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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药用植物种植是我国中医药事业传承和快速发展的必要物质基础。近年来，随着规模化种植模式的推广，我

国药用植物种植面积不断扩大，经济效益稳步提升。然而，药用植物病毒病的危害也日益凸显，严重降低了药用植

物的产量和品质，对中医药临床疗效造成不利影响。本文对我国多种常见药用植物上已报道的病毒病的致病病原、

典型症状、发生流行危害以及防控策略做了介绍和归纳总结。

关键词　药用植物病毒病；　典型症状；　发生流行；　防控

中图分类号：　Ｓ４３５．６７　　文献标识码：　Ａ　　犇犗犐：　１０．１６６８８／ｊ．ｚｗｂｈ．２０１７３８０

犇犪犿犪犵犲犪狀犱犮狅狀狋狉狅犾狅犳狏犻狉犪犾犱犻狊犲犪狊犲狊狅狀犮狅犿犿狅狀犿犲犱犻犮犻狀犪犾狆犾犪狀狋狊犻狀犆犺犻狀犪

犔犐犝犣犺狅狌１
，３，　犘犈犖犌犙犻狌狆犻狀犵

３，　犡犐犃犖犌犢狌狀狔犪
３，４，　犔犐犔犻犿犻狀犵

２，３

（１．犉狌犼犻犪狀犘狉狅狏犻狀犮犻犪犾犓犲狔犔犪犫狅狉犪狋狅狉狔狅犳犌犲狀狌犻狀犲犚犲犵犻狅狀犪犾犇狉狌犵犅犻狅犈狀犵犻狀犲犲狉犻狀犵，犡犻犪犿犲狀　３６１０２３，犆犺犻狀犪；

２．犛犮犺狅狅犾狅犳犘狌犫犾犻犮犎犲犪犾狋犺，犜狅狀犵犼犻犕犲犱犻犮犪犾犆狅犾犾犲犵犲，犎狌犪狕犺狅狀犵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狅犳犛犮犻犲狀犮犲犪狀犱犜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狔，犠狌犺犪狀　４３００３０，犆犺犻狀犪；

３．犡犻犪犿犲狀犕犲犱犻犮犪犾犆狅犾犾犲犵犲，犡犻犪犿犲狀　３６１０２３，犆犺犻狀犪；４．犚犲狊犲犪狉犮犺犗犳犳犻犮犲狅犳犜狉犪犱犻狋犻狅狀犪犾犆犺犻狀犲狊犲犕犲犱犻犮犻狀犲

犇犲犲狆犘狉狅犮犲狊狊犻狀犵犪狀犱犎犲犪犾狋犺犘狉狅犱狌犮狋狊犇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狅犳犉狌犼犻犪狀犘狉狅狏犻狀犮犲，犡犻犪犿犲狀　３６１０２３，犆犺犻狀犪）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　犜犺犲犮狌犾狋犻狏犪狋犻狅狀狅犳犿犲犱犻犮犻狀犪犾狆犾犪狀狋狊犻狊狋犺犲犿犪狋犲狉犻犪犾犫犪狊犻狊狀犲犮犲狊狊犪狉狔犳狅狉狋犺犲犻狀犺犲狉犻狋犪狀犮犲犪狀犱狉犪狆犻犱犱犲狏犲犾狅狆

犿犲狀狋狅犳犆犺犻狀犲狊犲犿犲犱犻犮犻狀犲．犐狀狉犲犮犲狀狋狔犲犪狉狊，狑犻狋犺狋犺犲狆狉狅犿狅狋犻狅狀狅犳犾犪狉犵犲狊犮犪犾犲犮狌犾狋犻狏犪狋犻狅狀犿狅犱犲，狋犺犲狆犾犪狀狋犻狀犵犪狉犲犪

狅犳犿犲犱犻犮犻狀犪犾狆犾犪狀狋狊犻狀犆犺犻狀犪犮狅狀狋犻狀狌犲狊狋狅犲狓狆犪狀犱，犪狀犱狋犺犲犲犮狅狀狅犿犻犮犫犲狀犲犳犻狋狊犪犾狊狅犻犿狆狉狅狏犲狊狋犲犪犱犻犾狔．犎狅狑犲狏犲狉，狋犺犲

犱犪犿犪犵犲狅犳狏犻狉犪犾犱犻狊犲犪狊犲狊狅狀犿犲犱犻犮犻狀犪犾狆犾犪狀狋狊犺犪狊犫犲犮狅犿犲犻狀犮狉犲犪狊犻狀犵犾狔狆狉狅犿犻狀犲狀狋，狊犲狉犻狅狌狊犾狔狉犲犱狌犮犲狊犫狅狋犺狋犺犲狔犻犲犾犱

犪狀犱狇狌犪犾犻狋狔狅犳犿犲犱犻犮犻狀犪犾狆犾犪狀狋狊，犮犪狌狊犻狀犵犪犱狏犲狉狊犲犲犳犳犲犮狋狊狅狀犮犾犻狀犻犮犪犾犲犳犳犻犮犪犮狔狅犳狋狉犪犱犻狋犻狅狀犪犾犆犺犻狀犲狊犲犿犲犱犻犮犻狀犲．犜犺犻狊

狆犪狆犲狉狊狌犿犿犪狉犻狕犲犱狋犺犲狆犪狋犺狅犵犲狀狊，狋狔狆犻犮犪犾狊狔犿狆狋狅犿狊，犲狆犻犱犲犿犻犮狊犻狋狌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狋犺犲狆狉犲狏犲狀狋犻狅狀犪狀犱犮狅狀狋狉狅犾狊狋狉犪狋犲犵犻犲狊

狅犳狏犻狉犪犾犱犻狊犲犪狊犲狊狉犲狆狅狉狋犲犱狅狀犮狅犿犿狅狀犿犲犱犻犮犻狀犪犾狆犾犪狀狋狊犻狀犆犺犻狀犪．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犿犲犱犻犮犻狀犪犾狆犾犪狀狋狏犻狉犪犾犱犻狊犲犪狊犲；　狋狔狆犻犮犪犾狊狔犿狆狋狅犿；　犲狆犻犱犲犿犻犮狊犻狋狌犪狋犻狅狀；　狆狉犲狏犲狀狋犻狅狀犪狀犱犮狅狀狋狉狅犾

　　２０１６年国务院发布《中国的中医药》白皮书，中

医药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药用植物种植作为中医

药事业传承发展的物质基础，是我国现代农业、生物

医药和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受全

球气候变暖，规模化、集约化种植模式的推广，种植

品种固定，繁殖方式单一（多为无性繁殖）等影响，药

用植物病毒病发生十分普遍。一方面，药用植物抗

病毒品种少，防治措施有限，加之生产者对病毒病的

了解不足，致使药用植物病毒病逐年加重，种质严重

退化，产量和品质大幅下降，影响临床疗效；另一方

面，药用植物种类繁多且种植区分布零散，国内对其

病毒病的系统性研究较少，病害普查和防治工作亟

待加强。本文就我国常用药用植物上发现并报道的

病毒病发生情况、病原种类、危害特征及防控方法进

行综述，以期为我国后续开展药用植物病毒病系统

性调查和研究提供参考。

１　以根和根茎入药的药用植物病毒病发生

情况

１．１　百合病毒病发生情况

卷丹犔犻犾犻狌犿犾犪狀犮犻犳狅犾犻狌犿Ｔｈｕｎｂ．、百合犔．犫狉狅狑狀犻犻

ｖａｒ．狏犻狉犻犱狌犾狌犿Ｂａｋｅｒ或细叶百合犔．狆狌犿犻犾狌犿Ｄ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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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百合科Ｌｉｌｉａｃｅａｅ多年生草本植物，其干燥肉质鳞

