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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病虫害影响竹子生长，制约着竹林产业发展。由于植物线虫病害症状比较隐蔽，植物线虫对竹林的影响通常

难以评估且容易被忽视。本文对国内外竹子线虫的种类、分布和寄主等方面进行了综述。全世界已报道竹子寄生

线虫８２种，隶属于４目、１２科、２９属，其中，国内报道了竹子线虫３６种；美国和印度的竹子寄生线虫比较丰富，分别
报道了３８种和２０种。植物线虫对竹子的致病性研究较少，印度报道了植物线虫对竹子造成的损失，美国报道了２
种寄生线虫侵染竹子的组织病理学研究。本文对我国竹子寄生线虫研究的方向进行了探讨，为今后竹子寄生线虫

研究和防治工作提供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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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子是重要的森林资源，是林业产业的重要组
成。全世界共有竹子７０余属，１２００多种，主要分布
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１］。据统计，中国有竹子植物

４３属，７００余种［２］。像其他植物一样，竹子的一生遭

受各种病虫害的侵扰［３－７］，病虫害被认为是引起竹

林产业重大经济损失的主要原因［３－４］。作为根部病

害的一类，竹子线虫病害报道甚少［８］。

植物线虫是一类潜在的植物病原物，大多数植

物线虫为害植物的地下部分，使地上部分表现叶片

发黄、植株矮小和营养不良，通常症状并不明显，很

容易被忽视［９］。然而，植物线虫对根部的损伤可为

其他病原物的侵入打开通道，使植物感染其他病

害［９］。植物线虫也可以与土壤中其他病原物形成复

合侵染，长针科和毛刺科的一些种类还可传播病

毒［９］。因此，有必要重新评估植物线虫对竹子生长

的影响。本文对国内外竹子寄生线虫的种类、地理

分布及其致病性进行归纳评述，为进一步开展我国

竹子线虫病害调查和防控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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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竹子寄生线虫的种类与地理分布

参考Ｍａｇｇｅｎｔｉ［１０］和Ｈｕｎｔ［１１］的分类系统，全世界
已报道的竹子寄生线虫８２种，隶属于４目、１２科、２９
属，其中，国内报道了线虫病害３６种，隶属于４目、
１１科、１８属；美国和印度的竹子寄生线虫比较丰富，
分别报道了３８种和２０种。８类竹子寄生线虫分布
最广，分别是剑线虫（ＸｉｐｈｉｎｅｍａＣｏｂｂ，１９１３）、孢囊线
虫（ＨｅｔｅｒｏｄｅｒａＡ．Ｓｃｈｍｉｄｔ，１８７１）、短体线虫（Ｐｒａｔｙ
ｌｅｎｃｈｕｓＦｉｌｉｐｊｅｖ，１９３６）、针线虫（ＰａｒａｔｙｌｅｎｃｈｕｓＭｉｃｏ
ｌｅｔｚｋｙ，１９２２）、根结线虫（ＭｅｌｏｉｄｏｇｙｎｅＧｏｅｌｄｉ，１８９２）、
拟毛刺线虫（ＰａｒａｔｒｉｃｈｏｄｏｒｕｓＳｉｄｄｉｑｉ，１９７４）、螺旋线
虫（ＨｅｌｉｃｏｔｙｌｅｎｃｈｕｓＳｔｅｉｎｅｒ，１９４５）和矮化线虫（Ｔｙｌｅｎ
ｃｈｏｒｈｙｎｃｈｕｓＣｏｂｂ，１９１３）。
１．１　 垫刃目 ＯｒｄｅｒＴｙｌｅｎｃｈｉｄａＴｈｏｒｎｅ，１９４９
１．１．１　 垫刃科　ＦａｍｉｌｙＴｙｌｅｎｃｈｉｄａｅ?ｒｌｅｙ，１８８０

