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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汉果组培苗病毒病流行因子的调查 

梁惠凌，蒋水元，李虹 

(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国科学院 广西植物研究所，广西 桂林 541006) 

摘要：就罗汉果组培苗病毒病在桂林发生的症状及危害 、影响发病流行因子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病毒病的发生流行与品种、 

气候、管理关系密切，并提出了综合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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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Epidemic Factor of the Virus Disease on 

Micropropagation Plant of Siraitia Grosvenori 

LIANG Hui—ling，JIANG Shui—yuan，LI Hong 

(Guangxi Institute of Botany，Guangxi Zhuangzu Autonomous Region and Academia Sinica,Guilin 541OO6,China) 

Abstract：In recent years，the virus disease of Siraitia grosvenori is one of the most serious diseases in Guangxi．This article reports 

symptom characteristics，the harm situation，the influence morbidity factor on the virus disease of micropmpagafion plant of Siraitia 

grosvenon’inGuilin．The resultindicated virusdiseasethe occulTence、 ththe variety，the climate，themanagement relations are po 

ularly close，and proposed the measure of preventing and controlling the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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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汉果又名汉果、长寿果、神仙果，属葫芦科罗汉 

果属多年生植物 ，原产于广西永福和临桂两县交界海 

拔40O一1 O00m的山区，是我国特有的珍贵药用及甜料 

植物，在国内外享有盛名。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对当地 

农民脱贫致富起了很大的作用。长期以来，采用无性繁 

殖方法繁殖种苗和不当的农事操作，导致品种退化；而 

组培苗规格统一，可供种苗数量大，技术上可以脱毒， 

近年来新种植区以栽植组培苗为主。据统计，2004年各 

公司在桂林销售组培苗300万株左右，2005、2006年种 

植区面积和数量继续增加。但由于种种原因，广西罗汉 

果主产区均普遍发生病毒病，严重地块发病率达 

100％，受害植株减产25％-45％，严重的达50％以上， 

导致罗汉果品质下降、次果增加，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 

失。每年因该病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仅永福县就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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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1 000万元。现就罗汉果组培苗病毒病在桂林发生的 