叶药用价值高，具养阴润肺，清心安神等功效［１］，主

产区有安徽、贵州、湖南、江苏、甘肃和浙江等［２］。我

国百合病毒病流行较为严重，全国各大产区病毒病

自然发生率约２０％～３０％，部分达７０％～８０％，重

者可达９０％
［３］。每年病毒病造成百合种植业的损

失高达数十亿元，成为药用百合产业的发展瓶颈［４］。

迄今为止国内外报道侵染百合的病毒多达１９

种，在我国危害重、发病广的病毒主要有３种，百合

无症病毒犔犻犾狔狊狔犿狆狋狅犿犾犲狊狊狏犻狉狌狊（ＬＳＶ）、黄瓜花叶

病毒犆狌犮狌犿犫犲狉犿狅狊犪犻犮狏犻狉狌狊（ＣＭＶ）和百合斑驳病

毒犔犻犾狔犿狅狋狋犾犲狏犻狉狌狊（ＬＭｏＶ）
［５］。蚜虫是上述病毒

的主要传播介体。百合田间病毒复合侵染现象十分

普遍［５６］，且病毒含量随种植期延长而增加［７］。

ＬＳＶ隶属于线形病毒科犉犾犲狓犻狏犻狉犻犱犪犲麝香石

竹潜隐病毒属犆犪狉犾犪狏犻狉狌狊，病毒颗粒呈略弯曲线状，

大小为６３５ｎｍ×（１５～１８）ｎｍ
［８］，寄主范围仅限百

合科植物。单独侵染一般隐症，常与其他病毒复合

侵染引起花叶、畸形、坏死斑等症状［９］。对云南川百

合、兰州西果园百合、湖南龙山卷丹百合和浙江丽水

百合的病毒检测发现，ＬＳＶ 检出率分别高达

５０％
［３］、６６．７％

［７］、５８．３％
［１０］和５６％

［１１］。

ＣＭＶ为雀麦花叶病毒科犅狉狅犿狅狏犻狉犻犱犪犲黄瓜花

叶病毒属犆狌犮狌犿狅狏犻狉狌狊的代表成员，病毒粒子为等

轴对称的二十面体［８］，可侵染上千种单、双子叶植

物。ＣＭＶ在我国多个百合主产区均有检出，如云南

栽培川百合、兰州地区栽培百合和湖南龙山卷丹百

合的ＣＭＶ的感染率分别高达５３．３％
［３］、１００％

［４］和

７５％
［１２］。ＣＭＶ常引起百合轻花叶、斑驳、扭曲症

状，轻病株能开花但花器畸形或花瓣开裂，重病株则

矮化、鳞片短、不能开花［１３］。

ＬＭｏＶ为马铃薯Ｙ病毒科犘狅狋狔狏犻狉犻犱犪犲马铃薯

Ｙ病毒属犘狅狋狔狏犻狉狌狊成员，颗粒呈螺旋对称的弯曲

线状［８］，寄主范围仅限百合科的郁金香属和百合属。

沈嘉乐等发现浙江田间百合样品的ＬＭｏＶ检出率

达８６．７％
［１４］。ＬＭｏＶ侵染后百合叶片出现斑驳条

纹甚至坏死斑，后期花、叶片卷曲畸形，并常伴植株

矮小、花与球茎减产等［１５］。

１．２　半夏病毒病发生情况

半夏犘犻狀犲犾犾犻犪狋犲狉狀犪狋犪（Ｔｈｕｎｂ．）Ｂｒｅｉｔ．属天南

星科Ａｒａｃｅａｅ多年生草本植物，分水生和陆生两类，

以块茎供药用，具燥湿化痰，降逆止呕，消痞散结等

功效［１］，主产于四川、湖北、辽宁、河南、陕西、山西、

安徽、江苏、浙江等地［１６］。目前国内报道侵染半夏

的病毒主要有３种，ＣＭＶ、大豆花叶病毒犛狅狔犫犲犪狀

犿狅狊犪犻犮狏犻狉狌狊（ＳＭＶ）和芋花叶病毒犇犪狊犺犲犲狀犿狅狊犪犻犮狏犻

狉狌狊（ＤｓＭＶ）
［１７］。病毒病在各半夏种植地普遍发生且

复合侵染较常见，已成为半夏生产的突出问题［１６１７］。

ＣＭＶ是侵染我国半夏的主要病毒，可引起半夏

花叶、皱缩和矮化等症状。ＳＭＶ和ＤｓＭＶ均属马

铃薯Ｙ病毒科马铃薯Ｙ病毒属成员，病毒粒子均为

略弯曲、螺旋对称线形，大小约（６３０～８００）ｎｍ×（１３

～１９）ｎｍ
［８］。ＳＭＶ寄主范围较窄，主要侵染少数几

种豆科植物，侵染半夏的是半夏株系（ＳＭＶ犘犻狀犲犾犾犻犪

狋犲狉狀犪狋犲ｉｓｏｌａｔｅ）
［１８］。ＤｓＭＶ主要侵染天南星科植

物，以汁液和蚜虫传播，侵染半夏可引起花叶、褪绿、

皱缩、明脉和植株矮化等系统症状［１９］。ＳＭＶ和

ＤｓＭＶ在血清学上易出现交叉反应而不易区分
［２０］，故

有学者认为侵染半夏的实为ＳＭＶ而非ＤｓＭＶ
［２１］。

何煜波等对浙江宁波、浙江萧山、河北、安徽、四川

南充、北京、江苏丰县等７个地区栽培半夏进行酶联免

疫反应（ｅｎｚｙｍｅｌｉｎｋｅｄｉｍｍｕｎｏｓｏｒｂｅｎｔａｓｓａｙ，ＥＬＩＳＡ）检

测，发现ＣＭＶ检出率分别为７５％、１００％、６３％、３０％、

５％、０和３０％；ＳＭＶ 检出率分别为３５％、３０％、

４０％、２５％、０、２５％和３０％；复合检出率分别为

２５％、１０％、２０％、２５％、０、０和５％
［２２］。申屠苏苏等

也对浙江宁波、浙江萧山、河北、安徽、四川、北京等

地栽培半夏采样检测，结果显示各地ＣＭＶ检出率分

别为７１．４％、１００％、６１．９％、５０％、１６．７％和３１．３％，

ＳＭＶ检出率分别为１４．３％、４４．４％、３３．３％、４１．７％、

１６．７％和０，ＤｓＭＶ检出结果则与ＳＭＶ相同，验证

了前人的结果［２０］。

１．３　浙贝母病毒病发生情况

浙贝母犉狉犻狋犻犾犾犪狉犻犪狋犺狌狀犫犲狉犵犻犻Ｍｉｑ．为百合科

Ｌｉｌｉａｃｅａｅ多年生草本植物，其干燥鳞茎是我国传统

的重要中药材，具清热化痰止咳，解毒散结消痈功

效［１］，浙江、江西、湖南、江苏和安徽等省均有大面积

种植［２３］。对宁波和磐安浙贝母田间调查发现大面

积植株表现花叶和斑驳等症状，引起减产和种质退

化，严重影响浙贝母产量和质量［２４］。国内报道侵染

浙贝母的病毒主要有４种，分别是浙贝母花叶病毒

犜犺狌狀犫犲狉犵犳狉犻狋犻犾犾犪狉狔犿狅狊犪犻犮狏犻狉狌狊（ＴＦＭＶ）
［２５］、浙

贝母Ｙ病毒犉狉犻狋犻犾犾犪狉狔狏犻狉狌狊犢 （ＦＶＹ）
［２６］、马铃薯

卷叶病毒Ｐｏｔａｔｏｌｅａｆｒｏｌｌｖｉｒｕｓ（ＰＬＲＶ）
［２７］和百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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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驳病毒ＬＭｏＶ
［２７２８］。

