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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６年，在甘肃省１０个地市２４个马铃薯主栽县（区）１４６个生态区域（乡镇）采集了７５７份具有典

型症状的马铃薯样品，应用ＤＡＳＥＬＩＳＡ法进行检测，筛查６种主要病毒（ＰＶＸ、ＰＶＹ、ＰＬＲＶ、ＰＶＡ、ＰＶＳ和ＰＶＭ）。

结果表明：６３１份样品检测到病毒，ＰＶＳ的检出率最高，达４７．０３％，ＰＶＹ次之，为３３．８２％，ＰＶＡ最低，只有０．６３％；

发生复合侵染的病毒主要为ＰＶＹ＋ＰＶＳ，复合侵染率达到１０．１３％，三种病毒复合侵染主要是ＰＶＹ＋ＰＶＳ＋ＰＶＭ；

病毒种类和感病程度与品种、地域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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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铃薯是甘肃省第三大粮食作物，栽培历史悠

久，在保障全省粮食供给和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发展

中占有重要地位。马铃薯营养丰富、全面，可作为

粮、菜、饲兼用和工业加工原料，经济效益好。马铃

薯在甘肃省大部分县区都有种植，因其适应性强，耐

瘠薄，易于种植，特别是营养丰富、全面，被誉为“救

命蛋”、“致富蛋”、“营养蛋”［１］，被作为解决农民温饱

和脱贫致富奔小康的一条主要途径。近年来甘肃省

马铃薯种植区域和规模不断扩大，年播种面积稳定

在６６．６７万ｈｍ２左右，占全省三大粮食作物总播种

面积的３６％。然而，甘肃省马铃薯产量水平还很

低，而马铃薯病毒是引起数量损失（减产）最为重要

的原因［２５］。

病毒病可引起马铃薯品质下降，产量逐年降低，

甚至绝产。已报道的在田间条件下能侵染马铃薯的

病毒多达３０种以上
［６７］。在中国对马铃薯危害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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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的主要有马铃薯Ｘ病毒（ＰＶＸ）、马铃薯Ｙ病毒

（ＰＶＹ）、马铃薯Ｓ病毒（ＰＶＳ）、马铃薯Ａ病毒（ＰＶＡ）、

马铃薯 Ｍ 病毒（ＰＶＭ）以及马铃薯卷叶病毒（ＰＬ

ＲＶ）
［８９］。由于马铃薯为无性繁殖作物，病毒除直接侵

染马铃薯使之感病外，更重要的是病毒在马铃薯块茎

内积累导致种性退化，产量逐年降低。研究证明马铃

薯病毒病可引起马铃薯减产３０％～５０％
［１０］。此外，马

铃薯病毒经常混合侵染，混合侵染可造成８０％以上的

产量损失，有些还会严重影响块茎品质和商品性［１１１２］。

了解马铃薯病毒病的危害情况及病原种类，是

开展马铃薯研究、抗病育种、品种布局以及保证脱毒

种薯质量的必要前提。因此，对甘肃省马铃薯病毒

进行普查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目前，关于甘

肃地区马铃薯病毒病的报道还不多，有关马铃薯病

毒的种类、分布及危害情况还缺乏系统深入的调查

和研究。为了解马铃薯病毒病在甘肃的发生和分

布，明确引起马铃薯病毒病的病毒种类，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对甘肃省马铃薯主要产区病毒病的发生情

