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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问侵染率在大豆花叶病毒 (sMV)流 

行中的作用及其预测 

郭井泉 张明厚 

(东北农学院 哈 尔滨 3500S0) 

提 要 

s?~lV 田问侵染率是由田问迁飞着落的得 毒蚜 量决定的， 是 田间滴株率 和迁飞着落蚜 

量二者一定数 量关 系的组合。SMV流行程度取 决于病害发生期 田间侵染率的大小a所 咀 

应从降低 初侵桀水平并以一 定的 田问侵染率为指标推 迟介体 蚜虫盛发期控制 SMV 流行。 

田间 SMV丑侵集牢超过 1嘶病害便进入流行盛期。通过单位绿色诱盘捕获翅蚜量和当时 

的目何病株事实 现了SMV田间 日侵 染率 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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蚜传植物病毒宿害的流行取决于传染性毒源的多少稀传毒蚜虫介体数量的大小及蚜 

虫介体在一定时间、空间内，刺探毒源植株和可劈侵染的憩康植株的频次。研 究蚜虫介体 

和传染性毒源在病害流行动态 申的数量关系到于揭示病毒病害流行的实质，采用有效措 

治理病害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病毒病害的田间侵染率即是介体与毒源植株和健株在一 

定时空范围相互作用的结果。田问侵染率的大小决定病害流行的速率又决定病害最终流 

行的程度，同喇它也是病害系统模拟不可缺少的重要参量。 

为了明确蚜传非持久性病毒病害流行动杰中毒源和介体之间的数量关系，揭示此类 

病害流行的内在因素，作者刘 SMV的侵染率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这一研究结果对于 SMV 

流行预测、指导防治和病害的系统模拟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现将结果报告如 

下 。 

材 料 与 方 法 

试验区的设置和调查：将不同品种的大豆种子利用 ELISA方法辣根过氧化物酶标记大强花叶 

墒毒 (SMV)抗体 IgG[!I， 双抗体 夹心基测定浸泡两天去皮 的种子带毒率l l， 每 品种 200粒a 

同时 温室播种观察 SMV种侍病苗率，分别技得 30％、l0师、l嘧 带毒率 的种子用于田间 试验 区播 

种。1986年播种30嘧种 子带毒率 的试验 区，品种为 东农34氍 身丰23。1987年播种 10嘶 和 i％种 子 

带毒率的试验区，每 医 个品种，分别 是东农 34、合丰 23、缰农 3和绥丧 4号。 垒 部试验珏均远 

离其它大豆 日100余米隔离设置。 同一试验医不同品种的种子带毒孪水平～致 试验区出苗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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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6月初开始每 7天调查一次田间病栋率，每试验区五点取样，每点 4188椽，共调查 2000株o 

sMV侵染率的测定：在调查田间病株率的同时，将本室繁殖的绥农 3号和合丰 23号无毒大豆 

种子在温室 播种 ，获得健康植 株随机放八各试 验区 24小时，每医放 150株左右。 取回后氧化乐果 

杀蚜，置防虫网室生长调查 SMV侵染的病株率。 此制定不同田间病 株率 和不 同田间迂飞着落蚜 

虫数量 的条件下，单位时问内 (每天 )SMV侵染建株使 其致病的侵染 率。 

田闻迁飞着落蚜虫数量的测定：每试验区设置两个与大豆株冠反射光谱相近的绿色诱盘¨J。 

在田问设置无毒诱饵大豆株测定 SMV侵染率 的同时，收取一天内诱盘捕获的有翅蚜， 统计平均每 

盘捕获蚜 虫数。以此测定单位时间内每 单位绿色诱盘 (每一绿色诱盘 )迁飞着落蚜虫数量。 

结 果 与 分 析 

不同初侵染水平和迁飞蚜量与 SMV侵染和流行的关系： 将各批次无毒诱饵大豆植 

株测得的 SMV侵染率和当时的 田间病株率及平均每个诱盘捕获的有翅蚜量整理列表 1。 

结果表明在供试验的初侵染水平 (种子带毒率水平 )SMV均能在大豆生 长期内实现百 

分之百的侵染，并且种子带毒率愈高 SMV实现对大豆植株百分之 百侵染的时间愈短。 

与此同时，随着单位绿色诱盘迁飞着 落蚜量的增高田间 SMV病株的增长率加快， SMV 

裹 1 田阃裔株牢、单位前盘蚜■与诱饵髓椿薮奔率的关幕 (咯尔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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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染诱饵健株致病的百分率亦随之增高。 SMV诱 饵健株致病牢的高峰出现在田间病株 

率最高，单位绿 色诱盘迁飞着落蚜量亦达最高的时期。两年三个区的诱饵健株致病率最 

高均达 30 以J：，其中一个区最高达 49．54 。由此看出，SMV侵染 率是 田间宿栋率 

与植株迁飞着落蚜量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二者一定数曼关系的组合。 

迁飞着落的得毒蚜最与诱饵健株致病率的关系分析；田间初侵染源是种子传毒产生 

的病苗，那么田1日病株的分布是 随机的。如果田问迁飞着落诱盘的有翅蚜均能够被捕获， 

并代表蚜虫随机迁飞着落大豆植株时被捕捉的概率。同时假定田问蚜虫每次迁飞着落大 

寰 2 单位谣盘傅毒摄蚜■与 SMV侵染爵饵健株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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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植株均能刺探取食，而飞落病株的刺探均为得毒刺吸。那么单位时间内的 田间病株率 

