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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调查福建福清地区马铃薯病毒病的发生情况!以明确该地区马铃薯主要病毒病原"共采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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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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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进行分子检测!结果表明!福清地区危害马铃薯的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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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出率最高!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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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危害该地区马铃薯样

品的主要病毒病原"通过病毒复合侵染进行分析!发现该地区存在病毒复合侵染马铃薯现象"研究结果可为福清

地区马铃薯种薯的引进和病毒病害防治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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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茄科茄属一年

生草本植物%起源于南美洲安第斯山地区%是一种兼

具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的食用块茎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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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广泛%既可以食用%也可以作为工业原料%具有

较高的经济价值%是世界四大粮食作物之一%与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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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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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病毒(沈林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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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多基因联合方法

对福清产区马铃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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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株系组成进行鉴定(福

建省马铃薯的种植面积和产量占全国比例较少%福

清地区作为福建省马铃薯重要的种植生产区%属于

中国马铃薯南方冬作区%近年来%福清地区马铃薯受

病毒病的危害日益加剧%给马铃薯的产量和质量带

来了严重的影响%因此%明确福清地区马铃薯病毒病

发生情况和病毒种类%对福清地区马铃薯病毒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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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和病毒病害防治提供参考依据%为促进该地区马

铃薯种薯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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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3,*/-/,*/0)4/32+CD1*4*54*1-6

9

34'43-6:0

;

-6

7

',*'

=9$9=

!

?B<A

的检测结果

该地区采集的
.(

份马铃薯样品中%共
$

份样品

出现了
?B<A

特异性扩增条带!图
!

"%长度为
(!&E

K

%

且与预期片段大小一致%而阴性对照未出现任何扩

增条带(

=9$9A

!

?AC

的检测结果

利用
?AC

特异性引物对福建省福清地区的采

集的
.(

份马铃薯疑似带毒样品进行
<>+?@<

扩增%

+

%"!

+



!"#'

共
-

份扩增产物在
#9-D

琼脂糖凝胶电泳呈阳性条

带!图
%

"%与预期片段
$$-E

K

相一致%而阴性对照未

出现任何扩增条带(

图
=

!

福清地区马铃薯中检出的
+G>C

病毒电泳结果

:-

7

%=

!

E)*54,3

9

F3,*/-/,*/0)4/32+G>C1*4*54*1-6

9

34'43-6:0

;

-6

7

',*'

图
A

!

福清地区马铃薯中检出的
+CH

病毒电泳结果

:-

7

%A

!

E)*54,3

9

F3,*/-/,*/0)4/32+CH1*4*54*1-6

9

34'43-6:0

;

-6

7

',*'

=%=

!

+<>

产物的克隆和测序结果

将马铃薯
)

病毒!

?A)

")马铃薯卷叶病毒!

?B<A

")

马铃薯
C

病毒!

?AC

"阳性样品的
?@<

扩增产物%进

行克隆)测序和序列分析%结果表明%从
?A)

阳性样

品中获得
$"#E

K

的目的片段%其核苷酸序列与已报道

的
?A)

分离物!

WU"&.""

"

@?

核苷酸序列同源性为

''9-D

#从
?B<A

阳性样品上获得
(!&E

K

的目的片

段%其核苷酸序列与已报道的
?B<A

分离物

!

*a$-'"!%

"

@?

基因序列同源性为
''9$D

#从
?AC

阳性样品上获得
$$-E

K

的目的片段%其核苷酸序列与

已报道的
?AC

分离物!

)#-(!-

"

@?

基因序列同源性为

'-9%D

(序列分析结果证实%

?A)

)

?B<A

和
?AC

阳

性样品中扩增到的目的片段与已报道的各病毒
@?

核苷酸序列高度同源%进一步验证了
%

种病毒扩增

产物的特异性(

=%A

!

病毒检出率

对福建省福清地区采集的
.(

个马铃薯样品检

测结果进行统计%结果!表
!