况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和系统的鉴定，在两年的时间

里共采集具典型症状的样品７５７份，并进行了病毒

检测。旨在为健全脱毒种薯的质量控制体系，控制

马铃薯种薯的退化，提高马铃薯产量，有针对性地制

定病毒病综合防控策略提供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样品采集

样品采自甘肃省２４个县（区）的马铃薯主产区，

包括定西市的安定区、通渭县、渭源县、临洮县、岷

县；临夏州的东乡县、积石山县；庆阳市的华池县、环

县；陇南市的武都区、西和县、礼县；白银市的靖远

县、会宁县；天水市的武山县、秦安县；武威市的古浪

县、凉州区；张掖市的民乐县、山丹县；平凉市的静宁

县、庄浪县；兰州市的榆中县、永登县。共采集样品

７５７份，涉及‘陇薯３号’、‘庄薯３号’、‘青薯９号’、

‘克新１号’、‘大西洋’、‘新大坪’、‘陇薯７号’等种

植面积较大的主栽品种。

于２０１５年和２０１６年的７月－８月（盛花期）和１０

月－１１月（收获期）进行采集。盛花期选择该区域

内连片面积在０．６６７ｈｍ２以上的地块作为代表性生

产田，每块田随机取样，随机采集有花叶、皱缩、矮化

等典型症状的马铃薯植株，每个单株上从顶部采集

新叶３～４片作为一个样本，各样本均密封于样品袋

中，于４℃的冰箱中保存１～２ｄ后做病毒检测。收

获期在受调查县（区）选择种植面积１３３３．３３ｈｍ２

以上的品种，每个品种至少取３个不同生态区域（乡

镇）的商品薯，每个生态区域取一份样品，每份样品

取２～３个薯块进行病毒检测。

１．２　检测

ＰＶＸ、ＰＶＹ、ＰＶＳ、ＰＬＲＶ、ＰＶＡ和ＰＶＭ的检测

试剂盒购自美国Ａｇｄｉａ公司，其他化学试剂为分析

纯。检测方法参照Ｓａｌａｚａｒ
［２］的双抗体夹心酶联检

测法（ＤＡＳＥＬＩＳＡ）。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甘肃省马铃薯主产区病毒病发生情况

对甘肃省马铃薯主产区马铃薯样品进行病毒检

测，检测结果显示，马铃薯病毒病在甘肃省发生较为

普遍，２４个县（区）采集的７５７份马铃薯叶片及薯块

中，１２６份为无病毒样品，６３１份样品检测出了

ＰＶＸ、ＰＶＹ、ＰＶＳ、ＰＶＡ、ＰＶＭ、ＰＬＲＶ，其中以ＰＶＳ

的检出率最高，达到了４７．０３％；ＰＶＹ的检出率次

之，达３３．８２％；ＰＬＲＶ和ＰＶＭ的检出率相对较高，

达到１３．４７％和１５．１９％；而ＰＶＸ的检出率相对较

低，只有３．８％；ＰＶＡ在甘肃很少发生，仅检测出５

例，占０．６３％。全省马铃薯病毒检测结果和各地区

马铃薯病毒检测结果见表１～表３。

表１　７５７份马铃薯样品检测结果

犜犪犫犾犲１　犚犲狊狌犾狋狊狅犳狆狅狋犪狋狅狏犻狉狌狊犲狊犱犲狋犲犮狋犻狅狀犻狀犌犪狀狊狌犘狉狅狏犻狀犮犲

病毒种类

Ｖｉｒｕｓｔｙｐｅ

阳性样品数／份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ｓａｍｐｌｅ

阳性率／％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ｒａｔｅ

ＰＶＸ ２９ ３．８０

ＰＶＹ ２５６ ３３．８２

ＰＬＲＶ １０２ １３．４７

ＰＶＳ ３５６ ４７．０３

ＰＶＭ １１５ １５．１９

ＰＶＡ ５ ０．６３

２．２　甘肃省主产区马铃薯病毒单独侵染和复合侵

染情况分析

　　由表４可知，马铃薯病毒单独侵染和复合侵染

现象普遍存在，综合看来，单独侵染比复合侵染普

遍。ＰＶＳ单独侵染率最高，达２０．８９％，其次为

ＰＶＹ，侵染率为１４．５６％；ＰＬＲＶ和ＰＶＭ单独侵染

的比率不高，仅有个别样品被这两种病毒单独侵染；

在这次调查中，未发现ＰＶＸ和ＰＶＡ单独侵染的马

铃薯。复合侵染主要有两种病毒复合侵染和三种病

·２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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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复合侵染，且两种病毒复合侵染比三种病毒复合

