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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病原菌物是引起植物病害的重要病原物'

由菌物侵染引起的植物病害约占植物病害种类的

%&'()&'

(

!

)

* 植物病原菌物中的检疫性菌物是一

类严重危害植物健康的有害生物'如在美国加利福

尼亚州
!&

年间由检疫性菌物栎树猝死病菌%

!"#!

$%&"$"%'( ')*%'+*

#危害所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近

百亿美元(

"

)

* 检疫性菌物的检测与防控一直是植物

检疫过程中的难点和热点问题(

*

)

* 为防止危险性植

物有害生物传入我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植

物检疫法,的规定'原农业部和原国家质检总局于

"&&%

年共同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植物检疫

性有害生物名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第

)+"

号&

(

,

)

* 涉及病虫草害共计
,*-

种%属&'其中菌

物
!")

种* 后又增加向日葵黑茎病菌%

,-./%0%*+1

-2/03+21$22

&及白蜡鞘胞菌%

4")-)') 5')62/.(

&'检疫

性菌物增加到
!*&

种(

-

)

*

标准是国家法律法规在技术上的补充* 植物检

疫相关的法律法规只对宏观的工作及主要的方面

作了规定'难以兼顾技术-管理等具体细节问题 (

+

)

*

法律法规主要应对宏观性的管理问题'标准主要应

对技术问题(

%

)

* 植物检疫标准化是通过制定和实施

标准'对植物检疫的全过程规范化和系统化'达到最

佳的防控效果*通过植物检疫标准的制修订'可以完

善- 补充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及其条例在技术上的

有关规定'强化国门生物安全和生态安全*我国口岸

众多' 各海关实验室设备配置和检疫执行人员的技

术水平参差不齐'制定统一的植物检疫标准'使植物

检疫工作按照包括检疫程序-取样方法-鉴定方法以

及除害方法等在内的标准进行操作' 在加强检疫管

理和人员管理-规范检疫行为-维护检疫执法秩序-

体现相关法律法规的内涵和内容等方面具有重要作

用(

)

)

'对提升执法把关质量'意义十分重大'是我国国

门生物安全保障的重要技术基础和技术依据*

植物检疫性菌物类检疫鉴定方法标准是以检疫

性菌物为检测目标的一类方法类标准' 由于菌物不

同于细菌-线虫-病毒等病原生物'具有其特有的形

态特点和分子生物学特征' 这类标准通常基于菌物

特有特点而制定* 本文目的在于分析我国现行检疫

性菌物鉴定方法类标准现状'归纳其特点'进而对未

来该类标准发展提供参考' 以期促进植物检疫性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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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国现行进境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名录中共收录
!*&

种检疫性菌物" 本研究在收集整理现行检

疫性菌物检疫鉴定标准基础上!对该类标准的历史#现状进行了分析!探讨了检疫性菌物标准的特点!针对我

国植物检疫性菌物检疫鉴定标准的发展与完善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 检疫性菌物$标准$问题$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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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现势性分析

标准发布的日期通常用来评价和分析标准的现

势性!

!"#$%

"

&&'(()

#的标准现势性较好$标准标龄

在
)

年以内!

)$#*%

"

++'(()

# 的标准标龄在
),(-

年$另外还有
(&#.%

"

(+'(()

#标准标龄已超过
(-

年

"标准发布日期统计至
!-(.

年
(!

月
&(

日#! 分析

其原因在于$

!--$

年以前$ 植物检疫性菌物检疫鉴

定类方法标准发布较少$ 年均发布不到
!

个!

!--$

年随着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

名录&公布$检疫性有害生物数量大幅增加$大量标

准开始制定! 由于标准从下达任务到最终发布需要

&

年左右的时间$

!-((

年开始$ 大量标准发布$

!-(&

物相关研究工作开展!

#

植物检疫性菌物标准的历史

我国早在
(.!"

年即在上海'广州和天津等口岸

开始设立农产物检查所$实施植物检疫工作!

(.*.

年中央贸易部对外贸易司设立商品检验

处负责进出口商品植物病虫害的检验工作! 之后$

制定了一系列输出入农产品检验方法'标准和规程!

(.)(

年公布 %输出入植物病虫害检验暂行办法&'

%输出入病虫害检验标准&$

(.)&

年公布 %输出入植

物检疫操作规程&$

(.)*

年公布%输出输入植物检疫

条例暂行办法&及%输出输入植物应施检疫种类与检

疫对象名单&!

