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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主要就松材线虫 (B u rsap helenchus x y lop h ilus) 的遗传学、分子生物学及松材线虫病的防治等方面

进行综述。松材线虫与拟松材线虫 (B . m ucrona tus) 在试验条件下能够种间杂交, 但绝大多数杂交后代无繁殖能

力, 有些松材线虫种下水平杂交后代的宿主特异性及侵袭力会发生改变。用分子生物学方法研究表明, 松材线

虫可分为美国、日本和加拿大三种亚型, 日本亚型和美国亚型具有更近的亲缘关系。已筛选出一些具有鉴别特

征的分子标记。对松材线虫病这一顽症, 目前还只能“以防为主”, 发展快速分离和早期诊断的检疫检验技术对

预防该病具有一定的实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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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材线虫 (B u rsap helenchus x y lop h ilus) 病是松树上一种毁灭性病害。由于它能使大量松树迅速死亡, 造成巨大经济

损失, 所以引起了国内外的高度重视。目前该病在日本、美国、韩国、加拿大、墨西哥、希腊、葡萄牙和中国均有分布。

我国于 1982 年发现该病, 目前该病已扩展到江苏、浙江、安徽、广东、山东、湖北、香港和台湾等地。基于经典生物学

的研究已基本阐明了松材线虫的形态结构、生活史、传播媒介、寄生范围等问题, 本文不再详述。但到目前为止, 松材线

虫病的致病机理尚未研究清楚, 该病的防治也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 使得从分子水平上研究松材

线虫病成为可能。由于分子生物学在研究松材线虫的遗传多态性方面可以和遗传学的研究相互补充, 相互印证, 因此本文

在概述分子生物学及防治的研究进展的同时, 对遗传学的研究也作了简要概述。至于松材线虫病致病机理方面的研究进

展, 杨宝君已作了综述[1 ] , 本文不再赘述。

1　遗传学研究概述

由于松材线虫与拟松材线虫在形态特征上极为相似, 且两者都存在不同地理型的分化, 因此松材线虫与拟松材线虫是

否会通过种间杂交及种下水平的交配而扩大疫区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许多学者对松材线虫与拟松材线虫种间杂交及种下

水平的交配潜力及其后代的致病性、宿主特异性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

松材线虫与拟松材线虫在试验条件下种间杂交成功的例子很多 [2～ 6 ]。一种西伯利亚拟松材线虫株系与一种北美有尾

尖突型松材线虫株系、德国拟松材线虫株系与日本松材线虫株系、日本松材线虫株系与法国拟松材线虫株系具有很高的杂

交潜力, 杂交后代数量大, 其中德国拟松材线虫株系与日本松材线虫株系杂交能产生有繁殖能力的后代 [4, 6 ]。我国刘伟等[3 ]

用中国不同株系的松材线虫和拟松材线虫与其他国家的松材线虫和拟松材线虫进行种间杂交试验, 其杂交后代数量少, 有

的崎形, 且均无繁殖能力。

无论是松材线虫还是拟松材线虫, 其不同株系间的交配均能产生有繁殖能力的后代 [2, 5～ 8 ]。日本松材线虫 S10 株系与

美国松材线虫株系交配所产生的后代没有保持亲代的宿主特异性 [6 ], 而M 型松材线虫与R 型松材线虫的交配后代比亲代

具有更广泛的侵袭力[8 ]。

以上研究表明, 种间杂交虽能产生后代, 但子代数量有限且多数不育, 所以通过种间杂交而扩大疫区的可能性不大,

虽然在有些试验中种间杂交能产生较多数量的后代, 甚至能产生具有繁殖能力的后代, 但后代是否保持了亲代的侵袭力和

宿主特异性, 还有待进一步研究。目前尚没有有关在自然条件下通过种间杂交而扩大疫区的证据。但值得注意的是, 由于

松材线虫其不同株系间交配后代的宿主特异性及侵袭力均有可能发生改变, 因此那些在某一地区对松材线虫具有抗性的

针叶树种可能会因此而失去抗性, 成为感病树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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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子生物学研究进展

211　蛋白质、酶及免疫学的研究

K iyohara 等[9 ]在对来自美国和日本的一些能感染针叶树的伞滑刃属线虫的分离物进行研究时发现, 根据对天冬氨酸

转酰基酶谱的分析, 可区分松材线虫和拟松材线虫。Guiran 等[10 ]用酶解电泳图谱法将松材线虫与拟松材线虫鉴别开, 在

对松材线虫病致病机理的研究中, 发现松材线虫能分泌多种酶, Ko jim a [11 ]在对松材线虫的分泌物进行电泳分析时发现, 松

材线虫分泌的纤维素酶的谱带类型与拟松材线虫分泌的不同, 而松材线虫的弱毒株系和强毒株系, 其所分泌的纤维素酶的

谱带类型十分一致, 但酶的活性不同。H iggins 等[12 ]用 PCR 扩增松材线虫和拟松材线虫的 cDNA 片段, 通过对扩增产物的

分析发现存在一定数量的几丁质酶同工酶, 可能正是由于这些同工酶表达的差异而导致松材线虫与拟松材线虫之间致病

性的差异。松材线虫其致病型和非致病型的碳水化合物经历不同的代谢途径, 而这正是因为乙醇脱氢酶基因的不同造成

的[13, 14 ]。上述研究表明, 利用分子生物学手段, 通过对线虫蛋白质及酶的研究可将松材线虫与其他线虫鉴别开。这些研究

将有助于进一步揭示松材线虫病的致病机理。

免疫学方法很早就被用来作为鉴别线虫种类的辅助手段之一。L aw ler 等[15 ]用酶联免疫吸附 (EL ISA ) 法检测来自海

关的已剥皮烘干的松树样品中的松材线虫和拟松材线虫, 可检测出木材表面 014 m g 线虫蛋白质量, 但未能将这两种线虫

区分开。随后L aler 等[16 ]又用 EL ISA 和蛋白质印迹 (W estern b lo t) 技术来检测分析松材线虫的多克隆抗体, 结果用 EL ISA

