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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为了明确商丘地区温室蔬菜根结线虫的种类。[ 方法] 保护地中采集带有大量根结的番茄根 , 经室内解剖镜下解剖 , 发现
根内有大量根结线虫和卵。对雌虫和2 龄幼虫的形态进行观察和测量 , 并制作雌虫会阴花纹切片进行比较鉴定。[ 结果] 2 龄幼虫体长
425 .27±9 .98 μm, 尾长55 .67±3 .02 μm, 透明尾长14 .20±1 .52 μm; 雌虫口针长14 .40 ±1 .11 μm, 背食道腺开口到口针基部球的距离2 .53
±0 .27 μm。会阴花纹有明显的高而方的背弓 ,花纹背面和侧面的线纹呈波浪形、平滑 , 侧线不明显。[ 结论] 危害商丘市保护地番茄的
病原线虫为南方根结线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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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fication of Root- knot Nematodes on Tomato in Greenhouse of Shangqiu City
HONG Quan-chun et al  ( Depart ment of Life Science , Shangqiu Normal University , Shangqi u, Henan 476000)
Abstract  [ Objective] The research ai med to disti nguishthe species of root- knot nematode occurring in greenhouse i n Shangqiu . [ Mehod] The samples
were observed a lot of root-knot nematodes and eggs by stereo microscope . Reproductionof si ngle egg mass was conducted ontomato seedlings . Root-knot
nematodes were identified based on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female and second stage juvenile . Moreover , perineal patterns of female were prepared
for the identification. [ Result] Second stage juvenile body length was 425 .27±9 .98 μm, tail length was 55 .67 ±3 .02 μm,andhyaline tail termi nus was
14 .20±1 .52 μm. The style of female was 14 .40±1 .11 μmlong , and DGO was 2 .53±0 .27 μm. The peri neal pattern characteristically had a high dor-
sal arch with smooth to waxy striae and the lateral line was not significantly .[ Conclusion] The root-knot nematodes harming tomato in greenhouse of
Shangqiu City were Meloidogyne incognit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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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 , 随着设施栽培技术的推广和复种指数的增加 ,

番茄根结线虫病害日趋严重。根结线虫病是发展保护地栽

培番茄的主要障碍之一。笔者于2007 年3 月～2008 年4 月

对商丘市保护地蔬菜进行了植物寄生线虫病害调查, 旨在明

确商丘市郊区番茄根结线虫种类 , 为防治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采集方法 从商丘市建设街田庄、水池铺乡侯庄、古宋