(.+)

年$农业部主管进出口动植物检

疫工作$ 加强了植物检疫操作规程和检疫标准的建

设!

(.$!

年制定了首个具体菌物检疫标准%小麦矮

腥黑穗病检验方法&!

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大背景下$ 植物检疫

事业开创了新局面$ 相关法规和规章制度得到了进

一步完善!

(."!

年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

动植物检疫条例&$

(."&

年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进出口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

(."+

年修订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植物检疫对象名单&$

(..(

年

发布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

(..*

年制定了%小麦矮腥黑穗病病菌检验方法和鉴

定标准"试行#&!

(.."

年
&

月$根据国务院机构改革

方案$由原国家进出口商品检验局'原农业部动植物

检疫局和原卫生部卫生检疫局合并组建为国家出入

境检验检疫局$挂靠海关总署管理!

!--(

年
*

月$国

务院决定将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 国家出入境检验

检疫局合并$组建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下辖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和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

员会!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统一管理全国标准化

工作$下设技术委员会$包括
/0!$(

植物检疫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 检验检疫行业标准工作则由国家认

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管理! 标准化工作有了专门

的管理机构负责后$

(.."

(

!-(.

年$ 共制定发布植

物检疫性菌物类标准
(()

项!

!

植物检疫性菌物检疫鉴定类方法标准的现状

!"$

标准内容概况

植物检疫性菌物检疫鉴定类方法的标准内容主

要包括该标准适用的范围$术语和定义$进境检疫性

菌物的基本信息$鉴定方法及原理$器材'试剂和培

养基$现场抽样$检验方法$鉴定特征$结果判定$菌

株保存与处理等内容!

截至
!-(.

年
(!

月底$ 我国进境植物检疫性菌

物共有
(&-

种$ 已发布针对具体种类菌物的检疫鉴

定方法类标准共有
(()

项$ 其中国家标准
*&

项$行

业标准
$!

项$共覆盖
(()

种检疫性菌物$目前尚有

()

种检疫性菌物无对应标准"表
(

#!

表
(1 1

尚未发布标准的检疫性菌物

序号 学名 中文名

( !"#$%"$&'() *$&+$%)

"

234567879:

#

;<81=>?

李黑节病菌

! ,-).)&) /&)0'(1) /#@<5ABCD7

白蜡鞘孢菌

& ,-&2%$*203 )&45$%5)"-2.' E7696B

云杉帚锈病菌

* ,&$()&5'6* 4$.1$%"$&'$'71% F#0#=>94G>

油松疱锈病菌

) 8&$()&5'6* 4$*)(7&)1 H63D

北美松疱锈病菌

+ 9(7$4&$()&5'6* -)&:(1%%''

"

F#H#I<<>6

#

J#K7>

松瘤锈病菌

$ ;2*($%"$&)(<'6* /6%46* !" #$%&" 欧洲梨锈病菌

" =1"5$%"-)1&') .'+)($5'%

"

LG3D6B

#

2A33#

胡萝卜褐腐病菌

. =164$%5$*) 4'(45)

"

L>#

)

L>#

#

K<48#

苹果溃疡病菌

(- >$($%"$&)%46% 4)(($(+)..6% H<BBA3D1691M63D6>

甜瓜黑点根腐病菌

(( >24$%"-)1&1..) .'('4$.) NAGO<;

亚麻褐斑病菌

(! >24$%"-)1&1..) *6%'4$.) F#P#IGBQ6>

香蕉黄条叶斑病菌

(& ?-25$"-5-$&) /&)<)&')1 K73DOA81;A>#1&6+'R#L#1R7B3<?1691F#I#1EG83A8

树莓疫霉根腐病菌

(* ?2&1($4-)15) 51&&1%5&'%

"

KA8C68

#

S<>68:

$

RABD6>1691PA>C<8

洋葱粉色根腐病菌

() @&$*241% 5&)(%A1&%).'%

"

/4!O68

#

R7896>

唐菖蒲横点锈病菌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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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所采用的方法

对于植物检疫性菌物来说!主要采用形态学"分

子生物学和致病性测定等方法进行鉴定#

!!"

项标

准中!有
!!#

项标准采用了形态学方法$

$

%!

%&

项

标准采用了分子生物学方法 $

$'

%!

!%

项标准采用

了致病性测定方法$

(

%!

!

项标准采用了其他检测方

法$

'$

%$图
)

%#

!!"

项标准中!有
"&

项标准只采用

形态学方法鉴定!

)

项标准只采用分子生物学方法

鉴定!

