绿
,

出现褪绿斑
,

发育迟缓
,

甚至发展成

枯斑坏死
,

这种症状显然不是 W SM V 的症状
。

它通过郁金香瘤瘦蜡的活动虫态传播
,

不

能够经卵传
。

在感染 W S M V 和小麦斑点花叶的同一植物上采到的瞒
,

65 %的个体传播小

麦斑点花叶
,

35 %个体传播 W S M V
。

N a ul t 和 S yt e r
也报道了美国俄亥俄州小麦斑点褪绿

病
,

并证实它是由郁金香瘤瘦蟒传播的 1[ 幻
,

这种病的症状与 S ly k h iu s
报道 的小麦斑点花

叶病一样
,

而且只有郁金香瘤瘦蜡的活动虫态能传播
,

卵不能够传播
。

很明显
,

小麦斑点褪

绿病是小麦斑点花叶病的同物异名
。

有人认为小麦斑点花叶可能是瘦蜡分泌的毒汁所致
;

也有人通过 电子显微镜研究发现
,

在小麦斑点花叶病为害的植物的韧皮部薄壁组织的细

胞质和表皮细胞里
,

有一种卵形的
、

具双层膜的
、

直径为 0
.

1一 0
.

nZ m 的结构 l3[ 〕 。

迄今为

止
,

还不能证明这些结构能引起小麦斑点花叶
。

L 3 黑麦草花叶病

黑麦草花叶病 ( r y e g r a s s m o s a i e v i r u s ,

R g M V ) 由一种棒状的长为 7 o 3 n m 的病毒引

起
,

通常分布在英国和欧 洲大部 l[’ 〕
,

在北 美洲的西北部也有报道 ls[ 〕。

黑麦草花叶病毒

R g M V 为害很多杂草和栽培禾谷类作物
,

其中最主要的是
:

多花黑麦草 ( L ol 爪 m m u lt flz
口 -

r u m I
J a m a r e k )

、

黑麦草 ( 五
o zi u m p e er n n 。 L

.

) 和鸭茅 ( aD
c t y zi s g l o m e ar t a I

J .

)
。

它通过唾

液传播
,

不能种传
,

引起轻微的褪绿
、

褪绿斑
、

褪绿条斑或叶片坏死
。

多刺畸瘦瞒 A b ac a ur :
勺 vtt ir x N a l即

a
是 R g M V 唯一 已知传播媒介

。

它从被害植物上

移走 24 h 后仍然带毒
,

所有活动虫态都能够传毒 l[ 6〕
。

R g M v 传播很快
,

在草地的第一年

里
,

70 % 以上 的黑麦草被感染上病毒
,

5 年后绝 大多数或剩余 的全部植物都感染上病

毒川 l
。

多刺畸瘦蜻能在叶间转移
,

夏秋季在草地上至少能传播 l m
。

远距离传播靠风
。

s a一e h u z z a n i a n 和 w i l k i n s 以及 e a t h e r a l l 描述了抗 R g M v 的不同基因型
:
( l )多基 因

获得性抗性
,

能够抵抗 R g M v 所有株系
; ( 2) 侵染后抗性 (即抵抗病毒的增殖和传播 )

,

由

两个隐性基因控制
,

对特定的 R g M v 株系有抗性
; ( 3) 忍耐性 ls[

, ` ’ 〕 。

由多年生的黑麦草品

种
“
5

.

2 3 ”

具有的多基因抗性
,

通过 多次回交和选择
,

能成功地转移至意大利黑麦草上
,

形

成一个抗 R g M V 的品种
“
B b 2 1 1 3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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痪蜻传播植物病毒病害的研究进展

1
.

4冰草花叶病

冰草花叶病 (a g ro py ro nm o a si v ci ru s,

A g M v ) 在北美洲以及英国和中欧的一些国家

通常为害堰麦草 A g
犷
叮y) r on : eP en : L

. ,

偶 尔也会传播到麦子上
,

在一些品种上引起褪绿和

发育 迟 缓 lr2 〕。

病 毒 为线 状 质 粒
,

长 7 17 n m
,

直 便 15 n m
。

它 的 寄主 包 括
:

冰 草 属

( A g or yP or n )
、

雀麦 属 ( B or o u , )
、

大麦属 ( H o
dr eu 。 )

、

黑 麦 草 属 ( L ol iu m ) 和 小 麦 属

( 7
’

r i t i c u m )
。

lS y k h iu s
在 自然病株上发现 了郁金香瘤瘦蜡

、

多刺畸瘦蜡和野麦刺子瘦蟒 A ,u lo de
、

m c k e n z i e: ( K e i f e r )
,

但不能证实三者中哪个能传播 [ , `〕 。

后来
,

s l y k h u i s 报道
,

饲养在堰麦

草或经人工接种 A g M V 感染的小麦上的多刺畸瘦瞒
,

用风扇吹到健康的麦株上
,

结果植

株有少数发病
; 用郁金香瘤瘦瞒或野麦刺子廖蜡做类似 的实验

,

未发现健株被感染上病

毒 〔2 2〕。

e a t h e r a l l 和 e h a m b e r l a i n 也证实了多刺畸瘦蜡的传播仁2 3〕 。

1
.