"表明%

?A)

)

?B<A

)

?AC

检出率分别为
-(9-!D

)

#&9%'D

和
#"9$&D

%以

?A)

检出率最高%说明
?A)

是危害该地区马铃薯

的主要病毒病原(此外%检测结果表明%福清地区马

铃薯病毒存在复合侵染%主要为
?A)

和
?B<A

复

合侵染%复合侵染率为
.9%-D

(

表
=

!

福清马铃薯病毒的检测结果

&'()*=

!

!*4*54-36,*/0)4/328-,0/*/-62*54-6

7

9

34'43-6:0

;

-6

7

',*'

地点

B;:1I2;8

样本数*个

C10

K

3M

症状

C

b

0

K

I;0

检出病毒样本数*个

,50EMNJ;\

K

;J2I2OMJ10

K

3MJ

?AC ?A) ?B<A

洋下村

)18

Y

X21

O2331

Y

M

#-

斑点)褪绿)卷叶皱

缩)黄化)小叶黑点
. ## .

文房村

cM8\18

Y

O2331

Y

M

#"

斑点)卷叶皱缩)黄

化)花叶
# $ #

柏陈村

1̀2:FM8

O2331

Y

M

$

斑点)黑点)卷叶皱

缩)黄化
" ! #

浮山村

*5JF18

O2331

Y

M

#%

斑点)黑点)皱缩)

黄化)小叶)花叶
" - !

合计

>;I13

.( - !( $

A

!

结论与讨论

福清市位于福建省东南沿海一带%是福建省马

铃薯主要种植生产区之一(近年来%福清地区马铃

薯受病毒病的危害日益严重%给该地区马铃薯生产

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目前%关于福清地区马铃

薯主要病毒种类尚未见调查研究报道(近年来国内

外已报道的侵染马铃薯的病毒及类病毒超过
."

种%

其中在我国危害比较严重的有
?A)

)

?AG

)

?AC

)

?AH

)

?B<A

和
?A=

(

?A=

)

?)PA

)

?H>A

)

?AA

)

?C>AL-

种病毒被列入我国进境植物检疫性有害生

物名录(

?H>A

在国外研究报道较多%国内较少(

该病毒随土壤中的马铃薯粉痂菌
0

7

'$

<

'-

7

'&#-,2=

%(&&#$(#

进行传播%病毒在粉痂菌休眠孢子内部至

少可存活
!

年%在生产实践中难以发现该病毒(

?C>AL

是唯一被发现侵染马铃薯的类病毒%其寄主

范围广(

?C>AL

引起的病害发现于
#'!!

年%但直

+

."!

+



.-

卷第
%

期 杨小龙等$福建省福清地区马铃薯病毒病病原的分子检测

到
#'(&

年及以后的研究中才逐渐认识引起该病害

的病原&

!-

'

(本研究利用常规
<>+?@<

技术对福清

地区疑似感病的马铃薯样品进行主要病毒种类的检

测鉴定(结果在该地区检出
?A)

)

?B<A

和
?AC

%

其检出率分别为
-(9-!D

)

#&9%'D

和
#"9$&D

(其

中%

?A)

检出率最高%说明
?A)

是危害该地区马铃

薯的主要病毒(通过对该地区马铃薯病毒复合侵染

情况进行分析%发现该地区存在病毒复合侵染现象%

以
?A)

和
?B<A

复合侵染为主(此外%本研究利

用
?A=

)

?)PA

)

?H>A

)

?AA

和
?C>AL-

种病毒

特异性引物对福清本地马铃薯样品进行检疫性病毒

检测%均未检出这
-

种检疫性病毒(目前%还没有任

何药剂能对马铃薯病毒进行有效防治%现阶段的防

治方法主要是脱毒种薯的生产和抗病毒病品种的选

育(采用脱毒种薯是预防病毒病最有效的一项措

施%现已在马铃薯生产上应用广泛(本研究采用
#%

对特异性引物对福清地区
.(

份马铃薯样品进行病

毒病原检测%明确了该地区马铃薯病毒病发生情况

和病毒种类%其结果可为福清地区马铃薯脱毒种薯

的生产和抗病毒病品种的选育提供保障%同时还可

为该地区马铃薯种薯的引进和病毒病害防治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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