浙贝母花叶病毒ＴＦＭＶ、浙贝母 Ｙ病毒ＦＶＹ

和百合斑驳病毒ＬＭｏＶ都是马铃薯Ｙ病毒科马铃

薯Ｙ病毒属成员，均为（＋）ｓｓＲＮＡ病毒，病毒粒子

同为（７３０～７７０）ｎｍ×（１２～１５）ｎｍ的线形
［８，２４］。

不同的是，ＴＦＭＶ侵染贝母产生花叶症状，其他２

种病毒单独侵染不表现症状，但３种病毒复合侵染

产生危害［２６］。ＰＬＲＶ隶属于黄症病毒科犔狌狋犲狅狏犻狉犻

犱犪犲马铃薯卷叶病毒属犘狅犾犲狉狅狏犻狉狌狊，为（＋）ｓｓＲＮＡ

病毒，病毒粒体呈轴对称球状，颗粒直径２５ｎｍ
［８］，

主要侵染马铃薯等茄科植物，传播介体为蚜虫。通

过反转录ＰＣＲ（ｒｅｖｅｒｓｅ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ＰＣＲ，ＲＴＰＣＲ）

对宁波周边大田随机采集浙贝母样品进行病毒检测，

结果表明４０％的样品受ＰＬＲＶ侵染，１２．５％的样品

感染ＬＭｏＶ，未检到其他病毒
［２７］。

１．４　太子参病毒病发生情况

太子参犘狊犲狌犱狅狊狋犲犾犾犪狉犻犪犺犲狋犲狉狅狆犺狔犾犾犪 （Ｍｉｑ．）

Ｐａｘ．属石竹科Ｃａｒｙｏｐｈｙｌｌａｃｅａｅ多年生草本植物，其

干燥块根入药，具与人参类似的益气健脾，生津润肺

等功效［１］，主产于福建、江苏、安徽和山东等省［２９］。

太子参病毒病在各主产区普遍发生，田间发病率和

种根带毒率可达１００％，平均９０％左右，是太子参生

产最主要的病害［３０］。已知侵染太子参的病毒主要

有４ 种，芜 菁 花 叶 病 毒 犜狌狉狀犻狆 犿狅狊犪犻犮狏犻狉狌狊

（ＴｕＭＶ）、烟草花叶病毒 犜狅犫犪犮犮狅犿狅狊犪犻犮狏犻狉狌狊

（ＴＭＶ）、ＣＭＶ和蚕豆萎蔫病毒犅狉狅犪犱犫犲犪狀狑犻犾狋

狏犻狉狌狊（ＢＢＷＶ）
［２９］。

ＴｕＭＶ为马铃薯Ｙ病毒科马铃薯Ｙ病毒属成

员，为（＋）ｓｓＲＮＡ病毒。病毒颗粒呈线形，大小约

７５０ｎｍ×（１２～１５）ｎｍ
［８］。ＴｕＭＶ寄主范围广，可

侵染１５６属的３００多种植物，尤其对十字花科植物

危害严重，主要通过蚜虫以非持久性方式传播。

ＴＭＶ是帚状病毒科犞犻狉犵犪狏犻狉犻犱犪犲烟草花叶病毒属

犜狅犫犪犿狅狏犻狉狌狊成员，为（＋）ｓｓＲＮＡ病毒。病毒粒子

呈螺旋对称杆状，大小约３００ｎｍ×１８ｎｍ
［８］。ＴＭＶ

寄主范围非常广泛，主要通过汁液传播，咀嚼式口器

的昆虫亦可传播。ＢＢＷＶ属豇豆花叶病毒亚科Ｃｏ

ｍｏｖｉｒｉｎａｅ蚕豆病毒属犉犪犫犪狏犻狉狌狊成员
［３１］，病毒粒子

呈球状，直径约３０ｎｍ
［８］。ＢＢＷＶ可侵染豆科、茄

科、藜科、十字花科的２０多种植物，通过蚜虫和汁液

传播。ＢＢＷＶ有２种血清型———蚕豆萎蔫病毒１号

（ＢＢＷＶ１）和蚕豆萎蔫病毒２号（ＢＢＷＶ２），国内仅

ＢＢＷＶ２被发现并报道
［３２］。

ＴｕＭＶ、ＴＭＶ、ＣＭＶ和ＢＢＷＶ侵染太子参均

引起轻重不一的花叶症状，不同的是ＴｕＭＶ还可引

起叶片皱缩和植株矮小，ＣＭＶ一般不引起叶片皱

缩，而ＴＭＶ引起的花叶症状较轻
［３３］。有报道称

ＴｕＭＶ是江苏、山东和安徽等地危害太子参的主要

病毒［３４］，ＴＭＶ则主要分布于山东和江苏太子参种

植地，ＢＢＷＶ不多见且分布较局限
［３５］。针对福建闽

东太子参病毒病的调查结果表明，花叶病发病面积

占总种植面积的３０％～４０％，高峰期发病率普遍达

到７０％，个别种植区甚至高达９５％～１００％，血清学

鉴定证实ＣＭＶ为主要病原
［３６］。谢仁菊等报道贵州

瓮安太子参病毒病危害也逐年加重，发病面积高达

８３．３％，病株率达２０％～７５％，产量损失达１５％～

３５％，主要病原为ＴＭＶ和ＣＭＶ
［３７］。

１．５　地黄病毒病发生情况

地黄犚犲犺犿犪狀狀犻犪犵犾狌狋犻狀狅狊犪Ｌｉｂｏｓｃｈ．为玄参科

Ｓｃｒｏｐｈｕｌａｒｉａｃｅａｅ多年生草本植物，以块根入药，主

产地有河南、辽宁、河北、山东、山西等。依炮制不

同，地黄分鲜地黄、干地黄和熟地黄，三者药性和功

效差异较大，鲜地黄和干地黄用于清热、凉血、生津，

熟地黄则为补益药，能滋阴补血，益精填髓［１］。病毒

病是地黄栽培中最严重的病害，田间感染率可达

１００％
［３８］。随病症加重可减产６０％以上，有效成分

降低３０％～５０％
［３９］。目前报道侵染地黄的主要病

毒有ＴＭＶ、地黄花叶病毒犚犲犺犿犪狀狀犻犪犿狅狊犪犻犮狏犻狉狌狊

（ＲｅＭＶ）、油菜花叶病毒犢狅狌犮犪犻犿狅狊犪犻犮狏犻狉狌狊（ＹｏＭＶ）

和番茄花叶病毒犜狅犿犪狋狅犿狅狊犪犻犮狏犻狉狌狊（ＴｏＭＶ），ＢＢ

ＷＶ２和ＣＭＶ侵染也见报道
［４０４１］。

ＲｅＭＶ、ＹｏＭＶ、ＴｏＭＶ与ＴＭＶ同属于帚状病

毒科犞犻狉犵犪狏犻狉犻犱犪犲烟草花叶病毒属犜狅犫犪犿狅狏犻狉狌狊

成员，均为（＋）ｓｓＲＮＡ杆状病毒
［８］。ＲｅＭＶ可侵染

茄科、番杏科、十字花科和藜科的１０种植物，ＹｏＭＶ

可侵染十字花科和茄科的９种植物，ＴｏＭＶ可侵染

茄科、十字花科等４科的１５种植物，３种病毒都通

过蚜虫和汁液传播［４２４４］。不同病原侵害不同地黄品

种后的症状不尽相同，主要有叶片出现褪绿黄化、花

叶、皱缩、畸形、坏死斑、泡状背突、叶缘卷曲或干枯，

地下块根表面粗糙、不生长、不膨大等［４５］。

余方平等对河南武陟地黄种植地田间调查显示

病毒病平均发病率为６１％，病株检出４种病毒，其

中ＴＭＶ、ＣＭＶ及另２种未知病毒的带毒率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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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３１．６％、５２．６％和３６．３％，且多为复合侵

染［４６］。张振臣等对河南温县、孟县地黄调研结果显

示田间发病率为３０％～６０％，病株１００％感染

ＴＭＶ，６．５％为ＴＭＶ与ＢＢＷＶ２复合侵染
［４７］。王

德富等报道山西绛县地黄产区病毒病发生普遍，病

株率最高可达９５％，随机采样检测显示８６．７％植株

感染ＹｏＭＶ
［４１］。另有田间调查证实河北安国地黄

主要由ＴＭＶ侵染
［４８］，山东菏泽和河南焦作地黄普

遍感染 ＴＭＶ 和ＣＭＶ
［４９］，而北京地黄则主要为

ＣＭＶ和ＢＢＷＶ２混合侵染
［４０］。

１．６　三七病毒病发生情况

三七犘犪狀犪狓狀狅狋狅犵犻狀狊犲狀犵 （Ｂｕｒｋ．）Ｆ．Ｈ．Ｃｈｅｎ

是五加科Ａｒａｌｉａｃｅａｅ多年生草本植物，其干燥根及

根茎入药，具有散瘀止血，消肿定痛的功效［１］，属云

南文山州道地药材，广西部分地区也有栽培。近年

来三七病毒病大面积发生，多地病毒病发生率超过

５０％
［５０５１］，病株株高、茎粗、叶长、叶宽均明显减少，

单株鲜重平均减少近５０％，三七皂苷含量下降，显

著影响其产量和质量［５２］。

国内侵染三七的主要病毒有：三七Ｙ病毒犘犪狀犪狓

狏犻狉狌狊犢（ＰｎＶＹ）
［５３］、中国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犜狅犿犪狋狅

狔犲犾犾狅狑犾犲犪犳犮狌狉犾犆犺犻狀犪狏犻狉狌狊（ＴＹＬＣＣＮＶ）及其卫星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５４］、番茄斑萎病毒犜狅犿犪狋狅狊狆狅狋狋犲犱狑犻犾狋