5 葱属植物病毒

葱属植物病毒 ( v i r u s o f 八 zz i u m S p e e i e s )的传播已在许多国家报道过
。

A h m e d 和 B e -

in gn
。
报道了郁金香瘤瘦蜡传播大蒜花叶病毒过 程的几个特征咖〕 ,

它们与早先报道 的郁

金香瘤瘦瞒传播 W S M V 是很相似的
,

但未有鉴别传播病毒措施的报道
。

随后
,

va n iD kj

等描述 了郁金香瘤瘦瞒传播葱属植物的两种病毒
,

它们被暂时称为
“

洋葱蟒传潜 隐病毒
”

( o n i o n m i t e 一 b o r n e l a t e n t v i r u s ) 和
“

冬 葱 瞒传 潜 隐病 毒
”

( S h a l l o t m i t e
一

b o r n e l a t e n t

v i r u s
弃

2 5」。

病毒粒子的长度为 7 0 0 ~ s o o n m
,

属于马铃薯 Y 病毒 科 ( P o t y v i r id a e ) 的 yR
-

m (,v 行 u 、 属
。 v a n iD kj 等从世界不同地区的葱属植物里分离出这些病毒

。

值得注意的是
,

She vt c h e n k 。
等研究证实 了在葱属植 物和在禾 本科植 物上 的瘤瘦瞒可能 不是 同一个

种哪〕 ,

因而需要对传播葱属植物和禾谷类作物病毒的瘤瘦蜡进行 认真研究
,

以确定它们

的相似性
。

1
.

6 小麦糜疯病

过去认为
,

我国西北地区的糜疯病也由郁金香瘤瘦蜡传播
。

后来
,

忻介六和董慧琴研

究发现
,

这种病由拟郁金香瘤瘦蜡 ( A ,e ir a p“ ar t ul iP a ` ( ix
n 衣 D o n g )) 和黍瘦瞒 ( A ce ir 。

m ill ( ix n
& D。 n g ) )传播田〕

。

前者在小麦叶片上为害
,

使叶片纵卷
,

以至枯死
;后者为害叶

片后
,

使茎秆拐节
。

拟郁金香瘤瘦蜡和黍瘦蜗的成瞒和若蜗均可带毒传染
,

病毒不经卵传递
。

小麦糜疯病

毒在蜡体内循 回期和植物体 内潜育期较短
,

在 15 C条件下
,

1 周即可发病
,

10 C 以下及

2 5 C 以上
,

病症潜隐
,

不易表现
。

小麦糜疯病的侵染循环较为简单
,

带毒瘦蜻从黄熟的糜子

上借风传播到相邻小麦田 内
,

使病毒在小麦上越冬
。

冬前感病的小麦是第 2 年春季的毒源

中心
。

返青后
,

毒源中心的病毒随小麦瘤蜻的扩散而逐渐蔓延
、

发展
。

到夏季小麦收获前
,

带毒瞒又传播到早糜子 田
,

在糜子上越夏 28[ 〕 。

小麦糜疯病一般流行于
“

麦黄种糜
,

糜黄种麦
” 、

作物生长期不足 Z o od 的冬春麦交界

边缘地带
。

如陕西富县
、

洛川
,

甘肃庆阳
、

正宁等地源区
,

部分丘陵山地和山西晋西北
,

甘肃

河西走廊等地也有零 星发生嘟 ,
。

小麦糜疯病的发生与糜地关 系密切
,

受病麦 田多紧邻糜

田
,

一般是愈近愈重
,

愈远愈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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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木质双子叶植物病毒病

2. 1 黑醋栗退化病

早在本世纪初
,

人们就注意到 为害黑醋栗芽的茶蕉子拟生瘦蜡 ( eC “ d oP h y oP is : : ib t’s

(W
e s t w o o d ) )与栽培的黑醋栗品种上的退 化病 ( b l a e k c u r r a n t r e v e r s i o n ) (又称返祖病 )