( )与此时平均单位诱盘捕捉的翅蚜量 (d)之f【=『J的积应该是单位时间内田间迁飞着 

落诱盘的得毒蚜量 (d· )。 将这一得毒蚜量与诱饵腱株致病率统计列表， 结果指出 

(见表 2)单位绿色诱盘迁飞着落的毒蚜量与诱饵健株致病率相关极显著 (p=0．01)。 

所以结论 SMV侵染率是 由田间迁飞着落的得毒蚜虫数量决定的 

SMV 田间侵染率的预测；得毒蚜虫 飞落在 田间植橡上以其一定的传毒效率实现侵 

染，落在病株上的侵染为重复侵染，落在健株上的侵染为致病侵染。随着 田间病株率的 

增高，好毒蚜虫量亦增大，同时蚜虫传毒引致健株被侵染的可能性将因重复侵染而逐渐 

减少，而重复侵染则逐渐增大。那么诱饵健株被 SMV侵染的百分率 (IH。)对 田间病株 

率进行病害流行动态的 SMV田阐侵染率 (IR )转换，有：IR =IH (1一x ) 

而单位诱盘面税飞落的得毒蚜量引致田 健株被侵染的传毒蚜量 (AT)为t AT= 

d·x‘(1一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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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表 2的诱饵健株致病率和得毒蚜量分别作 SMV田问侵染率和传毒蚜量转换之后 

作回归分析，得 SMV 田间侵染率的预测式。 

IRl = 1
． 03d· ‘(1一 x1) r=0．9829 

通过测定一天内单位绿色诱盘捕获的有翅蚜量和当天的田间病株率即可根据预测式 

求出这一时间 SMV的田间侵染率。 

讨 论 

有关 SMV种子传毒率和介体蚜虫发生量的 大小 在病 害流行中的作用 已有一些报 

道，都指出了二者的重要性 】[1】【5】f6)，但都尚未深入到确定二者定量关系的程度以揭示 

病害流行的实质。本研究表明 SMV的流行决定于种子传毒产生病苗率的多少和田间迁飞 

着落蚜虫 量的大小及蚜虫迁飞着落高峰期发生的早晚。换言之， SMV的流 行取决于病 

害盛发时期毒源 1介体数量关系的组合，即 SMV 田间侵染率的大小。 

采取适当精施将日1问种传瘸苗率降到一定低的程度即使介体蚜虫发生量很大也可控 

制 SMV流行”】。这一一措施的真正结果必然是毒源和介体蚜韪二者相互作用引起的 SMV 

田间侵染率在病害盛发时期很小方能达到预期的效果。生产上在品种感病、介体蚜虫发 

生量大的条件下获得控制 SMV流行的临界毒源水平是具有难度的。 作者证 明 较 低 毒 

源水平 (0．5 一1 种子带毒率 )能够推迟 SMV流行盛发期， 减少收获种子带毒率和 

产量损失，但种子斑驳率还很难控制造成商品价值降低。 而控制 SMV种子带毒率的毒 

源水平为 0．1：0．2％，并且介体蚜虫发生盛期迟到8月份可完全控制 SMV流行 (待发 

表 )。因此，采用降低 SMV毒源水平、 推迟介体蚜虫盛发期造成较低的田间侵染率控 

制 SMV是可行的， 并且应以一定的 SMV 田间侵染率作为控制病毒流行的指标。 本研 

究结果表明在大豆植株生 _睦期单位时间内 SMV 田间侵染率超过 1 病害便进入流行盛 

发期。此后，病害将以无珐控制的速度向前增长。 所以，在大豆生长 R．时期 (鼓粒盛 

期 )以前应将 1 SMV田间侵染率作为控 lI SMV流行的临界指标。 

采用药剂防蚜控制蚜传非持久性病害流行这一措施经许多的试验 正婀是无效的，并 

且被大多数植物病理学工作者所接受，但作者认为降低毒源水平 (0．1 一0．2 种传病 

苗率 )以 SMV田闻侵染率为指标， 采用药剂防蚜推迟介体蚜虫盛发明控制 SMV流行 

的措施值得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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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ance and Prediction of Daily Infection Rate on 

the Epiderniology of Soybean Mosaic Virus 

Guo Jing-quan Zhang Ming-hou 

(NvrtheaM Agrlcuitura College，Harbln) 

ELISA method Was 11sed to detect seed—horn rate of SMV to sowing the 

plots which have different primary infection sources． The trap plants indexing 

dail) infection rate and the green—pantrapa monitoring alate aphids landing on 

soybeans Were used to study SMV epidemiology
．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e 

infection rate of SMV was determined by the number of vlru~ acquisition 

aphids alighting on soybeans
．
The infection rate resulted from coordination 

hetween disease incidence and the number of aphids taking off and landing on 

soybeans in the plots
．
The infection rate determ ined whether SM V epidemic 

developmen t T as scvere or ／lOt
． 

Controlllng SMV epidemics should， based oil the znfectlon rate being high 

or low， reduce SMV primary infection sources and delay high peak period of 

vector aphids． W hen the daily infection rate of SMV Was OVeT l ， the disease 

incidence increased rapidly
．
The prediction m odel of the daily infection rate of 

SM V was built with IlO
．
of alate aphids of the green-pantrap and disease ineid— 

ence in the fields． 

Key v~oFds： SMV epidemiology Infectlon rate Green-pantrap 

Prediction of daily infection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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