狏犻狉狌狊（ＴＳＷＶ）
［５５］和ＣＭＶ

［５６］。病毒单独侵染或复

合侵染三七后往往呈现多样化的症状［５７５８］。陈昱君

等人对云南三七园取样调查，结合前人报道将三七

病毒病分７个类型：①皱缩型，即从叶尖或叶缘卷曲

皱缩，田间发病率最高达１４．２１％，致病病毒有

ＰｎＶＹ、ＴｏＭＶ、ＴＹＬＣＣＮＶ 及其卫星 ＤＮＡβ和

ＤＮＡＢ；②麻点叶斑型，即初期叶片现点状失绿，后

期叶背呈麻点状突起，各地均有发生，部分区块发病

率达１１．４２％，致病病毒为ＴＳＷＶ；③褪绿型，即叶

脉叶肉褪绿、黄化甚至白化，田间发病率约３％，致

病病毒为未鉴定的直径４５ｎｍ的球形病毒；④花叶

型，即叶片现点状、块状斑驳或白绿相间条纹，田间

发病率约１％，致病病毒有ＰｎＶＹ、ＴＹＬＣＣＮＶ及其

ＤＮＡＢ和一种未鉴定的线状病毒；⑤驴耳型，即叶

片现皱缩、疱斑且叶缘上翘似驴耳状，田间时有发

生，致病病毒未知；⑥丛顶型，即茎顶部生小叶柄而

不分化复叶柄，致丛顶状，田间发病率约０．５％，致

病病毒为ＴＹＬＣＣＮＶ及其ＤＮＡＢ；⑦复合型，即同

时出现２种及以上症状，常见于二、三年生园中，主

要为ＰｎＶＹ、ＴｏＭＶ、ＴＹＬＣＣＮＶ及其卫星ＤＮＡβ
和ＤＮＡＢ、ＣＭＶ等病毒复合侵染

［５８］。

１．７　山药病毒病发生情况

山药又称薯蓣犇犻狅狊犮狅狉犲犪狅狆狆狅狊犻狋犪Ｔｈｕｎｂ．，为

薯蓣科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ｃｅａｅ一年、多年生缠绕藤本植物，

以根茎入药，药食两用，具有补脾养胃，生津益肺，补

肾涩精等功效［１］，主产地遍及河南、陕西、山东、江苏、

浙江、江西、福建和广西等省、自治区［５９］。近年山药栽

培多采用无性繁殖，病毒感染严重，如河南温县怀山

药发病率可达５０％
［６０］，保定田间病株率可达

３０％
［６１］。山药病毒病主要症状有叶片黄化、褪绿、花

叶、坏死、畸形，严重时植株矮化且地下块根畸形

等［６２］。国内报道侵染山药的病毒主要有１１种，

ＰＶＹ
［６０，６３］、ＰＬＲＶ

［６０，６３］、马铃薯Ａ病毒犘狅狋犪狋狅狏犻狉狌狊犃

（ＰＶＡ）
［６３］、Ｓ病毒犘狅狋犪狋狅狏犻狉狌狊犛 （ＰＶＳ）

［６３］、Ｘ病毒

犘狅狋犪狋狅狏犻狉狌狊犡 （ＰＶＸ）
［６３］、Ｍ 病毒犘狅狋犪狋狅狏犻狉狌狊犕

（ＰＶＭ）
［６３６４］、ＢＢＷＶ

［６４］、淮山药Ｘ花叶病毒Ｐｏｔｅｘ

ｖｉｒｕｓｙａｍｍｏｓａｉｃｖｉｒｕｓ（ＰＹＭＶ）
［６４］、中国淮山药坏

死花叶病毒 犆犺犻狀犲狊犲狔犪犿狀犲犮狉狅狋犻犮犿狅狊犪犻犮狏犻狉狌狊

（ＣＹＮＭＶ）
［６４］、淮山药温和花叶病毒犢犪犿犿犻犾犱犿狅

狊犪犻犮狏犻狉狌狊 （ＹＭＭＶ）
［５９，６４］和日本山药花叶病毒

犑犪狆犪狀犲狊犲狔犪犿犿狅狊犪犻犮狏犻狉狌狊（ＪＹＭＶ）
［６４６５］等。

ＰＶＸ隶属甲型线状病毒科犃犾狆犺犪犳犾犲狓犻狏犻狉犻犱犪犲马

铃薯Ｘ病毒属犘狅狋犲狓狏犻狉狌狊，病毒粒子为螺旋对称线

形，大小５１５ｎｍ×１３ｎｍ
［８，３１］，寄主范围广。ＰＶＭ和

ＰＶＳ同为乙型线状病毒科犅犲狋犪犳犾犲狓犻狏犻狉犻犱犪犲香石竹潜

隐花叶病毒属犆犪狉犾犪狏犻狉狌狊成员，病毒粒子线状，大小

６５０ｎｍ×１２ｎｍ
［８，３１］，寄主范围窄，仅侵染茄科少数植

物。ＰＶＡ是马铃薯Ｙ病毒科马铃薯Ｙ病毒属成员，

病毒粒子线状，大小７３０ｎｍ×１１ｎｍ
［８］，寄主范围仅

限茄科少数植物。曾军等报道闽西栽培山药病毒病

普遍发生，不同品种染病程度亦不同，ＲＴＰＣＲ检出

ＰＶＭ、ＰＶＡ、ＰＬＲＶ、ＰＶＳ、ＰＶＸ和ＰＶＹ６种病毒，

各病毒检出率为２５％～１００％，其中ＰＶＭ和ＰＶＡ

检出率最高［６３］。邹承武等调查广西种植山药病毒

病时，发现某种未知杆状ＤＮＡ病毒属病毒犅犪犱狀犪

狏犻狉狌狊检出率最高，其次是ＹＭＭＶ，两者复合侵染发

生约占１／６
［５９］。江西瑞昌山药主产区病毒病也较严

重，全田发病率最高达５０％，鉴定为ＪＹＭＶ侵染，另

有病原待进一步明确［６２］。

１．８　白术病毒病发生情况

白术犃狋狉犪犮狋狔犾狅犱犲狊犿犪犮狉狅犮犲狆犺犪犾犪 Ｋｏｉｄｚ．为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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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多年生草本植物，以根茎入药，具有健