侵染的现象普遍。普遍发生的是ＰＶＹ＋ＰＶＳ，侵染

率达到１０．１３％，其次是ＰＶＳ＋ＰＶＭ和ＰＶＸ＋ＰＬ

ＲＶ，侵染率分别为５．７％和３．２％，三种病毒复合侵

染主要是ＰＶＹ＋ＰＶＳ＋ＰＶＭ，侵染率为２．８５％。

较少有四种病毒复合侵染，发现的有ＰＶＸ＋ＰＶＹ＋

ＰＬＲＶ＋ＰＶＳ和ＰＶＹ＋ＰＬＲＶ＋ＰＶＳ＋ＰＶＭ，但侵

染率都很低，均为０．３２％。

表２　甘肃省马铃薯主栽区病毒病检测结果

犜犪犫犾犲２　犘狅狋犪狋狅狏犻狉狌狊犲狊犱犲狋犲犮狋犻狅狀犻狀狏犪狉犻狅狌狊犪狉犲犪狊犻狀犌犪狀狊狌

采样地点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ｓｐｏｔ

检测样品总数／份

Ｔｏｔａｌｓａｍｐｌｅ

ｎｕｍｂｅｒ

检出病毒样品数／份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ｎｕｍｂｅｒ

ＰＶＸ ＰＶＹ ＰＬＲＶ ＰＶＳ ＰＶＭ ＰＶＡ

庆阳Ｑｉｎｇｙａｎｇ
环县（小南沟、芦家湾、毛井、南湫、甜水、罗山、洪德、四合源、山

成、耿湾、秦团、虎洞）
５４ ６ １５ ９ ２７ ０ ３

华池（柔远、山庄、乔川、城壕、淮安、上里塬、悦乐、五蛟、紫坊、

元城、白马）
３６ ０ ９ ３ １５ ０ ０

平凉Ｐｉｎｇｌｉａｎｇ
静宁（古城、三合、四河、雷大、界石铺、曹务、司桥、灵芝、高界井

沟村、东湾）
９３ ０ １５ １０ ３２ １７ ０

庄浪（庄浪县、通化乡韩湾村） ６１ ０ ７ １７ ２９ ２８ ０

张掖Ｚｈａｎｇｙｅ 山丹（陈户、霍城、清泉、大马营、位奇） １８ ０ １５ ０ ３ ０ ０

临夏Ｌｉｎｘｉａ 积石山（安集红坪、居集甘藏、胡林家大庄、郭干大杨家） １２ ０ ６ ０ ６ ３ ０

陇南Ｌｏｎｇｎａｎ 武都（鱼龙、安化、龙凤） ９ ０ ５ ０ ６ ０ ０

礼县（石桥谷岭、雷王阳坡、北关苟山、宽川双崖、洮坪下坪、湫

山上坪、宽川镇、冯庄村、石桥镇、汉阳村）
２７ １ １６ ３ １１ ６ ０

西和（姜席五集、河坝安谷、何坝铁古、河坝马塞、苏合、牟山） ７７ ４ ３１ ５ ５５ ３１ ２

武威 Ｗｕｗｅｉ 古浪（黄羊川、横梁、海子滩、永丰滩、泗水、黄花、军乡） ２７ ０ ２４ ９ ９ ０ ０

兰州Ｌａｎｚｈｏｕ 永登（平城、民乐、武胜驿、树屏、龙泉寺、大同） ２７ ０ ６ ３ １８ ０ ０

榆中（中连川、甘草店、清水驿） ３３ ５ ４ ９ １６ １ ０

白银Ｂａｉｙｉｎ
会宁（丁沟南门、新添沙湾、老君柳岔、刘寨陈庄、会师西岩、会

师南十、会师捎岔、白源九百户、河畔宋坪、会师郭城）
４８ ０ ２４ １８ １５ ３ ０

靖远（若莅曹岘、北滩中滩） ６ ０ ６ ３ ３ ０ ０

定西Ｄｉｎｇｘｉ 通渭（北城、马营、华岭） ２７ ３ ６ ６ ９ ６ ０

安定（团结、内官、石泉、高峰、香泉、西巩驿、凤翔镇、砏口、宁

远、杏园、鲁家沟、李家堡、宁原镇斜川村、西川镇）
１０４ ３ ５０ ８ ５２ １４ ０

渭源（会川、北塞、五竹） ２４ ０ １５ ０ ３ ０ ０

岷县（榆川、西江、十里镇、岷阳、四沟乡、麻子川、秦许） ２７ ７ ７ ０ １５ ３ ０

临洮（站滩、苗背） １２ ０ １ ２ ３ ３ ０

天水Ｔｉａｎｓｈｕｉ
秦安（王甫郭加魏店、王甫云山兴丰、中山永坪王营、中山乡刘

箕村、下陈村、兴丰镇兴丰村、中山镇胡崖村、王尹镇付山村）
２２ ０ ３ ２ ２３ ０ ０

武山（龙台青山、马力付门、榆盘梁沟、马力高山、滩哥柒庄） １５ ０ ５ ０ ６ ０ ０

表３　甘肃省各地区不同马铃薯病毒所占比例

犜犪犫犾犲３　犘犲狉犮犲狀狋犪犵犲狊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狏犻狉狌狊犻狀犌犪狀狊狌犿犪犻狀狆狅狋犪狋狅狆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犪狉犲犪狊

