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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的室内外检测鉴定方法 
田兆丰，裘季燕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植物保护环境保护研究所，100097) 

番茄黄化曲叶病毒(TYLCV)2002年传人我国南 

方，随后由南到北蔓延开来，2009年在北京地区已 

经普遍发生。该病是由双生病毒科病毒侵染所致， 

主要危害番茄、烟草等茄科植物，造成植株叶片枯 

黄、植株矮化、产量降低、品质变差，甚至绝产。 

本文对该病毒病的检测鉴定技术作了简要介绍。 

1 根据田间症状鉴定 

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由烟粉虱传播，只要有病原 

植株和烟粉虱活动繁殖的地块，该病就会很快繁 

殖和蔓延开来。苗龄越小越易染病，染病越早，发 

病率和发病症状越严重。发病初期新生叶由叶缘 

开始黄化，随后黄化区域向中脉扩展，最后整个叶 

片枯黄并向上卷曲，同时还伴随植株矮化，影响开 

花结果。早期染病的植株除上述症状外常伴随生 

长缓慢或停滞，坐果减少或不坐果。后期染病的植 

株仅上部叶片和新芽表现症状，植株矮化不明显， 

下部叶片易脱落，能结果但结果数量减少，果实变 

小。病株所结果实大多着色不均匀，严重降低商品 

价值【”。 

各种番茄病毒病的田间症状虽然各有特征，如 

番茄烟草花叶病毒病和番茄黄瓜花叶病毒病的特 

征分别为花叶和叶片畸形，可区别于番茄黄化曲 

叶病毒病的黄化和卷曲，但共同的特征是植株矮 

化和后期坏死。所以，田间症状的识别仅是初步的 

经验性判断，进一步的确定还需要对样品进行室 

内的分子生物学检测或免疫学检测。 

2 病原样品的室内鉴定 

2．1 聚合酶链式反应 (PCR)分子鉴定 

聚合酶链式反应原理类似于基因的天然复制过 

程，其特异性依赖于与靶序列两端互补的寡核苷 

酸引物，通过基因扩增获得目的片段。番茄黄化曲 

叶病毒属于DNA病毒，首先提取病叶总DNA，以提 

取的总DNA为模板，由该病毒特有的保守序列设计 

并合成引物，进行聚合酶链式反应，结果可扩增出与 

阳性样品一致的相应大小的DNA条带。将PCR扩增 

得到的片段回收，克隆到特定的质粒载体，并进行基 

因序列测定，可以了解该病毒株系的变异情况。该方 

法的优点是灵敏度高，在感染初期症状未显现或症 

状不明显时就可以检测到病毒口3]。 

2．2 酶联免疫法 (ELISA)鉴定 

酶联免疫法 (ELISA)鉴定是建立在免疫学基 

础之上的检测方法，该方法是以样品中的某物质或 

病毒作为抗原，将抗原、抗体的特异性反应与酶对 

底物的高效催化作用结合起来的一种敏感性很高的 

试验技术。由于抗原、抗体的反应是在一种固相载 

体——聚苯乙烯微量滴定板的孔中进行，每加入一 

种试剂孵育后，可通过洗涤除去多余的游离反应物， 

最后结合在固相载体上的酶量与标本中受检物质的 

量成一定的比例。所以，加入酶反应的底物后，底 

物被酶催化变为有色产物，产物的量与标本中受检 

物质的量直接相关，故可根据颜色反应的深浅进行 

定性或定量分析。由于酶的催化频率很高，故可极 

大地放大反应效果，从而使测定方法达到很高的敏 

感度，保证了试验结果的特异性与稳定性。在实际 

应用中，通过不同的设计，具体的方法步骤可有多 

种。即：用于检测抗体的间接法、用于检测抗原的 

双抗体夹心法以及用于检测小分子抗原或半抗原的 

抗原竞争法等等。比较常用的是ELISA双抗体夹心 

法及ELISA间接法。该方法的优点是特异性强，并 

可以定量检测，适合大量不同样品的筛查【4】。 

3 讨论 

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作为一种传播性很强的病 

毒病害，其扩散及危害对我国番茄及其他茄科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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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病害测报技术与识别 
周志德 

(黑龙江省北安市农业科学技术推广中心，164000) 

摘要：主要从黄瓜霜霉病和番茄的早疫病症状 

识别、病原物、病害循环、发病因素以及监测和预 

报方法等方面进行阐述，为从事植物有害生物预测 

预报工作的同行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蔬菜；病害；症状识别；发病条件；测 

报技术 

1 黄瓜霜霉病 

1_1 症状识别 

主要危害叶片，也可危害茎、卷须和梗。发病 

初期，叶正面出现淡黄色病斑，背面出现水渍状多 

角形病斑，或者叶片正反两面均出现多角形水渍 

状病斑，病斑发展后叶正面为褐色多角形病斑，外 

圈仍为黄绿色，病健交界模糊，潮湿时叶背病斑处 

产生紫黑色霉层，后期变成黑色霉层。 

1．2 病原物 

病原物为古巴假霜霉，鞭毛菌亚门假霜霉菌属。 

1．3 病害循环 

在北方寒冷地区，病菌不能在露地越冬，植株 

枯萎后即死亡。种子不带菌，主要靠气流和雨水传 

播。传播的途径主要是从温室黄瓜传到大田黄瓜， 

再从大田传播到夏秋黄瓜，然后再传播到温室黄 

瓜。 

1．4 发病因素 

1．4．1 气候 条件 

黄瓜生长期间的温度一般能够满足发病要求， 

因此，高湿是黄瓜霜霉病发生的重要条件。病菌产 

生的孢子囊需要83％以上的相对湿度，孢子囊萌发 

和侵入都需要有水滴或水膜。叶面干燥，孢子囊不 

能萌发，2～3 d即死亡。 

1．4．2 栽培管理措施 

通常，靠近温室、大棚及苗床附近的黄瓜发病 

早且病重；地势低洼、栽培过密、通风透光不良、肥 

料不足、浇水过多、植株徒长、地表潮湿等发病重； 

保护地管理操作不当，放风排湿时间不够，叶面水 

膜形成多，霜霉病发生也重。 

1．4．3 品种抗病性 

黄瓜不同品种对霜霉病的抗性差异很大，一般 

早熟品种、品质好的品种抗病性差。 

产业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已经引起广泛的重 

视和研究。建立一套完整、灵敏的，在病原分子生 

物学基础之上的检测鉴定技术和指标，对无毒苗繁 

育技术、防治技术的研究及抗病品种的选育【 ，具有 

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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