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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辣椒病毒病的毒原鉴定
及化学防治药剂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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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分别从陕西咸阳、兴平、杨凌、柔谷、眉县、岐山、凤翔等地采集辣椒病毒病标样 126 份, 在室内通过

单斑分离及回接验证得到 5 种分离物, 采用鉴别寄主的生物学反应和DA S2EL ISA 法鉴定, 结果表明, 引起陕西辣

椒病毒病的毒原有黄瓜花叶病毒 (CM V )、烟草花叶病毒 (TM V )、烟草蚀纹病毒 (T EV )、马铃薯 Y 病毒 (PV Y) 和蚕

豆萎蔫病毒 (BBWV ) , 其中CM V 和 TM V 是优势毒原种群, 分别占检测样品的 60. 31% 和 30. 94%。在室内分别以

CM V 和 TM V 的枯斑寄主苋色藜和心叶烟为测试寄主, 采用半叶法对接种叶片分别于接种前和接种后涂施病毒

抑制剂, 测试了 7 种病毒抑制剂的抑制效果。结果表明, 接种前后涂施 3. 85% 病毒必克水乳剂 500 倍液, 均对黄瓜

花叶病毒和烟草花叶病毒有很好的防治效果, 且接种前涂施的防治效果较接种后涂施的防治效果好。

[关键词 ]　辣椒病毒病; 毒原鉴定; 病毒抑制剂; 防治效果

[中图分类号 ]　S436. 418. 1+ 2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　167129387 (2007) 0120121206

V irus ide ntifica tion a nd sc re e ning v irus ic ide s of pe ppe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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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126 typ ica l samp les of vira l pathogen s in pepper w ere co llected from X ianyang, X ingp ing,

Yangling, Rougu, M eix ian, Q ishan, Fengx iang and so on in Shaanx i p rovince respect ively. T hese samp les

w ere iden t if ied by b io logica l react ion s of d ifferen t ho st p lan ts and DA S2EL ISA. T he resu lts show ed that

pepper in Shaanx i p rovince w ere infected w ith TM V , CM V , T EV , PV Y and BBW V , and the mo st p redom i2
nan t viru ses w ere CM V and TM V , the p ropo rt ion being 60. 31% and 30. 94% respect ively. Inh ib it ing effect

of severa l p lan t viru s inh ib ito rs again st CM V and TM V w ere tested in labo ra to ry. TM V w as inocu la ted

w ith N icotiana g lu tinosa , CM V w ith Chenop od ium am a ran ticola , then these p lan t viru s inh ib ito rs w ere

sm eared over the half leaf befo re inocu la t ion and 24 hou rs after inocu la t ion. T he resu lts show ed that the ef2
f icacy of 3. 85% B ilken viru sicide w as the best to TM V and CM V w hen dilu ted 500 t im es either befo re o r

after inocu la t ion. A nd the con tro l effect befo re inocu la t ion w as bet ter than that af ter inocu la t ion.

Key words: pepper viru s d isease; viru s iden t if ica t ion; p lan t viru s inh ib ito r; con tro l effect

　　辣椒是一种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蔬菜, 它不仅 含有人体所必需的多种维生素、糖类、类胡萝卜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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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质元素、纤维素、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1 ] , 而且还

