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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带水稻和豆科作物病毒病

国际讨论会简介

三 三

一 会议概况

热带水稻和豆科作物病毒病国际讨论会于 年 月 一 日在 日本筑波热带农业研

究中心 举行
。

会议 由 总所长
一

博士筹集召开
。

会议

主席由各国主要代表轮流担任
。

来自 个国家和有关国际研究机构的 人参加了讨论

会
。

有 名代表在全体会议上作 了报告
,

依次为

尼泊尔 尼泊尔水稻和豆类作物病毒病 , 现在状况和今后策略
。

印度 印度水稻病毒病
。

比 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水稻和豆类病毒病的现况
。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水稻和豆科作物病毒病
。

泰国 泰国水稻和豆科作物病毒病
。

谢联辉 中国 中国水稻病毒病的研究现状和问题
。

四方英四 郎 日本 日本水稻和豆科作物病毒病
。

斋藤康夫 亚太粮食肥料技术中心 亚洲地区水稻病毒病协作研究活动的进

展和方向
。

’国际半干旱热带 地区作物研究所 亚洲花生
、

鹰嘴豆 和木

豆 的病毒病问题
。

日本 黄瓜花叶病毒组 的假重组
。

八 日本 几种植物病毒的物理化学特性
。

日本 大豆花叶病毒和豉豆轻性斑驳病毒
。

泰国 大豆黄脉病 —大豆的一种新病毒病
。

亚洲蔬菜研究开发中心 台湾大豆上一种未被发现的 组病

毒的发生
。

日本 从泰国豆科作物中分离的三种 组病毒的部分特

性和血清学关系
。

日本 绿豆黄花叶病毒
。

二 。 日本 印度和印度尼西亚花生的主要病毒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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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 西非花生病毒病
。

