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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用黄瓜花叶病毒(cMv)卫星 RNA生防制荆 S5}免疫辣椒．能防治辣椒由cMV弓I起的病毒 

病。用S52免疫接种辣般的大田对比试验．防效选59．5—7l_0 ．产量比对照增加26．1—32．2％．产 

值增加33．5—45 2％。小区对比试验，用s让免疫接种 50天的辣椒-防效选7l_3—92·9 ，免疫接种 

80天，防效达55．9—78．5 ．产量比蛙照增加 36．0—65．3 -产值增加 d9．3—93．5％，还有刺激生 

长，促进早熟和增强对真菌、细菌病害抵抗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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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望都县有多年种植麦茬辣椒，生产千辣椒的经验 ．每年栽培面积 5万亩左右。近年 

来 ，由于城镇郊区作物和蔬菜种类增多，保护地栽培的发展．毒原植物的数量明显增多。加之 

麦茬辣椒(比春茬辣椒晚 20—30天)苗期正值田间传毒介体和毒原植物较多的d月中旬到 6 

月中旬期回，极易受到病毒感染 ，致使辣椒病毒病 日益严重，个别田块甚至发病株率高达 

90 ．病情指数70以上，严重影响辣椒的产量和品质。在明确了 I起辣椒病毒病的毒原种类为 

黄瓜花叶病毒(CMV)、烟草花叶病毒(TMV)和蚕豆萎蔫病毒(BBwV)．田间危害以 CMV为 

主[ 以后．1987--1989年以来 ，我们用CMV卫星RNA生防嗣剂 [2]免疫辣椒，进行了防治辣 

椒病毒病的试验，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材料和方法 

l 材料 

1．1 药荆；cMv卫星 RNA生防制剂S5：[司(简称S5z)，由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提供。 

1．2 品种 望都长羊角辣椒。 

2 培育无确虫壮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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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种子处理：用冷水预授2小时，55℃温水浸15分钟后放^冷水，或用l0 磷酸三钠授种20--30分钟·清 