（１）戴维恩垫刃线虫ＴｙｌｅｎｃｈｕｓｄａｖａｉｎｅｉＢａｓｔｉａｎ，
１９６５

寄主：毛竹［Ｐｈｙｌｌｏｓｔａｃｈｙｓ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ｓ（Ｐｒａｄｅｌｌｅ）
ＭａｚｅｌｅｘＪ．Ｈｏｕｚ．］（中国）［１２］、斑竹（Ｐｈｙｌｌｏｓｔａｃｈｙｓ
ｂａｍｂｕｓｏｉｄｅｓｃｖ．‘Ｔａｎａｋａｅ’ Ｉ．Ｔｓｕｂｏｉ、茶 杆 竹
（Ｐｓｅｕｄｏｓａｓａａｍａｂｉｌｉｓ（ＭｃＣｌｕｒｅ）Ｋｅｎｇｆ．）、小佛肚竹
（ＢａｍｂｕｓａｖｅｎｔｒｉｃｏｓａＭｃＣｌｕｒｅ）和黄杆乌哺鸡竹
（ＰｈｙｌｌｏｓｔａｃｈｙｓｖｉｖａｘＭｃＣｌｕｒｅｆ．ａｕｒｅｏｃａｕｌｉｓＮ．Ｘ．Ｍａ）
（中国浙江湖州）［１３］。

（２）丝状丝尾垫刃线虫 Ｆｉｌｅｎｃｈｕｓｆｉｌｉｆｏｒｍｉｓ
（Ｂüｔｓｃｈｉｉ，１８７３）Ｍｅｙｌ，１９６１

寄主：钓鱼竹（Ｐｈｙｌｌｏｓｔａｃｈｙｓｎｉｇｒａ（Ｌｏｄｄ．）Ｍｕｎ
ｒｏｖａｒ．ｈｅｎｏｎｉｓ（Ｍｉｔｆｏｒｄ）ＳｔａｐｆｅｘＲｅｎｄｌｅ）（中国云南
昆明）［１４］，之前报道为丝状垫刃线虫 Ｔｙｌｅｎｃｈｕｓｆｉｌｉ
ｆｏｒｍｉｓＢüｔｓｃｈｉｉ，１８７３。
１．１．２　锥科　ＦａｍｉｌｙＤｏｌｉｃｈｏｄｏｒｉｄａｅＣｈｉｔｗｏｏｄ，１９５０

异 头 锥 线 虫 Ｄｏｌｉｃｈｏｄｏｒｕｓ ｈｅｔｅｒ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ｓ
Ｃｏｂｂ，１９１４

寄主：鷚竹属（Ｂａｍｂｕｓａｓｐ．）（美国加州）［１５］。
１．１．３　刺科　ＦａｍｉｌｙＢｅｌｏｎｏｌａｉｍｉｄａｅＷｈｉｔｅｈｅａｄ，
１９６０

（１）厚尾矮化线虫 Ｔｙｌｅｎｃｈｏｒｈｙｎｃｈｕｓｃｒａｓｓｉｃａｕｄａ
ｔｕｓ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１９６０