之 间的联系
。

最早的关于茶蕉子拟生廖蜡传播一种病原物进而引起退化病的证据是 由

T r e s h 提供的卿〕
。

虽然知道
,

茶蕉子拟生屡瞒和嫁接能够传播退化病
,

但是退化病的致病

因子仍然不清楚
。

退化病是茶蕉子属植物上最重要的病毒病或病毒状的病害
。

它在除美洲以外的其他

地 区都有分布
。

这种病能导致受害枝停止发育
。

至今已发现返祖病有三种症状
,

一是受害

叶叶缘锯齿状突起数目减少
,

叶柄处的湾穴不明显
;二是受害的花芽

,

其上毛的密度锐减
,

外表明显变黑
;
第三种发生在波兰

,

症状与第二种相似
,

但芽尖和花枝增生
。

每一种症状
,

均需 2 年的发病期脚〕
。

但对被返祖病感染的欧洲和俄罗斯品系的叶
、

花和芽进行电镜超

薄切片观察
,

没有发现病毒状的颗粒
,

也没有发现其他病原生物的结构或细微结构上异常

的变化
。

最近的研究揭示芬兰返祖病的一种严重的形式是 由一种肾状 (n e p。
一

h k e ) 病毒引

起的
,

但这种病毒的特性和在疾病过程中的作用仍有待进一步研究31[ 〕。

茶蕉子拟生瘦瞒是唯一已知的返祖病的传播者
,

它分布于欧洲各国
、

澳大利亚
、

新西

兰
、

加拿大和中国
。

茶蕉子拟生瘦瞒能够借助气流迁移较短的距离
,

但带虫苗木
、

插穗是从

老区传播到新区的主要途径
,

人为田间操作也能帮助扩散传播
。

培育抗性品种是防治茶蕉子拟 生瘦瞒的一条主要途径
。

目前
,

已发现一些质量好的抗

原
,

它们含有
:
( l) 抗性基因 C e ; ( 2) 抗性基因 P ; ( 3) 含有至今未被鉴定的抗性基因

。

苏格

兰作物研究所的研究发现含 C e
的茶蕉子的抗性更强

,

瞒不能够为害芽
; 含抗性基因 P 的

茶蕉子受瞒为害后
,

芽会坏死
,

并不形成虫瘦
,

蜡 因此不能够在芽上生存
。

目前发现较好的

抗性品种有蜡茶蕉子 凡be
、
ce er 。 脚

,

血红茶蕉子 R
.

解 ut i ntj su m 和 R
.

aj 、 “ ez 二 s kz 户叼
。

茶

蕉子拟生瘦瞒的化学防治主要依赖硫丹
、

甲氰菊酷
、

灭扫利和速灭杀丁等药剂
。

.2 2 无花果花叶病

无花果花叶病 ( if g m 0 S a ic )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地的商业性无花果果园
。

由于无花果是

从带根的切枝繁殖新树
,

这种常用的园艺措施使得无花果花叶病会长期存在下去
。

这种病

的传播媒介是无花果瘤瘦蜡 ( A ,e ir a 方 ,u 、 ( C ot t e ) )
。

无花果花叶病的症状包括嫩叶上的

失绿斑
,

以及后期的叶脉缺失和不同程度的系统花叶
。

黄斑周围常有一锈色带
。

果实也会

呈现杂色症状
,

受害的植株生长受阻
,

叶片变小
。

无花果花叶病要通过接穗传播
,

而不是通

过唾液传播
。

它的病原物还不清楚
,

但是
,

B r
ad f ut e

等和 A p p i a n o 在受害的不健康的无花

果叶的薄壁组织里发现了多态的双层膜结构
,

长为 1 20 一 1 6 0n m 1F 3
,
3 2〕。

病原物能够通过嫁

接传播到 其他桑科植 物上
,

如 榕属 F icu 、 ,

拓树 c u d ar , l’a tr icu s p心 at
“ B盯 ae u 和印桑

几去
, r u s i n d i` a l

矛 . 。

无花果瘤瘦蜡传播无花果花叶病
,

最早是 由 lF o C k 和 w
a n a c e

在美国报道的阶〕 。

后

来
,

在印度和德 国也有报道
。

瞒接 触到病株 只需 s m in 就 能够带毒
,

带毒的瞒能够将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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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物在 s mn i内传到健株上
。

若蜡和成蜡都能够在几小时 内带毒和传毒
。

蜡从顶芽和症状

叶的反面获得的病原物最有效
,

在 20 一 30
`

C 下和 5一 1 0
`

C 下带毒同样有效
。

瞒孵化后保持

传毒的活力
,

从感染的植株上移走 6一 1 d0 的蜡依然能传毒
。

但是卵不能传毒
。

2
.

3 桃花叶病

在美国西南部和墨西哥
,

桃树和李属 尸ur un
: 其他一些植物上有桃花叶病 (尸 ea hc m 口 -

.fa i: )
,

其典型症状是叶脉缺损
、

不规则褪绿
、

叶子变小
、

花色变浅和丛枝
。

桃花叶病的病原

物可 以通 过稼接进行传播
,

它的传播媒介是野鹅李瘦瞒 E ir oP h ye
: i、 豆 id os 。 : K ie fe r 衣

W ils on
。

野鹅李瘦瞒只为害芽
,

引起桃芽的膨大和发育迟缓
,

很少在叶腋和被害芽的表面

看到
。

在观赏性的桃花上
,

每芽上有 1 0 0 0 多头蜡
。

桃花叶病在美国科罗拉多
、

新墨西哥
、

亚利桑那和加利福尼亚 州的桃园
,

已知发病有几个世纪了 s4[
, `〕 ; 最近在墨西哥北部的野生

尸 r u o u : m u n s o n i 。 。 a
w i g h t 衣 H e d r i e k 以及墨西哥 中部的 -LJ 个州的一种

“ e r i o l lo
“

品种上也

发现 了这种病比〕
。

成蜡从被害植株上移走后 2d
,

仍然带毒&3[ 〕 ,

卵不能够传毒
。

2
.

