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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罗汉果 M o mr od i c a gr v o sn r e o i S w in gl e植株上发生一种黄化型病害
,

病株严

重地抑制生长 和降低产量
。

病叶起疤
、

丛枝
,

最终叶片黄化
。

电镜的超薄切片观察
:
在病叶叶脉维管束中的薄壁细胞中

,

有多种形态的类菌质体
,

直径约

为 2。。一 8 00 毫微米
,

可 以看到二分裂和生芽的菌体
。

在病株中可找到M L O S ,

而在健株中的上述组织中未发现
。

四环素在特定条件下
,

可 以抑制症状
。

罗汉果 M
o m o r d i c a gr os ve

l l ol
·

1 S w i n g le 是我区主要特产之一
,

素有良药佳果之称
,

畅销国内外
,

久负盛名
。

但因疤叶丛枝病的危害
,

严重地影响着它的产量和商品率
,

致使供

不应求
。

为此
,

首先对这一病害的致病原进行了鉴定
,

为今后研究其发病规律和制订其防治

措施
,

提供依据
。

一
、

疤叶丛枝病的危害性

罗汉果系多年生草质藤本植物
,

以块茎越冬 ; 群众在栽培过程中
,

又长期 采 取 无 性繁

殖
,

故致病原 日积月累
,

病害也就 日趋严重
,

并且又极普遍 , 所以在生产田中
,

极难找到健

康无病的植株
。

根据调查
,

症状严重地比症状轻微的
:

1
.

空株率高 13 ~ 40 % ( 不包括春季不发苗的缺株率 )
,

平均 2 0 %
。

空株率的高低
,

在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田间管理的精细程度
,

粗放缺肥者
:
症状严重

、

减产幅度大
。

2
.

结果数量减少 50 %
,

或更多
。

减产幅度同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精耕细作的程度和施

月巴水平
。

3
.

所结果实之大小
,

按平均值统计
,

差异不显著
,

但其标准差 ( S ) 和变异系数 ( C
.

V
.

)
,

均显著高于症状轻微者
。

( 症状严重株的 s 一 0
.

83 一 1
.

1 3 ,
C

.

V 一 19 一 2 8 % ;
而症

状轻微者 S 一 0
.

46 一 0
.

6 8 ,

C
.

V 一 n 一 15 % )
,

说明果实的整齐度较差
,

降低了商品率
。

二
、

疤叶丛枝病的症状

初感染的植株
,

嫩枝首先发病
,

腋芽早发而成丛枝
,

枝上叶序混乱
,

叶多呈畸形
,

症状

多样
:

病叶缺刻或呈线形
,

叶脉短缩不均
,

叶肉隆起成疤状
,

叶缘反卷
,

叶肉肥厚粗硬
,

褪

绿成斑驳状
,

最终黄化
。

老龄病叶多黄化
,

但叶脉仍呈现绿色
,

形似一绿色鸡爪镶嵌在黄化

的叶片
_

仁
。

由于病株不定芽增多
,

故枝条细弱
、

生长迟缓
,

迟迟不能上棚
,

即浪费打叉去赘芽的人

工
,

也增加了肥份的消耗
。

·

参加鉴定工作的尚有杨娟
、

李志强同 志
。

超薄切片的电镜观察
,

是华南农学院中心实验

室提供
,

在此致谢
。

了夕Z



三
、

致病原的鉴定

1
.

超薄切片的电镜观察
。

分别切取病株和健株叶片的主脉
,

先后用 4 %戍二醛和 1 %饿

酸
,

进行双固定
,

均用 p H 7
.

2的磷酸缓冲液冲洗
,

各冲洗六次
,

然后用系列乙醇和环氧丙烷

脱水 , # 6 18包埋
。

在叶脉维管束中的薄壁细胞中
,

观察到大量各种形态的类菌质体病原
` , 2 , ” 4 , 〕

( M y e o p l a s m a 一
l i k e O r g a n i s m s

M L O :
) ( 见图 )

,

有些正处于二分裂状态或发芽状态
,

其大小一般均在 2 00 一 80 0毫微米左右
。

除此
,

在叶柄维管束中的薄壁细胞中也看到了M L O S ;

但在健康植株的上述组织中
,

却没有发现 M L O S 。

2
.

四环素的测试结果
。

早春在玻璃温室的持续高温条件下
,

用 500 一7 50 ~ 1 0。。个国际单

位的四环素
,

对刚萌发的典型病株
,

进行薯块注人 ; 处理后一个星期
,

症状逐渐缓解
,

半月

后
,

经处理的愈株
,

分别长 出 7 ~ 9 个健叶后
,

又逐渐显露轻微症状
。

而对照株仍呈现典型

的病害症状
。

应当说明的是
,

对照株中有一株的症状
,

自然缓解
。

春末夏初在 田间的变温条件下
,

又重复上述试验时
,

竟然无效
。

推测四环素对罗汉果疤

叶丛枝病的治疗效果
,

可能是有条件的
。

这种现象并不乏先例 〔 ’ 〕 。

四
、

传染的途径

根据两年的试验
,

种子是不带菌的
。

因此
,

在生长期中的传布途径有
:

1
.

汁液摩擦接种
,

很难成功
,

但在重创叶片的情况下
,

也偶能成功
。

当用卷成小卷的病

叶新切面
,

酿取金刚砂
,

进行重创摩擦接种
,

则极易成功
。

推侧病株汁液中
,

可能含有某种

抑制致病原活性的物质
。

叶擦接种的潜育期一般为 7 一 10 天
。

在自然情况下
,

风吹人动的自然接触摩擦
,

不能造成侵染
。

2
.

嫁接可以传染
。

根据试验
,

健穗嫁接在病株的砧木上
,

侯愈合后的一个星期左右
,

当

长 出第一个新生叶片
,

就能显现典型的疤叶丛枝病症状
。

3
.

在自然界中的传病媒介是昆虫
。

根据 1 9 8 1年
,

在实生苗田中
,

定期喷洒杀虫剂 (0
.

1 %

乐果 )
,

一

处理后的 37 天检查
:
喷药者 ( 1 6 6株 )

,

发病株率为 4
.

2 %
,

而未喷药的对照区 (1 11 株 )
,

发病株率竟达 42
.

3 %
,

间接说明昆虫是此病的 自然传病媒介
。

五
、

已知的其它寄主

经接种测定
,

还可危害 辣 椒 C a p s i e u m a n n u u m ,

蔓陀罗D a t 。 r a s t r a m o n i u m 苦草

P i c r i a f e l
一

t e r r a e 和称猴桃 A 。 t i n i d i a 。 h i n e n s i s
等

,

其症状均为系统 侵 染的小叶从簇

症状
。

讨 论

种子不带菌
。

因此
,

理论上实生苗在

不具备传病条件的情况下 ( 无谋介昆虫或

无带病的媒介昆虫等 )
,

果苗应当是健康

无病的
。

事实上
,

这种可能性在林区的野

生株上
,

得到了证实
。

这个问题是需要研

究的一个方面
。

需要研究的另一个方面是我区已具有

数百万病株
,

同期更新是不 可 能 的
。

为
,

必需重视 M L O S对四环素族抗生素的敏感性
,

、

方法和条件
。

否则达到全面增产是困难的
。

了乡多

病叶叶脉韧皮部的邻近薄壁细胞中的 M L O s

结合早春的高温催芽
,

探讨治疗的用药种类此



除此
,

在当前还未提出具体的防治措施之前
,

对果 田采取加强田间管理
,

精耕细作
,

增

施肥料
,

从而减少损失的措施是可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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