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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用 尤力克柠棣和 简萄抽作指示植物
,

鉴定广 西
、

广 东
、

湖南
、

江 西
、

浙江
、

四 川等 6 个省 (区) 的 87 3 株柑桔 中有 6 91 株受苗黄型 衰退病毒感染
,

说明这

种病毒的分布相 当普遍
。

用感染苗黄型 衰退病毒的锦才登切接在 6 种酸橙类砧 木上
,

结果说 明 以 代代
、

兴 山 酸橙
、

摩洛哥 酸橙和拜柑作砧木的锦橙 苗时苗黄型 衰退病毒高度感病
,

以

小红检作砧 木的感病
,

而 以 构头橙作砧 木的耐病
。

柑桔苗黄型衰退病毒 (S
e e d lin g y e llo w 一 t r is te z a

)在世界许多柑桔产区都有分布
。

它在尤力克柠檬
、

葡萄抽和酸橙实生苗上引起黄化
、

矮化等病状
,

在墨西哥来檬和麻疯

柑实生苗上引起脉明
、

茎木质部陷点和植株矮化等病状
。

在柑桔生产 中
,

它主要为害以

酸橙作砧木的甜橙
。

G ra nt (1 9 5 9) 划分的衰退病毒毒系中
,

它是最强的毒系 (T
3
)

。

M at s u m ot 。
等 (1 9 6 1) 用墨西哥来檬作指示植物鉴定证明台湾的柑桔立枯 病 病 株

受衰退病毒感染
。

陈延熙等 (1 9 6 5) 用墨西哥来檬和麻疯柑作指示植物鉴定 证 明 广东

(广州
,

饶平 )
、

广西 (柳州 ) 的黄龙病树以及北京
、

四川 (江津 )
、

湖南 (叙浦 ) 外

观正常的柑桔树受衰退病毒感染
。

范怀忠等 (1 9 6 5) 在广州进行的桔蚜传播黄龙病试验

中
,

用从病树采集 的桂望接种的尤力克柠檬等实生苗表现苗黄型衰退病病状
。

赵学源等

(1 9 6 5) 在鉴定柑桔黄龙病病原的试验 中
,

证明广西柳州 的黄龙病树受苗黄型衰退病毒

感染
。

进 一步的试验说明
,

病区的健树和非黄龙病流行区的植株中
,

亦带有 这 种 病毒

(广西柑桔黄龙病研究小组
, 1 9 7 2)

。

福建省农科院果树所植保研究室
、

龙溪专区农科

所植保研究室 (1 9 6 6) 以及广东省农科院原柑桔研究所 (未发表 ) 的有关试验亦得到相

似的结果
。

1柑 桔苗黄型衰退病毒的分布概况

1 9 6 4一 1 9 6 7 年和 1 9 7 4
、

1 9 7 6 年用尤力克柠檬或葡萄抽实生苗作指示 植物鉴定广西

等 6 个省 (区 ) 部分植株感染苗黄型衰退病毒的情况
。

被鉴定的植株除了广西柳州
、

广

东博罗和化州 的少数黄龙病树外
,

都是外观正常的植株
。

每株树的带毒情况用 2 一 5 株
,

一般用 3 株指示植物鉴定
。

鉴定的方法是在每株树

上采充实的当年生枝 2 一 5 枝
,

取枝皮嫁接于一般为 1 一 2 年生的指示植物
。

每株指示

植物接皮 1 一 2 块 (一般每块皮的大小为 0
.

4 x 1
.