法鉴别松材线虫与拟松材线虫的多克隆抗体效果不佳, 但用蛋白质印迹技术可鉴别松材线虫和拟松材线虫。由于血清的交

叉反应, 用多克隆抗体来鉴别线虫种类效果并不理想, 因此人们又在积极探索利用杂交瘤技术来发展一种有效的血清学诊

断方法[17 ]。

212　基于基因的研究

尽管蛋白质图谱、酶解电泳图谱及免疫学方法已被用来作为线虫种类鉴别的辅助手段, 但由于线虫基因在生活史的不

同阶段表达有差异以及受诸如环境条件等外在因素的影响, 使得上述方法有很大局限性。基于基因技术提供了一个更有希

望的选择, 这些技术应用于线虫的虫种鉴别和种系发生研究等方面已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21211　松材线虫的鉴定及其与伞滑刃属其他线虫的鉴别　要从分子水平上鉴别线虫, 就要筛选出具有鉴别特征的基因片

段。H arm ey 等[18, 19 ]筛选出引物X14 作为虫种特异性探针, 能从种间及种下水平鉴别伞滑刃线虫及松材线虫的不同株系,

X14 能和松材线虫的DNA 杂交产生一个 4 kb 的特异性片段, 而在拟松材线虫和假伞滑刃线虫 (B . f raud u len tus) 的DNA

中却不能产生这种特异性片段, 但当H arm ey 等将这一方法用来检测接种于松树中的松材线虫、拟松材线虫和假伞滑刃线

虫的DNA 时, 没有得到预期结果。B raasch 等[20 ]筛选出O PY21、O PB27 和O PPZ208 三种引物, 能有效地将松材线虫、拟

松材线虫及假伞滑刃线虫相互区分开。我国郑经武等 [21 ]筛选出的引物 P235 能在松材线虫与拟松材线虫间产生有鉴别特征

的特异性RA PD 扩增片段, 这种产物在不同株系的松材线虫分离物中均能产生约 700 bp 的特异性片段, 在拟松材线虫分

离物中产生 1 300 bp 和 1 900 bp 的两种特异性片段, 但由于试验所用的拟松材线虫只有一个株系, 在其他株系的拟松材

线虫分离物中是否能产生同样的具有鉴别特征的特异性片段, 有待进一步研究。L ao 等[22 ]设计了 2 种虫种特异性引物作为

探针, 直接用 PCR 从 9 种不同株系的松材线虫DNA 中扩增得到 220 bp 和 330 bp 的特异性片段, 而在 5 种拟松材线虫株

系中均不能产生这些特异性片段, 同时他们通过对 PCR 扩增产物的R FL P 分析, 认为H inf I和M sp I基因片段可以用来区

分松材线虫与拟松材线虫。 Iw ho ri 等[5 ]用 PCR 扩增 rDNA 的 518S、 IT S1、 IT S2 及 18S 和 28S 部分区域的基因片段, 经

R FL P 分析可明确地区分松材线虫与拟松材线虫, 在对松材线虫不同株系的 R FL P 分析中, 可以将日本致病型松材线虫、

中国松材线虫及美国松材线虫相互区别开, 而日本非致病型松材线虫和加拿大松材线虫差别不明显。Hoyer 等[24 ] , A bad

等[25 ]用类似的方法将伞滑刃属更多的虫种区分开。

对尚未发生松材线虫病的地区, 发展一项有效、快捷、灵敏的检测方法尤为重要。利用卫星DNA 作为虫种特异性探

针, 可直接用来快速检测微量的线虫分离物。T ares[26 ] , A bad [27 ]曾先后用M sp I卫星DNA 作为虫种特异性探针, 成功地

检测出压碎在滤纸上的单条松材线虫; 这种方法如果结合 PCR 扩增来检测松材线虫将更为有效。此外 Iw aho ri 等[28 ]和

L iao 等[22 ]通过对 rDNA 特定基因片段的 PCR 扩增, 利用R FL P 分析也能成功地检测出单条线虫, 并能将松材线虫与拟松

材线虫区分开。

21212　种系发生　W ebster 等[29 ]用来自松材线虫的 pBx6 基因片段和来自拟松材线虫的 pBm 4 基因片段作为种特异性探

针, 可检测出松材线虫和拟松材线虫, 经进一步分析后, W ebster 等认为拟松材线虫至少存在 2 种亚型, 并将分离物分为

3 个种下群体: 北美群体、欧洲群体和亚洲群体。随后 T ares 等[30 ]用同源性DNA 探针对松材线虫进行研究, 认为松材线

虫至少可分为 3 个亚型, 即美国亚型、加拿大亚型和日本亚型, 而美国亚型和日本亚型有较近的亲缘关系, 这支持了传入

日本的松材线虫起源于美国的假说。此后, T ares[31 ] , Irdan i 等[32, 33 ]和 Iw aho ri 等[34, 35 ]的试验结果也都支持了这一假说。

