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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附录Ａ、附录Ｂ、附录Ｃ、附录Ｄ、附录Ｅ、附录Ｆ、附录Ｇ和附录 Ｈ均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全国植物检疫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宁波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广东出入境检验检疫

局，云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浙江大学。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顾建锋、赵立荣、陈先锋、郑炜、李戌清、杜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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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刺线虫属（传毒种类）检疫鉴定方法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毛刺线虫属传毒种类的检疫鉴定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植物、介质及土壤中毛刺线虫属传毒种类的检疫和鉴定。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标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

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

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标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ＳＮ／Ｔ１１５７　进出境植物苗木检疫规程

ＳＮ／Ｔ１１５８　进出境植物盆景检疫规程

３　鉴定依据

中文名：毛刺线虫属。

英文名：ｓｔｕｂｂｙｒｏｏｔｎｅｍａｔｏｄｅ。

毛刺线虫属（犜狉犻犮犺狅犱狅狉狌狊Ｃｏｂｂ，１９１３）隶属于线虫门［Ｎｅｍａｔｏｄａ（Ｒｕｄｏｌｐｈｉ，１８０８）Ｌａｎｋｅｓｔｅｒ，

１８７７］，无侧尾腺纲（ＡｄｅｎｏｐｈｏｒｅａＬｉｎｓｔｏｗ，１９０５），三矛目（ＴｒｉｐｌｏｎｃｈｉｄａＣｏｂｂ，１９２２），膜皮亚目（Ｄｉｐｈ

ｔｈｅｒｏｐｈｏｒｉｎａＣｏｏｍａｎｓ＆Ｌｏｏｆ，１９７０），毛刺总科［Ｔｒｉｃｈｏｄｏｒｉｄｅａ（Ｔｈｏｒｎｅ，１９３５）Ｓｉｄｄｉｑｉ，１９７４］，毛刺科

［Ｔｒｉｃｈｏｄｏｒｉｄａｅ（Ｔｈｏｒｎｅ，１９３５）Ｓｉｄｄｉｑｉ，１９７４］，毛刺亚科（ＴｒｉｃｈｏｄｏｒｉｎａｅＴｈｏｒｎｅ，１９３５）。

毛刺线虫属至今已发现５６种，为多年生草本或木本植物的根部迁徙性外寄生线虫。不但直接取食

植物根系造成植物根系粗短、肿大、侧根增多，并引起寄主营养不良、生长失调等危害，更严重的是已知

其中有４种能传播烟草脆裂病毒（ｔｏｂａｃｃｏｒａｔｔｌｅｖｉｒｕｓ，ＴＲＶ）和豌豆早褐病毒（ｐｅａｅａｒｌｙｂｒｏｗｎｉｎｇｖｉ

ｒｕｓ，ＰＥＢＶ）等病毒（参见附录Ａ）。它们分别是圆筒毛刺线虫（犜狉犻犮犺狅犱狅狉狌狊犮狔犾犻狀犱狉犻犮狌狊Ｈｏｏｐｅｒ，１９６２）、

原始毛刺线虫［犜狉犻犮犺狅犱狅狉狌狊狆狉犻犿犻狋犻狏狌狊（ｄｅＭａｎ，１８８０）Ｍｉｃｏｌｅｔｚｋｙ，１９２２］、相似毛刺线虫（犜狉犻犮犺狅犱狅狉狌狊

狊犻犿犻犾犻狊Ｓｅｉｎｈｏｒｓｔ，１９６３）和具毒毛刺线虫（犜狉犻犮犺狅犱狅狉狌狊狏犻狉狌犾犻犳犲狉狌狊Ｈｏｏｐｅｒ，１９６３）。

毛刺线虫主要通过带根苗木、土壤及介质传播，其雌、雄虫形态学特征是种类鉴定的主要依据，寄主

范围和地理分布等信息可供参考（参见附录Ａ）。

４　仪器和用具

４．１　仪器

生物显微镜（５０倍～１０００倍）、体视显微镜（１０倍以上，具透射光源）、电热恒温培养箱、移液器

（２０μＬ～２００μＬ）、离心机（２０００ｒ／ｍｉｎ以上）。

４．２　用具

钟面皿或培养皿、盖玻片、载玻片、剪刀、挑针、酒精灯、线虫滤纸或纱布、５００μＬ塑料管、细胞培养

皿、密闭塑料盒、漏斗、漏斗架、乳胶管、止水夹、加热板、分样筛（５００目）。

５　试剂

４％甲醛、甘油、指甲油、石蜡、溶液Ⅰ（９６％乙醇∶甘油∶蒸馏水＝２０∶１∶７９）、溶液Ⅱ（甘油∶９６％

乙醇＝１∶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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