水洗净后播种． 

2．2 苗床地块的选择和管理 选择远离蔬菜地．前茬为大田作物的地块育苗 ，于 4月 20日前适时播种·2--3 

片真叶期进行第二次问苗，5—6片真叶期进行分苗假植。 

2．3 防治蚜虫 ：出苗后隔7一l0天用 2000倍菊脂类杀虫剂进行药荆防蚜，或用纱两隔离防好． 

3 免疫接种 

在苗床中经过分苗后，辣般六片真叶期，于定植前 15天进行．先将 ％z稀释 100倍，每 100lTd稀释诫加入 

5 g 606筛日金刚砂 ．混匀备用． 

3．1 高压喷枪接种咖 用空压机或压缩机空气钢瓶作压力来源，选用花样喷漆枪．以卫5—3 kg／c~ 的压力将 

药液喷接到辣椒叶片上。 

3I 2 摩擦接种 用手指蘸取稀释液，轻轻擦在叶片上。 

4 田问试验 

小区对比采用随机捧列．三次重复．小区面积0．1—0．3亩(15亩=l公顷，即 1亩=0．0667公顷)。大田对 

比试验在同一田块进行，保护接种区与不保护接种区相邻．不设重复。田间大面积防治试验的处理和对照分别 

栽培管理水平相似的不同田块进行． 

5 生长势调查 

移栽前调查苗期株高、茎粗、叶数}7月中调查现蕾期分枝、花蕾及幼果数 l8月中旬调查成熟期株高、株 

幅、果数 l 9月初调查收获期红果、绿果及病果数，每区取 5点．查 20株． 

6 病情调查 

于免疫接种后 50天及 80天各调查一次．每区进行 5点取样调查50株。病情著分5级·病情指数计算接田 

波等 )方法进行． 

6．1 病毒病 O级 无病，l级 轻微花叶，2级 ：花叶或形成病毒性坏死斑 j3级 ：l，3叶片重皱缩花叶 ．植株略 

矮化及束顶I 4级 ：2／3叶片重皱缩花叶．比健株矮 l／3，畸形，叶片严重脱落． 

6．2 炭疽病及细苗性斑点病 ：0级l无病}1级t少数叶片有病斑或后期有病果{2级tl／5叶片有疯斑或后期病 

果占 l5 I3级 2／5叶片有病斑或后期病果占 30％l 4级 ：2／3叶片有病斑 ，叶片严重脱落干枯或后期病果占 

45 。 

7 计产 

收获时进行 5点取样 ．每小区采收5mz．单收单放．晾干后称干辣椒重 ·折算产量·大田对比进行随机5点 

取样，查 100株的果数计产。 

8 生物统计 

对病情等进行了方差分析，采用新复极查多重比较。分析试验结果的可掌性。与对照差异在极显著水平标 
“ * * 

，显著水平标。* ． 

结 果 

1 小区对比试验 

1．1 对辣掇病毒病的防治效果：1998年在中韩庄和东张庄进行，在苗床中于 5月31日(定植 

前 l5天)用ssz对长至 5—6片真叶的辣椒幼虫进行免疫接种，于 7月 20日(免疫接种后 50 

天)及 9月20日(免疫接种后 80天)调查发病情况。1989年在井泉、许庄和候陀进行 ，苗期在 

苗床中进行药剂防蚜或用纱同隔离防蚜，5月 26日(定植前 l5天)用S52对辣椒幼苗进行免疫 

接种 ，7月 15日(免疫接种后 50天 )及 8月 l6日(免疫接种后 80天)调查发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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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见表 1，可见免疫接种后 50天 ，对照辣椒的病情指数为 21．0—32．0，处理仅为 1．5-- 

9．0，防效达 71．3—92．9％。免疫接种后 80天 ，对照的病情指数为 38．7—60．5，处理仅为8．3 
— 21．7，防效达 55．9—78．5％，可见防治病毒病的效果显著。 

1．2 对减轻辣椒真菌及细菌性病害的效果 ：辣椒炭疽病(Colletotrichumingrum)及细菌性斑点 

病(Xanthomonas ve~icatoria)也能危害辣椒，在叶片上形成病斑，使叶片干枯脱落和形成病果， 

造成辣椒减产。试验中还观察到用 进行免疫接种的辣椒，炭疽病和细菌性斑点病比对照轻， 

结果见表 1。可见，1988年用 免疫接种辣椒的试验 ，免疫接种 50天 ，对照的细菌性斑点病及 

炭疽病的病情指数为 30．5—33．0；处理为 17．0—20．5，比对照减轻 35．5—39．5 。用s 免疫 

接种 80天 ，对照的病情指数为 64．5—69．0；处理为 39．0一dd．5，比对照减轻 35．5—39．5 。 

1989年用s52免疫接种辣椒的试验，免疫接种50天，对照的病情指数为 16．8—26．2；处理为2． 

0—9．5，比对照减轻 64．d一88．1 。免疫接种 80天．对照的病情指数为 34，8—54．8，处理为 

11．3—2l_7，比对照减轻 52．0—67．5 。表 明CMV卫星 RNA生防翩剂有增强辣椒的抗性 ，减 

轻真菌及细菌病害危害的作用。 

I．3 对辣椒生长结实的影响 ：将 s5z接种到辣椒幼苗上 ，植株只在接种后 t0天左右表现极轻 

微的花叶，随着植株的长大 ，症状消失，叶片渐渐恢复正常。为了比较处理和对照不同生长期 

植株的生长情况，1988年于 6月28日(苗期)、7月l 5日(现蕾期)及9月 10日(收获期)进行 

调查。1989年于 6月6日(苗期)、7月20日(现蕾期)、8月18日(成熟期)及 9月20日(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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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进行调查 ，结果见表 2。可见 ，用S啦处理的植株 ，在整个生长期的生长势均优于不处理的对 