*

项标准给出了形态学方法和分子生物学方

法! 但可采用其中一种方法进行鉴定!

)#

项标准采

用了形态学方法和分子生物学方法共同鉴定!

+

项

标准采用了形态学方法和致病性测定共同鉴定!

)

项标准既可通过形态学方法和致病性测定进行鉴

定! 也可通过形态学方法和分子生物学方法进行鉴

定!

#

项标准同时采用了形态学方法&分子生物学方

法和致病性方法进行鉴定!

,

项标准给出了形态学

和其他方法可采用其中一种方法进行鉴定#

植物检疫性菌物采用的分子生物学方法主要包

括普通
(-.

方法& 巢式
(-.

方法和实时荧光
(-.

方法等# 采用分子生物学方法的
%&

项标准中!有
)/

项标准采用普通
(-.

方法!

+

项利用
012

通用引物

(-.

扩增后测序进行分析!

,*

项采用实时荧光
(-.

方法!

"

项采用巢式
(-.

方法#

!"$

标准主持单位

从标准制定的单位来看! 主持制定植物检疫性

菌物鉴定类标准的单位主要为原检验检疫机构!占

+*3)4

$

,,)5,,"

%! 其中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

,*

%!原深圳局$

,6

%&原天津局$

,,

%&原宁波局$

,/

%&

原山东局$

&

%和原广东局$

&

%主持制定植物检疫性

菌物鉴定类标准数量较多! 占目前已发布标准的

6/3/4

$

6+5,,"

%$图
#

%#

除检验检疫机构外的其他行政部门&国内高校或

科研院所等主持制定此类标准仅占
,3&4

$

#5,,"

%!

且均为全国农业推广服务中心主持制定#

图
#7 7 #///

!

#/,+

年主持制定检疫性菌物标准数量
)

个以上的单位

#/

,*

,6

,%

,#

,/

*

6

%

#

/

检
疫
性
菌
物
标
准
数

标准主持单位
中
国
检
科
院

原
深
圳
局

原
天
津
局

原
宁
波
局

原
山
东
局

原
广
东
局

原
江
苏
局

原
安
徽
局

原
厦
门
局

原
珠
海
局

原
湖
北
局

原
辽
宁
局

年达到顶峰!该年发布了
#%

项标准!

#/,%

年开始标 准发布呈回落态势$图
,

%#

图
,7 7 #///

!

#/,+

年发布的检疫性菌物标准

#/// #//# #//%#//)#//, #//" #//6 #//& #//* #//+ #/,/ #/,, #/,# #/,) #/,% #/," #/,6 #/,& #/,*

年份

检
疫
性
菌
物
标
准
数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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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判定依据

!"#$%

!

$&'(()

" 检疫性菌物标准明确要求必须

基于获得活菌株进行判定# 但有
($#(%

!

**'(()

"检

疫性菌物标准不依赖活菌株即可进行判定$ 如栎树

猝死病菌和向日葵白锈病菌 !

!"#$%& '()%&*&%+

"可

以通过提取
+,-

进行分子生物学检测# 根据检测

结果直接判定% 部分难培养菌物# 如松疱锈病菌

!

,(&-)('+$. (+/+0&")

"& 美洲山楂锈病菌 !

12.!

-&3*&()-%+$. %"&/&3$.

"等专性寄生菌#通过病菌

在寄主植物上的症状和病原菌的显微形态特征即可

进行判定'

$

植物检疫性菌物标准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与杂草&昆虫等检疫对象不同#检疫性菌物具有

个体微小#菌种采集&分离困难#难以简单依靠形态

特征进行划分等特点( 对于一些需要分离培养的植

物病原菌物#通常需要较长时间的培养#才能获取可

供鉴定的形态学特征( 然而# 并非所有的菌物都能

够直接通过形态学特征进行鉴定# 如病菌孢子不典

型#子实体不成熟#形态特征不完整等#难以或无法

应用形态学特征直接判定( 同时# 形态学检测方法

对鉴定者专业素养要求较高# 鉴定者需要有较系统

的分类学知识和足够的鉴定经验( 在实际检验检疫

工作中#检疫性菌物种类涉及分类地位跨度大#形态

多变#在实际工作中检测方法难以统一#存在一定的

主观性#缺乏行之有效的检测鉴定手段)

&

*

#因此长期

以来# 检疫性菌物在我国出入境疫情截获有害物种

中所占的比例一直较低(通过对现行标准分析发现#

存在以下一些问题(

$"%

方法类标准覆盖不全面

(&"

种植物检疫性菌物中#尚有
()

种目前还没

有发布相应的标准!表
(

"#直接影响了口岸植物检

疫工作的顺利开展( 针对这
()

种植物检疫性菌物#

应尽快研究并尽早发布相应标准# 以解决口岸实际

问题#防范外来有害生物入侵(

$"!