含有辣椒所特有的挥发性物质——辣椒素, 它能促

进消化, 增进食欲, 起到营养保健的妙用[2 ]。因此, 辣

椒深受人们喜爱, 在我国南北广泛种植, 现已成为我

国栽培面积最大的蔬菜作物之一。它不仅对丰富人

们的菜篮子, 保障蔬菜周年均衡供应有着举足轻重

的作用, 而且是一种销路广、效益高的经济作物, 种

植辣椒对搞活内贸流通、出口创汇有着重要意义。但

由于辣椒品种间的频繁交换以及耕作制度等原因,

近年来辣椒病毒病危害日益严重, 对辣椒生产造成

极大的威胁。据调查[324 ] , 辣椒基地县辣椒病毒病发

病田达 70%～ 90% , 一般受害株率 13%～ 18% , 严

重田块高达 60% 以上, 5～ 8 月份若遇高温干早, 为

害尤为严重, 田间感染率高达 100% , 一般减产

20%～ 70% , 造成大量落叶、落花、落果, 严重影响辣

椒的产量。

辣椒病毒病的毒原很复杂, 自 1921 年Do llet 首

先发现黄瓜花叶病毒 (CM V ) 侵染辣椒以来, 目前世

界上已发现 38 种能侵染辣椒的植物病毒[5 ]。美国、

日本、俄国、德国、荷兰、印度等国报道的侵染辣椒的

病毒有烟草花叶病毒 ( TM V )、黄瓜花叶病毒

(CM V )、马铃薯 X 病毒 (PV X )、马铃薯 Y 病毒

(PV Y)、烟草蚀纹病毒 (T EV )、蚕豆萎蔫病毒 (BB2
W V )、苜蓿花叶病毒 (AM V )、辣椒轻斑驳病毒

(PEM V ) 等, 且多数国家以 TM V、CM V 发生普遍,

但欧洲、亚洲、美洲间略有差别。欧洲、亚洲以CM V

和 TM V 发生较为普遍, 而美洲以 T EV 和 PV Y 危

害最为突出。我国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各地开

展了辣椒病毒病的毒原种类鉴定研究, 已检测出黄

瓜花叶病毒 (CM V )、烟草花叶病毒 (TM V )、马铃薯

Y 病毒 (PV Y)、苜蓿花叶病毒 (AM V )、烟草蚀纹病

毒 (T EV )、马铃薯 X 病毒 (PV X )、蚕豆萎蔫病毒

(BBW V ) 和烟草脆裂病毒 (TRV ) 等 8 种病毒能侵

染辣椒, 其中 CM V 和 TM V 是主导毒原[627 ] , 但不

同地区病毒种群的分布不同[8 ]。为了弄清陕西辣椒

病毒病的毒原种类及其优势毒原, 本研究于 2003～

2005 年在陕西不同地区采集辣椒病毒病标样 126

份, 进行了毒原分离鉴定研究及化学防治药剂筛选,

以期为进一步有针对性地进行辣椒抗病毒分子育种

和病毒病防治目标的确定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　料

1. 1. 1　病样采集　分别从陕西咸阳、兴平、杨凌、柔

谷、眉县、岐山、凤翔等地辣椒田采集辣椒病毒病标

样 126 份, 室内采用单斑分离和回接验证得到 5 种

分离物, 分别标为类型É、类型Ê、类型Ë、类型Ì 和

类型Í , 保存备用。

1. 1. 2　供试植物 ( 5 科 11 种) 　茄科: 普通烟

( N icotiana tabacum )、 心 叶 烟 ( N icotiana

g lu tinosa )、番茄 (L y cop ersicon escu len tum )、辣椒

(Cap sicum annum )、蔓陀罗 (D a tu ra stram on ium )、

矮牵牛 (P eton ia hy brid a) ; 藜科: 苋色藜 (Chenop od i2
um am a ran ticola)、昆诺藜 (C. qu inoa ) ; 苋科: 千日红

(Gom p h rena g lobosa) ; 葫芦科: 黄瓜 (Cucum is f lori2
d ana) ; 豆科: 蚕豆 (V icia f aba)。