国际热带农业研究所 水稻 黄斑驳病和 非洲大豆矮缩病 —西非新发现的两种经济上重要 的病毒病
。

守中正 日本 水稻瘤矮病毒的传播及其若干特性
。

五 泰国 泰国水稻锯齿叶矮缩病毒的特性
。

。 国际水稻研究所 水稻草状矮化病毒
。

国际水稻研究所 水稻东格鲁 有关病毒及其与寄主植物

和介体叶蝉的关系
。

日本 用血清学方法检测植株和单一昆虫介体中的水稻病毒
。

“ 国际半干旱地区农业研究中心 黎巴嫩菜豆 中 两个马铃茹

病毒分离物的寄主范围和血清学特性
。

记 国际水稻研究所 黑尾叶蝉化学防治对控制病毒病
,

特别 是热

带感病或中感水稻品种东格鲁病的作用
。

。 日本 泰国褐飞虱群体增长模式
。

日本 叶蝉
、

飞虱在水稻病毒传播中的介体专化性
。

日本 介体抗性的利用对控制水稻东格鲁病毒病和阻止马来西亚

新生物型暴发的育种策略
。

日本 大豆矮缩病毒的抗性育种
。

会议着重讨论了各国水稻和豆科作物病毒病的种类
、

分布
、

病原性质
、

流行条件及

控制措施等
。

二 水稻病毒病

会上报告的水稻 病 毒 及类菌原体病
,

在亚洲 不 同国家 发生的有 黑条矮缩
一 、

簇矮
、

矮缩
、

瘤矮
、

草

矮
、

坏死花叶
、

橙叶
、

齿矮
、

条纹
、

暂黄
、

东格 鲁 和

黄萎 种
,

在热带非洲发生的有黄斑驳病 种
。

近

年来在菲律宾
、

泰国和印度先后发生一种症状与东格鲁病相似的新病害
,

现 已查明是草

矮病毒的一个新株系
,

这个新株系对带有抗 基因的栽培品种表现致病

性
, ,

值得重视
。

关于病害传播
,

明确了二点黑尾叶蝉 。夕 ‘ 。。。。 。 是水稻矮缩病毒

的一个新介体 谢联辉等
, 。

水稻瘤矮病毒除由电光叶蝉 艺

和大斑黑尾叶蝉
, , 艺 户艺 。 传播外

,

尚能通过黑尾叶蝉 落。 落 尹
、

二

点黑尾叶蝉和马来西亚黑尾叶蝉 传播 并 已查明除了矮缩病毒和条纹

病毒能经卵传播
,

尚有瘤矮病毒
,

亦能通过大斑黑尾叶蝉的卵传给下一代 守中正
, 。

关于毒源寄主明确提出了甘蔗
、

稗草
、

蔺草
、

铺地黍
、

李氏木
、

蟋蟀草和水娱蛤是

齿矮病毒的新寄主 林奇英等
,

野生稻
、

二棱大麦
、

小麦
、

黑麦和看麦娘是瘤

矮病毒的寄主 守中正
, 。

东格鲁病毒能长期存在于稻桩
、

野生稻和少数杂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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丫

勺 了

” “ “ , 。

会议比较集中地讨论了病害和介体群体的流行学和 防治对策
。

水稻东格鲁病的流行学
,

已故植病学家林克治博士曾作过评论
, ,

这次会

上印度学者谈到印度的一些试验农场对东格鲁病流行条件的人工模拟取得了进展 “

, 。

会上有人从病毒病的生态学和流行学观点
,

提出了介体专化性的概念
。

认为亚洲 由黑尾叶蝉传播的水稻病毒病例如热带的东格鲁病
,

亚热带的暂黄病和温带地

区 的矮缩病的流行
,

与高效率的介体种的种群优势和季节性流行有着密切 的关系
,

。

由于介体昆虫群体生态学的研究
,

所以取得 了病毒防治的显著效果 四 方英四

郎
, 。

已被成功地应用于检测迁飞褐飞虱 尹 卿 已 ”。 群体中

的带毒介体
,

采用乳胶凝集试验检测 了带有 或 的大

斑黑尾叶蝉个体
,

带 的褐飞虱个体和带 的灰飞虱个体 “ , 。

大

量实践和人工试验表明
,

水稻品种间对病毒病的反应有显著差异
,

因此
,

病害防治的最

有效的方法是选用抗病品种
。

鉴于水稻苗期到返青分孽期最易感病
,

因此
,

调节播种
、

插秧时间
,

避开介体昆虫迁飞高峰
,

辅 以育秧和返青分孽阶段做好介体昆虫的防除工作
,

也是行之有效 的 谢联辉
, 。

三 豆科作物病毒病

会上报告了各种豆科作物
,

包括大豆
、

花生
、

绿豆
、

木豆
、

鹰嘴豆
、

虹豆
、

菜豆
、

豌豆
、

蚕豆 等的病毒病 的诊断鉴定
、

发生流行和 防治问题
。

一种 由烟粉 虱 二艺 ‘ 传 播的 大豆皱叶 病毒
、 和 由接触传染的 大豆黄脉病毒 二 ,

被认为 是大豆

上的新病毒
。

两者均采自泰国
。

大豆皱叶病毒 由烟粉虱 以持久性方式传播
,

亦可通过嫁

接传染
,

但蚜 虫
、

病株汁液和病株种子不传
。

病原为类似双生病毒的粒体
,

大小在 又

。

病毒能侵染菊科
、

豆科和茄科的 种植物
, 。

大豆黄脉病毒在大

豆 上呈系统感染
,

在觅色黎和昆诺阿黎的接种叶片上
,

表现明显的褪绿局斑
。

病毒不能

通过大豆蚜和烟粉虱传播
。

其稀释限点为
一 “

一
一 碑 ,

热钝化点为 一 ℃
,

体外保毒

期在 一 小时 ℃
。

病毒的提纯制品
,

在蔗糖密度梯度离心后
,

与紫外光 吸收

带 吸收曲线相对的突出部分
,

显示最高的侵染性 且含有大量的杆状病毒粒体
,

其大小在 一 一 等
, 。

西非报告的 种花生 病毒病中
,

有 种是 比较新的
,

它们是花生眼斑 如
、

花生线条
、

花生 斑驳
、

花生金色花叶 和 花生皱缩

等
, 。

学者们认为
,

病毒鉴定和可靠的检测方法
,

对发展综合防治体系
,

保证搞好检疫服

务
,

是必不可少的 积极采用病害抗源和综合防治措施
,

对限制一些豆科作物病毒病的

发生是可能的
,

但经济
、

有效的防治实施
,

还有赖于对这些病害的许 多具体因素开展深

入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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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盯