4 樱桃斑驳花叶

樱桃斑驳花叶 ( C h e r r y m o t t l e l e a f
,

C M I
J

)发生在从美国加州北部到加拿大西南部的

北美洲大陆西部的樱桃种植区
。

aJ m e S 和 M u k e irj 报道 了引起樱桃斑驳花叶 ( C M I
J

)的弯

弯曲曲的病毒娜〕。

这种病的症状包括不规则的褪色杂斑
、

叶缘破碎和叶子变小
。

果实表面

正常
,

但 口感欠佳
,

经常成熟迟
。

C M I
J

最 易发 生在 山脚 或者峡谷 的果 园
,

因为那里 会有 天然 的 凹顶 樱桃 尸 1r `

nu
、

e m ar g 动at
“

(D ou g al s )
,

但它偶尔会迅速传播到凹顶樱桃不发生的华盛顿州
。

凹顶樱桃是

它已知唯一的野生寄主
。

C M I
J

的传播媒介是凹凸瘦瞒 E
r iop 勺

e 、 i n a e q u a zi 、 w i l s o n a n d ( ) ld f i e ld
,

它最初在美

国华盛顿州发现
,

现广泛分布于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 比亚省以及美国的华盛顿州
、

蒙大拿

州
、

俄勒 冈州
、

内华达州和加州
。

C M I
,

在这些地区能够引起凹顶樱桃芽膨大和生长滞后
。

膨大的芽变红
,

在整个生长季节里生长缓慢
。

在一个膨大的芽里
,

凹凸瘦瞒种群能达到数

千头
。

条件许可
,

终年可繁殖
。

在实验室条件下
,

从 自然感染的凹顶樱桃上采到的凹凸瘦

瞒能直接传播 c M I
J

至桃树 (无症状的寄主 )或甜樱桃 :1[
。

用带毒的桃树皮嫁接到健康的

樱桃上
,

会出现与直接从带毒的瞒传到樱桃所产生的 C M I
才

一样的症状
。

2
.

5 蔷薇丛簇病

蔷薇丛簇病 ( r o s e r os et t e ) 主要发生在美 国中西部许多蔷薇 品种上
,

加拿大的马尼

托 巴省也有报道
。

感染最初的症状是小叶的叶背面出现红色的叶脉
,

伴随着顶梢生长减

弱
、

腋芽提早分裂和生长受阻
、

节间缩短以及出现小
、

皱和变形的小叶即〕
。

尽管蔷薇丛簇

病的病因 尚未被证实
,

但 G e r g e r i c h 等在发病蔷薇细胞的细胞质里发现了球状 的病毒状

粒子
,

直径为 1 20 一 1 5 0n m
,

有厚度为 1 6n m 具三层结构的壁
,

它很象与无花果花 叶病和

小麦斑点花叶病 有关的病毒粒子 s8[ 〕。

lA h n gt on 等报道了通过接种传播或通过果叶刺瘦

瞒 p h夕 l l o c

吵 z e s
fr

u e t i P h i l u s K e i f e r 可传播 至 R o s a e g l a n t e lr s l一
,

R o a 5 2
习7巍l t a G r e e n e ,

R o s a 二
o o

d s i i I
J

i n d l e y
,

野蔷薇 ( R
o s a m u l t lfl

o r a T h u n b e r g e x
.

J
.

M u r r a y )和 R o 、 a r u b r

确
-

ila vi lla
r s脚〕。

A m r i n e
等证实从发病的蔷薇上将瞒移至健康蔷薇上

,

即使用涕灭威 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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蜡
,

健株上的症状也会持续和发展
,

从而澄清了果 叶刺瘦蜻作为蔷薇丛簇病的传毒媒介
,

而不是作为蔷薇丛簇病的刺激因子的事实咖 〕。

在 4
`

C下保持 1 d4 的蜡后来还能传播蔷薇

丛簇病
,

单头蜡也能传播
。

蔷薇丛簇病既能为害栽培的玫瑰 品种
,

也能够为害天然的和引进的野生玫瑰品种
。

从

东亚引入北美的野蔷薇
,

公认是美国中部的一种毒草
。

它受蔷薇丛簇病的严重为害
。

蔷薇

丛簇病在野蔷薇的生物防治上被认为是很有潜力的
。

么 6 木豆不孕花叶病

在印度次大陆
,

木豆 〔 h户un
: c

aaj
, ( L

.