不同菌物共用同一个检疫鉴定方法类标准

高粱霜霉病菌 !

45(&-&30"5(&3*&() 3&(%6+

"+甘

蔗霜霉病菌 !

45(&-&30"5(&3*&() 3)006)(+

"&菲律宾

霜霉病菌!

45(&-&30"5(&3*&() *6+"+**+-5-3+3

"和爪哇

霜霉病菌 !

45(&-&30"5(&3*&() .)27+3

" 共用
.,'/0

(())1*""*

,植物检疫 玉米霜霉病菌检疫鉴定方

法-#大豆南方茎溃疡病菌!

8+)*&('65 *6)35&"&($.

234#0 .5(+7+&-)"+3

" 和大豆北方茎溃疡病菌 !

9+)!

*&('65 *6)35&"&($. 234#0 0)$"+:&()

"共用
.,'/0 (!$$1

*""5

,大豆茎溃疡病菌检疫鉴定方法 - 和
.,'/0

&&$$1*"(*

,大豆茎溃疡病菌检疫鉴定方法
1/367380

79:

探针实时荧光
;<=

检测方法-#南美大豆猝死

综合症病菌!

;$3)(+$. '$0$.)-+)5

"和北美大豆猝死

综合症病菌 !

;$3)(+$. :+(%$"+<&(.5

" 共用
9:'/0

&(5$>1*"()

,南美大豆猝死综合症病菌和北美大豆

猝死综合症病菌检疫鉴定方法 -# 榆枯萎病菌

!

=*6+&3'&.) $".+

"和新榆枯萎病菌!

=*6+&3'&.) -&!

:&>$".+

"共用
9:'/0 *!"!*1*"((

,榆枯萎病菌检疫鉴

定方法-(现有科学研究已经表明上述检疫性菌物是

各自独立的物种# 考虑到后续标准修订工作的持续

开展#建议分别制定各自相应标准以完善标准体系(

$"$

同一种菌物对应多个检疫鉴定方法类标准

大豆疫霉病菌!

?62'&*6'6&() 3&@)5

"相关标准

包括
.,'/0 ((&(1*""*

,大豆疫霉病菌检疫鉴定方

法-&

.,'/0 &)5$1*"(&

,大豆疫霉病菌活性检测方法-

和
.,'/0 *?5?1*"("

,大豆疫霉病菌实时荧光
;<=

检测方法-( 大豆茎溃疡病菌相关标准包括
.,'/0

(!$$1*""5

,大豆茎溃疡病菌检疫鉴定方法-和
.,'/0

&&$$1*"(*

,大豆茎溃疡病菌检疫鉴定方法
1/367380

79:

探针实时荧光
;<=

检测方法-(美澳型核果褐

腐病菌 !

A&-+"+-+) <($0'+0&")

" 相关标准包括
.,'/0

(!5(1*""5

,美澳型核果褐腐病菌检疫鉴定方法-和

.,'/0 &)!(1*"(&

,美澳型核果褐腐病菌实时荧光

;<=

检测方法 -( 松纺锤瘤锈病菌 !

,(&-)('+$.

<$3+<&(.5

"相关标准包括
9:'/0 &>!&(1*"(!

,松纺锤

瘤锈病菌检疫鉴定方法-和
.,'/0 &?*!1*"(*

,松纺

锤瘤锈病菌检疫鉴定方法( 棉花黄萎病菌!

B5('+0+"!

"+$. 7)6"+)5

"相关标准包括
9:'/0 *!"!?1*"((

,棉

7#

形态学方法%

7@#

分子生物方法%

;#

致病性测定方法%

@7#

其他检测方法(

图
&0 0

检疫性菌物标准采用技术方法类型

标准采用技术方法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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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第
$

期 植物检疫
%&'() *+','()-(. /012 34 (02 #

花黄萎病菌检疫检测与鉴定! 和
!"#$% &'()*+,'-

"棉花黄萎病菌检疫鉴定方法!#建议对同一种对应多

个标准的检疫性菌物标准进行统一归类整理#整合成

一个标准#既便于使用# 又便于后续修订工作开展$

!"#

标准可靠性有待进一步验证提高

随着人类认知自然水平和能力的不断提升#检疫

性菌物学名变动较大#大量现行标准中菌物学名有待

商榷%

&

&

$ 同时#尽管目前已有
''&

种菌物建立了相应

的标准#但是由于标准制修订人员'采用方法'实验材

料等等因素都不尽相同# 标准审定方式也有所差异#

一些标准的可靠性还有待检验#方法的适用性还有待

确认#截至
+,'.

