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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皱褶花叶病及皱褶螺原体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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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桑皱褶花叶病是一种由螺原体寄生引起的桑树病害
，
通过嫁接

，
死虫及汁

液传病
，
近年在浙江省局部地区蔓延危害

。

病原螺原体在革兰氏染色反应中呈 阳性

反应
，
能在植物性液体培养基和固体培养基中培养成功

。

螺原体形态有圆形
、
椭 圆

形
、

螺旋形和线状等
。

回形拉体直径为��������
，
基本螺旋体大小 为���������

� ��������
，
线状体长为�

�

���
�

�林�
，
宽为�����

。
本病原寄主范围较广

。
土

霉素��������������对本病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
本病原裸原体的生活 力 及致

病性均强
，
经液体培养��后

，
能时无病实生苗传毒成功

。

关键饲 桑树， 螺原体病害， 花叶病， 土�众， 离体培养

中图分类号 ����
�

��

自��年代开始
，
桑皱褶花叶病引起浙江省的重视

。

此病能感染不同品种
、

不同树龄的桑

树
，
病害不断扩大蔓延 〔‘ 〕，

使桑叶品质降低
，
利用价值减少

。
���������年

，
作者对此病进

行了试验研究
，
现总结报告如下

。

� 材料与方法

�
。
� 材料

主要来自浙江农业大学桑园中的病树及从浙江嘉兴
、

嘉善
，
桐乡

、

安吉及富阳等地区送

来的桑病叶
。

�
。
� 方法

在试验研究过程中
，
曾采用下列几种方法

。

�
�

�
�

� 症状观察 在不同生长季节
，
对不同品种不同采伐形式的桑树观察病叶的症状变化

。

�
。
�
�

� 嫁接传病 采用套接法在健康桐乡青苗上套接皱褶花叶病枝的皮层圈
，
使愈合传病

。

�
�

�
�

� 昆虫传病 分别采用桑叶蝉���，����，。 ��� 二�，��及棉叶蝉 ����
����� ����������进 行

传病试验
。

毒源来自天然病树或套接成功的病苗
。

采用铜纱笼等进行饲毒
、

传毒
。

�
�

�
�

� 病原检侧 利用光学显微镜和电子显微镜观察病叶粗提液的病原物
。
前者结合 革 兰

氏染色反应
，
后者采用 ��磷钨酸负染

。

�
�

�
�

� 药物治疗 采用四环素及土霉素分别混合病汁液
，
在鉴别寄主上摩擦接种

，
测 定 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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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反应
。