) H ut h 上有一种分布广而且重要的病害—
木豆不孕花叶病 ( p i g e o n p e a s t e r i l i t y m o s a i e )

。

这种病由于可以通过接种传播
,

因而它的

病原物 被怀 疑是病毒
。

木豆 瘤瘦 蜡 A ,e ir a ,’a aj ln c h a n
an B as a v a n

an 是此病 的传播媒

介 ll[ 习
。

这种病的症状包括枝条的生长迟缓
、

黄化和增生
;
小叶的斑驳和短小

;
部分或完全

不育
。

木豆瘤瘦瞒接触到一个被害植株 sm in 后能够带毒
,

带毒的瞒在 20 ~ 30 m in 内能将

病传播至健株〔“ 〕。

木豆瘤瘦蜻种群在茎中部嫩叶丝状毛茸处最多
。

卵稍长 ( 30 又 40 拼m )
,

产于丝状毛茸

处
,

在大小
、

形状和颜色上与腺状毛茸相似
。

在室温下
,

卵孵化要 3一 d5
,

1周后出现成蜡
。

雌成瞒每 d 产 l ~ 3 粒卵
;
雄成蜡产精包

。

R ed d y 和 N en
e 通过 3年的观察

,

发现在 田间栽

培的感木豆不孕花叶病的木豆品种上
,

木豆瘤瘦蜡的种群数量高
,

而在抗性品种上
,

种群

数量很低〔` 2〕 。

致谢 本文承蒙张智强博士协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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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志刚和丁锦华教授审阅
,

一并致谢
。

叫甲

. . 梦

参 考 文 献

1 ( ) Id f i e ld G N
.

M i t e t r a n s
m i s

s i o n o f p l a n t v
i r u s e s .

A n n u
.

R e v .

E n t o m o l
. , 1 9 70 , 1 5 : 3 4 3一 38 0

2 R a be n s t e i n F e t a l
.

I d e n t i f i e a t i o n o f w h e a t s r r e a k m o s a i e v i r u s
i n II

o r d
r u斑 m u r i n u m l

, .

i n t h e G e r m a n D e m o e r a t i e

R e p u
b l i e

.

A r e h
.

P h y t o p a t h o l
.

, u P fl a n z e n s e h u t z ,

1 9 8 2
, 18 : 3 0 1一 3 18

3 N a u l t I R e t a l
.

R e l a t i o n s o f t h e w h e a t e u r l m i t e t o k e r n e l
r e d

s t r e a k o f e o r n
.

P h y t o p a t h o l
. , 1 9 6 7

, 5 7
: 9 8 6一 9 8 9

4 S l y k h u i s J T
.

T h e r e l
a t i o n o f A 。尸 r i a t u l lP

a ` ( K
.

) t o 、 t r e a k m o s a i e
a n d o t h e r e h lo r o t i e

s y m p t o m s o f w h e a t
.

P h y -

t o P a t h o l
. , 1 9 5 3 , 4 3 :

4 8 4一 48 5

5 J
u r e t i e N

.

W h
e a t s r r e a

k nr o s a i e
v
i r u s i n n o r t h e r n a n d

s o u t h e r n r e g i o n s o f Y
u g o s

Ia v i a
.

A e t a B o t
.

C r o a t
. , 1 9 7 9 ,

3 8 : 1 3一 18

6 ( ) r l o b G B
.

F e e d in g a n d t r a n s
m i s

s
i o n e h a r a e t e r i

、 t i e s o f A
。￡ r i a zu l lP a e K e i f e r a s v e e t o r o f w h e a t s t r e a k m o s a i e

v
i r u s .

P h y t o p a t h o l
. , 1 9 6 6

, 5 5 :
2 1 8一 2 3 8

7 B r u e h l (升W a n d K e i f e r H H
.

( ) b
s e r v a t i o n s o n w h e a t s t r e a k m o s a i e i n W a s

h i n g t o n , 19 55一 19 5 7
.

P l a n t D i s
.

R e p -

r r
. ,

19 5 8
, 42

: 3 2一 3 5

8 H a r v e y T J
a n d s e 一f e r s

l ) I
.

T r a n s
m i s s i o n o f t h e w h e a t s t r e a k m o s a i e v 、 r u 、 t o s o r g h u m b y t h e w h e a t e u r l rn i t e

( A e a r i
:

E r i o P h y id a e )
.

J
.

K a n s .

E n t o m o l
.

S o c . , 19 9 1 , 6 4 : 1 8一 2 4

9 H a r v e y T J e t a i
.

W h e a t e u r l m i t e a n d w h e a t s t r e a k m o s a i e in m o d e r a t e t r一e h o m e d e n s i t y w h e a t e u l t i v a r s .

C r o p
.

S e l
.

,

1 9 90
,

3 0 :
5 3 4 一 5 3 6

10 H a r v e y ,I
’

J
e t a

l
.

C o n t r o l l i n g w h e a t e u r l m i t e a n d w h e a t s t r e a k m o s a i
e v

i r u s w i t h
s y 、 t e m i e I n s e e t i

e
id e

.

J E e o n
.

E n t o m o l
. , 1 9 7 9 ,

7 2 :
8 5 4一 8 5 5

,

叫.