乡赵庄、王庄等番茄保护地选取代表性的地块 , 挖取番茄根

及根周围土壤, 装入封口塑料袋中, 做好标记, 带回实验室。

1 .2 分离、杀死和固定方法

1 .2 .1 分离方法。用清水冲洗番茄根结 , 在解剖镜下用解剖

针、解剖刀分离出雌虫和卵块, 用小毛笔将从根结中挑出的

雌虫放入浓度0 .9 % NaCl 溶液中。把雌虫放在滴有浓度

45 % 乳酸的载玻片上, 在解剖镜下用眼科手术刀切取尾端 ,

用柔韧的纤维轻轻刷去尾端体内组织, 去除会阴以外多余部

分。将修整成平整的正方形放在载玻片上的甘油滴中 , 制成

临时玻片。把卵块放入加有清水的贝尔曼漏斗中 ,2 龄幼虫

孵化2 d 后, 用试管收集孵化的2 龄幼虫。

1 .2 .2 杀死和固定方法。为了杀死试管中收集的大量2 龄

幼虫, 并且不使其过分形变, 采用温和热杀死方法杀死2 龄

幼虫, 用TAF 固定液固定[ 1] , 用于形态观察。

1 .3 形态鉴定

1 .3 .1 形态测量。

1 .3 .1 .1 2 龄幼虫的形态测量。杀死固定的2 龄幼虫, 制作

临时玻片 , 在光学显微镜下( 40 ×) 对2 龄幼虫的形态特征进

行观察, 测量体长( L) 、体宽( W) 、口针长( ST) 、背食道腺开口

到口针基部球的距离( DGO) 、尾长( Tail ) 和透明尾长( H) , 并

用OLYMPUS- BX51 显微镜拍照。

1 .3 .1 .2  雌虫的形态测量。在洁净载玻片中央部位滴加4

滴指甲油, 呈四方形分布, 大小与载玻片大小相等为宜。等

指甲油稍干后 , 在4 滴指甲油中央加1 滴纯甘油为浮载剂 ,

从浓度0 .9 %NaCl 溶液中挑出雌虫, 放入甘油中。在解剖镜

下, 调整雌虫位置, 以免将头部压在膨大的虫体下面而影响

测量。虫体放好后 , 加盖玻片, 在光学显微镜下用目镜测微

尺对雌虫的形态特征进行测量 , 并用 OLYMPUS- BX51 显微镜

拍照。

1 .3 .2 雌虫会阴花纹切片的制作。将合格角质膜移至另一

洁净载玻片上的蒸馏水水滴中, 用睫毛针将其压入水滴底

部, 虫体外部朝上, 加盖玻片并用指甲油涂于盖玻片四周进

行封片, 指甲油干后在载玻片上贴标签。在 OLYMPUS- BX51

系统显微镜下观察会阴花纹切片 , 并拍照。

2  结果与分析

2 .1 番茄根结线虫病症状  在被根结线虫侵染的番茄地

上, 部分植株矮小 , 叶片黄化, 番茄挂果率低, 果实小, 严重时

整棵植株萎蔫死亡。挖取番茄病根, 去除根系附着土壤 , 可

见根上长有许多大小不一的根结 , 根结连续呈念珠状或数个

根结愈合形成根结块, 导致根结畸形( 图1) 。去除根结表面

土壤后 , 根表呈现胶状物, 胶状物中含有根结线虫的卵。剖

开根结表皮后可见白色梨形雌虫 , 虫体后部膨大且部分露在

外面, 头部插在根内。

2 .2 番茄根结线虫的种类鉴定

2 .2 .1  根结线虫的一般形态特征。雌虫虫体膨大、梨形, 有

明显 的颈部( 图 2B) , 卵一 般呈 乳白色 , 半 透明, 椭圆 形

( 图2C) ;2 龄幼虫为蠕虫形, 口针纤细, 尾呈锥形, 末端有一

段清晰的透明区( 图2D) 。

2 .2 .2 雌虫会阴花纹观察。会阴花纹有明显的高而方的背

弓, 花纹背面、侧面的线纹呈波浪形、平滑, 侧线不明显, 侧面

线纹有时分叉呈断裂纹或叉状纹 , 且常有些弯向阴门的侧面

线纹( 图2A) 。该会阴花纹的特征与 Nickle 等描述的南方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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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线虫雌虫会阴花纹的特征[ 2] 完全一致。

图1 番茄根结线虫病症状

Fig.1 Thesymptoms of tomato root knot nematode disease

2 .2 .3 根结线虫形态测量结果。分别测量20 条2 龄幼虫、

雌虫形态、特征 , 结果见表1。在2 龄幼虫时期, 雌虫的头架

已角质化, 口针发育完成 , 食道已明显分化。雌虫口针长、背

注 :A . 雌虫会阴花纹 ;B . 雌虫头部形态 ;C . 卵 ;D .2 龄幼虫。

Note :A , The perineal pattern of female nematode ; B, The head morphol-

ogy of female nematode ; C, Eggs ; D, The second-instar larvae .

图2 根结线虫形态

Fig .2 The morphology of root-knot nematode

食道腺开口到口针基部球的距离与2 龄幼虫大致相同。

表1 2 龄幼虫、雌虫测量数据

Table 1 Measurement data of thesecond-instar larvae and female worm μm

类别
Species

体长
Body length

体宽
Body width

口针长
Stylet length

背食道腺开口到口针基部球的距离
Distance between dorsal esophageal
gland orifice andthe stylet knobs

尾长
Tail length

透明尾长
Hyaline

tail length

2 龄幼虫The second- 425 .27±9 .98 15 .00±0 .96 15 .63±0 .67 2.53±0 .27 55 .67±3 .02 14 .20±1 .52

instar larvae

雌虫Female worm 604 .80±34 .01 474 .17±33 .81 14 .40±1 .11 2.53±0 .27

  该试验测量的2 龄幼虫体长、背食道腺开口到口针基部

球的距离及尾长与 Nickle 研究结果[ 2] 一致, 但2 龄幼虫口针

长、透明尾长间有差异。周厚发等报道江西南方根结线虫2

龄幼虫的测量数据为 BW 13 .5 ～17 .0 μm、H 11 .5 ～18 .5

μm[ 3] , 孙翠平等报道安徽南方根结线虫2 龄幼虫的测量数据

为 ST 16 .35 μm( 15 .00 ～17 .00 μm) [ 4] 。该试验研究结果与周

厚发等研究结果[ 3 - 4] 相同。

试验中, 处于不同发育阶段雌虫的体长和体宽相差很

大。但将该试验测定结果与上述文献中描述的南方根结线

虫雌虫测量数据[ 2 - 3] 比较, 结果吻合。然而, 不同地区不同寄

主的南方根结线虫雌虫的形态特征存在差异, 特别是雌虫口

针长比试验测量的雌虫口针长偏大。

3  结论与讨论

由于南方根结线虫所处的地区、生活环境以及寄生宿主

不同, 不同文献中描述的南方根结线虫的某些形态特征差异

较大, 但根结线虫种类鉴定的判断依据相同。试验中根结线

虫形态特征与文献中描述的南方根结线虫形态特征相符, 因

此可以确认商丘市保护地危害番茄的根结线虫为南方根结

线虫( Mel oi dogyne i ncognit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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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观点贯穿于巴旦杏病虫害防治工作中, 从而实现病虫

害的综合治理。同时 , 随着国际交流的增多 , 一些外来的重

大病虫害传入暴发的危险性也不断增加, 因此必须加强检

疫工作, 以杜绝或减少危险性病虫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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