Kanzak i 等[36 ]以松材线虫、拟松材线虫、假伞滑刃线虫、B 1con icaud a tus 和B . abrup tus 5 种伞滑刃线虫为对象来研究它们

的种系发生, 通过对这 5 种线虫的 rDNA 的 18S、518S、 IT S1 和 IT S2 基因片段的碱基系列和部分CoÉ 基因的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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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将后者从这一种团中剔除, 认为前四者的共同祖先起源于一种自由生活线虫, 这种自由生活线虫当时生活于欧亚大陆

东部的阔叶树体内, B . con icaud a tus 首先从这一祖先中分化出来, 然后假伞滑刃线虫和拟松材线虫再分化出来, 拟松材线

虫重新选择了针叶树种作为其寄主并因此扩散到欧亚大陆和北美的针叶树林中, 北美的拟松材线虫再次发生分化, 其中的

一支便分化为现今的松材线虫。

在对不同株系松材线虫的同源性研究中, 由于松材线虫的来源不同, 其试验结果也不尽相同, 这正说明松材线虫存在

不同的亚型。Kusano 等[37 ] , Zhang 等[39 ]用随机扩增多态性技术对不同株系的松材线虫分离物的基因组进行DNA 随机扩

增, 其扩增片段的共享度为 60%～ 90% , 郑经武等[21 ]用同样的方法分析得出不同株系松材线虫分离物基因组扩增片段的

共享度为 60%～ 84% , Zhang 等[39 ]用 SSCP 分析 4 个不同株系的松材线虫的核 rDNA 的 IT S1 扩增产物, 它们之间仅存在

1 bp 的差别。这些试验说明不同株系的松材线虫既具有高度的同源性又存在着一定的分化。Iw aho ri等[34 ]的试验进一步说

明了这一问题, 他们用 R FL P 分析 rDNA 和 rDNA 的 IT S 基因片段的扩增产物, 结果显示日本、中国和美国致病型松材

线虫分离物的DNA 序列高度同源, 说明它们来源于共同的祖先, 日本非致病型松材线虫和致病型松材线虫的 DNA 存在

5～ 9 bp 的差异, 加拿大的 4 个不同株系的松材线虫分离物的DNA 序列与其他国家的松材线虫分离物的DNA 序列差别多

达 15～ 19 bp , 说明加拿大松材线虫与中国松材线虫、日本松材线虫及美国松材线虫的亲缘关系较远。

分子生物学技术在有关种系发生方面的研究表明: 首先, 松材线虫与拟松材线虫是两个独立的种, 但两者具较近的亲

缘关系, 这一点在遗传学的研究中也得到证实; 其次, 松材线虫不同株系存在着分型, 多数学者赞同将松材线虫分为美国

亚型、加拿大亚型和日本亚型, 其中美国亚型和日本亚型亲缘关系最近, 而传入日本的松材线虫很可能起源于美国; 第三,

中国、日本和美国致病型松材线虫具有高度同源性, 它们可能来源于共同的祖先。分子生物学在松材线虫鉴别检测等方面

的研究表明, 由于供试材料及所使用方法的不同, 结果也异彩纷呈, 这些试验基本都处于实验室阶段。例如在筛选具有鉴

别特征的基因片段作为分子标记以鉴别线虫时, 各人所使用的供试线虫的株系数量有限, 来源不同, 所筛选的分子标记是

否具有代表性还需进一步研究。

3　防治

由于松材线虫病传播快, 一旦发生则很难控制, 所以在防治上要贯彻“以防为主, 防治并举, 防重于治”的方针。

311　松材线虫病的治疗

目前对松材线虫病的治疗主要是利用高效内吸性杀虫剂进行树干打孔注射或根部浇灌, M atsuura K [40 ]试验表明, 丰

索磷 (fensu lfo th ion )、治线磷 ( th ionazin )、嘧啶2酒石酸 (mo ran tel2tartra te)、m esulfeno s、 carbo su lfan、 cyanopho s、

m eth iodath ion、dioxazenzofo s 和 fen th ion 作树干注射剂治疗松材线虫病均有不同程度的效果, 其中, 治线磷和丰索磷的疗

效分别达 9417% 和 9215%。治线磷的疗效在M atsuura T [41 ]的试验中得到证实, 嘧啶2酒石酸的疗效在O ku 等[42 ]的试验中

也得到证实。这种树干注射剂不仅能降低病害的发生率, 而且还能延缓发病进程 [43 ]。Am am ectin benzoate 制成水溶性制剂

后, 以每立方米病木 20 g 的剂量注射病松, 疗效明显 [44, 45 ]。另外, 用苦豆碱来防治松材线虫也有一定效果 [46, 47 ]。如能将

杀线剂和杀虫剂配合使用, 既防治松材线虫也防治媒介天牛, 则效果会更佳。随着松树化学研究的深入, 人们在树体内发

现了大量与松材线虫病有关的化学物质, 许多物质的含量与树龄及感病性存在着一定的关系 [48 ]。这些物质的发现不仅为研

究松材线虫病的致病机理、抗病树种的抗性机制等打下基础, 同时也为进一步开发新的树干注射剂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材