用此药液直接喷雾病树
。

�
�

�
�

� 液体培养及固体培养方法的探索 采用植物性材料作为液培及固培的主要成分
，
进行

试验
。

�
�

�
�

� 螺原体的形态观察 分别观察来自不同成分培养基或不同寄主植物中的螺原体形态
�

�
�

�
�

� 螺原体的生活势及致病性测定 采用液体培养
，
并用液体培养物转向固体培养 的 方

法
，

测定螺原体的生活势
，
并用较长时期液培中的螺原体摩擦接种于健康的实生苗

，
测定其

致病性
。

�
�

�
�

� 寄主范 围的调 查及探讨 在杭州市调查除桑树外的具有皱褶症状的不同草本及 木 本

植物
，
观察其病原及用液体培养法初步探讨其寄主范围

。

� 结果与分析

�
�

� 症状观察

叶片的定状有皱缩
、

脉束
、

皱褶
、

叶片尖端向背面反卷
、

疤疹状凸起
、

叶缘破碎
、

叶片

尖端短缩或变窄等�图 ��
。

有的桑树品种有花叶症状
。

枝条的特征是病枝变细
，
上部显著变

软
，

弯曲下垂 〔��。

此病症状在气温较低时常在枝条基部出现
，
气温较高时枝条顶端也出现病

叶
。

感病品种发病较早
，
于 �月底初展叶时即显示症状

，
抗病品种到 �月底才轻度发病

，
说

明发病与气温和品种有关
。

�
�

� 嫁接传病

套接成功的潜育期为�� �
，

传染发病率为���
，
其症状和母本树相似

。

�
。
� 昆虫传病

经过试验证实
，
桑叶蝉和棉叶蝉是本病的天然传播介体

。

饲毒时间 ��左右
，

传毒时间

�� �左右
。

从饲毒到传毒结束共约���
，
即能获得传毒成功

。

传毒成功的实生小苗均出现典

型的桑皱褶花叶症状
。

经电镜检查结果
，
由昆虫传毒成功的桑苗中的螺原体

，
大都是圆形和

椭圆形
，
基本螺旋体一般只有 �个弯曲

。

�
�

� 病原检侧

染色试验的材料包括病叶粗提液及提纯液
，
革兰氏染色结果均呈阳性反应

，

在光学显微

镜�������下能观察到圆形
、

螺旋形
、

短串珠形等粒体
。

在电子显微镜下也观察到和类菌原

体相似的圆形
、

椭圆形或呈二均分裂的粒体
，
并能观察到螺旋形体和线状体

，
基本螺旋体更

为常见�图 ��
。
团形体直径大小为��������

，
线状体长为 �

�

���
�

���
，
宽 为 �����

。

基本螺旋体大小为��������� � ��������
。

基本螺旋体一般具有 �� �个 弯 曲
，
其 顶

端是削尖的
，
统缩明显

。

在鉴别寄主紫茉莉枯斑叶中的螺原体
，
除一般形态 外

，
并 曾 观 察

到其主体上伸出的几条分枝
，
最长的分枝长�

�

�“�
，
最短的分枝长�

�

�“�
，
分枝的宽 为 ��

��
。

在接种成功的柑桔病叶粗提液中
，
在电镜下也能观察到圆形

、

椭圆形和呈二均 分裂的

粒体
，

基本螺旋体的形态和从桑病叶汁液中观察到的相似
。

由此证明桑皱褶花叶病的病原物

是属于螺原体属����
，�����二 。 �

，
并和柑桔僵化病病原螺原体����

��，����� ‘ �����相似��
， ‘ ，” ’�。

�
�

� 药物治疗

用浓度��� ����� 的四环素及土霉素分别在研磨时混和于病叶组织中�
‘ ” 〕，

经研磨出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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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病症状在气温较低时常在枝条基部出现
，
气温较高时枝条顶端也出现病

叶
。

感病品种发病较早
，
于 �月底初展叶时即显示症状

，
抗病品种到 �月底才轻度发病

，
说

明发病与气温和品种有关
。

�
�

� 嫁接传病

套接成功的潜育期为�� �
，

传染发病率为���
，
其症状和母本树相似

。

�
。
� 昆虫传病

经过试验证实
，
桑叶蝉和棉叶蝉是本病的天然传播介体

。

饲毒时间 ��左右
，

传毒时间

�� �左右
。

从饲毒到传毒结束共约���
，
即能获得传毒成功

。

传毒成功的实生小苗均出现典

型的桑皱褶花叶症状
。

经电镜检查结果
，
由昆虫传毒成功的桑苗中的螺原体

，
大都是圆形和

椭圆形
，
基本螺旋体一般只有 �个弯曲

。

�
�

� 病原检侧

染色试验的材料包括病叶粗提液及提纯液
，
革兰氏染色结果均呈阳性反应

，

在光学显微

镜�������下能观察到圆形
、

螺旋形
、

短串珠形等粒体
。

在电子显微镜下也观察到和类菌原

体相似的圆形
、

椭圆形或呈二均分裂的粒体
，
并能观察到螺旋形体和线状体

，
基本螺旋体更

为常见�图 ��
。
团形体直径大小为��������

，
线状体长为 �

�

���
�

���
，
宽 为 �����

。

基本螺旋体大小为��������� � ��������
。

基本螺旋体一般具有 �� �个 弯 曲
，
其 顶

端是削尖的
，
统缩明显

。

在鉴别寄主紫茉莉枯斑叶中的螺原体
，
除一般形态 外

，
并 曾 观 察

到其主体上伸出的几条分枝
，
最长的分枝长�

�

�“�
，
最短的分枝长�

�

�“�
，
分枝的宽 为 ��

��
。

在接种成功的柑桔病叶粗提液中
，
在电镜下也能观察到圆形

、

椭圆形和呈二均 分裂的

粒体
，

基本螺旋体的形态和从桑病叶汁液中观察到的相似
。

由此证明桑皱褶花叶病的病原物

是属于螺原体属����
，�����二 。 �

，
并和柑桔僵化病病原螺原体����

��，����� ‘ �����相似��
， ‘ ，” ’�。

�
�

� 药物治疗

用浓度��� ����� 的四环素及土霉素分别在研磨时混和于病叶组织中�
‘ ” 〕，

经研磨出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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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梦
�

��� ����� �������� ����， ���
� ， ���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 ��� ������������� ��������� �� ��� �������

���������� 一

���� �������� ��夕‘��夕���爪�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 ������������ �� ��‘������爪� �言��宕��

��� ������ ������
�

������������夕，， ����， �����
� ��‘ ����

������� �
，
����� �

，
���� � �

�

������ ��� �����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瓦������ ��� ���������� ����� ������������ �� �����������
�

�������������梦
， ����，

���一�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加��� ������ ������� ��� ������� �����������
。
� �������� ��� ����

，

����， ������ �������

�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们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