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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全国植物检疫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71)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中华人民共和国绥芬河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中华人民

共和国甘肃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山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田茜、张箭、尤波、王溪桥、赵文军、李为民、历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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辣椒细菌性斑点病菌检疫鉴定方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辣椒细菌性斑点病菌的样品制备、分离培养及分子生物学等检测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可能携带辣椒细菌性斑点病菌的辣椒植株及种子等样品的检疫鉴定。

2 辣椒细菌性斑点病菌基本信息

中文名:辣椒细菌性斑点病菌

学名:Xanthomonasvesicatoria (e.g.Doidge1920)Vauterinetal.(1995)
异名:Xanthomonascampestrispv.vesicatoria (Doidge)Dye,Bacteriumexitiosum Gardner&

Kendrick1921,BacteriumvesicatoriaDoidge1920,Bacteriumvesicatorium Doidge1920,Phytomonas
exitiosa (Gardner& Kendrick)Bergeyetal.1923,Phytomonasvesicatoria (D.)Stevens1925,Phyto-
monasvesicatoria (Doidge)Bergeyetal.1930,Pkytomonasexitiosum (G.& K.)Bergeyetal.1923,

Pseudomonasexitiosa Gardner & Kendrick 1921,Pseudomonasexitiosum (G.& K.)1921,
PseudomonasgardneriSutic1957,Pseudomonasgardnerivar.capsiciSutic1957,Pseudomonasvesi-
catoria (Doidge)Stevens1925,Xanthomonasaxonopodispv.vesicatoria,Xanthomonasaxonopodispv.
vesicatoria (Doidge)Vauterinetal.,1995,Xanthomonasvesicatoria (D.)Dowson

英文名:Bacterialleafspotofpepper
分类地位:细菌界(Bacteria),变形菌门(Proteobacteria),γ-变形菌纲(Gammaproteobacteria),黄

单胞菌目(Xanthomonodales),黄单胞菌科(Xanthomonodaceae),黄单胞菌属(Xanthomonas)。
传播途径:辣椒细菌性斑点病菌主要通过带菌种子进行远距离传播,亦随受侵染的植物残体及茎杆

等传播。在温室,带菌种子是唯一重要的初侵染源,但幼苗移栽也是重要的传播途径。近距离传播主要

借由雨水飞溅或喷洒灌溉传播。
辣椒细菌性斑点病菌的其他信息参见附录A。

3 方法原理

根据辣椒细菌性斑点病在寄主植物上的症状进行初步判定;根据辣椒细菌性斑点病菌的特异性

DNA序列进行分子生物学检测;根据辣椒细菌性斑点病菌的培养性状、生物学特性、寄主范围及危害症

状等对病原菌进行分离培养及致病性测定。

4 仪器设备和主要试剂

4.1 仪器设备及用具

PCR仪、实时荧光PCR仪、超净工作台、高压灭菌锅、恒温培养箱、制冰机、高速冷冻离心机,台式

小型离心机、超低温冰箱、常规冰箱、旋涡振荡器、微量进样器、电泳仪、凝胶成像系统等。

4.2 主要试剂

除另有规定外,所有试剂均为分析纯。选择性培养基配制方法见附录B;分子生物学检测所需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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