料, 不过, 距离高效实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以上研究表明, 有几种树干注射剂的疗效显著, 且还会不断有新的药剂出现,

但就目前情况看, 如果大面积应用成本太高, 所以只适用于小面积观赏树种和名贵树种。

在进行药物治疗的同时, 人们对松材线虫病的生物防治也做了大量研究, 试验表明许多真菌具有杀线虫活性, 如总状

共头霉 (S y ncep ha lastrum racem osum ) [49 ]　、日本亮耳菌 (L am p lerom y ces jap on icus) [50, 51 ]　　纤小指孢霉 (D acty lella

lep tosp ora) [52 ]　、节丛孢 (A rth robotry s spp. ) [53 ]等。这些真菌杀线虫的机制是不同的。另外周性恒等 [54 ]还发现一种捕食松

材线虫的矛线虫 (D ory la im us sp. )。这些都为松材线虫的生物防治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材料。

作者认为, 生物防治有诸多优点, 是需要积极开展研究的, 但是就松材线虫而言, 由于该线虫发育速度太快, 不可对

其生物防治寄予过多希望, 更不能夸大生物防治对松材线虫的作用。对于松材线虫这一顽症, 目前还只能以防为主, 发展

快速分离和早期诊断技术对预防该病具有一定的实用意义。

312　加强检疫

杜绝人为传播是防治松材线虫病最重要的一环, 所以加强检疫必须摆在首位。首先要严禁将病树、病苗、受侵染的木

质包装材料和木质铺垫材料等从疫区运到非疫区。其次, 对检疫中发现的病木、病林应及时彻底地处理。

为了更好地执行各项检疫措施, 发展一种高效、灵敏、快捷的检测方法是十分必要的。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在松材线

虫研究中的应用, 目前比较灵敏的检测方法已经初步建立, 不过, 这些技术只解决鉴定的准确性问题, 而不解决检验的速

度问题。然而, 在检疫检验实务中, 对检测速度的要求更为迫切。因此, 潘沧桑教授发明了松木线虫快速分离装置, 使先

前需 20 小时以上的分离工作得以在半个小时内完成, 大大加快了检疫通关的速度, 也免除了劈木削片之苦, 方便了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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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和口岸的检疫工作。此外, 作者还创造了松材线虫病早期诊断的方法, 该方法利用培养的微生物将树体中的线虫诱入检

测管中加以鉴定, 以便在松树出现症状之前就能检出病原线虫, 同时避免因削皮取样而破坏松林景观。此两项技术已经申

请了专利。

313　媒介昆虫的防治

由于松材线虫的生活史与其媒介昆虫有密切的关系, 因此, 如能有效地控制媒介昆虫, 便可达到遏制松材线虫病扩散

蔓延的目的。松墨天牛是最重要的一种传播媒介, 目前防治松墨天牛一般采用喷洒化学药剂、不育剂, 薰蒸病死木, 诱杀

天牛, 烘干、水浸病死木, 生物防治等措施。用飞机喷撒化学药剂来杀死天牛, 虽有一定效果, 但污染环境, 同时也伤害

环境生物。薰蒸或焚烧病死木, 再结合其他措施能使病情得到有效控制, 这方面有不少成功的报道 [55～ 57 ]。这种措施不单

杀灭媒介昆虫, 也杀灭各种线虫, 在疫区不失为一种比较彻底的防治措施。但是, 如果砍除不彻底或处理不严格, 就得不

到应有的防治效果。

由于昆虫生物防治的优越性明显, 国内外均对松墨天牛的生物防治做了大量研究。通过释放寄生性天敌管氏肿腿蜂

(S clevod erm a g uan i) 结合诱杀天牛成虫等措施, 可有效地防治松墨天牛 [58, 59 ]。此外, 松墨天牛的寄生性天敌还有花绒坚

甲 (D astarcus long u lus) [60～ 62 ]、黑色枝跗瘿蜂 ( Iba lia leucosp osid es) [63 ]　、姬蜂 ( Icheum on id ae sp. ) 等[60 ]和一些寄生性线

虫[60, 64 ]。

周性恒等[65 ] , Sh im azu 等[66 ]从死亡的松墨天牛体内分离出对天牛幼虫具有毒性的球孢白僵菌 (B eauveria bassiana)、

布氏白僵菌 (B . brong n iartii)、金龟子绿僵菌 (M etarh iz ium anisop liae) 和枝顶孢菌 (A crem orium sp. )。其中毒力最强的是球

孢白僵菌, 其对松墨天牛幼虫的防治效果优于成虫 [66 ], 如果将白僵菌与轮枝霉混用 [60 ]或与粉质雷氏杆菌联合感染 [64 ] , 则

杀虫效果更明显。为了使菌剂能感染到树皮下面的天牛幼虫, Sh im azu 等[66 ]和N obuch i[67 ]将白僵菌的分生孢子粘附在黄色

梢小蠹虫体上后, 再将小蠹虫释放到林间, 让其寻找病死木, 从而感染天牛幼虫。此外松墨天牛的致病微生物还有黄僵菌

( Isa ria f a rinosa)、黄曲霉 (A sp erg illus f lavus)、粘质沙雷氏杆菌 (S erra tia m arcescens) 等。

松墨天牛的捕食性天敌种类更多, 如大斑啄木鸟 (D end rocop s m ajor)、日本大谷盗 (T em noch ila jap on ica)、蚊态郭公虫