1. 1. 3　供试病毒　黄瓜花叶病毒 (CM V )、烟草花

叶病毒 (TM V )、烟草蚀纹病毒 (T EV ) 和马铃薯 Y

病毒 (PV Y) , 均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植保学院病毒

实验室提供; 马铃薯 X 病毒 (PV X )、辣椒轻斑驳病

毒 (PEM V )和蚕豆萎蔫病毒 (BBW V ) 为天津动植物

检疫局惠赠。

1. 1. 4　供试血清　供试病毒抗血清分别为黄瓜花

叶病毒 (CM V )、烟草花叶病毒 (TM V )、烟草蚀纹病

毒 (T EV )、马铃薯 Y 病毒 (PV Y )、马铃薯 X 病毒

(PV X )、辣椒轻斑驳病毒 (PEM V )、蚕豆萎蔫病毒

(BBW V )的兔抗血清, 均由天津动植物检疫局惠赠。

1. 1. 5　供试试剂　葡萄球菌A 蛋白、HR P 酶联A

蛋白、羊抗兔 IgG、N PP, 均为 Sigm a 公司产品。

3. 85% 病毒必克水乳剂, 西安海浪化工有限公司产

品; 1. 5% 植病灵水剂, 山东泰安市泰星化学厂生产,

市售; 20% 病毒A 可湿性粉剂, 北方齐齐哈尔化工

厂生产, 市售; 5% 菌毒清水剂, 山东绿野化学有限公

司, 市售; 2% 宁南霉素水剂,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

究所提供; 20% 病毒灵可湿性粉剂, 吉林四平生化实

验厂, 市售; N S283 增抗剂, 北京市瑞宝生物科技开

发公司生产, 市售。

1. 2　方　法

1. 2. 1　鉴别寄主的生物学反应　将供试植物的种

子分别播种于无菌花盆中, 在防虫温室中培养, 于

2～ 3片真叶期移栽至预备好的无菌花盆中, 每个小

花盆移栽 1 株, 待 3～ 5 片真叶时采用常规汁液摩擦

接种法分别接种病毒分离物, 重复 3 次, 每次 6 株,

每株 2 片叶, 随后用清水冲洗叶面残留物, 并放置在

防虫温室内观察记载鉴别寄主的症状反应。

1. 2. 2　血清学反应　采用DA S2EL ISA 法[9210 ]。

1. 2. 3　化学防治药剂筛选试验　采用半叶法[9 ]进

行。用半叶法对苋色藜人工接种CM V , 心叶烟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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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种 TM V。在接种前和接种后 24 h 分别对处理苋

色藜和心叶烟叶片涂施病毒抑制剂 3. 85% 病毒必

克水乳剂 500 倍液、1. 5% 植病灵水剂 600 倍液、

20% 病毒A 可湿性粉剂 500 倍液、5% 菌毒清水剂

500 倍液、2% 宁南霉素水剂 300 倍液、20% 病毒灵

可湿性粉剂 600 倍液、N S283 增抗剂 100 倍液, 每株

处理 3 片叶, 每处理 30 株, 重复 3 次。于 15 d 后调

查涂施药剂的半片叶和未涂施药剂的半片叶的枯斑

数, 并根据叶片上的枯斑数计算抑制率[9 ] , 即

抑制率ö% =
对照枯斑数- 处理枯斑数

对照枯斑数 ×100%。

2　结果与分析

2. 1　病毒分离物在鉴别寄主上的症状反应

　　陕西辣椒病毒病分离物在鉴别寄主上的症状反

应结果 (表 1) 表明, 类型É 系统侵染供试植物普通

烟、番茄、辣椒、矮牵牛和千日红, 产生系统花叶; 局

部侵染心叶烟、苋色藜、昆诺藜和蔓陀罗, 产生局部

枯斑; 不侵染蚕豆和黄瓜, 这些症状与烟草花叶病毒

在上述供试植物上产生的症状基本相似, 因此可以

初步判定类型É 为烟草花叶病毒。

表 1　陕西辣椒病毒病分离物在鉴别寄主上的症状反应

T able 1　Symp tom atic exp ression of iso la tes of viruses on the ho st p lan ts from Shaanx i p rovince