脾益气，燥湿利水，止汗，安胎的功效［１］，主产于浙

江、安徽、河南、河北和湖南等。近年白术病毒病害

日趋严重，山西绛县和河北安国部分种植地病株率

可达９５％，田间伴随各种蚜虫、飞虱等刺吸式口器

害虫的暴发［３９］。目前国内报道侵染白术的病毒有

ＣＭＶ
［６６］、ＳＭＶ

［６７］和 ＢＢＷＶ２
［６８］。其中，ＣＭＶ 和

ＢＢＷＶ２侵染白术后均可引起叶片褪绿黄化、花叶、

植株矮化等症状［６６，６８］，而ＳＭＶ侵染则主要引起白

术叶片花叶、蕨叶、疱斑、皱缩，节间缩短，分枝增多

等症状［６７］。

１．９　柴胡病毒病发生情况

柴胡犅狌狆犾犲狌狉狌犿犮犺犻狀犲狀狊犲ＤＣ．为伞形科 Ｕｍ

ｂｅｌｌｉｆｅｒａｅ一、二年生或多年生草本植物，根为其药

用部位，具疏散退热，疏肝解郁，升举阳气等功效［１］，

主产于甘肃、山西、陕西等地［６９］。有学者对山西稷

山柴胡主产区的病毒病害进行普查，发现田间柴胡

大部分表现典型花叶症状，经分子鉴定确定为ＣＭＶ

和ＢＢＷＶ２复合侵染
［７０］。

１．１０　丹参病毒病发生情况

丹参犛犪犾狏犻犪犿犻犾狋犻狅狉狉犺犻狕犪Ｂｕｎｇｅ为唇形科Ｌａ

ｂｉａｔａｅ多年生草本植物，其干燥根和根茎入药，具活

血祛瘀，通经止痛，清心除烦，凉血消痈的功效［１］，主

产地为四川、山东、河南、陕西和河北等地［７１］。有调

查显示丹参花叶病危害严重，部分区块发病率可达

６０％～８０％，病株呈花叶、斑驳、卷叶、黄化、矮化、畸

形等症状。染病植株根系细小，药用成分下降，产量

和品质大幅降低［７２］。对河北、山东丹参种植基地实

地调查结果表明，丹参花叶病在田间普遍存在，主要

病原为ＣＭＶ，但不排除存在复合侵染
［７２７３］。

２　以花入药的药用植物病毒病发生情况

２．１　菊花病毒病发生情况

菊花犆犺狉狔狊犪狀狋犺犲犿狌犿犿狅狉犻犳狅犾犻狌犿Ｒａｍａｔ．为菊

科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多年生草本植物，其头状花序可入药，

具散风清热，平肝明目，清热解毒等功效［１］。药用菊

花分滁菊、亳菊、怀菊、济菊、杭菊、贡菊等多个种类，

主产区有安徽、浙江、河南、山东和云南等［７４］。病毒

病是菊花栽培的重要病害，已报道侵染菊花的病毒

和类病毒多达２０多种，复合侵染常见，可造成菊花

减产１０％～３０％
［７５］，严重地块甚至减产３０％～

５０％
［７６］。引起菊花病毒病的主要病毒有４种，菊花Ｂ

病毒犆犺狉狔狊犪狀狋犺犲犿狌犿狏犻狉狌狊犅 （ＣＶＢ）、番茄不孕病毒

犜狅犿犪狋狅犪狊狆犲狉犿狔狏犻狉狌狊（ＴＡＶ）、ＴＭＶ和菊花矮化类病

毒犆犺狉狔狊犪狀狋犺犲犿狌犿狊狋狌狀狋狏犻狉狅犻犱（ＣＳＶｄ）
［７７］。

ＣＶＢ属乙型线性病毒科香石竹潜隐花叶病毒

属，粒子为６８５ｎｍ×１２ｎｍ的线状病毒，通过汁液

和蚜虫以非持久性方式传播［８］。ＣＶＢ侵染菊花常

见症状有叶片轻微斑纹，明脉，小花现褐色坏死条纹

甚至枯斑。刘辉辉等对浙江桐乡杭白菊主产区调研

后发现ＣＶＢ等病毒复合侵染引起的菊花不开花现象

十分普遍，严重地块发病率高达８５％
［７６］。吴红芝等

对昆明田间菊花采样检测，检出ＣＶＢ、ＴＡＶ 等６种病

毒，其中ＣＶＢ为优势病毒，检出率达５２．６％
［７８］。

ＴＡＶ是雀麦花叶病毒科黄瓜花叶病毒属成员，

病毒粒子为等轴对称球形，直径２７～３０ｎｍ
［８］。

ＴＡＶ寄主范围广泛，主要通过汁液和蚜虫以非持久

性方式传播，在栽培菊花上普遍存在。菊花感染

ＴＡＶ常见植株矮化、花变形、叶片黄化斑驳等症

状［７７］。有研究表明昆明地区田间菊花ＴＡＶ 检出率

达３３％，且普遍为２～３种病毒复合侵染
［７８］。宋瑞琳

在福建多个菊花种植地中检出ＴＡＶ、ＴＭＶ等６种病

毒，其中ＴＡＶ 危害最重，检出率达８０％～９０％
［７９］。

ＴＭＶ侵染菊花引起叶片呈现花叶、斑驳、明

脉、坏死斑等症状［７７，８０］。福建５个菊花种植地的

４６．６％～９４．４％样品检测出ＴＭＶ
［７９］。昆明地区菊

花植株ＴＭＶ的感染率则为８．６％
［７８］。

ＣＳＶｄ属马铃薯纺锤形块茎类病毒科犘狅狊狆犻

狏犻狉狅犻犱犪犲马铃薯纺锤形块茎类病毒属犘狅狊狆犻狏犻狉狅犻犱

成员，由３５４～３６５ｎｔ的单链环状分子组成，不编码

蛋白质。ＣＳＶｄ潜伏期长，主要通过汁液传播，引起

菊花植株矮化、花色改变、叶片褪绿黄化等症状。张

志想等对北京、海南万宁、合肥和哈尔滨等地区采集

的１２２个菊花叶片样品进行检测，结果显示ＣＳＶｄ

感染率达１１．５％
［８１］。Ｚｈａｏ等通过多重ＲＴＰＣＲ和

ＥＬＩＳＡ方法对北京、黑龙江、河南、山西、四川、云

南、江苏和广东地区采集的２７５份田间菊花样品进

行检测，结果表明ＣＶＢ、ＴＡＶ、ＴＭＶ和ＣＳＶｄ的检

出率分别为２４．７％、１７．５％、４．４％和２．９％
［７５］。

２．２　西红花病毒病发生情况

西红花犆狉狅犮狌狊狊犪狋犻狏狌狊Ｌ．又称番红花、藏红花，

属鸢尾科Ｉｒｉｄａｃｅａｅ多年生草本植物，其柱头入药，

具活血化瘀，凉血解毒，解郁安神的功效［１］，主产地

有浙江、上海、江苏、山东、河南、北京、四川和福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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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８２］。有学者早在１９８２年就报道番红花种植区常