(T hanasim us leiv isi) [61 ]　 等。

314　培育抗病树种

既然松材线虫存在着强毒株系和弱毒株系, 那么能否通过接种弱毒株系的松材线虫来诱导寄主产生抗性呢? K iyohara

等[68 ]对此做了研究, 其试验结果表明接种弱毒株系松材线虫的日本红松确实能产生抗性。

既然松树对松材线虫病的抗性有差异, 那么培育抗病树种是有可能的, 通过接种松材线虫来观察寄主的抗病性, 初步

筛选出一些抗病树种, 但在人工接种条件下, 树种抗病性会因供试树的树龄、接种体来源、接种条件、地理条件等的不同

而发生变化。用常规的遗传学方法育种时间长, 且幼苗的抗性不稳定, 因此在实践中有一定局限性。如果能结合分子生物

学技术, 筛选出松树的抗性基因, 利用转基因技术可大大缩短育种年限。由于致使松树萎蔫的病原不止松材线虫本身, 因

此在筛选抗性基因时, 不仅可筛选那些抗松材线虫的基因, 也可筛选那些抑制其他病原的基因, 比如抑制某些细菌的基因。

这有赖于松材线虫病致病机理的研究。

虽然自发现松材线虫病起, 国内外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防治该病, 但该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到有效控

制, 且仍有继续蔓延的趋势。树干注射治疗成本高, 不宜大面积推广使用。用飞机喷撒化学药剂防治天牛效果也不太理想,

且具有负面效应, 只有在迫不得已 (紧急扑灭) 的情况下才考虑使用。生物防治虽具有明显的生态效益, 也进行了许多有

益的探索, 但目前的研究多处于试验阶段, 大面积推广应用还要克服诸多难关, 另外还有其他一些尚处于构想或试验阶段

的防治方法, 短期内也不可能有大的进展。看来, 人们只能寄希望于致病机理研究上的突破或许有助于防治上的推进。因

此, 就目前情况而言, 任何单一的防治措施都是难以奏效的。松材线虫病的防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在继续加强科研

的同时, 还要运用行政、法律等多种手段, 调动各方积极性, 各有关部门密切配合, 将每一项措施都落到实处, 这样就可

以将松材线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使病害造成的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

致谢: 承B raasch、杨宝君教授和王宏毅、吴慧平副教授惠赠资料, 谨致谢忱。

参考文献:

[ 1 ]杨宝君 1 松材线虫病致病机理的研究进展 [J ]. 中国森林病虫, 2002, 21 (1) : 27～ 31, 14

[ 2 ] R iga E, Beckenbach K, W ebster J M. T axonom ic rela t ionsh ip s of B u rsap helenchus x y lop h ilus and B u rsap helenchus

m ucrona tus based on in terspecific and in traspecific cro sshybridizat ion and DNA analysis [J ]. Fundam ental and A pp lied

N em ato logy, 1992, 15 (2) : 391～ 395

[ 3 ]刘伟, 杨宝君. 松材线虫和拟松材线虫的杂交遗传差异研究 [J ]. 林业科学研究, 1994, 7 (5) : 469～ 474

[ 4 ] B raasch H. In tra2and in terspecific cro ssing experim ents w ith a Germ an and a Siberian iso la te of B u rsap helenchus

m ucrona tus (N em atoda: A phelencho ididae) and rela ted B u rsap helenchus species [J ]. N ach rich tenb lat t des D eutschen

37330 卷 4 期 秦复牛等　松材线虫病研究进展 (综述)



Pflanzenschu tzdienstes, 1994, 46 (12) : 276～ 281

[ 5 ] M am iya Y. In terspecific hybridizat ion betw een B u rsap helenchus x y lop h ilus and B u rsap helenchus m ucrona tus

(A phelench ida: A phelencho ididae) [J ]. A pp lied Entomo logy and Zoo logy, 1986, 21 (1) : 159～ 163

[ 6 ] H ajauk iew icz P T , M yers R T. Experim ental cro ssing of selected iso la tes of B u rsap helenchus x y lop h ilus and

B u rsap helenchus m ucrona tus [J ]. Phytopatho logy, 1988, 78 (11) : 1507～ 1508

[ 7 ] Bo lla R I, T am ura H. M ating po ten tia l and ch romo som e num ber of som e Japanese and U S populat ions of the p ine

w ood nem atode, B u rsap helenchus x y lop h ilus [J ]. Japanese Journal of N em ato logy, 1989, 19 (12) : 7～ 11

[ 8 ] Bo lla R I, Bo schert M. P ine w ood nem atode species comp lex: In terb reeding po ten tia l and ch romo som e num ber [J ].

Journal of N em ato logy, 1993, 25 (2) : 227～ 238

[ 9 ] K iyohara T , Bo lla R I. Pathogen ic variab ility among populat ions of the p ine w ood nem atode, B u rsap helenchus

x y lop h ilus [J ]. Fo rest Science, 1990, 36 (4) : 1061～ 1076

[ 10 ] Guiran G D e, L ee M J , D alm asso A , et a l. P relim inary attemp t to differen tia te p inew ood nem atodes (B u rsap helenchus

spp. ) by enzym e electropho resis [J ]. R evue de N em ato logie, 1985, 8 (1) : 88～ 90

[ 11 ] Ko jiam K, Kam ijyo A , M asumo riM , et a l. Cellu lase activit ies of p ine w ood nem atode iso la tes w ith differen t viru lences

[J ]. Journal of Japanese Fo rest Society, 1994, 76: 258～ 262

[ 12 ] H iggins D F, B riarty D M , H arm ey M A. D etection of a ch it inase gene fragm ent in B u rsap helenchus species by

po lym erase Chain reaction amp lificat ion [A ]. P roceedings of In ternational Sympo sium [C ]. Tokyo, Japan, 27～ 28

O ctober, 1998, Shokado Sho ten, 1999. 29～ 34

[ 13 ] Bo lla R I. A nonpathogen ic iso la te of B u rsap helenchus x y lop h ilus p roduces ethano las a m etabo lic and p roduct [J ].