症状及危害、影响发病流行因子进行探讨，并提出综合 

的防治措施。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的种类及来源 

共选择了组培苗 3 350株 (桂林高新区伯林生物 

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组培苗2 500株 桂林莱茵生物应 

用科技有限公司组培苗50株、桂林大地公司500株、 

广西科技厅农业科技创新示范基地组培苗 300株)，品 

种以青皮果为主，也有红毛果、冬瓜果、长滩果。试验时 

以品种为调查对象而不是以苗木来源为调查对象。 

1．2 调查地点和方法 

罗汉果病毒病的发生危害、流行隋况及原因的调 

查在广西植物研究所罗汉果试验基地进行。该地的土 

壤为砂页岩发育而成的酸性红壤，pH 5．0～6．0。0-35cm 

深的土壤营养成分含量：有机碳 0．663 1％、有机质 

1．143 1％、全氮 0．117 5％、全磷 0．113 1％、全钾 3．066 

1％，罗汉果在该地能正常生长结果。并调查永福龙江、 

临桂五通镇石门塘、茶洞乡徐村等传统产区。调查方 

法 ：2006年从 6月 22日开始发病到 9月初 ，在有代表 

性的罗汉果地选定调查样点，棋盘式取样，把样点均匀 

地分布在田问。在样点做好标志，以后定时对这些样点 

进行调查，系统地观察样点的罗汉果病毒病的发生发 

展情况，详细记录有关资料。防治试验在广西植物研究 

所罗汉果试验基地进行。 

2 结果与分析 

2．1 症状和发生情况 

罗汉果病毒病有3种类型：花叶病、疱叶丛枝病和 

芽枯病，其中以花叶病发生普遍，疱叶病和芽枯病发生 

较 u。有学者认为罗汉果芽枯病是缺硼引起的生理性 

病害 圆，也有学者认为可能是病毒复合侵染等原因引 

起。典型病株的症状：嫩叶长势衰竭，腋芽早发成丛枝， 

叶片发疱皱卷成畸形。叶肉肥厚粗硬，叶色褪绿成斑驳 

状而黄化，叶脉短缩不均，输导系统染有病原。嫩叶染 

病后，外观呈现畸形、隆肿、卷缩、边缘缺陷或结痂；叶 

面隆起成疱状，叶肉肥厚或萎缩脆弱、褪绿而黄化，有 

些叶脉短缩，但仍显绿色；从叶基伸向叶片的三出脉， 

形状如绿色鸡爪状镶嵌在黄化的叶片之间[31。其病原是 

西瓜花叶病毒 _2的 1个株系(wmv-2一luo)，其病毒病 

原的生物学、病毒粒子体外特征、病毒粒子形态学、电 

镜观察及血清学等都有研究 。 

罗汉果整个生长期均有花叶病毒病的发生，5月 

中下旬开始流行发展，6～8月初为病害盛期，不同的种 

苗和不同栽培环境其发病的程度有差异。此病的传媒 

主要是蚜虫。种植罗汉果组培苗，病株率为 29．33％，发 

病最轻的为 1．33％，病重的为98．67％。另外，在罗汉果 

果园附近种植黄瓜、南瓜等西瓜花叶病毒 _2寄主植 

物，发病重；老薯块与组培苗混栽易发病且发病早、传 

播快。罗汉果病毒病对产量的影响随植株发病时期而 

异。苗期发病 ，植株多数严重矮化，不能结果；生长中期 

(开花前)受害，植株稍微矮化，茎蔓可以上棚结小果，但 

经济价值较低；植株开花结果期被害，新抽枝叶表现花 

叶症状，对产量影响较小。调查发现，种植管理水平高、 

合理施用肥料的果园，病害发病率虽高，但因前期生长 

较好，多数在结果期才表现症状，对罗汉果的产量影响 

较小。 

2．2 影响发病流行因子 

2．2．1 与品种的关系 2006年病毒病从6月22日左 

右开始发生，病害调查定级标准与方法按参考文献【7】。 

调查结果如表 1。 

表 1 不同品种发病率及病情指数 

从表 1可以看出，组培苗中抗花叶病毒病的能力： 

冬瓜果 <长滩果<红毛果<青皮果。青皮果的发病率 

和病情指数在每次的调查中都是最低的，其抗病能力 

最强。6月22日是病毒病的发病始期，其中青皮果的发 

病率为2．22％，病情指数为0．25，而冬瓜果的发病率为 

13．33％，病情指数为 1．48；到发病后期青皮果的发病率 

为64．44％，病情指数为 18．02，而冬瓜果的发病率为 

95．56％，病情指数为57．53。 

2．2．2 与气候条件的关系 罗汉果最适宜生长温度是 

22～30℃，最适宜空气湿度为80％。桂林属中亚热带湿 

润季风气候，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全年平均温度为 

19℃左右。最热的天气在 7,8月，平均温度为28．5℃左 

右，偶而也有达30℃的。全年无霜期309d，最冷的天气 

在 1—2月，平均温度为 8．3℃左右。桂林的气候非常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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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罗汉果的生长。但资料表明，近年来，华南地区年平 