2期 洪晓月等
:

廖蜻传播植物病毒病害的研究进展 8 1 3

洲卜

钾乌

贻. `

月灿

11l S yh k u i sJ T
.

Wh e at sp ot m o s a i e e a u s ed b y a m it e一 t r an s m it t ed v i
r u s a s s o e i at ed w it h wh e at st r e a k m o s a i e

.

P h y -

t op at h ol
. ,

1 9 5 6
, 4 6

:
6 8 2一 6 8 7

12 N a u l t L R a n d S t y e r W E
.

T r a n s
m i

s s i o n o f a n e r i o ph y id一 b o r n e w h e a t p a t h o g e n b y A c e r i a t u l小 a o
.

P h y t h p a t h o l
. ,

1 9 7 0 ,

60
: 1 6 1 6一 1 6 18

1 3 B r a d f u t e 0 E e t a l
,

U l t r a s t r u e t u r e o f p l a n t le a f t i s s u e i n fe e t e d w i t h m i t e 一 b o r n e v i r a l一 l ik e p a t h o g e n s
.

2 8 t h A n n
.

P r o e
.

E M S A
,

1 9 7 0 , p p
.

17 8一 17 9

1 4 S ly k h u i s J T
.

A s u r v e y o f v i r u s d i
s e a s e s o f g r a s s e s

i n n o r t h e r n E u r o p e
.

F A O P l a n t P r o t e e t
.

B u ll
. , 19 5 8

, 6 : 1 2 9

一 1 3 4

1 5 P a l iw a l Y C a n d T r e m a i n e
J H

,

M u ] t ip li e a 士i o n , p u r i f i e a t i o n a n d p r o p e r t i e s o f r y e g r a s s m o s a i e v i i r u s
.

P h y -

t o p a t h o l
. , 1 97 6

, 6 6
: 4 0 6一 4 14

1 6 M
u ll ig a n T E

.

T h e t r a n s m is s i o n b y m i t e s ,

h o s t r a n g e a n d p r o p e r t i e
s o f r y e g r a s s m o s a i e v i r u s .

A n n
.

A p p l
.

B i o
. ,

1 9 60
, 4 8

:
5 75一 5 7 9

1 7 H e a r d A J a n d C h a p m a n P E
.

A fi e ld s 亡u d y o f t h e p a t t e r n o f l o e a l s p r e a d o f r y e g r a s s m o s a i e v i r u s
i n m o w n g r a s s -

la n d
.

A n n
.

A p p l
.

B i o
.

,

1 9 8 6
,

1 0 8
:

3 4 1一 3 4 5

1 8 S a le h u z z a n i a n M a n d W i lk i n s P W
.

C o m p o n e n t s o f r e s i s r a n e e t o r y e g r a s s m o s a i e v i r u s i n a e lo n e o f L i l i u 次 加 er
刀刀 e

a n d t h e i r
s t r a i n

一 s p e e i f j e i t y E u p h y t i e a ,

1 9 8 4 , 33
: 4 1 1一 4 1 7

1 9 C a t h e r a l l P 1
.

R e s
i s t a n e e t o r y e g r a s s m o s a i e v i r u s i n I o l i u m p e r e n n e

.

A n n
.

A p p l
.

B i o
. ,

S u p p l
. ,

1 9 8 6
, 7 : 1 4 6一

1 4 7

2 0 W i lk in s P W
.

T r a n s f e r o f p o ly g e n i e r e s i s t a n e e t o r y e g r a s s
m o s a i e v i r u s

f
r o m p e r e n n i a l t o It a li a n r y e g r a s s by b a e

k
-

e r o s s i n g
.

A n n
.

A p p l
.

B i o l
. ,

1 98 7 ,

1 1 : 4 0 9一 4 13

2 1 S l y k h u i s J T
.

A n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s u r v e y fo r v i r u s d i s e a s e s o f g r a s s e s

.

F A ( ) P l a n t P r o t e e t
.

B u l l
.

,

19 6 2 ,

1 0 :
l一 16

2 2 S l y k h u i s J T
.

T r a n s m i s s
i o n o f a g r o p y r o n m o s a i e v i r u s b y t h e e r i o p h y id m i t e ,

A ab
` a r u s

hy
s t r i二

.

P h y t o p a t h o l
. ,

1 9 6 9 , 5 9
:

2 9一 3 2

2 3 C a t h e r a l l P L a n d C h a m b e r l a i n J A
.

( ) e e u r r e n e e o f a g r o p y r o n m o s a i e v i r u s
i n B r i t a i n

.

P la n t P a t h o l
,

1 9 7 5 ,

2 4 :

1 5 5一 1 5 7

2 4 A hm e a d K M
a n d eB

n ig n o D A
.

V i r u s 一 v e e t o r r e l a t io n s
h ip i n m o s a i e d is

e a s e o f g a r
li e

.

In d i a n P h y t o p a rh
. , 1 98 5 ,

3 8
:

1 2 1一 12 5

2 5 v a n D i jk P e t a l
.

