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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然科技资源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基础物质。因此，围绕自然科技资源开展的科技基础
性工作在国家科技、经济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中具有重要地位，这项工作具有长期性、系统性、原
始性、不可间断性和社会共享性等特点。为加强自然科技资源的收集、保存、保护与共享利用，国家
科技部启动了国家自然科技资源平台工作。其中，作物种质资源的收集、保存、保护与共享利用是该
项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作物种质资源工作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从20世
纪50年代开始，国家组织了多次全国范围的农作物品种资源考察，搜集了50多种农作物、上百种蔬菜
种质资源35万份，建设了3座国家级低温种质库，32个活体种质圃及2个试管苗种质库，22个地方中期
库，建成了拥有180种作物、35万份种质信息、800兆字节的中国作物种质资源信息系统（CGRIS）。
其中，搜集热带、亚热带作物种质约1万多份，建成一个国家级热带作物种质资源库，5个国家级热带
作物活体种质圃。此外，在热区各省、自治区的教学和科研单位还建有一定数量的植物园和地方圃，
收集和保存1．5万份的种质，形成了一批专业机构和人才队伍。　　但是，在我国作物种质资源收集
、整理、保存和利用中，有些问题急需解决，如基础设施薄弱，资源保存分散，低水平重复建设，资
源的描述规范和数据标准混乱，收藏、研究机构之间部门封闭，缺乏有效的沟通渠道和机制，资源共
享效率低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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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热带作物种质资源抗病虫性鉴定技术规程》是《热带作物种质资源技术规范丛书》之一，是热带作
物种质资源评价鉴定的技术手册。由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环境与植物保护研究所主持，广东省农业科
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等多家单位参与，并咨询了华南农业大学、广西大学、海南大学环境与植物保护
学院、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生物技术研究所等单位的十多位专家，经过多次的讨论，反复的验证
，最终制定了香蕉、杧果、橡胶、胡椒、荔枝、龙眼、杨桃、木薯、柱花草、番木瓜、菠萝、番石榴
、椰子等13种主要热带作物中影响较大、为害较重的27种病害、15种害虫共39种重要病虫害的种质资
源抗病虫性鉴定技术规程，规定了鉴定过程中的试验方法、抗感程度的判定、接种后剩余的接种体以
及鉴定结束后试验植物材料的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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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1 人工接种鉴定　　3.1.1 接种体的要求　　3.1.1.1 接种体浓度　　接种体必须是用清水配制的浓
度为10孢子／rot，的游动孢子悬浮液。　　3.1.1.2 接种体准备　　配制接种体的游动孢子必须是来自
从当地胡椒分离的、经过单孢分离纯化的、用柯赫准则确证是胡椒瘟病病原的、经过V8汁平板活化的
菌落上的孢子囊释放出来的游动孢子。　　3.1.2 待鉴定材料的准备　　待鉴定材料必须是种植于盆钵
中的培养基质里的、健康和生长旺盛的、至少有8片叶片的胡椒小苗。培养基质必须经过高压灭菌后
才能使用。培育胡椒小苗的种源必须是从没有发生胡椒瘟病的大田胡椒植株上剪取的健康蔓。培育胡
椒小苗的地点必须远离胡椒园的露天场所。胡椒小苗的管理按常规方法进行。　　3.1.3 试验设计　
　3.1.3.1 按待鉴定材料所包含的品种设处理，每品种1个处理。　　3.1.3.2 采用随机区组方法安排试验
小区。每小区50株胡椒小苗，重复4次。　　3.1.3.3 整个试验工作必须重复1次以上。　　3.1.4 接种方
法　　将盆栽胡椒小苗随机摆置，根据试验设计做好标记。然后用直径为0.3mm的铁丝在小苗的根颈
上插刺1次，深度达到小苗茎内约0.3cm，另在根颈周围培养基质插刺10次，深度达到培养基质内
部30cm。插刺操作完毕后，将接种体淋灌到盆栽胡椒小苗根茎部及其周围的培养基质中，每株小苗用
接种体量50mL。接种2d后用清水淋灌小苗，直至培养基质含水量饱和，1d1次。盆栽小苗的其他管理
操作与接种前相同。　　3.1.5 调查时间和方法　　在接种后第20天或对照品种表现胡椒瘟病疑似症状
时，从所有表现疑似症状的小苗病部取小块病组织，每株一块，按植物病理学常规方法保湿、镜检和
判断疑似症状的植株是否已经发生胡椒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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