均温度明显升高，升温幅度从0,03℃／10年到0,25℃／10 

年阎。2005、2006两年更是出现了暖冬。罗汉果病毒病 

的传播主要靠蚜虫。气候变暖对传毒蚜虫的主要影响： 
一

是传播植物病毒的主要蚜虫在较高温度下发育速率 

加快，生殖率达到最高。萝 卜蚜在 s一18．5~C范围内成蚜 

产仔率为9．15％～50％，而 10～32't2范围内成蚜产仔率 

则为9l％～96％，以上2种温度下成蚜平均产仔头数分 

别为3．3～4．0和31．9～47．8。温度升高还使一些非主要 

的传毒蚜虫转变成主要的传毒蚜虫。二是冬季变暖使 

越冬蚜虫的恢复活动早、年生代数增加，因此气候变暖 

是导致蚜虫危害加剧的直接原因。气候变暖条件下，蚜 

虫的发生流行模式也受到极大的影响，以往绿桃蚜、萝 

卜蚜 、棉蚜虽每年都有发生，但非连年严重，常间歇性 

猖獗致害，气候变暖近 l0年来几乎每年大发生，常年 

持续危害严重[91。 

2,2．3 与栽培管理水平的关系 人工抹芽、授粉是罗 

汉果生产管理上重要措施。果园内有病株，则易造成病 

毒病大量传播。该病在老果园及排水不便和土壤呈沙 

质的旧地发生较多，特别在管理粗放、偏施商品肥的田 

块发病较为严重。为了验证病毒病发病率与施肥的关 

系，做了如下试验：对病株分严重、中等、轻度 3种，每 

种程度3个处理。处理 l：3．95％病毒必克Ⅱ号可湿性 

粉剂(西安海浪化工有限公司 )4-复合肥+微量元素叶 

面肥(用 1．8％爱多收液剂，日本旭化学工业株式会社 

)，处理2：病毒必克+复合肥，处理 3：病毒必克。每个 

处理20个重复。用量：病毒必克500倍、复合肥(每克 

兑水 50kg，淋根)、微量元素叶面肥(每50g兑水30kg， 

叶面喷施)。7月14日第 1次施用，7月 19日、7月24 

日2次重复，7月30日检查结果。结果见表2。 

表 2 不同处理对不同发病程度植株的影响 

试验结果显示，处理 1对发病程度重、中、轻的植 

株都有改善生长及减轻危害的作用；处理2对发病程 

度中、轻的植株都有改善生长及减轻危害的作用；处理 

3只对发病轻的植株有改善生长及减轻危害的作用 。 

因此，对罗汉果病毒病要采取喷杀病毒药、淋根施肥结 

合喷叶面肥的综合措施，尽量及早治理。 

2．2．4 与蚜虫的关系 罗汉果花叶病毒病的传媒介体 

主要是蚜虫，蚜虫的发生量与发生时间与病毒病有直 

接关系。设2个区试验。南区(处理区)面积约667m2，自 

4月25日种下后，每 7d喷 1次 10％吡虫啉可湿性粉 

剂 (西安恒田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2500倍，4月底和5 

月中旬喷1次杀菌药。北区(对照区)面积约667m2，和 

南区同时移栽，苗木一致，管理基本一致，除了 4月底 

和 5月中旬喷 1次杀菌药外，不再喷杀虫药。北区罗汉 

果苗上可见有蚜虫、夜蛾、蝽象活动；而南区则少见有 

害虫活动(见表 3)。 

表 3 喷杀虫药对发病率的影响 (％) 

由表3可知，无论哪个品种经常喷吡虫啉发病率 

都比不喷吡虫啉的低，最不抗病的冬瓜果在后期发病 

率只是62．22％；而不喷吡虫啉的冬瓜果在后期发病率 

是 98．67％。所以，在5～8月要经常喷低毒的杀虫剂。 

3 小结与讨论 

3．1罗汉果病毒病的流行影响因子是品种、气候、蚜 

虫、栽培管理，所以应加强栽培管理，培育健壮植株，增 

强对病毒病的抗性。加强对组培苗生产公司的管理，及 

早制定罗汉果组培苗国家或地方性标准，保证出圃苗 

木做到真正脱毒。休眠期全园杀菌消毒是化学防治全 

年病害的关键，注意尽早喷药防治传毒蚜虫。 

3．2 应实施规范化种植，注重病虫害的防治。如果使用 

农药不当，就会存在农药残留问题。因此，开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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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至中性；再用5％的氢氧化钠溶液浸泡4h；然后用蒸 

馏水洗至中性，备用。 

3．2 静态吸附试验 

取人参果浸膏5O．og用水溶解，定溶至300．0mL。 

静态吸附容量的测定：已处理好的树脂 5．og，置于 

100mL具塞三角烧瓶中，加入 30．0mL人参果浸膏溶 

液，盖紧瓶塞，吸附24h，至吸附平衡后，取吸附后测定 

吸附前原溶液和吸附后溶液中人参皂苷含量，以Re、 

Rg 、Rb。、Rc、Rd、Rb2含量之和作为总皂苷。按下列公 

式计算吸附容量和吸附率： 

吸尉量： 堕堕 ! 童皇堑鱼墨： 里堡 ! 叁皇笪鱼兰 
树脂质量 

吸附率： 堡 塑 二 壁 塑  l 
原液浓度 

结果见表2。 

表 2 不同型号树脂对人参果总皂苷的吸附量 

型号 人参皂苷吸附量(mg／g)人参皂苷吸附率(％) 

(上接第 52页) 

制、推广防治罗汉果病毒病的有效药剂有重要的意义。 

要进行不同防治方法的大田试验，为解决罗汉果无公 

害生产提供科学依据和可持续治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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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表明，人参果中人参皂苷含量丰富，可以作为 

获得人参皂苷的资源，极具开发价值。通过大孔树脂静 

态吸附试验，从表2结果可以看出，7种大孔树脂吸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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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8、D--101、HPD500、HPD300。此试验可为工业化大 

孔树脂法富集人参果中人参皂苷提供一定的理论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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