四 几点建议

水稻病毒病的研究需要加强
。

鉴于水稻病毒病是叶蝉
、

飞虱传播
,

且具迁飞性
,

与我国东南部隔海相望的日本
、

菲律宾
、

马来西亚和 印度尼西亚等国
。

十分关注我国水

稻病毒病的发生流行动态
,

希望开展经常 性的学术交流或资料
、

情报的不定期交换 实

际上这些国家水稻病毒病至今仍是水稻生产的严重障碍
,

其发生流行也常波及我国东南

沿海省份
,

加上水稻病毒病所具有灼年际间的间歇性
、

暴发性和地区 国家 间的迁移

性
,

机制不明
,

随时随地都有某一病毒流行的可能 而我因 自六十年代以来
,

水稻病毒

病的研究队伍随病害的暴发与否而两起两落
。

现在是处于最低谷状态
。

如不加强这方面

的研究
,

一旦病毒暴发或某一新病毒的出现
,

将难 以对付
。

因此建议
,

我国应该保持一

定研究力量
,

长期坚持深入研究
。

协调豆科作物病毒病的研究
。

目前我国豆科作物病毒病的研究似以大豆病毒病 的

队伍最大
。

且常有内容重复的情况
,

而对一些豆科
一

蔬菜
、

牧草
、

饲料和 观赏植物的研究

却显得薄弱或无人问津
,

因此建议有关部门作些协调 工作
,

以利加强这些方面的研究
。

在当前十分强调 科研工作的经济效益时
,

希望不要忽视基记研究和应用研究中的

基础性工作
。

这次会议讨论中认为
,

病毒房特另是水祛病毒病
,

一旦发生至今没有什么

灵丹妙药可治
,

重要的是脚踏实地从基础工作做起
,

这些工作主要包括弄清已经发生或

刚刚露头的病害
、

病原和传播途径
,

查明病毒及其株系变化
,

作好病毒的理论特性分析
,

揭示病毒及其介体种群关系的生态 流行学本质
,

搞清寄主的免疫学机制等
。

基础研究和

应用研究
,

具有从根本上揭露问题的动力
,

例如近几年菲律宾
、

泰国和印度在水稻上发

生程度不同的草状矮化病 流行
,

经研究确认是 由于该病毒的一个新株

系 的产生
,

而使原来带有抗性基因的扭 系列品种变成感病的
。

又如我国水稻

病毒病研究
,

其所以会两起两落
,

就是病毒病暴发才引起重视组织力量加以研究
。

但 已

造成损失
。

而有些病害 如水稻簇矮 帝
、

锯齿叶矮缩病和东格鲁病等 刚刚露头即被查

到
,

并及时弄清病原性质和传播途径
,

便可避免在生产上出大问题
。

在病毒科研上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

我们的差距在于科研的设各和手段
。

在对 日

本的几个研究机构的参观访问中感到
,

他们的研究人员不多
,

但工作效率很高
,

主要就

是工作条件好
,

有较先进的温室
、

实验室
、

仪器设备和研究手段 我国近年植物病毒研

究队伍 日益扩大
,

但仅极少数单位工作条件好些
,

远不能适应科研需要
,

如能在全国有

代表性的地区
,

根据不同特色
,

扶持一批有一定研究力量的病毒研究室
,

改善科研条件
,

则将如虎添翼
,

有利于加速研究进度
,

攻下一些难度更大的病毒课题
,

促其早出成果
,

多出人才
。

在这些方面
,

我们还可根据我国实际情况
,

吸取国外温室
、

实验室的布局和

仪器设备特点
,

尽快使我国病毒研究的设各规格化和富有实用价值
。

谢联辉 林奇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