寄主植物
Ho st p lan t

症状类型 Symp tom type

É Ê Ë Ì Í

普通烟N icotiana tabacum O öSM O öSM O öBR s, N R , V C VN öSM O öLM t

心叶烟N . g lu tinosa LN öO O öSM O öLM t LN öSM O öLM t

番茄 L y cop ersicon escu len tum O öSM O öSM O öSM , St LN öSM CR söCL

矮牵牛 P etu rn ia hy brid a O öSM O öSM - - BR söSM

辣椒 Cap sicum annum O öSM O öSM O öSN ,W , PU O öSM , N R CL öCL

苋色藜 Chenop od iu rm am aran ticola LN öO LN öO N R LN öO L CöCL

昆诺藜 C. qu inoa LN öO LN öO LN öO LN öO L CöCL

蚕豆 V icia f aba O öO LN öO O öO O öO O öSM

千日红 Gomp h rena g lobosa O öSM LN öO O öO - LN öO

黄瓜 Cucum is sa tivus O öO O öSM O öO O öO CL öCL

蔓陀罗D atu ra stram on ium LN öO O öSM O öSM O öO O öO

　　注: 接种叶ö上位叶; O. 无症; LN. 局部枯斑; SM. 系统花叶; BR s. 褪色环斑; LM t. 轻斑驳; SN. 系统坏死; VN. 脉坏死; CR s. 褪绿环斑;

CL. 褪绿; L C. 局部褪绿; - . 未接种; N R. 环斑; V C. 明脉;W. 萎蔫 ; PU. 疱斑; St. 矮化。

N o tes: Inocu lated L eavesöU pper L eaves; O. N o symp tom ; LN. L ocal N ecrio sis; SM. System aticM o saic; BR s. B row n R ing spo t; LM t. L igh t;

M o ttle; SN. System atic N ecrio sis; VN. V ein N ecrio sis; CR s. Ch lo ro ic R ing spo t; CL. Ch lo ro sis; L C. L ocal Ch lo ro sis; - . N o inocu lation;

N R. R ingspo t lesion; V C. V ein C learing;W. W ilt; PU. Pustu late spo t; St. Stun ting.

　　类型Ê 系统侵染供试植物普通烟、番茄、辣椒、

矮牵牛、心叶烟、蔓陀罗和黄瓜, 产生系统花叶; 局部

侵染苋色藜、昆诺藜、蚕豆、千日红, 产生局部枯斑,

这些症状与黄瓜花叶病毒在上述供试植物上产生的

症状基本相似, 因此可以初步判定类型Ê 为黄瓜花

叶病毒。

类型Ë 系统侵染供试植物普通烟、番茄、辣椒、

心叶烟、蔓陀罗和苋色藜, 产生系统花叶、褪色环斑、

轻斑驳、疱斑、明脉、萎蔫、植株矮化、系统坏死等症

状; 局部侵染昆诺藜, 产生局部枯斑; 不侵染黄瓜、千

日红和蚕豆, 这些症状与烟草蚀纹病毒在上述供试

植物上产生的症状基本相似, 因此可以初步判定类

型Ë 为烟草蚀纹病毒。

类型Ì 系统侵染普通烟、心叶烟、番茄、辣椒, 产

生脉坏死、系统花叶、环斑等症状; 局部侵染苋色藜、

昆诺藜, 产生局部枯斑; 不侵染蚕豆、黄瓜和蔓陀罗,

这些症状与马铃薯 Y 病毒在上述供试植物上产生

的症状基本一致, 因此可以初步判定类型Ì 为马铃

薯 Y 病毒。

类型Í 系统侵染供试植物普通烟、心叶烟、番

茄、辣椒、蚕豆、黄瓜、苋色藜、昆诺藜和矮牵牛, 产生

轻斑驳、系统花叶、褪绿、褪绿环斑、褪色环斑等症

状; 局部侵染千日红, 产生局部枯斑; 不侵染蔓陀罗,

这些症状与蚕豆萎蔫病毒在上述供试植物上产生的

症状基本一致, 因此可以初步判定类型Í 为蚕豆萎

蔫病毒。

2. 2　病毒分离物DA S2EL ISA 鉴定结果

血清学反应结果 (表 2) 表明, 病毒分离物中的

类型É 与烟草花叶病毒抗血清呈阳性反应, 与其他

病毒抗血清均呈阴性反应; 类型Ê 与黄瓜花叶病毒

抗血清呈阳性反应, 与其他病毒抗血清均呈阴性反

应; 类型Ë 与烟草蚀纹病毒抗血清呈阳性反应, 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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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病毒抗血清均呈阴性反应; 类型Ì 与马铃薯 Y 病