年#我国口岸截获到的检疫性菌物仅

(-

种# 占我国对外检疫性菌物名录所列
'(,

种菌物

的
(,/

%

(

&

$ 一些标准所采用的方法并不可靠#可重复

性'特异性和灵敏度等均有待进一步验证或者提高$

!"$

标准所采用方法时效性问题

随着口岸通关时长的大幅缩减# 对现行标准检

测周期要求日益提高$ 目前检疫性菌物所采用
(

种

主要检测方法中#致病性测定所需时间最长(有时需

要长达数月才能完成)#形态学观察方法次之#分子

生物学方法所需时间最短$在实际标准应用过程中#

分子生物学方法所采用标准最容易统一# 而形态学

方法或致病性测定工作由于涉及检测环节较多#操

作程序往往不易加以统一$ 为提高标准实效性#在

后续标准制修订过程中# 应加大采用分子生物学等

快速检测鉴定方法的力度# 对标准中检测鉴定方法

的特异性'灵敏度'重复性和准确性等性能特征进行

仔细验证$ 同时#由于检疫性菌物较难获得#检疫性

菌物分子标准物质的缺乏# 已成为制约有害生物检

测技术应用与发展的一个主要技术瓶颈# 应开展配

套检疫性菌物分子标准物质的研制$

!"%

标准修订周期问题

许多现行标准的制定时间较早# 未能吸纳菌物

学研究最新研究成果#在实际应用中存在一定困难#

亟待尽早修订完善$如*国家标准
01#$% '),)&2+,,,

"植物检疫 小麦矮化腥黑穗病菌检疫鉴定方法!#制

定已有近
+,

年时间#采用的鉴定方法'判定标准等

都存在可改进之处#建议尽早对此类标准予以修订$

!"&

标准制修订计划安排存在无序现象

目前# 植物检疫标准体系框架虽已建立# 但科

学'系统'适合当前口岸植物检疫发展形势的标准体

系还未建立#以致标准的制修订没有+体系,这一纲

的规范#申报'制定和修订标准带有盲目性#缺乏系

统性$ 如有些检疫性菌物检疫鉴定方法的标准名称

和内容不统一-存在一些+不合群,标准-立项为国家

标准还是行业标准尚无清晰可遵循的规则-立项'修

订先后次序上也缺乏统一的执行标准$

!"'

标准化工作人才队伍问题

目前#检疫性菌物标准化制修订项目中#中国检

验检疫科学研究院'原深圳'天津'宁波'山东和广东

检验检疫局牵头制定的标准占目前已发布标准的

3,/

#其他口岸'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等单位的科研

人员参与较少-参与检疫性菌物标准化工作的人员水

平不一#个别不是专门从事菌物鉴定工作的'个别缺

乏标准制修订专业培训的#以至于部分制修订的标准

不能很好地适用于实际检验工作$ 建议由口岸实验

室' 高校或科研院所等从事菌物鉴定专业工作人员

更多地参与到检疫性菌物的标准化制定工作中来$

#

讨论

+口岸现场查验
4

实验室检测鉴定, 模式是当前

植物检疫推进的主要方向#今后植物检疫标准化工作

也需要按照模块去设计标准或业务规范#一方面能缩

短检疫周期#压缩通关时长#另一方面能提高检出率#

截获更多的有害生物$在结合过去标准化工作实践的

基础上#需要着力完善优化植物检疫性菌物标准涉及

的制定'管理'实施等一系列流程#通过标准化评价体

系等方法科学评价检疫鉴定方法类标准的实施效果#

切实把检疫鉴定方法类标准化工作贯穿到植物检疫

工作中$加强对标准的申报评审#严格组织标准审定#

切实提高标准的质量$ 应定期对相关标准的应用效

果进行筛查和评估#及时对相关标准进行修订'更新

或废止$全面开展标准体系梳理研究#提出标准体系

的理想化结构#加大标准专家队伍建设的力度#强化

组织机构建设等# 以进一步提高防范外来有害生物

入侵的能力# 提高我国应对国际贸易技术壁垒的水

平#促进我国对外贸易和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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