采样地点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ｓｐｏｔ

检测样品数／份

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ｓａｍｐｌｅｎｕｍｂｅｒ

所占百分率／％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ＰＶＸ ＰＶＹ ＰＬＲＶ ＰＶＳ ＰＶＭ ＰＶＡ

庆阳Ｑｉｎｇｙａｎｇ ９０ ６．６７ ２６．６７ １０．００ ４６．６７ ０．００ ３．３３

平凉Ｐｉｎｇｌｉａｎｇ １５４ ０．００ １４．８１ １６．６７ ４０．７４ ２７．７８ ０．００

张掖Ｚｈａｎｇｙｅ １８ ０．００ ８３．３３ ０．００ １６．６７ ０．００ ０．００

临夏Ｌｉｎｘｉａ １２ 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０．００

陇南Ｌｏｎｇｎａｎ １１３ ４．２３ ４６．４８ ７．０４ ６３．３８ ３２．３９ １．４１

武威 Ｗｕｗｅｉ ２７ ０．００ ８８．８９ ３３．３３ ３３．３３ ０．００ ０．００

兰州Ｌａｎｚｈｏｕ ６０ ８．３３ １６．６７ ２０．８３ ５８．３３ ４．１７ ０．００

白银Ｂａｉｙｉｎ ５４ ０．００ ５５．５６ ３８．８９ ３３．３３ ５．５６ ０．００

定西Ｄｉｎｇｘｉ １９４ ６．２５ ３３．７５ ８．７５ ４２．５０ １３．７５ ０．００

天水Ｔｉａｎｓｈｕｉ ３７ 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５．００ ７５．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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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马铃薯病毒单独和复合侵染率