Journal of N em ato logy, 1986, 18 (4) : 601

[ 14 ] Bo lla R I. Carbohydrate concen tra t ion in p ines as affected by inocu lat ion w ith B u rsap helenchus x y lop h ilus [J ]. Journal

of N em ato logy, 1987, 19 (1) : 51～ 57

[ 15 ] L aw ler C, H arm ey M A. Imm uno logical detection of nem atode an tigens on the surface of a w ood section fundam ental

and app lied [J ]. N em ato logy, 1993, 6 (6) : 521～ 523

[ 16 ] L aw ler C, Joyce P, H arm ey M A. Imm uno logical differen tia t ion betw een B u rsap helenchus x y lop h ilus and

B u rsap helenchus m ucrona tus [J ]. N em ato logica, 1994, 39 (4) : 536～ 546

[ 17 ] Scho ts A , Gomm ers F J , Bakker J , et a l. Sero logical differen tia t ion of p lan t parasit ic nem atode species w ith po lyclonal

and monoclonal an tibodies [J ]. Journal of N em ato logy, 1990, 22: 16～ 23

[ 18 ] H arm ey J M , H arm ey A M. D etection and iden tificat ion of B u rsap helenchus species w ith DNA figerp rin t ing and

po lym erase chain reaction [J ]. Journal of N em ato logy, 1993, 25 (3) : 406～ 415

[ 19 ] H arm ey J H , H arm ey M A. DNA p rofiling of B u rsap helenchus species [J ]. Gene, 1994, 145 (2) : 227～ 230

[ 20 ] B raasch H , Burgerm eister W , Pastrik K H. D ifferen tia t ion of th ree B u rsap helenchus species by m eans of RA PD 2PCR

[J ]. D eu tschen Pflanzenschu tzdienstes, 1995, 47 (12) : 310～ 314

[ 21 ]郑经武, 许建平, 吴玉良等. 松材线虫和拟松材线虫种间及种下群体的 RA PD 指纹分析 [J ]. 浙江农业大学学报, 1998,

24 (6) : 597～ 601

[ 22 ] L iao J L , Zhang L H , Feng Z X. R eliab le iden tificat ion of B u rsap helenchus x y lop h ilus by rDNA amp lificat ion [J ].

N em ato logia M editerranea, 2001, 29 (2) : 131～ 135

[ 23 ] Iw aho ri H , T suda K, Kanzak i N , et a l. PCR 2R FL P and sequencing analysis of ribo som al DNA of B u rsap helenchus

nem atodes vela ted to p ine w ilt disease [J ]. Fundam ental and A pp lied N em ato logy, 1998, 21 (6) : 655～ 666

[ 24 ] Hoyer U , Burgerm eister W , B raasch H. Iden tificat ion ofB u rsap helenchus species (N em atoda, A phelencho ididae) on

the basis of amp lified ribo som al DNA ( IT S2R FL P) [J ]. N ach rich tenb lat t des D eutschen, 1998, 50 (11) : 273～ 277

[ 25 ]A bad P, T ares S, B rugier N , et a l. Characterizat ion of the rela t ionsh ip s in the p in t w ood nem atode species comp lex

( PWN C ) (B u rsap helenchus spp. ) using a hetero logous unc222 DNA p robe from Caenohabd itis eleg ans [ J ].

Parasito logy, 1991, 102 (2) : 303～ 308

[ 26 ] T aves S, L emontery J M , Guiran G D e, et a l. U se of species2specific satellite DNA from B u rsap helenchus x y lop h ilus

as a diagno stic p robe [J ]. Phytopatho logy, 1994, 84 (3) : 294～ 298

[ 27 ] A bad P. Satellite DNA used as a species2specific p robe fo r iden tificat ion of B u rsap helenchus x y lop h ilus [J ]. Bu llet in

O EPP, 2000, 30 (3ö4) : 571～ 574

[ 28 ] Iw aho ri H , Kanzak iN , Ju ta i K. A simp le, po lym erase chain reaction2restrict ion fragm ent length po lymo rph ism 2aided

473 安 徽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2003 年



diagno sis m ethod fo r p ine w ilt disease [J ]. Fo rest Patho logy, 2000, 30 (3) : 157～ 164

[ 29 ]W ebster J M , A dersoa R V , Baillie D L , et a l. DNA p robes fo r differen tia t ing iso la tes of the p ine w ood nem atode

species comp lex [J ]. R evue de N em ato logie, 1990, 13 (3) : 255～ 263

[ 30 ] T ares S, A bad P, B rugu ier N , et a l. Iden tificat ion and evidence fo r rela t ionsh ip s among geograph ical iso la tes of

B u rsap helenchus spp. (p ine w ood nem atode) using homo logous DNA p robes [J ]. H eredity, 1992, 68 (2) : 157～ 164