毒抗血清呈阳性反应, 与其他病毒抗血清均呈阴性

反应; 类型Í 与蚕豆萎蔫病毒抗血清呈阳性反应, 与

其他病毒抗血清均呈阴性反应。因此, 可以进一步确

定类型É 为烟草花叶病毒、类型Ê 为黄瓜花叶病毒、

类型Ë 为烟草蚀纹病毒、类型Ì 为马铃薯 Y 病毒、

类型Í 为蚕豆萎蔫病毒。另外, 从表 3 可以看出, 在

可侵染辣椒的 5 种病毒中, CM V 和 TM V 的侵染率

最高, 其中CM V 单独侵染率为 46. 03% , 混合侵染

率为 14. 28% , TM V 单独侵染率为 15. 87% , 混合

侵染率为 15. 07% , 分别占检测样品的 60. 31% 和

30. 94% , 这说明了陕西辣椒病毒病的主要毒原是烟

草花叶病毒和黄瓜花叶病毒。

表 2　病毒分离物DA S2EL ISA 鉴定结果

T able 2　Effect of DA S2EL ISA of iso la tes from viruses

DA S2EL ISA 反应
DA S2EL ISA

reaction

病毒分离物 Iso lates from viruses

É Ê Ë Ì Í

CM V - + - - -

TM V + - - - -

PV Y - - - + -

PV X - - - - -

PEM V - - - - -

T EV - - + - -

BBWV - - - - +

　　注: - . 阴性; + . 阳性。

N o tes: - . N agetive; + . Po sit ive.

表 3　陕西辣椒病毒病毒原的种类及比例

T able 3　V irus variet ies and p ropo rt ion of pepper virus disease in Shaanx i p rovince

病毒种类
V irus variety

样本数
Samp le N o.

比例ö%
P ropo rtion

病毒种类
V irus variety

样本数
Samp le N o.