见花叶病，由大小８００ｎｍ×１５ｎｍ的线状病毒引

起，病株现花叶、褪绿、黄斑、矮化等症状，严重危害

生产，但病原分类待鉴定［８３］。赵培洁等借助电镜对

浙江栽培番红花病毒病采样镜检后认为病原为鸢尾

轻花叶病毒犐狉犻狊犿犻犾犱犿狅狊犪犻犮狏犻狉狌狊（ＩＭＭＶ）
［８４］。

陈集双调研了１９８９－１９９８年间杭州及附近番红花

种植地病害发生情况，发现田间病毒病发病率高达

７０％～９７％，病株早期呈现重花叶、叶形扭曲、矮化，

后期 则 出 现 坏 死 斑 或 条 点，经 鉴 定 病 原 为

ＴｕＭＶ
［８５８６］。谢礼等在浙江建德栽培藏红花上采得

呈黄化花叶、植株矮缩症状的病株，经电镜、ＥＬＩＳＡ

和ＲＴＰＣＲ检测后证实为菜豆黄花叶病毒犅犲犪狀

狔犲犾犾狅狑犿狅狊犪犻犮狏犻狉狌狊 （ＢＹＭＶ）侵染所致
［８２］。ＩＭ

ＭＶ、ＴｕＭＶ和ＢＹＭＶ均为马铃薯Ｙ病毒科马铃薯

Ｙ病毒属成员，病毒粒子同为线形
［８］。

３　以果实或种子入药的药用植物病毒病发

生情况

３．１　脂麻病毒病发生情况

脂麻犛犲狊犪犿狌犿犻狀犱犻犮狌犿Ｌ．又称芝麻，是脂麻科

Ｐｅｄａｌｉａｃｅａｅ一年生草本植物，其成熟种子入药（即黑

芝麻），具补肝肾，益精血，润肠燥的功效［１］，主产区

集中在江淮流域的河南、安徽、湖北、江西和山东等

地。脂麻对气候和栽培条件十分敏感，近年来病毒

病频发且有加重趋势，如湖北襄阳栽培脂麻田间病

毒病发病率在１０％～３０％，重者可达５０％以上
［８７］，

成为主产区的主要病害［８８］。脂麻病毒病田间症状

复杂，主要病原有花生条纹病毒Ｐｅａｎｕｔｓｔｒｉｐｅｖｉｒｕｓ

（ＰＳｔＶ）
［８９］、ＴｕＭＶ

［９０９１］和芝麻坏死花叶病毒Ｓｅｓａ

ｍｅｎｅｃｒｏｔｉｃｍｏｓａｉｃｖｉｒｕｓ （ＳＮＭＶ）
［９２９３］。此外，

ＣＭＶ、ＴＭＶ和西瓜花叶病毒犠犪狋犲狉犿犲犾狅狀犿狅狊犪犻犮

狏犻狉狌狊（ＷＭＶ）在脂麻上也有检出
［９４］。

ＰＳｔＶ为马铃薯Ｙ病毒科马铃薯Ｙ病毒属成

员，病毒颗粒为７３０ｎｍ×１４ｎｍ的线形
［８，９５］，具有

广泛的寄主范围，主要通过蚜虫以非持久性方式传

播，可侵染茄科和豆科经济作物。ＰＳｔＶ侵染脂麻主

要引起花叶、斑驳、黄化和矮化等症状，无蒴果或蒴

果小且畸形，通常零星发生，但流行年份发病率可高

达５０％
［９５９７］。ＴｕＭＶ侵染脂麻主要引起植株矮化、

叶片变小、皱缩，叶脉出现黄斑等症状［９０］。ＳＮＭＶ

属番茄丛矮病毒科犜狅犿犫狌狊狏犻狉犻犱犪犲绿萝病毒属犃狌

狉犲狌狊狏犻狉狌狊，病毒粒子为直径３２ｎｍ的球形，可侵染豆

科、茄科、藜科、苋科、菊科和胡麻科的２３种植物，侵

染脂麻后产生皱缩花叶和叶脉坏死等症状［９２９３］。

许泽永等对安徽、江西、河南和湖北芝麻产区以

及北京种植地进行调查，将病害分为３类：①黄化花

叶型：叶片花叶，全株叶片均匀黄化，植株矮化，无蒴

果或蒴果小而畸形；②普通花叶型：叶片花叶且常出

现黄斑，叶脉黄化或褐色坏死，叶片变小、畸形、扭

曲，植株矮化；③混合型（皱缩花叶、黄化），同时表现

上述２种症状。其中，黄化花叶型和普通花叶型分

别由ＰＳｔＶ和ＴｕＭＶ引起，田间较常见；混合型田间

较少见，由未鉴定的球状病毒引起［８９］，后经证实为

芝麻坏死花叶病毒ＳＮＭＶ
［９２９３］。侯明生等系统研

究了湖北襄阳栽培脂麻病毒病症状发展情况，将病

害分为４类：①花叶型：早期新叶由轻微褪绿演变为

花叶，后期病株矮化，重病株结蒴减少；②皱缩型：叶

片在花叶基础上皱缩、卷曲，主茎Ｓ形生长，顶部丛

生卷叶，几乎不结蒴；③黄化型：从植株下部往上发

黄，叶片均匀黄化、易脱落，虽能结蒴但不能正常结

籽；④混合型：同时出现几种上述症状。田间多见混

合、花叶、皱缩型，黄化型较少见，与许泽永调查结果

存在差异，猜测可能与不同脂麻品种在不同产地呈

现的症状不同有关。其中混合型和皱缩型对产量和

质量影响最为明显，单株产量降幅可达６８．４％～

９８．４％，千粒质量可下降３２．５％～６０．１％
［８７］。王红

艳等对山东产区表现花叶、黄化、皱缩、线叶和果实

畸形等症状的脂麻病株进行检测并检出３种病毒：

ＣＭＶ、ＴＭＶ和 ＷＭＶ，其中多数存在复合侵染，且

同一病毒在不同品种上的症状确实存在差异［９４］。

３．２　罗汉果病毒病发生情况

罗汉果犛犻狉犪犻狋犻犪犵狉狅狊狏犲狀狅狉犻犻（Ｓｗｉｎｇｌｅ）Ｃ．Ｊｅｆｆ

ｒｅｙ犲狓Ｌｕ犲狋Ｚ．Ｙ．Ｚｈａｎｇ属葫芦科Ｃｕｃｕｒｂｉｔａｃｅａｅ

多年生宿根藤本植物，以干燥果实入药，有清热润

肺，利咽开音，滑肠通便的功效［１］，主产于广西的桂

北山区，广东、江西、湖南和贵州亦有种植［９８］。病毒

病在罗汉果生产中危害最重，在各主产区普遍发生，

平均发病率为５２．８％，最高可达１００％，受害植株减

产２５％～５０％，尤其开花后更易染病，且留薯种植

年限越长病害越重，严重影响其经济效益［９９］。目前

国内报道侵染罗汉果的病毒有小西葫芦黄花叶病毒

犣狌犮犮犺犻狀犻狔犲犾犾狅狑犿狅狊犪犻犮狏犻狉狌狊（ＺＹＭＶ）、ＷＭＶ和

番木瓜环斑病毒Ｐａｐａｙａｒｉｎｇｓｐｏｔｖｉｒｕｓ（ＰＲＳ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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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间常见复合侵染，其中ＺＹＭＶ是主要病毒
［１００］。

ＺＹＭＶ、ＷＭＶ和ＰＲＳＶ同属马铃薯Ｙ病毒科

马铃薯Ｙ病毒属，病毒粒子都为７５０ｎｍ×１２ｎｍ的

弯曲线状［８］，三者在血清学上相关，寄主范围均较

窄，主要侵染西瓜、黄瓜、西葫芦等葫芦科植物和少

量豆科植物，不经种子而通过汁液和蚜虫以非持久

性方式传播［１０１］。感染 ＷＭＶ的罗汉果病株常见花

叶、斑驳、脉带、疱斑和蕨叶等症状［１００，１０２］。ＺＹＭＶ

侵染罗汉果可引起与ＷＭＶ相似的叶片花叶、褪绿、

皱缩和畸形等症状，故有研究推测前人报道 ＷＭＶ

侵染罗汉果实为ＺＹＭＶ侵染
［９８］。而ＰＲＳＶ侵染罗

汉果主要引起叶片皱缩伴黄色斑点［１０３］。针对广西

罗汉果主产区的调研结果表明 ＷＭＶ、ＺＹＭＶ和

ＰＲＳＶ复合侵染十分普遍
［１０４］。

３．３　牛蒡病毒病发生情况

牛蒡犃狉犮狋犻狌犿犾犪狆狆犪Ｌｉｎｎ．为菊科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

二年生草本植物，药食两用，以种子入药（牛蒡子），

具疏散风热，宣肺透疹，解毒利咽的功效［１］，主产地

有江苏、山东、安徽、河南、山西、陕西和台湾等。因

兼具较高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近年牛蒡的规模化

种植面积越来越大，病毒病也呈加重和蔓延之势。

陈炜等１９８２年观察到北京栽培牛蒡发生矮化病，病

株明显矮化，不能抽薹、开花和结籽，但病叶组织中

未见病毒颗粒［１０５］，却发现２种具环形ＲＮＡ结构的

类病毒，命名为牛蒡矮化类病毒Ｂｕｒｄｏｃｋｓｔｕｎｔｖｉｒ

ｏｉｄ（ＢＳＶｄ）
［１０６１０７］。随后，各地陆续报道牛蒡花叶

病的发生，病叶呈花叶状斑块或斑驳、皱缩、明脉，植

株矮化，且发病周期与长管蚜迁飞传毒为害期吻

合［１０８１１０］。刘权等对表现典型褪绿、枯斑症状的牛

蒡样品进行病毒ｄｓＲＮＡ分离鉴定，证实病原为

ＴＭＶ
［１１１］。吕娜在沈阳牛蒡种植地也发现花叶病，

田间发病率达５０％，病叶皱缩、褪绿，上有泡状突

起，但ＥＬＩＳＡ和ＲＴＰＣＲ未检出ＴＭＶ、ＣＭＶ、ＰＶＸ

和ＰＶＹ，说明花叶病由其他未知病毒引起，待进一

步鉴定［１１２］。

４　以全草入药的药用植物病毒病发生情况

４．１　薄荷病毒病发生情况

薄荷犕犲狀狋犺犪犺犪狆犾狅犮犪犾狔狓Ｂｒｉｑ．为唇形科Ｌａｂｉａ

ｔａｅ多年生草本植物，以全草入药，具疏散风热，清利

头目，利咽，透疹，疏肝行气的功效［１］，主产地有江

苏、江西、河北、四川和云南等地［１１３］。薄荷多采用无

性繁殖栽培，病毒病普遍发生，种质退化现象严重。

王小刚等借助电镜从江苏东台薄荷种植基地的病株

上观察到大量３００ｎｍ×１２ｎｍ的杆状病毒，认定为

ＴＭＶ感染
［１１３］，但未做血清学鉴定。郝小军等对新

疆椒样薄荷产区呈叶片变红和花叶症状的病株进行

ｄｓＲＮＡ分离和ＲＴＰＣＲ检测，证实病害由ＣＭＶ引

起［１１４］。赵明富等在云南田间栽培的美国薄荷上采

集到叶片花叶、畸形，植株细弱、矮化的病株，电镜镜

检观察到长度为７４０～７６０ｎｍ的线状病毒粒子，经

ＲＴＰＣＲ鉴定为ＺＹＭＶ
［１１５］。岳瑾等对北京市栽培

薄荷进行病毒病调查时发现田间病株率为６．７％～

１３．３％，早期病叶出现花叶、斑驳和轻微扭曲，后期

病株明显矮化，中下部叶片呈不规则坏死终致全株

枯死，怀疑病原为ＺＹＭＶ
［１１６］。

４．２　黄蜀葵病毒病发生情况

黄蜀葵犃犫犲犾犿狅狊犮犺狌狊犿犪狀犻犺狅狋（Ｌｉｎｎ．）Ｍｅｄｉｃ．

为锦葵科 Ｍａｌｖａｃｅａｅ多年生草本植物，其花、种子、

茎、叶、根均可入药，具有清利湿热，消肿解毒的功

效［１］，主产地有江苏、安徽、山东、广西等。唐美琼等

在广西黄蜀葵种植园中采集到植株矮化，叶片皱缩、

边缘下卷，叶脉黄化等症状的病株，经分子生物学检

测鉴定为双生病毒科犌犲犿犻狀犻狏犻狉犻犱犪犲菜豆花叶病毒

属犅犲犵狅犿狅狏犻狉狌狊的一点红黄脉病毒犈犿犻犾犻犪狔犲犾犾狅狑

狏犲犻狀狏犻狉狌狊（ＥＹＶＶ）侵染，此外电镜镜检还观察到

３００ｎｍ×２０ｎｍ的杆状病毒颗粒，表明存在其他病

毒复合侵染［１１７］。

除了上述药用植物外，国内还有一些药用植物

遭受病毒病影响，但受害程度较轻。如张玉在大宗

药材当归犃狀犵犲犾犻犮犪狊犻狀犲狀狊犻狊（Ｏｌｉｖ．）Ｄｉｅｌｓ主产地甘

肃岷县田间也发现叶片呈现褐色斑点的当归病毒病

害，借助电镜和ＲＴＰＣＲ鉴定病原为马铃薯Ｙ病毒

属的日本金鱼藻花叶病毒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ｈｏｍｗｏｒｔｍｏｓａ

ｉｃｖｉｒｕｓ（ＪＨＭＶ）
［１１８］。刘雯等对甘肃省１８种药用

植物病毒病进行调查，除了半夏和贝母病毒病较重

外，当归、红花、掌叶大黄犚犺犲狌犿狆犪犾犿犪狋狌犿Ｌｉｎｎ．和

马兜铃犃狉犻狊狋狅犾狅犮犺犻犪犱犲犫犻犾犻狊Ｓｉｅｂ．犲狋Ｚｕｃｃ．上病毒病

害均较轻，ＥＬＩＳＡ和ＲＴＰＣＲ检测证实半夏、掌叶

大黄和红花携带ＣＭＶ，马兜铃、土贝母和当归感染

ＴｏＭＶ
［１７］，但未对病毒病发生率及产量影响作说

明。吕娜对辽宁省药用植物病毒病进行了调查，发

现五味子犛犮犺犻狊犪狀犱狉犪犮犺犻狀犲狀狊犻狊（Ｔｕｅｃｚ．）Ｂａｉｌｌ．、苍

术犃狋狉犪犮狋狔犾狅犱犲狊犮犺犻狀犲狀狊犻狊（ＤＣ．）ＫｏｉｄＺ、草本龙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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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犵狉犻犿狅狀犻犪狆犻犾狅狊犪Ｌｅｄｅｂｖａｒ．犼犪狆狅狀犻犮犪（Ｍｉｑ．）Ｎａ