寄主：金竹（Ｐｈｙｌｌｏｓｔａｃｈｙｓｓｕｌｐｈｕｒｅａ（Ｃａｒｒｉèｒｅ）
Ｒｉｖｉèｒｅ＆Ｃ．Ｒｉｖｉèｒｅ）（中国云南丽江）［１６］。

（２）尤因矮化线虫 ＴｙｌｅｎｃｈｏｒｈｙｎｃｈｕｓｅｗｉｎｇｉＨｏｐ
ｐｅｒ，１９５９

寄主：金竹（中国云南丽江）［１６］。

（３）饰环矮化线虫 Ｔｙｌｅｎｃｈｏｒｈｙｎｃｈｕｓａｎｎｕｌａｔｕｓ
（Ｃａｓｓｉｄｙ，１９３０）Ｇｏｌｄｅｎ，１９７１

寄主：竹子（中国台湾）［１７］。

（４）竹子矮化线虫 Ｔｙｌｅｎｃｈｏｒｈｙｎｃｈｕｓｂａｍｂｕｓｉ
Ｓｉｎｇｈ，Ｌａｌ，ＲａｔｈｏｕｒａｎｄＧａｎｇｕｌｙ，２０１０

寄主：竹子（印度阿萨姆邦）［１８］。

（５）最大矮化线虫 ＴｙｌｅｎｃｈｏｒｈｙｎｃｈｕｓｍａｘｉｍｕｓＡｌ
ｌｅｎ，１９５５

寄主：鷚竹属（美国加州）［１９］。

（６）克莱顿矮化线虫 Ｔｙｌｅｎｃｈｏｒｈｙｎｃｈｕｓｃｌａｙｔｏｎｉ
Ｓｔｅｉｎｅｒ，１９３７

寄主：鷚竹属（美国加州）［１９］。

（７）清亮矮化线虫 ＴｙｌｅｎｃｈｏｒｈｙｎｃｈｕｓｃｌａｒｕｓＡｌ
ｌｅｎ，１９５５

寄主：鷚竹属（美国加州）［１９］。

（８）棒尾矮化线虫 Ｔｙｌｅｎｃｈｏｒｈｙｎｃｈｕｓｃｌａｖｉｃａｕｄａ
ｔｕｓＳｅｉｎｈｏｒｓｔ，１９６３

寄主：毛竹（中国）［１２］，之前报道为棒尾双垫刃

线虫 Ｂｉｔｙｌｅｎｃｈｕｓｃｌａｖｉｃａｕｄａｔｕｓ（Ｓｅｉｎｈｏｒｓｔ，１９６３）Ｓｉｄ
ｄｉｑｉ，１９８６。

（９）具头五沟线虫 Ｑｕｉｎｉｓｕｌｃｉｕｓｃａｐｉｔａｔｕｓ（Ａｌｌｅｎ，
１９５５）Ｓｉｄｄｉｑｉ，１９７１

寄主：鷚竹属（美国加州）［１９］，之前报道为具头

矮化线虫 ＴｙｌｅｎｃｈｏｒｈｙｎｃｈｕｓｃａｐｉｔａｔｕｓＡｌｌｅｎ，１９５５。
（１０）短齿默林线虫 Ｍｅｒｌｉｎｉｕｓｂｒｅｖｉｄｅｎｓ（Ａｌｌｅｎ，

１９５５）Ｓｉｄｄｉｑｉ，１９７０
寄主：鷚竹属（美国加州）［１９］。

１．１．４　 短体科　ＦａｍｉｌｙＰｒａｔｙｌｅｎｃｈｉｄａｅＴｈｏｒｎｅ，１９４９
（１）咖啡短体线虫 Ｐｒａｔｙｌｅｎｃｈｕｓｃｏｆｆｅａｅ（Ｚｉｍｍｅｒ

ｍａｎｎ，１８９８）ＦｉｌｉｐｊｅｖａｎｄＳｃｈｕｕｍａｎｓＳｔｅｋｈｏｖｅｎ，１９４１
寄主：毛竹（中国）［１２］；马来甜龙竹（Ｄｅｎｄｒｏｃａｌａ

ｍｕｓａｓｐｅｒ（Ｓｃｈｕｌｔ．ｆ．）Ｂａｃｋｅｒ）（美国）［２０］；麻竹
（ＤｅｎｄｒｏｃａｌａｍｕｓｌａｔｉｆｌｏｒｕｓＭｕｎｒｏ）（日本九州）［２１］。

（２）伤残短体线虫 ＰｒａｔｙｌｅｎｃｈｕｓｖｕｌｎｕｓＡｌｌｅｎａｎｄ
Ｊｅｎｓｅｎ，１９５１

寄主：金竹（中国云南丽江）［１６］；鷚竹属（美国加

州）［１９］。

（３）最短尾短体线虫 Ｐｒａｔｙｌｅｎｃｈｕｓｂｒａｃｈｙｕｒｕｓ
（Ｇｏｄｆｒｅｙ，１９２９）ＦｉｌｉｐｊｅｖａｎｄＳｃｈｕｕｍａｎｓＳｔｅｋｈｏｖｅｎ，
１９４１