比例ö%
P ropo rtion

TM V 20 15. 87 TM V + PV Y 1 0. 79

CM V 58 46. 03 CM V + PV Y 1 0. 79

TM V + CM V 15 11. 90 CM V + BBWV 2 1. 59

PV Y 7 5. 55 TM V + T EV 2 1. 59

PV Y+ T EV 2 1. 59 T EV 13 8. 13

TM V + BBWV 1 0. 79 BBWV 4 3. 17

2. 3　病毒抑制剂对CM V 的抑制效果

由表 4 可以看出, 供试的 7 种病毒抑制剂在

CM V 接种前和接种后涂施苋色藜叶片均对CM V

有一定的抑制效果, 且接种前涂施药剂的抑制效果

较接种后涂施药剂的抑制效果好。3. 85% 病毒必克

水乳剂 500 倍液、20% 病毒A 可湿性粉剂 500 倍液

和 5% 菌毒清水剂 500 倍液无论是在接种前还是在

接种后涂施苋色藜叶片均对CM V 有较好的抑制效

果, 其抑制率都在 60% 以上。其中 3. 85% 病毒必克

水乳剂 500 倍液在接种前、接种后涂施苋色藜叶片

对 CM V 的抑制效果显著优于其他药剂, 在接种前

涂施苋色藜叶片对CM V 的抑制率为 86. 24% , 在接

种后涂施苋色藜叶片对CM V 的抑制率为 78. 25% ,

接种后抑制率较接种前降低了 7. 99 个百分点; 抑制

效果最差的N S283 增抗剂 100 倍液在接种前涂施

苋色藜叶片对CM V 的抑制率为 42. 96% , 在接种后

涂施苋色藜叶片对CM V 的抑制率为 22. 24% , 接种

后抑制率比接种前降低了 20. 72 个百分点。

2. 4　病毒抑制剂对 TM V 的抑制效果

由表 5 可以看出, 无论是在 TM V 接种前还是

接种后, 用供试的 7 种病毒抑制剂涂施心叶烟叶片

均对 TM V 有一定的抑制效果, 且接种前涂施药剂

的抑制效果较接种后涂施药剂的抑制效果好。

3. 85% 病毒必克水乳剂 500 倍液、1. 5% 植病灵水剂

600 倍液、20% 病毒A 可湿性粉剂 500 倍液和 5%

菌毒清水剂 500 倍液对 TM V 的抑制效果较好, 在

接种前和接种后涂施心叶烟叶片对 TM V 的抑制率

分别为 80. 05% 和 72. 56% , 63. 35% 和 58. 79% ,

64. 08% 和 54. 83% , 64. 67% 和 59. 81%。N S283 增

抗剂 100 倍液对 TM V 的抑制效果最差, 其在接种

前和接种后涂施心叶烟叶片对 TM V 的抑制率分别

为 39. 32% 和 34. 28%。

421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第 35 卷



表 4　病毒抑制剂对CM V 的抑制效果

T able 4　 Inh ib it ing effect of p lan t virus inh ib ito r on cucum ber mo saic virus

病毒抑制剂
P lan t virus inh ib ito r

接种前涂药
Sm earing virusicides befo re inocu lation

接种后涂药
Sm earing virusicides after inocu lation

枯斑数
W ithered spo t num ber

处理
T reatm en t CK

抑制率ö%
Rate of

restrain ing

枯斑数
W ithered spo t num ber

处理
T reatm en t CK

抑制率ö%
Rate of

restrain ing

3. 85% 病毒必克水乳剂 500 倍液
3. 85% belkenvirusicide EW 500 tim es

6. 29 45. 72 86. 24 15. 27 70. 19 78. 25

1. 5% 植病灵水剂 600 倍液
1. 5% zh ib ingling SL 600 tim es

23. 67 68. 25 65. 32 26. 00 64. 32 59. 58

20% 病毒A 可湿性粉剂 500 倍液
20% virus A W P 500 tim es

25. 03 76. 33 67. 20 32. 24 81. 02 60. 21

5% 菌毒清水剂 500 倍液
5% junduqing SL 500 tim es

15. 14 65. 00 69. 73 23. 41 60. 57 61. 35

2% 宁南霉素水剂 300 倍液
2% ningnanm ycin SL 300 tim es 27. 91 62. 57 55. 39 33. 58 65. 38 48. 64

20% 病毒灵可湿性粉剂 600 倍液
20% bingdu ling W P 600 tim es 27. 13 51. 60 47. 42 38. 09 60. 27 36. 80

N S283 增抗剂 100 倍液
N S283 zengkangji 100 tim es 23. 48 41. 38 42. 96 43. 52 56. 07 22. 24

表 5　病毒抑制剂对 TM V 的抑制效果

T able 5　 Inh ib it ing effect of p lan t virus inh ib ito r on tobacco mo saic virus