照。表现在处理植株的株高、茎粗及株幅大于对照，叶数及分枝多于对照。处理植株在花蕾期 

的花蕾敷及幼果效，成熟期的果效以及收获期红果效及青果效也比对照植株明显增加，病果 

效剜比对照明显减少，表明卫星RNA生防制荆有刺激生长，促进早熟和增强植株抵抗力的作 

用 

衰2 ％2对辣慑生长结实的影响 

2 E曲。嚏 ofS ∞ the 。岫  ．曲 蛳 d 山 m 

+ ++ ⋯ 参见表 1。 1 哪岫 砒 岫 B帆 船t曲 1 

1．4 对辣椒产量和品质的影响：CMV卫星RNA生防翩荆对辣辍的防病效果和促进早熟的作 

用，最终表现在辣椒的产量和品质上。表1列出 1988和 1989年小区对比试验的辣椒对各试验 

点处理和对照分别采收、计产和计价的结果。可见，对照每亩为 90．5—167．1公斤．处理为 

130．6—276．1公斤 ，增产 36．0—65．3％。对照每亩干辣椒产值为 371．1—618．3元 ，处理为 

587．7--1132．0元 ，增值 d9．3—93．5 ，经济效益显著 

2 大面积防治试验 

1988年中韩庄和东张庄，1989年在井泉和许庄，1990及 1991年在中韩庄，杨家村、许庄、 

赵庄、曹庄、高岭及周庄等地进行。于5月下旬(定植前 l5天)用S52对长至 5—6片真叶的辣椒 

幼苗进行免疫接种，9月上、中旬(免疫接种80天)调查病毒病发生情况，收获时处理和对照分 

别计算干辣椒产量和产值，结果见表 3 可见应用的面积逐年扩大，1988年应用面积仅为 200 

亩，1989 1990及 1991年则分别增至1600，3000及 5100亩 4年来，对照植株病毒病的病情指 

效为 4O．7—61．2， 处理植株仅为 13．9--20．1，防效达 59．5—71，0％．干辣椒亩产对照为 

103．6--152．0公斤 ，处理为 140．2--224．2公斤 ，比对照增产26．1—32．2 。对照每亩产值为 

d19．6—629．7元 ，处理 为630．9--880．7元 ，比对照增值 33．5—45．2 。表明 t988—1991四年 

来用ss 大面积防治辣椒病毒病的防病增产效果及经济效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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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3 s吐大面积防治由cMv引起的辣椒病毒病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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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黄瓜花叶病毒的寄主范围广泛，危害严重是一种难以进行防治的植物病害。1976年Kaper 

等嘲发现有些 CMV中存在有卫星 RNA，并能干扰 CMV复制 ，降低 CMV浓度和改变(减轻) 

CMV在植物上引起的症状。口波等[B]认为，卫星RNA可作为病毒的生防因子，加A到CMV的 

基因组RNAs中组建成卫星RNA生防制剂，生物防治由CMV引起的植物病毒病。近年来，已 

在全国范围内用卫星RNA生防制剂防治了甜椒口．日 、番茄[ 、黄瓜p]和烟草CIO,]1]等由CMV I 

起的病毒病 

河北省望都县采用在辣椒定植前 1 0～15天 ，在苗床中用 CMV卫星RNA生防制剂Ssz免 

疫接种辣椒幼苗的方法，防治麦茬辣椒病毒病，也得到了明显的防病增产效果。1988—1989年 

的小区对比试验 ，用 s5 免疫接种 80天防效达 55．9--78．5 ，产量比对照增加 36．0—65．3％， 

产值增加 d9 3—93．5％，还有刺激生长 ，促进早熟、增强植株抗性和减缓真菌及细菌病害的作 

用。l988—1991年的大面积防治试验，用S52处理的辣椒，病毒病的防效达59 5—71．O％，产量 

比对照增加 26 1—32．2 ，产值增加 33．5—45．2 。除了小区对比和大面积防治试验以外 ， 

1990--1991年还进行了s5 防治辣椒病毒病的推广应用，两年的推广应用面积已达 3．4万亩 ， 

以每亩药剂和用工费 9 5元 、增产干椒 37公斤、每公斤干椒 4 5元计 ，增产 126+3万公斤 ，增 

收 565 28万元，扣除投资 34．2万元，纯收益 529 94万元 ，投资和效益比为 1·1 6。 

除了病毒病以外，由于细菌性斑点病、炭疽病和烟青虫等也是望都辣椒生产上的重要病 

虫害。因此，在用Ssz免疫辣椒防治病毒病的同时，还要注意增施肥料、加强田问管理、防治辣椒 

的其它病虫害等措施。 

麦茬辣椒较一般春茬辣椒在播种期晚 20--30天，苗期正值天气转暖，毒源植物和传毒介 

体较多 ，植株极易受到病毒感染的时期。但只要注意种子处理 ，苗床卫生和防蚜等措施 ，培育 

出无病虫壮苗 ，就能使用 ssz进行免疫接种的辣椒收到良好的防病增产效果 ，从而为包括我国 

南部地区在内的广大辣椒产区提供了防治由CMV引起的病毒病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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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Satellite RNA of Cucumber Mosaic Virus(CMV) 

∞ a Biological Control Agent to Protect the W heat 

Stubble Pepper from Disease in Large Area 

W ang Zh]xue Dins Yuying Q[n Binyi‘ 

(Waa~ Com@ 8c~we 幽 叼  堋 ， ， 哪出 072450) 

。( 啦咖 埘 D ，山  ，融 g 100080) 

The pe pper plants preino汕 ted with(M V satellite RNA biological control agent$52 were resis． 

rant to infection CM V·The result of the field test in Mrge area indicated that when pepper plants 

preinoculated with S52 the protection effect WaS 59． 5-- 71． 0 compared with con删 plants，the 

fruit yidid was increased by 26．1—32．3 and the output value WaS increased about 33．5—45．2 ． 

W hile the result of the field test in small area showed that pe ppe r plants preincuclated with S52． 

showed a protection effect of 71．3— 92．9 an d 55．9-- 78．5 at 50 and 80 days postinoculation rty 

spectively，thefruit yieldan doutput valuewere 36．0-- 65．3 and 49．3-- 93．5 morethanthat of’ 

the contro1． 

The biological control agent also has sona~ favourite effects on the plan ts such as stimuan~ 

growth，promoting enrly-maturation，and increasing res~smnca to funga~an d hac~erial diseases． 

Key words Pepper virus disease，Cucumber mossic virus，sateIlice RNA ．Biological control a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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