0 厘米 )
。

指示植物多数定植在柳州比

较隔离的田 间
,

经常喷有机磷杀虫剂
。

少数盆栽
,

置铜纱笼或纱布罩中
,

以防自然感染
。

定植田间的指示植物
,

每批保留总株数的十分之一左右的植株作为不接皮的对照
,

以观



6 2 植 物 病 理 学 报 9 卷

察病害自然传播情况
。

接皮后定期观察指示植物发病情况
,

观察期 6 个月以上
。

指示植物发病的时间多数

是在接皮后的 1 一 2 个月
。

用于鉴定的指示植物中有 l 株发病时
,

该鉴定株 即列为受苗

黄型衰退病毒感染株
。

观察期间
,

苗间对照植株没有发病
。

各地 受黄型衰退病毒感染株数 / 被鉴定的总株数如下
: 广 西(5 9 0 / 75 3)

,

其中
:

凭祥 (1 1八2 )
,

博白 (4 / 4 )
,

合 浦 (2 2 / 2 3)
,

横 县 (3八 1 )
,

容 县 (4 / 4 )
,

桂 平

(7 / 7)
,

柳州 (大树 5 6 / 4 9 ,

幼树 4 2 4 / 5 1 4 )
,

贺县 (3 / 4 )
,

荔浦 (4 / 7 )
,

燕城 (6 / 6 )
,

桂林 (3 6 / 7 4)
,

灵川 (4 / 9 )
,

灌阳 (一3 / 一5 )
,

全州 (1 3八 4 )
。

广东 (1 9 / 2 1 )
,

其中
:

化州 (9 / 9 )
,

博罗 (1 2八 9 )
。

湖南长沙 (4 / 5)
。

江西南丰 (4 / 4 )
。

浙江黄岩 (3 / 5 ,

此外
,

用黄岩接穗在柳州玻璃室内嫁接的幼树 28 / 3 2 )
。

四川重庆 (6 / 6
,

此外
,

重庆苗木 1 9 6 5 年春移柳州栽种
,

当年 9 月鉴定老系品种嫁

接萦殖的幼树 3 7 / 3 8
,

实生幼树 。/ 9)
。

2
.

六种吐祖类砧木对苗黄型衰退脚铸的感病性

据广东省农科院果树研究所陈之潭同志谈
,

五十年代原广东潮汕柑桔试验站砧木比

较试验中
,

用若干种酸橙作砧木的甜橙嫁接苗显著黄化
、

矮化
。

六十年代
,

中国农业科

学院柑桔研究育苗组和广西柑桔黄龙病研究小组的有关试验 中
,

亦有同类现象
。

1 9 6 8 年以来
,

我们用感染苗黄型衰退病毒的锦橙嫁接在兴山酸橙砧木上
,

嫁 按 的

当年嫁接苗显现黄化
、

矮化
。

同期
,

用不带这种病毒的实生甜橙嫁接在这种砧木上
,

生

长正常
。

但如用带有这种病毒的锦橙枝皮贴接于上述实生甜橙作接穗的嫁接苗则实生甜

橙的嫁接苗显现同样的黄化
、

矮化
。

从而初步说明兴山酸橙作砧木的锦橙嫁接苗的病态

是受苗黄型衰退病毒侵染所致
。

Bi tte r s (1 9 59) 报道世界许多柑桔产区用酸橙作砧木嫁接的甜橙以及砧木试验中所

用的 2 5 种酸橙砧木都对衰退病高度感病
。

但是
,

S tu bbs (1 9 6 3) 报道
,

有些酸橙砧 木

是耐病的
。

为了明确国内酸橙类对苗黄型衰退病的感病性
,

1 9 7 5 年春在柳州田间播种代代
、

兴

山酸橙
、

摩洛哥酸橙 (1 9 6 5 年从摩洛哥引进的酸橙 )
、

蚌柑
、

小红橙和构 头 橙
。

19 7 7

衰 1 . 种吸祖砧木的 铆祖蛛接苗生长情况

砧 木 名 称 ” 观 察 株 数 ⋯
代 , 、 1

, 。

⋯

外 观 形 状
值 株 平 均 高 度

(厘 米)

兴山酸橙

本洛哥酸橙

蚌 柑

小 红 橙

拘 头 橙

显著黄化
、

矮化

显著黄化
、

矮化

显著黄化
、

矮化

显著黄化
、

矮化

不同 理度的黄化
、

矮化

无显著异状

2 2
。

3

2 7
.