犜犪犫犾犲４　犐狀犳犲犮狋犻狅狀狉犪狋犲狅犳狊犻狀犵犾犲狏犻狉狌狊犪狀犱犿犻狓犲犱狏犻狉狌狊犻狀狆狅狋犪狋狅犲狊

病毒

Ｖｉｒｕｓ

侵染率／％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

病毒

Ｖｉｒｕｓ

侵染率／％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

病毒

Ｖｉｒｕｓ

侵染率／％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

ＰＶＸ ０ ＰＶＹ＋ＰＬＲＶ ２．２２ ＰＬＲＶ＋ＰＶＳ＋ＰＶＭ １．５８

ＰＶＹ １４．５６ ＰＶＹ＋ＰＶＳ １０．１３ ＰＶＹ＋ＰＬＲＶ＋ＰＶＳ １．９０

ＰＬＲＶ ３．１６ ＰＶＹ＋ＰＶＭ ０．９５ ＰＶＹ＋ＰＬＲＶ＋ＰＶＭ ０．３２

ＰＶＳ ２０．８９ ＰＬＲＶ＋ＰＶＳ １．２７ ＰＶＹ＋ＰＶＳ＋ＰＶＭ ２．８５

ＰＶＭ ３．８０ ＰＬＲＶ＋ＰＶＭ ０．６３ ＰＶＹ＋ＰＶＳ＋ＰＶＡ ０．３２

ＰＶＡ ０ ＰＶＳ＋ＰＶＭ ５．７０ ＰＶＸ＋ＰＶＳ＋ＰＶＭ ０．３２

ＰＶＸ＋ＰＬＲＶ ３．２ ＰＶＳ＋ＰＶＡ ０．３２ ＰＶＸ＋ＰＶＹ＋ＰＬＲＶ＋ＰＶＳ ０．３２

ＰＶＸ＋ＰＶＳ １．９ ＰＶＸ＋ＰＶＹ＋ＰＶＳ ０．９５ ＰＶＹ＋ＰＬＲＶ＋ＰＶＳ＋ＰＶＭ ０．３２

２．３　甘肃省不同地区马铃薯病毒病发生情况分析

对不同地区马铃薯生产田病毒的检测结果（图

１）表明，不同地区的病毒种类和马铃薯感染程度都

不同。陇南地区发生６种病毒，兰州和定西地区发

生５种病毒，庆阳、平凉和白银发生４种病毒，天水、

临夏、武威发生３种病毒，而张掖地区只有２种病毒

发生。分析各病毒的发生程度，发现ＰＶＹ在甘肃河

西地区（张掖、武威）发病最为严重，检出率达到

８０％以上；在临夏、陇南、白银发病也较严重，检出率

在５０％左右，在定西检出率为３３％，其他地区ＰＶＹ

检出率都低于３０％；ＰＶＳ在张掖地区发病较轻，检

出率仅为１６．６７％，其他地区都普遍发生，陇南、天

水发病较严重，检出率达到６０％以上；ＰＶＭ 在平

凉、陇南、临夏发病较严重，检出率达到３０％左右，在

兰州、白银、定西发生较轻；ＰＬＲＶ在白银发病最严

重，检出率达到３８％，其次是武威，达到３３％；ＰＶＸ发

病较轻，在兰州、定西、庆阳、陇南有少量发生，检出率

都在１０％以下；ＰＶＡ个别发生，在这次调查的１０个

生态区，仅在庆阳和陇南发现５例。

２．４　甘肃主栽品种对马铃薯病毒病抗性分析

甘肃省种植面积较大的品种主要有‘陇薯３

号’、‘庄薯３号’、‘青薯９号’、‘克新１号’、‘大西

洋’、‘新大坪’、‘陇薯７号’、‘陇薯１０号’、‘陇薯６

号’等，栽培面积都在１３３３．３３ｈｍ２以上。马铃薯不

同品种间对马铃薯病毒病的抗性差异较大（表５），

‘大西洋’和‘陇薯３号’对ＰＶＹ表现高度感病，‘庄

薯３号’对ＰＶＭ表现高度感病；‘大西洋’仅对ＰＶＹ

和ＰＬＲＶ表现感病，‘新大坪’对ＰＶＸ、ＰＶＹ、ＰＶＳ

表现感病，而其他品种会感染４～５种以上病毒，‘陇

薯１０号’对６种病毒都表现感病；其中‘青薯９号’

抗病毒能力较强，虽然检测到５种病毒，但侵染率都

较低。

图１　甘肃省不同地区马铃薯生产田病毒发生比较

犉犻犵．１　犞犻狉狌狊犱犻狊犲犪狊犲犻狀犮犻犱犲狀犮犲犻狀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狆狅狋犪狋狅犳犻犲犾犱狊犻狀犌犪狀狊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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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６种病毒对不同品种的侵染率比较

犜犪犫犾犲５　犞犻狉狌狊犻狀犳犲犮狋犻狅狀狉犪狋犲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狆狅狋犪狋狅狏犪狉犻犲狋犻犲狊犻狀犌犪狀狊狌