M i t e
一

b o r n e v i r u s
i
s o l a t e s f r o m e u l t iv a t e d A l l i u m , P e c i e s , a n d t h e i r e l a s s

i fi e a t i o n in t o r w o r y -

m o v i r u s e s
i n t h e fa m i ly P o t y v i r id a e

.

N e t h
.

J
.

P I
.

P a t h
. , 1 9 9 1

, 9 7
: 3 8 1一 3 9 9

2 6 S h e v t e h e n k o V G e t a l
.

T a x o n o m i e s im i la r i t y o f t h e e l o s e l y r e l a t e d m i t e s A e e r i a t u l i P a e K e i f e r a n d A
.

t r “ 比 1 s p
.

n
·

( A e a r i n a ,

E r i o p h y id a e )
一 v e e t o r s o f t h e o n i o n a n d w h e a t v

i r u s e s .

Z o o l o g i
s e h e s k i i Z h u r n a l

,

1 97 0 , 4 9 :
2 24一 2 3 5

2 7 X in J I
J a n d D o n g H Q

.

T w o n e w s p e e i e
s o f t h e g e n u s A c o r i a ( A e a r i n a :

E r i o p h y o id e a ) i n t h e P e o p l e
’ 5

R e p u b l i e o f

C h i n a
.

A e a r o l o g i a
, 1 9 8 2

, 2 3 ; 15 9一 16 3

28 中国农作物病虫害编辑委员会编
.

中国农作物病虫害 (上册 )
.

北京
:

农业出版社
, 1 9 7 9 年月 12 月第 1 版

, F 3 50 一

3 5 3

2 9 T h r e s
h J M

.

A v e i n p a t t e r n o f b la e k e u r r a n t Ie a v e s a s s o e i a t e d w i t h r e v e r s
i o n d i

s e a s e
.

A n n
.

R e p t
.

E a s t
M

a l l i n g

R e s .

S t a
. ,

K e n t
.

1 9 6 3
,

P P
.

9 7一 9 8

30 G o r d o n 5 C e t a l
.

T h e b la e k e u r r a n t g a l l m i t e (价
c沼妒儿J叼

〕5 1、 r ibi s )
:

i t s b i o lo g y a n d s t r a t e g i e s f o r e o n t r o l
.

B r i t o n

C r o P P r o t e e t i o n C o n f e r e n e e 一

P e s t s a n d D i s e a s e s ,

1 9 9 4 , 5 7 7一 5 8 2

3 1 R o b e r t s
1 M

e t a l
.

M o r p h o l o g i e a l a n d u l t r a s t r u e t u r a l s t u d i e s o n t h r e e s p e e i e s o f C
e e i d吵勺叻

51 5
m i t

e s ( A e a r i
:

E r i o p h y id a e ) o n R ib e s
.

A e t a H o r t i e u l t u r e ,

1 9 9 3 , 3 52
: 5 9 1一 5 9 5

3 2 A p p i a n o A
.

C y t o lo g i e a l o b s e r v a t i o n o n l e a v e s o f f ig
s

i n f e e t e d w i t h fig m o s a i e
.

C a r y o lo g i a
,

1 9 82
,

3 5
:
l

3 3 F lo e k R A a n d W a l l a e e J M
.

T r a n s
m i

s , i o n o f f ig m o s a i e b y t h e e r i o p h y id m i t e A。 ` r i a if o u s
.

P h y t o p a t h o {
.

,

19 5 5
,

4 5 : 5 2一 54



8 14 植 物 保 护 学 报 6 2卷

34 W il s onN 5 et al
.

Anr e iop h y id r n it ev e et or of th ep e a eh m o s a i ev i
r u s

.

P l an t D i s
.

R ep tr
. ,

1 9 5 5 ,

3 9 :
8 8 9一 8 9 2

3 5 O ld f i e ld G N e t a l
.

In e id e n e e a n d d i s t r ib u t i o n o f p e a e h m o s a i e a n d i t s v e e t o r ,

E 犷 iop hy ` 5 i n ` id i
o s o s ( A e a r i

:
E r i o

-

p h y id a e ) 八 n
M

e x i e o
.

P l a n t D i s e a s e ,

1 9 9 5
,

7 9
:

1 8 6一 1 8 9

3 6 J a m e s
D a n d M

u k e r 一1 5
.

M
e e h a n i e a l t r a n s

m i s s i o n ,

id e n t i f i e a t i o n , a n d h a r a e t e r
i z a t i o n o f a v i r u s a s s o e i a t e d w i t h

m o t t le l
e a f i n e h e r r y P l a n t D i s

. ,

19 9 3 , 7 7 :
2 71一 2 ? 5

3 7 D o u d
r
i e k R L

.

R o s e r o s e t t e
.

A m e r
i e a n R o s e A n n u a l

. ,

1 98 3
, p p

.

1 1 9一 12 0

3 8 G e r g e r i e h R C e t a l
.