5

2 1
.

8

2 6
.

7

�·83
J马

l0

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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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柑桔苗黄型衰退病毒的分布概况和六种酸橙类砧木对它的反应 6 3

年 3 月在重庆外观正常的锦橙成年树上采集接穗
,

切接在上述 6 种砧木上
。

母树经用尤

力克柠檬作指示植物鉴定
,

证明受苗黄型衰退病毒感染
。 1 9 7 7 年 12 月 观察嫁接苗的生

长情很
,

结果如表 1
:

上表说明
:

以代代
、

兴山酸橙
、

摩洛哥酸橙和蚌柑作砧木的锦橙嫁接苗对苗黄型衰

退病毒高度感病
,

以小红橙作砧木的感病
,

以拘头橙作砧木的耐病
。

讨 论 和 小 结

初步用指示植物鉴定
,

苗黄型衰退病毒在广西等 6 个省 (区) 的分布相当普遍
。

虽

然由于我国柑桔产区的常用砧木对它是耐病的
,

因而
,

这种病毒对柑桔生产没有造成明

显危害
。

但是
,

鉴于病毒系的变化可能导致原有耐病的砧木
—

接穗组合发病 (R oi s ta c 一

he r , 1 9 76 )
,

以及这种病毒的存在可能干扰其它病原的鉴定和砧木比较等试验
,

今 后

有必要在研究和生产工作中
,

对这种分布相当普遍并可以由桔蚜迅速传播的病毒予以注

意
。

试验证明了以酸橙作砧木的甜橙黄化
、

矮化是衰退病毒侵染的结果
,

不是生理性砧

穗不亲和
。

供试的 6 种酸橙类砧木中拘头橙是耐病的
。

拘头橙除了具有对苗 黄 型 衰 退

病毒的耐病性外
,

还有其它方面的优良性状
,

它是浙江黄岩地区农 民在长期生产实践中

选择的优 良砧木
。

构头橙虽然被列为一种酸橙 “ ’ ‘’。》 ,

但它的果皮色泽
、

叶形与酸 橙

的模式种不同
‘’。 , ,

因此它对衰退病耐病并不一定排斥酸橙不耐衰退病这个通常的概念
,

而它对衰退病的耐病性有可能成为进一步研究它的分类地位的依据之一
。

试验中用于接种酸橙类苗木的毒源植物是田 间外观正常的成年植株
。

这些毒源植物

是否受其他病原的感染
,

有待进一步鉴定明确
。

今 考 文 献

〔门 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主编 (19 5 9 ) 《中国果树栽培学 》第三卷 7 96 页
。

[ 2 ] 范怀忠
、

刘朝祯 (19 6 5 )
.

植物保护学报 4 ( 3 )
: 2 10一2 2 5

.

[ s ] 陈延熙
、

梅汝鸿 (一9 6 5 )
,

植物保护学报 4 ( 4 )
: 5 6 1- 3 63

.

〔4 1 赵学源
、

蒋元晖
、

朱伟生 (19 6 5 )
,

几种柑桔类实生苗嫁接接种柑桔黄龙病毒的反应初报(未发表资料)
。

【5 1 福建农科院果树所植保研究室
、

龙溪专区农科所植保研究室 (19 6 6 )
.

19 叱 年柑桔黄龙病研究初步总结

(未发表资料)
.

〔6 1 广西柑桔黄龙病研究小组 (19 72 )
,

广西柑桔黄龙病防治研究小结 (未发表资料〕
.

[ 7 ] Bitte rs .

W
.

P
.

(一9 59 )
,

见 T
.

M
.

W
a lla ee

编 《Citr此 V ir u s D ise ase s》
.

p
.

Zo 3一2 0 5
.

