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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症　状
马铃薯纺锤块茎病可发生在植株生长发育的任

何阶段�表现出多种症状�主要危害地上茎、实生
种子和块茎。被侵染的植株初期症状表现为分枝减
少�叶片与主茎成锐角向上耸起�叶片变小�顶叶
皱缩卷曲�有时顶部叶片呈紫红色�后来逐渐出现
叶脉坏死�植株严重矮化。感染纺锤块茎类病毒的
种子不饱满�比重轻�发芽慢�长出的苗子细弱�
叶片耸立�上部叶片向上卷�植株矮�生长缓慢�
叶片灰绿。感病严重者�块茎呈纺锤或梨型。染病
的块茎症状是由圆变长呈纺锤型尖头状�芽眼变
浅�芽眉实起�形态不规则�可能裂纹。
2　病　原

马铃薯纺锤形块茎类病毒科 Pospiv iroidae、马
铃薯纺锤形块茎类病毒亚科 Pospiiroinae、马铃薯
纺锤形块茎类病毒属 Pospiv iroid。

病原特性：核酸为两条单链�一条环行�一条
线行。分子量75000～85000μ（电泳法）�79000～
89000μ（电镜照片计算）。平均长度50～70nm。致
死温度75～80℃；苯酚处理的病汁液90～100℃；
稀释终点10－2～10－3�苯酚处理的为10－3～10－4。
3　寄生范围

马铃薯纺锤块茎类病毒 （PSTVd） 的一个株系
在自然界能引起番茄丛顶病。在温室条件下能侵染
11科138种植物�有菊科�多数属茄科植物如马铃
薯、番茄、莨菪、心叶烟、矮牵牛和黄花烟等。
4　发生与危害

马铃薯纺锤块茎病的发生主要借助接触传染。
通过枝叶、种薯切块和切刀的接触传染；也可通过
耕作的农具和包装种薯的容器传染。昆虫介体有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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蜢、甲虫。通常除通过块茎传到子代外�种子也有
很高的带毒率。另外还有以下三大感染特点：
（1） 不显性感染。通过测定发现大多数植物对

PSTVd是感病的�而表现症状的只有少部分植物�
即90％以上的寄主是不显性感染的。
（2） 潜育期长。马铃薯纺锤块茎类病毒侵染马

铃薯几个月�甚至到第二代才表现病状。
（3） 稳定性高�传染力强及危害程度高。试验

证明PSTVd能耐受90℃左右的高温�超过了其它
稳定性最高的马铃薯病毒�而且接触传染的能力远
远超过这些病毒�经济损失也很大。
5　防治方法

（1） 抗病育种是防治马铃薯纺锤块茎病害的最
有效途径。种植健康种薯、整薯播种及隔离种植等
是有效的防治措施。种薯田要安排在肥力较低的地
块�因马铃薯生育在水肥过高的条件下�植株生长
繁茂�感染 PSTVd 的症状不明显�或呈潜隐性�
从而不利于种薯田间进行拔除退化病株的工作。
（2） 马铃薯纺锤块茎病是最难以一般方法除去

的一种类病毒�通常可根据带毒种子及其实生苗在
苗期的一些特征加以淘汰�盐水选种方法和在苗床
淘汰病苗等措施�均会收到显著效果。据报道�储
藏3年比储藏1年的带毒种了感病株率可降低
20％以上。因此�播种经储藏3～5年的种子�也
可以取得降低种子带毒率的显著效果。
（3） 应用加热处理和顶端分生组织培养方法�

可从感染 PSTVd 的马铃薯植株获得无类病毒植
株。
（4） 在温室喷施1％胡椒基丁醚溶液对 PSTVd

有较好的抑制效果�可减轻发病率。
（5） 一般 PSTVd强的株系可引起马铃薯的严重

减产�温和株亦可造成不可轻视的经济损失。如能
通过人工诱变获得基本上不减产的弱株�是有应用
前途的�现在已在 PSTVd中发现了毒力弱的株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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