[ 31 ] T ares S, L emontey J M , Guiran G D e, et a l. U se of species2specific satellite DNA from B u rsap helenchus x y lop h ilus

as a diagno stic p robe [J ]. Phytopatho logy, 1994, 84 (3) : 294～ 298

[ 32 ] Irdan i T , Caroppo S, Am brogion i L. M o lecu lo r diversity among p ine w ood B u rsap helenchus p op u la tions detected by

RA PD analysis [J ]. R edia, 1995, 78 (1) : 149～ 161

[ 33 ] Irdan i T , Caroppo S, Am brogion i L. M o lecu lo r iden tificat ion of p ine w oodB u rsap helenchus species [J ]. N em ato logia

M editerranea, 1995, 23 (supp l) : 99～ 106

[ 34 ] Iw aho ri H , Kanzak i N , Fu tai K. Phylogen tic rela t ionsh ip among several iso la tes of B u rsap helenchus x y lop h ilus and

B u rsap helenchus m ucrona tus based on their ribo som al DNA sequences [A ]. P roceedings of In ternational Sympo sium

[C ]. Tokyo , Japan, 27～ 28 O ctober, 1998, Shokado Sho ten, 1999. 35～ 38

[ 35 ] Iw aho ri H , kanzak iN , Fu tai K. B u rsap helenchus x y lop h ilus andB u rsap helenchus m ucrona tus in Japan: w here are they

from ? [A ] Fourth In ternational Congress of N em ato logy P rogramm e and A bstracts [C ]. 8～ 13 June 2002, Japan, 2002

[ 36 ] Kanzak i N , Fu tai K. A PCR p rim er set fo r determ ination of phylogenetic rela t ionsh ip s of B u rsap helenchus species

w ith in the x y lop h ilus group [J ]. N em ato logy, 2002, 4 (1) : 35～ 41

[ 37 ]Kusano T , N akam ura K, Fu jii T , et a l. RA PD 2PCR fingerp rin t ing patterns of six B u rsap helenchus x y lop h ilus iso la tes

and a B u rsap helenchus m ucrona tus isola te [A ]. P roceedings of In ternational Sympo sium [C ]. Tokyo , Japan, 27～ 28

O ctober, 1998, Shokado Sho ten, 19991175～ 177

[ 38 ] Zhang K, L in M , W en L , et a l. Genetic varia t ion of B u rsap helenchus x y lop h ilus and B u rsap helenchus m ucrona tus

geograph ical iso la tes of ch ina as show n by RA PD s [A ]. P roceedings of In ternational Sympo sium [C ]. Tokyo , Japan,

27～ 28 O ctober, 1998, Shokado Sho ten, 1999. 171～ 174

[ 39 ] Zhang L H , L iao J L , Feng Z X. Sequencing and PCR 2SSCP analysis of ribo som al NDA ofB u rsap helenchus nem atodes

[J ]. A cta Phytopatho logic Sin ica, 2001, 31 (1) : 84～ 89

[ 40 ] M atsuura K. A nalysis of p reven tion effects of system ic nem atodes against p ine w ilt diseases [A ]. P roceedings of

In ternational Sympo sium [C ]. Tokyo, Japan, 27～ 28 O ctober, 1998, Shokado Sho ten, 1999. 189～ 192

[ 41 ]M atsuura T. R ecovery of p ine from the lethal p rocess of p ine w ilt disease w ith system ic nem atocide, th ionazin [A ].

P roceedings of In ternational Sympo sium [C ]. Tokyo , Japan, 27～ 28 O ctober, 1998, Shokado Sho ten, 1999. 184～

188

[ 42 ] O ku H , M o rimo to T , A ndo T , et a l. Simp le m ethod fo r evaluation of durab ility of an thelm in tic compounds w ith in

p ine stands [A ]. P roceedings of In ternational Sympo sium [C ]. Tokyo, Japan, 27～ 28 O ctober, 1998, Shokado Sho ten,

1999. 196～ 199

[ 43 ] Chang R J , T zean S S, Enda N , et a l. Evaluation of mo ran tel2tartra te fo r con tro lling p ine w ilt caused by

B u rsap helenchus x y lop h ilus in T aiw an [A ]. P roceedings of In ternational Sympo sium [C ]. Tokyo, Japan, 27～ 28

O ctober, 1998, Shokado Sho ten, 1999. 165～ 169

[ 44 ] T akai K, Soejim a T , Suzuk i T , et a l. Em am ectin benzoate as a candidate fo r trunk2in ject ion agen t against the p ine

w ood nem atode, B u rsap helenchus x y lop h ilus [J ]. Pest M anagem ent science, 2000, 56 (10) : 937～ 941

[ 45 ] T akai K, Soejim a T , Suzuk i T , et a l. D evelopm ent of a w ater2so lub le p reparat ion fo r em am ectin benzoate and its

p reven tat ive effect against the w ilt ing of po t2grow n p ine trees inocu lated w ith the p ine w ood nem atode,

B u rsap helenchus x y lop h ilus [J ]. Pest M anagem ent Science, 2001, 57 (5) : 463～ 466