〔5 I G ra n t
.

T
.

J
.

(一9 5 9 )
,

Phyt o p a th
.

49 : 82 3 一8 2 7 。

[ . 1 侧恤t so . o to
.

T
.

M
.

C
,

W
a n g

, a o d H
.

J
.

S “ (10 6 1 )
.

见W
.

C
.

Pr ie e
编

.
Pr o c

.

Z n d C o n f
.

In te r n
.

Or ‘助iza tio n C itr . s V ir o l
.

P
.

12 1一 12 5
.

[ 1 0 1 R e u the r .

W 二 H
.

J
.

W
eb be r .

L
.

T
、

B te五e lO I 编 (19 6 7 )
,
《T 旋 C itr ecs Io d u str y》 V o l

.

I
.

P
.

3 7 7一3 7 5
.

[ l 一〕Ro ista ehe r .

C
.

N
.

(19 7 a )
,

C a lif
.

C itr o g ra p b 6 2 (l )
: 15 一2 5

.

[ 12 1 Stu b bs ,

L
.

L
.

(一, 63 )
,

F
.

A
.

0
.

Plan t Pr o t
.

Bu ll
.

1 1 (一)
: 日
一 0

.



6 4 植 物 病 理 学 报 9 卷

D IST R IBU T ION O F T H E SE E D L IN G

Y E L LO W T R IST E Z A A N D T H E T R IS T E Z A

S U SCE PT IBIL IT Y OF S IX SO U R O R A N G E ST O CK S

C ha o H a u 一

(e‘r
r u : z , s

分, r
u te ,

y u a n C hia n g

T h e A c a d e川y

C h iu C hu 一s h i

Y u a n 一h u i C ha n g Ch u a n 一b in g

o
f A g r ic u ltu r a l S c ie n e e o

f Ch io a
)

S u
W

e e 一fo n g

(a tu s I o stito te o
f K w a 。

那 f) (L ‘
。c ho 切 A 夕r ie o lt“r a l Jn s titu te ,

K 切a n 夕5 1)

A BST R A C T

T he d ist r ibu t io n s o f th e se e d lin g y e llo w tr is tiz a v ir u s w e r e e x a m in e d by th e

in d ie a to r pla n ts , se e d lin g o f E u r e k a le m o n o r g r a p e fr u it
.

T e s tin g 8 7 3 s a m p le s o f

e it r u s tr ee s eo llee t ed fr o m th e p r o v in e e s o f k w a n g s i
,

K w a n g tu n g ,
H u n a n ,

K ia -

n g s i
,

C h e k ia n g a n d S z e e h u a n , w e fo u n d 6 9 1 p o s itiv e s o u t o f t he m
.

T h is sh o w s

th a t th e v ir u s w a s w id e ly s p r e a d in a bo v e m e n tio n e d p r o v in e e s
.

Ji甲 g 一ch e n g (C itr u s sin e n sis O sb e e k ) w ith se e d lin g y e llo w 一 tr二st iz a v ir u s

w e r e g r a fte d o n th e r o o tst o e k s o f six s o u r o r a n g e s to d e te e t w h e t he r th e s u se e p ti一

b ility w ill b e in fe e ted w ith tr iste z a in th e m
.

A e e o r d in g to th e
.

s y m p to m s a n d

s tu n t in g r a te o f th e b u d lin g s ,
D a id a i

,
B a n k a n ,

Sh in 一 sa n so u r o r a n g e a n d th e

so u r o r a n g e fr o m M o r o e e o a r e h ig hly su se e p tib le
.

S h a u 一h u n g 一e he n g 15 s u se e p t iib le
,

bu t G u

o-- tu o 一eh e n g 15 v e ry t o le r a n t
.

G u o 一 tu o 一e h e n g 15 u s e d a s r o o tsto e k a in s o m e

d ist rie ts o f C h e k ia n g Pr o v in e 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