A p a r t i e a l o f u n iq u e m o r p h o l o g y a s s o e i a t e d w i t h a d i s e a s e o f r o s e in n o r t h w e s t A r k a n s a s
·

P h y t o p a t h o l
. ,

1 98 3 , 7 3
: 50 1一 5 0 2

3 9 A ll i n g t o n W B e t a
l

.

T r a n s m i s s i o n o f r o s e r o s e t t e v i r u s b y t h e e r i o p h y id m i t e P 丙,记l o e

oP
t e s

fr
u c t i P h i lu

s

J
.

E e o n
.

E n t o m o l
. , 1 9 68

, 6 1 : 11 3 7一 1 1 4 0

4 0 A m r in e J W
,

J
r e t a l T

r a n s
m i

s s
i o n o f t h

e r o s e r o s e t t e d i s e a s e a g e n t t o r o s a m u l t i f l o r a b y P勺 l l o c op t e s

fr
u c t功h i lu s

( A e a r i
:

E r i o P h y id
a e )

.

E n t o m o l
.

N e w s
,

19 8 8
,

9 9 :
2 3 9一 2 5 2

4 1 R e d d y M V e t a l
.

R o l e o f a n e r
i o p h y id m i t e A c ￡ r i a : 口夕“ 刀 i ( A e a r i

:
E r i o p h y id a e ) i n t r a n s

m i
s s i o n a n d s P r e a d o f

s t e r
i l i t y m o s a i e o f p ig e o n p e a

.

I n :
G

.

P
.

C h
a n n a

aB
s a v a n n 内 a n d C

.

A
.

V i r a k t a m a t h ( E d i t o r s )
,

P r o g r e s s i n A e -

a r o l o g y ,

V o l 2
.

O x fo r d a I B H
,

N e w 浅 lh i
,

In d i a
, p p

.

1 2 1一 1 2 7

4 2 R e d d y M V a n d N e n e Y 1
.

In f lu e n e e o f s t e r i l i t y m o s a i e v i
r u s r e s i s t a n t p ig e o n p e a s o n m u l t ip l i e a t i o n o f r h e m i t e

v e e t o r
.

In d i a n P h y t o p a t h o l
. , 1 9 8 0 , 3 3 : 6 1一 6 3

, 幽

侧.

R E V I E W O F V I R U S D IS E A S E S T R A N SM I T T E D B Y E R I O P H Y I D M I T E S

H o n g X i a o y u e C h e n g N i n g h u i

( D
e p a r t m

e n t o
f P l a n t P r o t e e t io n ,

N a n
ji

n g A g r ie u
l t

u r a
l U

n iv e r s i t y
,

N a n
j i

n g 2 1 0 0 9 5 )

A b s t r a c t A s t r a n s m i t t i n g a g e n t s o f v i r u s d is e a s e s , e r io p h y id m i t e s h a v e b e e n s t u d i e d

f o r m a n y d e e a d e s i n t h e U S a n d E u r o p e a n e o u n t r i e s
.

B a s e d o n a l o t o f t h e l a t e s t i n f o r -

m a t i o n f r o m a l l o v e r t h e w o r ld
, a l l t h e v i r u s d is e a s e s t r a n s m i t t e d b y t h e e r i o P h y id m i t e s

w e r e a n a l y z e d h e r e f r o m t h e p o i n t v i e w o f t h e b i o l o g y
,

d a m a g e o f t h e e r i o p h y id m i t e s

a n d v i r o l o g y
.

T w e l v e e r i o p h y id m i t e
一 t r a n s m i t t e d v i r u s d is e a s e s w e r e p r e s e n t e d

,

T h e y

a r e w h e a t s t r e a
k m o s a i e (W S M V )

’

,

w h e a t s p o t m o s a i e p a t h o g e n , r y e g r a s s m o s a i e v i r u s

( R g M V )
, a g r o p y r o n m o s a i e v i r u s ( A g M V )

, v i r u s o f A l l i u m s p e e i e s ,

w h e a t m i f e n g d i s
-

e a s e ,

b l a e k e u r r a n t r e v e r s i o n ,

f ig m o s a i e
,

p e a e h m o s a ie
, e h e r r y m o t t l e l e a f ( C M I

刁

)
, r o s e

r o s e t t e a n d p i g e o n p e a s t e r i l i t y m o s a ie
.

T h e e h a r a e t e r i s t i e s o f v i r u s e s , s y m p t o m a n d

e o n t r o l o f t h e s e e r io P h y id m i t e 一 t r a n s m i t t e d v i r u s d i s e a s e s w e r e a n a l y z e d i n a b id t o h e lP

C h i n e s e r e a d e r s k n o w m o r e a b o u t t h e e r i o P h y id m i t e 一
t r a n s m i t t e d v i r u s d i s e a s e s

.

K e y w o r d s e r i o p h y id m it e s , v e e t o r , v i r u s d i s e a s e s

1

叫 . 奋

口曰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