[ 46 ]赵博光, 吴如其, 李小平. 苦豆碱防治松材线虫病的林间试验 [J ]. 林业科学, 1998, 34 (6) : 113～ 117

[ 47 ]赵博光, 吴如其, 李小平. 苦豆碱对松材线虫的杀线活性 [J ]. 林业科学, 1996, 32 (3) : 243～ 247

[ 48 ]徐福元, 席客, 徐刚等. 不同龄级马尾松对松材线虫病抗性的探讨 [ J ]. 南京林业大学学报, 1994, 18 (3) : 36～ 42

[ 49 ]孙建华. 土壤真菌培养物对松材线虫生长和繁殖抑制作用的研究 [J ]. 南开大学学报, 1997, 30 (3) : 82～ 88

[ 50 ]董锦艳, 莫明和, 陈江虹等. 亮耳菌杀线虫活性的稳定性 [J ]. 云南大学学报, 2000, 22 (5) : 365～ 368

[ 51 ]莫明和, 李国红, 董锦艳等. 日本亮耳菌- 一种新的杀线虫真菌 [J ]. 菌物系统, 2000, 19 (4) : 529～ 533

[ 52 ] M am iya Y. A k ind of nem atode2t rapp ing fungus, D acty lella lep tosp ora, found in w ood around pupal cham bers of

57330 卷 4 期 秦复牛等　松材线虫病研究进展 (综述)



M onocham us alternatus [J ]. Fo rest Pests, 1976, 25: 147～ 149

[ 53 ]M o ri T , M o rikaw a C, N oda T , et a l. Effects of chela to rs (EGTA , ED TA ) and Calcium ions on nem atode cap tu re

by the nem atode2t rapp ing fungusA rth robotry s ellip sosp ora [J ]. M yco science, 2000, 41 (5) : 455～ 460

[ 54 ]周性恒, 林巧娥 1 松材线虫天敌——矛线虫的发现 [A ] 1 见: 杨宝君, 朱克恭, 周元生等. 中国松材线虫病的流行

与防治 [C ]. 北京: 中国林业出版社, 1995. 185～ 187

[ 55 ]M uramo to M. Ending of p ine w ilt disease in ok inoerabu island, kago sh im a p refectu re [A ]. P roceedings of In ternational

Sympo sium [C ]. Tokyo, Japan, 27～ 28 O ctober, 1998, Shokado Sho ten, 1999. 193～ 195

[ 56 ] L ai Y. T he differen t effect of p racticing tw o stra tegic w ays to con tro l the p ine w ilt disease [A ]. P roceedings of

In ternational Sympo sium [C ]. Tokyo, Japan, 27～ 28 O ctober, 1998, Shokado Sho ten, 1999. 181～ 183

[ 57 ] L ai Y X, Zhou Y P, Yu L X, et a l. Study on instan tly burn ing dead p ines at cu tt ing spo ts in p ine fo rests to con tro l

p ine w ilt disease [J ]. Journal of Japanese Fo restry Science & T echno logy, 2000, 27 (6) : 28～ 32

[ 58 ]张连芹. 利用引诱剂和肿腿蜂防治松墨天牛的研究 [J ]. 林业科学研究, 1991, 3: 285～ 290

[ 59 ]宋世涵, 张连芹, 陈沐荣. 利用管氏肿腿蜂防治松材线虫病的研究 [J ]. 广东林业科技, 1998, 14 (3) : 38～ 42

[ 60 ] Kobaysh i F, Yam ane A , Ikeda T. T he Japanese p ine saw yer beetle as the vecto r of p ine w ilt disease [J ]. A nnual R eview

of Entomo logy, 1984, 29: 115～ 135

[ 61 ]汪永俊. 松褐天牛的初步研究 [J ]. 江苏林业科技, 1998 (2) : 31～ 33

[ 62 ]烟台松材线虫防治技术研究组. 松墨天牛发生规律的调查研究 [A ]. 见: 杨宝君, 朱克恭, 周元生等. 中国松材线虫

病的流行与防治 [C ]. 北京: 中国林业出版社, 1995. 113～ 114

[ 63 ]徐福元, 杨宝君, 葛明宏. 松材线虫病媒介昆虫的调查 [J ]. 森林病虫通讯, 1993 (2) : 20～ 21

[ 64 ] Ikeda T. In tegrated pest m anagem ent of Japanese p ine w ilt disease [J ]. Europe Journal of Fo rest Patho logy, 1980,

14: 398～ 414

[ 65 ]周性恒, 朱洪兵, 肖文忠. 南京地区墨天牛病原真菌的调查研究 [A ]. 见: 杨宝君, 朱克恭, 周元生等. 中国松材线

虫病的流行与防治 [C ]. 北京: 中国林业出版社, 1995. 188～ 191

[ 66 ] Sh im azu. M icrob ial con tro l of the p ine saw yer, M onocham us a lterna tus by B eauveria bassiana [A ]. In ternational

Sympo sium of P ine W ilt disease Caused by P ine W ood N em atode [C ]. Beijing, 1995. 128～ 135

[ 67 ] N obuch i A. A n au tom atic releasing equ ipm ent of B eauveria con tam inated bark beetle fo r m icrob ial con tro l of

M onocham us a lterna tus [J ]. Fo rest Pests, 1993, 42: 213～ 217

[ 68 ] K iyohara T , Ko saka H , A ikaw a T , et a l. Experim ents of induced resistance to p ine w ilt disease in p ine fo rest [A ].

P roceedings of In ternational Sympo sium [C ]. Tokyo , Japan, 27～ 28 O ctober, 1998, Shokado Sho ten, 1999. 103～

104

673 安 徽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2003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