ｋａｉ和锦灯笼犘犺狔狊犪犾犻犪犾犽犲犽犲狀犵犻Ｌ．等药用植物种植

园也遭受病毒病危害，其中五味子发病率约７．５％，

病株呈叶片褪绿、皱缩等症状，血清学检验证实为

ＴＭＶ感染；苍术发病率约２４％，病株呈叶片花叶、

黄化、顶端卷曲等症状，血清学检验证实为ＴＭＶ或

ＣＭＶ感染；草本龙牙发病率为６．５％，病株呈叶片

花叶、皱缩、植株矮化等症状，血清学检验证实为

ＴＭＶ感染；锦灯笼发病率在５０％～１００％，病株呈

叶片严重皱缩、黄化等症状，血清学检验证实为

ＴＭＶ感染
［１１２］。魏宁生等报道陕西杨凌种植地的

白芷犃狀犵犲犾犻犮犪犱犪犺狌狉犻犮犪（Ｆｉｓｃｈ．犲狓Ｈｏｆｆｍ）Ｂｅｎｔｈ．

病毒病发病率可达２５％～６０％，病株呈叶片花叶、

褪绿、皱缩、植株显著矮化等症状，生物学和血清学

检验证实为烟草环斑病毒Ｔｏｂａｃｃｏｒｉｎｇｓｐｏｔｖｉｒｕｓ

（ＴＲＳＶ）感染
［１１９］。

此外，还有一些药用植物病毒病危害严重，但病

原仍未知。如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有学者报道了人参

犘犪狀犪狓犵犻狀狊犲狀犵Ｃ．Ａ．Ｍｅｙ病毒病发生情况，病株株

高仅为健株的１／５，叶片面积仅为健株的１／４～１／６，

根重仅为健株的１／２，主要症状为黄矮、丛矮、卷叶

等，但未鉴定病原［１２０１２２］。辽宁省短梗五加犃犮犪狀

狋犺狅狆犪狀犪狓狊犲狊狊犻犾犻犳犾狅狉狌狊（Ｒｕｐｒ．Ｍａｘｉｍ）Ｓｅｅｍ．、人

参、白头翁犘狌犾狊犻狋犻犾犾犪犮犺犻狀犲狀狊犻狊（Ｂｇｅ．）Ｒｅｇｅｌ、北沙

参犌犾犲犺狀犻犪犾犻狋狋狅狉犪犾犻狊Ｆ．Ｓｃｈｍｉｄｔ犲狓Ｍｉｑ．和牛蒡等

药用植物也被发现病毒病十分严重，其中短梗五加

发病率高达６０％以上，病株表现叶片花叶、皱缩、褪

绿、黄化、植株矮化、顶端卷曲等症状，极大影响药材

品质和产量，小ＲＮＡ深度测序检出大蒜病毒犌犪狉犾犻犮

狏犻狉狌狊（ＧＶ）、ＰＲＳＶ、隐形病毒Ｓｔｅａｌｔｈｖｉｒｕｓ（ＳＶ）和

柑橘裂皮类病毒犆犻狋狉狌狊犲狓狅犮狅狉狋犻狊狏犻狉狅犻犱 （ＣＥＶｄ）

等，但仅ＣＥＶｄ得到ＲＴＰＣＲ验证，其他病原仍待

进一步确认；北沙参发病率约３２％，病株呈叶片黄

化、皱缩、畸形和植株矮化等症状，血清学未能检出

病原；牛蒡发病率约５０％，病叶呈现花叶、泡状突

起、皱缩、褪绿、叶缘变黄等症状，血清学未鉴定出病

原；人参病株呈叶脉黄化坏死症状，发病率未知，血

清学检验疑似ＰＶＹ感染，有待进一步鉴定；白头翁

发病率约５．４％，病株呈花叶、皱缩等症状，随种植

时间延长病害逐渐加重，但病原仍待鉴定［１１２］。陈小

红和严吉明等分别对四川药用植物病害进行了调查，

发现附子花犃犮狅狀犻狋狌犿犮犪狉犿犻犮犺犪犲犾犻Ｄｅｂｘ．、芍药犘犪犲狅

狀犻犪犾犪犮狋犻犳犾狅狉犪Ｐａｌｌ．、板蓝根犐狊犪狋犻狊狋犻狀犮狋狅狉犻犪Ｌｉｎｎ．泽泻

犃犾犻狊犿犪狅狉犻犲狀狋犪犾犲 （Ｓａｍ．）Ｊｕｚｅｐｃｚ、益母草犔犲狅狀狌狉狌狊

犺犲狋犲狉狅狆犺狔犾犾狌狊 Ｓｗｅｅｔ、吴 茱 萸 犈狏狅犱犻犪狉狌狋犪犲犮犪狉狆犪

（Ｊｕｓｓ．）Ｂｅｎｔｈ．、马兜铃、党参犆狅犱狅狀狅狆狊犻狊狆犻犾狅狊狌犾犪

（Ｆｒａｎｃｈ．）Ｎａｎｎｆ．、半夏、黄精犘狅犾狔犵狅狀犪狋狌犿狊犻犫犻狉犻犮狌犿

Ｒｅｄ．和金钱草犔狔狊犻犿犪犮犺犻犪犮犺狉犻狊狋犻狀犪犲Ｈａｎｃｅ等药用植

物都遭受病毒侵染，但病原均不甚清楚［１２３１２４］。

５　药用植物病毒病的防治

病毒病导致药用植物光合作用减弱，生长速率

减缓，种质资源退化，产量和经济效益显著下降，严

重干扰了中医药的临床疗效，对我国中医药产业的

健康发展产生不利影响。药用植物种类繁多，危害

病毒和病害流行特点也不尽相同，更是为病毒病防

控带来一定的困难。鉴于此，及时采取综合防治措

施对药用植物病毒病进行预防和治理势在必行，具

体措施列举如下。

５．１　开展药用植物病毒病调查

掌握病毒病田间发生动态是防控病毒病的必要

前提。一方面应定期化、常态化普查各药用植物种

植区病毒病害发生的种类、时间、危害面积、严重程

度、发生趋势和相关传播介体变化等情况。另一方

面，重点针对种植面积大、经济效益高的药用植物或

道地药材，适时开展病毒病专项调查，明确病原种

类、分布情况、发生规律和发病气候条件及生态条

件，研究病害预测方法，实践不同防治措施的实际

成效。

５．２　开展种质资源抗病性鉴定，选育高产兼抗病

品种

　　同品种长期种植易致种性退化，抗性降低。许

多药用植物栽培历史悠久，种质资源丰富。通过人

工接种等方式对不同品种抗病性进行鉴定，发掘高

抗性与高产品种，杂交选育兼具高产和抗病性状的

种质资源，及时提纯和复壮，是实现增产的有效举

措。另一方面，转基因育种相比传统育种具有育种

周期更短、目的性更强等优势，通过转基因表达病毒

ｄｓＲＮＡ，或通过ＴＡＬＥＮ或ＣＲＩＳＰＲＣａｓ９基因编辑

技术敲除寄主中参与病毒侵染和复制的关键基因，

也是解决提高植株病毒抗性的有效手段［１２４］。

５．３　利用生物技术生产脱毒种苗

许多药用植物主要通过无性繁殖栽培，易造成

病毒积累。通过组织培养等生物技术手段获得脱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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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苗，可从源头有效控制病毒病发生。研究不同热