品种

Ｖａｒｉｅｔｙ

侵染率／％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

ＰＶＸ ＰＶＹ ＰＬＲＶ ＰＶＳ ＰＶＭ ＰＶＡ

陇薯３号 ２．４４ ８７．８０ １２．２０ ５１．２２ １４．６３ ０

陇薯６号 ０ ５５．５６ ２２．２２ ６６．６７ ２７．７８ ０

陇薯７号 ２．４４ ９．７６ ９．７６ ４８．７８ １２．２０ ０

青薯９号 ２．２７ ２．２７ ２０．４５ ２５．００ ９．０９ ０

大西洋 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０ ０ ０

克新１号 ０ ５６．２５ ３７．５０ ３１．２５ ０ ６．２５

新大坪 １５．３８ ６１．５４ ０ ７６．９２ ０ ０

陇薯１０号 １１．５４ ３４．６２ １１．５４ ４６．１５ ３．８５ ３．８５

庄薯３号 ９．０９ ６．０６ ９．０９ ３１．００ ９３．９４ ０

３　讨论

近年来，甘肃省马铃薯产业发展迅速，然而在当

前的马铃薯生产中，病毒病发生普遍而严重，成为制

约马铃薯产业持续、健康、高效发展的主要障碍。目

前对我国马铃薯生产危害较大的６种病毒，在甘肃

的马铃薯生产中均有不同程度发生。本次调查涉及

甘肃省１０个地市２４个马铃薯主栽县区１４６个不同

生态区域（乡镇），共采集到７５７个马铃薯样品。通

过田间调查，发现马铃薯病毒病的主要症状是花叶、

畸形、黄化、卷叶和坏死。经病毒鉴定，ＰＶＡ发生较

少，其他５种病毒在甘肃马铃薯上均有分布，其中

ＰＶＹ和ＰＶＳ分布最广，危害最重。

地理环境、气候条件不同，会导致病毒种类和马

铃薯感病程度发生很大的差异，而品种抗病毒能力与

马铃薯退化相关，抗病力强的品种，发病较轻，退化不

严重，抗病力弱的品种发病重，退化比较严重。刘波

微等［１３］对‘大西洋’等７个品种进行田间病毒病抗性

鉴定，认为马铃薯不同品种对病毒病的抗性差异较大。

本研究通过调查甘肃省种植面积在１３３３．３３ｈｍ２以上

的马铃薯品种，发现不同品种对马铃薯病毒病的抗性

差异较大，‘大西洋’对ＰＶＸ、ＰＶＭ、ＰＶＳ、ＰＶＡ具有田

间抗性，对ＰＬＲＶ表现中抗，但对ＰＶＹ没有抗性；除

了‘大西洋’，其他品种对ＰＶＳ都表现中高度感病，特

别是‘新大坪’，ＰＶＳ检出率达到７６．９２％；在甘肃发

现的５例ＰＶＡ，被侵染的品种是‘克新１号’和‘陇

薯１０号’。以上结果说明不同品种感染病毒种类和

感染程度有一定差异，这种差异可能与品种抗病毒

能力相关，也可能是种苗不干净造成的某个病毒较

高，要准确评价品种间抗性差别，还需进一步开展品

种抗性鉴定试验。总之，脱毒技术可以生产无病毒

或低病毒的种薯，保证品种的产量和品质不受影响，

但是脱毒技术本身存在着成本高、难度大、脱毒后易

重新感染病毒等问题，尤其是抗病毒能力差的品种

脱毒后重新感病是严重困扰生产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此在选择用于脱毒的种薯薯源时，不但要注重其

产量和质量，也应将品种抗病毒病的能力列为重要

的选择指标。

种薯质量控制也是降低病毒感染率的有效措

施。高艳玲等［１４］对我国马铃薯主产区病毒病调查

结果表明，马铃薯试管苗ＰＶＳ病毒发生较多，而且

原原种和大田种薯ＰＶＹ病毒发生比例也较高。也

有学者研究发现我国马铃薯主产区生产的各级脱毒

种薯的部分样品中仍然能检测出马铃薯病毒［１５１７］。

可见，种薯质量仍然是马铃薯生产中一个不可回避

的问题。因此，应进一步严把种薯质量关。应针对

甘肃省种薯繁育单位重组培快繁、轻病毒检测的现

状，强调脱毒种薯繁育过程中的病毒检测，及时剔除

带毒试管苗和带毒种薯，从而有效地控制种薯质量。

本次病毒病调查发现，部分在田间表现植株矮

化、叶片皱缩或黄化等类似病毒病症状的植株，经过

病毒检测，并不含ＰＶＸ、ＰＶＭ、ＰＶＳ、ＰＶＹ、ＰＬＲＶ、

ＰＶＡ这６种主要病毒。由此可见，在甘肃发生的病

毒病已不仅仅是这６种病毒，可能还有其他病毒的

存在，同时我们在调查中也发现了一种广泛存在的

症状：马铃薯植株徒长，顶部叶片紫色并卷曲，露出

土表的马铃薯部分长出很多枝芽并长出许多匍匐

枝，土表下的马铃薯块茎发芽并生出气生薯。经云

南省农业科学院专家鉴定并查阅相关文献，类似于

植原体引起的马铃薯病害，具体检测结果还有待分

子生物学等其他病毒检测方法的验证。ＲＴＰＣＲ、

荧光定量ＰＣＲ等分子生物学检测方法是近年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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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的检测马铃薯病毒的更加准确的方法，而在甘肃

却没有建立相应的检测体系。因此，应尽快在甘肃建

立分子生物学检测马铃薯病毒病的体系，对甘肃省马

铃薯其他病毒病开展全面调查和系统鉴定，以便更全

面地了解甘肃省马铃薯病毒病的种类及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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