病毒抑制剂
P lan t virus inh ib ito r

接种前涂药
Sm earing virusicides befo re inocu lation

接种后涂药
Sm earing virusicides after inocu lation

枯斑数
W ithered spo t num ber

处理
T reatm en t CK

抑制率ö%
Rate of

restrain ing

枯斑数
W ithered spo t num ber

处理
T reatm en t CK

抑制率ö%
Rate of

restrain ing

3. 85% 病毒必克水乳剂 500 倍液
3. 85% belkenvirusicide EW 500 tim es

10. 13 50. 78 80. 05 20. 67 75. 33 72. 56

1. 5% 植病灵水剂 600 倍液
1. 5% zh ib ingling SL 600 tim es

25. 74 70. 56 63. 35 27. 06 65. 67 58. 79

20% 病毒A 可湿性粉剂 500 倍液
20% virus A W P 500 tim es

28. 23 78. 59 64. 08 34. 33 76. 00 54. 83

5% 菌毒清水剂 500 倍液
5% junduqing SL 500 tim es

23. 67 67. 00 64. 67 28. 67 71. 33 59. 81

2% 宁南霉素水剂 300 倍液
2% ningnanm ycin SL 300 tim es

26. 27 55. 36 52. 54 33. 52 63. 97 47. 59

20% 病毒灵可湿性粉剂 600 倍液
20% bingdu ling W P 600 tim es

25. 93 50. 71 48. 87 38. 00 58. 67 35. 23

N S283 增抗剂 100 倍液
N S283 zengkangji 100 tim es

24. 51 40. 39 39. 32 36. 19 55. 07 34. 28

3　结论与讨论

3. 1　辣椒病毒病的毒原鉴定

　　毒原鉴定结果表明, 类型É 系统侵染供试植物

普通烟、番茄、辣椒、矮牵牛和千日红, 产生系统花

叶; 局部侵染心叶烟、苋色藜、昆诺藜和蔓陀罗, 产生

局部枯斑; 不侵染蚕豆和黄瓜; 与烟草花叶病毒抗血

清呈阳性反应。

类型Ê 系统侵染供试植物普通烟、番茄、辣椒、

矮牵牛、心叶烟、蔓陀罗和黄瓜, 产生系统花叶; 局部

侵染苋色藜、昆诺藜、蚕豆、千日红, 产生局部枯斑;

与黄瓜花叶病毒抗血清呈阳性反应。

类型Ë 系统侵染供试植物普通烟、番茄、辣椒、

心叶烟、蔓陀罗和苋色藜, 产生系统花叶、褪色环斑、

轻斑驳、疱斑、明脉、萎蔫、植株矮化、系统坏死等症

状; 局部侵染昆诺藜, 产生局部枯斑; 不侵染黄瓜、千

日红和蚕豆; 与烟草蚀纹病毒抗血清呈阳性反应。

类型Ì 系统侵染普通烟、心叶烟、番茄、辣椒, 产

生脉坏死、系统花叶、环斑等症状; 局部侵染苋色藜、

昆诺藜, 产生局部枯斑; 不侵染蚕豆、黄瓜和蔓陀罗;

与马铃薯 Y 病毒抗血清呈阳性反应。

类型Í 系统侵染供试植物普通烟、心叶烟、番

茄、辣椒、蚕豆、黄瓜、苋色藜、昆诺藜和矮牵牛, 产生

轻斑驳、系统花叶、褪绿、褪绿环斑、褪色环斑等症

状; 局部侵染千日红, 产生局部枯斑; 不侵染蔓陀罗;

与蚕豆萎蔫病毒抗血清呈阳性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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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上述鉴定结果, 并参考前人的研究[6, 11216 ]

认为, 分离物É 为烟草花叶病毒 (Tobacco mo saic

viru s) , 分离物Ê 为黄瓜花叶病毒 (Cucum ber mo sa2
ic viru s) , 分离物Ë 为烟草蚀纹病毒 (Tobacco etch

viru s) , 分离物Ì 为马铃薯 Y 病毒 (Po ta to viru s

Y ) , 分离物Í 为蚕豆萎蔫病毒 (B road bean w ilt

viru s)。据报道[6 ] , CM V 和 TM V 是我国辣椒上的主

要毒原。本研究证实了CM V 和 TM V 是陕西辣椒

病毒病的主要毒原, 这与国内的报道是一致的, 且

CM V 发生率明显高于 TM V , 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

相一致[3, 7 ]。

3. 2　化学防治药剂筛选

根据毒原鉴定结果, 陕西辣椒病毒病的主要毒

原是 TM V 和 CM V , 因此, 防治应该以 TM V 和

CM V 为主要靶标。本研究采用半叶法, 在温室通过

接种CM V 的枯斑寄主苋色藜, TM V 的枯斑寄主心

叶烟, 并于接种前和接种后 24 h 分别涂施病毒抑制

剂以测定供试病毒抑制剂对CM V 和 TM V 的抑制

效果。结果表明, 7 种病毒抑制剂对CM V 和 TM V

均有一定的抑制效果, 且在接种前涂施病毒抑制剂

的抑制效果较接种后涂施病毒抑制剂的抑制效果

好。不论是对CM V 还是对 TM V , 3. 85% 病毒必克

水乳剂 500 倍液的抑制效果都显著优于其他病毒抑

制剂, 在 CM V 接种前和接种后涂施苋色藜叶片对

CM V 的抑制效果最佳, 分别为 86. 24% 和 78. 25% ;

在 TM V 接种前和接种后涂施心叶烟叶片对 TM V

的抑制效果也最佳, 分别为 80. 05% 和 72. 56%。因

此, 其是目前用于防治辣椒病毒病较理想的化学药

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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