处理温度和时间、不同茎尖或珠芽大小、不同病毒抑

制剂的添加和超低温处理等方法及其组合对病毒脱

除效果的影响，有助于指导无毒种苗的快速繁殖，实

现有效增产。研究发现热处理结合茎尖脱毒法可实

现较为理想的脱毒效果［５，１２５１２９］，值得借鉴。

５．４　及时控制传播介体种群数量

因昆虫介体可传播病毒，故及时控制蚜虫等传

播介体的种群数量对于病毒病预防至关重要。在虫

媒盛发期及时施用农药，降低昆虫介体数量，能有效

控制病毒病的发生和危害［１２４］。防治传播介体的可

选药剂很多［１３０１３１］，可在田间实践运用。但农药使

用易造成土壤污染、农药残留和病毒抗性增加等问

题，应避免过量施用。此外，若农药防治效果不佳，

可采用地膜覆盖、大棚栽培或防虫网隔离等方式进

一步干扰或阻断虫媒传播途径。

５．５　加强田间管理，做好农业防治

干旱、栽培粗放、基肥不足、植株生长弱势、排水

通风不良均利于病毒病发生。加强田间管理，精细

整地，合理增施有机肥，施用抗病毒药剂，改善排水

和通风，控制田间湿度等措施能促进植株健壮生长，

提高抗病毒能力［１３２］。注意农机、器械消毒，避免通

过机械损伤和人工操作传播。尽量实行轮作倒茬，

先以无毒药用植物品种进行２～３年的栽培，再种植

脱毒繁育的另一药用植物，或与玉米等其他高秆作

物进行轮换种植甚至套种，避免连作重茬。种植地

周边尽量避免种植番茄、辣椒、烟草、十字花科蔬菜

和瓜类等易患病毒病的植物。此外，田间杂草可为

昆虫越夏、越冬、产卵提供场所，也可能是病毒潜伏

的适生寄主，故及时中耕除草，发现病株后及早拔除

并烧毁，也是防止病害发生和流行的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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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ＨＵＹｉｂｏ，ＬＩＵＧｕｏｄｏｎｇ，ＬＩＺｈｏｎｇｈａｉ，ｅｔａｌ．ＧｐｒｏｔｅｉｎｃＡＭＰ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ｐａｔｈｗａｙｍｅｄｉａｔｅｄｂｙＰＧＡ３ｐｌａｙｓｏｐｐｏｓｉｔｅｒｏｌｅｓｉｎ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ｏｆａｍｙｌａｓｅｓａｎｄｃｅｌｌｕｌａｓｅｓｉｎ犘犲狀犻犮犻犾犾狌犿

犱犲犮狌犿犫犲狀狊［Ｊ］．ＦｕｎｇａｌＧｅｎｅｔｉｃｓａｎｄ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３，５８：６２ ７０．

［１７］郝志敏，申糰，李志勇，等．玉米大斑病菌犛狋犵犪２及其启动子

的克隆与基因表达分析［Ｊ］．中国农业科学，２０１０，４３（１８）：

３７０５ ３７１２．

［１８］ＴＡＫＡＯＫ，ＡＫＡＧＩＹ，ＴＳＵＧＥＴ．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

ｔｉｏｎｏｆｐｕｔａｔｉｖｅＧｐｒｏｔｅｉｎｃｏｕｐｌｅｄ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ｓｉｎｔｈｅｔｏｍａｔｏ

ｐａｔｈｏｔｙｐｅｏｆ犃犾狋犲狉狀犪狉犻犪犪犾狋犲狉狀犪狋犲［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ｌａｎｔ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６，８２（２）：１ ７．

［１９］张丽?，段可，邹小花，等．草莓胶孢炭疽菌ＧＰＣＲｓ超家族蛋白

鉴定及生物信息学分析［Ｊ］．上海农业学报，２０１７，３３（１）：１ ９．

［２０］ＹＵＪＨ．ＨｅｔｅｒｏｔｒｉｍｅｒｉｃＧｐｒｏｔｅｉｎ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ａｎｄＲＧＳｓｉｎ犃狊

狆犲狉犵犻犾犾狌狊狀犻犱狌犾犪狀狊［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６，４４（２）：

１４５ １５４．

［２１］ＰＲＩＹＡＴＮＯＴＰ，ＢＡＫＡＲＦＤＡ，ＫＡＭＡＲＵＤＤＩＮＮ，ｅｔａｌ．

Ｉｎ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ｓｕｂｕｎｉｔｏｆｃＡＭＰ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ｐｒｏｔｅｉｎ

ｋｉｎａｓｅａｃａｕｓｅｓｄｅｌａｙｅｄａｐｐｒｅｓｓｏｒｉｕｍ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ｄｕｃｅｄ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ｉｃｉｔｙｏｆ犆狅犾犾犲狋狅狋狉犻犮犺狌犿犵犾狅犲狅狊狆狅狉犻狅犻犱犲狊［Ｊ］．ＴｈｅＳｃｉ

ｅｎｔｉｆｉｃＷｏｒｌｄ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２，ＩＤ５４５７８４．

［２２］吴曼莉，李晓宇，张楠，等．胶孢炭疽菌犆犵犚犌犛２基因的克隆

及生物学功能［Ｊ］．微生物学报，２０１７，５７（１）：６６ ７６．

［２３］徐爽，吴曼莉，柯智健，等．胶孢炭疽菌ＣｇＲＧＳ４调控营养生

长、渗透压响应、氧化应激反应和致病性［Ｊ］．浙江农业学报，

２０１７，２９（２）：２７７ ２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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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０］李北辰，史素琴，朱平，等．人参病毒病的研究［Ｊ］．微生物学报，

１９８２，２２（３）：２９１ ２９２．

［１２１］李云峰，逯弘捷，祝红波．人参病毒病调查初报［Ｊ］．特产科学实

验，１９８５（３）：２７ ２９．

［１２２］田成刚，张占伟，王稚琪．人参病毒病田间发病规律的观察［Ｃ］∥

《吉林农业大学学报》编辑部．中国吉林国际人参大会会议论

文集，２００８．

［１２３］陈小红，叶华智，严吉明，等．四川药用植物病害调查与病原鉴定

Ｉ．主要栽培药用植物病害［Ｊ］．西南农业学报，２００６，１９（１）：５８ ６２．

［１２４］严吉明，叶华智，秦芸，等．四川药用植物病害调查与病原鉴定Ⅱ．

四川药用植物病害［Ｊ］．西南农业学报，２００８，２１（２）：３５９ ３６３．

［１２５］张超，战斌慧，周雪平．我国玉米病毒病分布及危害［Ｊ］．植物保

护，２０１７，４３（１）：１ ８．

［１２６］周晓波，吴艺飞，丁茁荑，等．卷丹百合３种主要病毒脱毒方法

研究［Ｊ］．湖南农业科学，２０１６（１０）：７ １０．

［１２７］解晓红，李江辉，陈丽，等．半夏脱毒技术研究及应用［Ｊ］．中药

材，２０１１，３３（７）：１０１４ １０１７．

［１２８］朱艳，秦民坚，周小华．太子参脱病毒技术研究［Ｊ］．植物资源与

环境学报，２００５，１４（４）：２７ ３１．

［１２９］郭倩楠，张文芳，贾小玉，等．菊花病毒脱除及其检测技术研究

进展［Ｊ］．浙江农业科学，２０１６，５７（１２）：２０３５ ２０３９．

［１３０］李军，高广春，李白，等．植物组培脱毒技术及其在药用植物藏

红花中的应用［Ｊ］．生物技术通报，２０１４（７）：４４ ４８．

［１３１］潘志金．薄荷病害的发生及综合防治［Ｊ］．安徽农学通报，２０１０，

１６（９）：１３９ １４０．

［１３２］姚永松．太子参病毒病的综合防治技术［Ｊ］．福建农业科技，

２０１４（６）：４１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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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说明
十四点负泥虫犆狉犻狅犮犲狉犻狊狇狌犪狋狌狅狉犱犲犮犻犿狆狌狀犮狋犪狋犪（犛犮狅狆狅犾犻，１７６３）

十四点负泥虫属鞘翅目叶甲科Ｃｈｒｙｓｏｍｅｌｉｄａｅ。寄主植物有石刁柏（芦笋）、文竹等百合科天门冬属植物，可成为芦笋的害

虫。幼虫（封面图片ａ）不负泥。成虫体长５．５～７．５ｍｍ；棕黄色或橘红色（封面图片ｂ），具黑斑；头前端、复眼及四周、触角均

黑色，两眼间稍后有１个黑斑。前胸背板长略大于宽，前半部具黑斑４个，成一横排，基部中央有时有１个黑斑；小盾片黑色；

鞘翅斑纹变化大，典型的是每个鞘翅上具黑斑７个，但斑纹可以减少甚至消失，或黑斑变大相连，鞘翅几乎全为黑色（封面图片ｃ），仅

侧缘橘红色。国内分布于北京、陕西、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西；国外分布于日本、朝鲜、

俄罗斯及欧洲。图片拍摄于北京。

虞国跃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植物保护环境保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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