寄主：ＢａｍｂｕｓａｎａｎａＲｏｘｂ．［２２］和竹子（印度阿萨
姆邦）［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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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穿 刺 短 体 线 虫 Ｐｒａｔｙｌｅｎｃｈｕｓｐｅｎｅｔｒａｎｓ
（Ｃｏｂｂ，１９１７）ＦｉｌｉｐｊｅｖａｎｄＳｃｈｕｕｍａｎｓＳｔｅｋｈｏｖｅｎ，１９４１

寄主：鷚竹属（美国加州）［１９］。

（５）落选短体线虫 Ｐｒａｔｙｌｅｎｃｈｕｓｎｅｇｌｅｃｔｕｓ（Ｒｅｎ
ｓｃｈ，１９２４）ＦｉｌｉｐｊｅｖａｎｄＳｃｈｕｕｍａｎｓＳｔｅｋｈｏｖｅｎ，１９４１

寄主：鷚竹属（美国加州）［１９］。

（６）相似穿孔线虫 Ｒａｄｏｐｈｏｌｕｓｓｉｍｉｌｉｓ（Ｃｏｂｂ，
１８９３）Ｔｈｏｒｎｅ，１９４９

寄主：鷚竹属（美国佛罗里达州）［２０］。

１．１．５　纽带科 ＦａｍｉｌｙＨｏｐｌｏｌａｉｍｉｄａｅＦｉｌｉｐｊｅｖ，１９３４
（１）巨尾器盾线虫 Ｓｃｕｔｅｌｌｏｎｅｍａｍｅｇａｓｃｕｔａｔｕｍ

ＰｅｎｇａｎｄＳｉｄｄｉｑｉ，１９９４
寄主：毛竹（中国北京）［２４］。

（２）竹子盾线虫 ＳｃｕｔｅｌｌｏｎｅｍａｂａｍｂｏｏｓａｅＳａｈａ，
Ｌａｌ，Ｓｉｎｇｈ，ＫａｕｓｈａｌａｎｄＳｈａｒｍａ，２０００

寄主：竹子 （印度曼尼普尔邦）［２５］

（３）短尾盾线虫 Ｓｃｕｔｅｌｌｏｎｅｍａｂｒａｃｈｙｕｒｕｍ（Ｓｔｅｉ
ｎｅｒ，１９３８）Ａｎｄｒáｓｓｙ，１９５８

寄主：鷚竹属（美国加州）［１９］。

（４）Ｓｃｕｔｅｌｌｏｎｅｍａｓｐ．Ｃ
寄主：竹子（中国台湾）［２６－２７］，之前报道为截形

盾线虫 ＳｃｕｔｅｌｌｏｎｅｍａｔｒｕｎｃａｔｕｍＳｈｅｒ，１９６４。
（５）ＨｅｌｉｃｏｔｙｌｅｎｃｈｕｓａｓｓａｍｅｎｓｉｓＳａｈａ，Ｌａｌ，Ｓｉｎｇｈ，

Ｋａｕｓｈａｌ＆Ｓｈａｍａ，２０００
寄主：竹子（印度阿萨姆邦Ｊｏｒｈａｔ市）［２５］。
（６）尖尾螺旋线虫 Ｈｅｌｉｃｏｔｙｌｅｎｃｈｕｓｃｕｓｐｉｃａｕｄａｔｕｓ

Ｓａｈａ，Ｌａｌ，Ｓｉｎｇｈ，Ｋａｕｓｈａｌ＆Ｓｈａｍａ，２０００
寄主：竹子（印度阿萨姆邦Ｊｏｒｈａｔ市）［２５］。
（７）双角螺旋线虫 Ｈｅｌｉｃｏｔｙｌｅｎｃｈｕｓｄｉｇｏｎｉｃｕｓ，Ｐｅｒ

ｒｙ，１９９９
寄主：鷚竹属（美国加州）［１９］；竹子（印度曼尼普

尔邦）［２８］。

（８）双宫螺旋线虫 Ｈｅｌｉｃｏｔｙｌｅｎｃｈｕｓｄｉｈｙｓｔｅｒａ，
Ｃｏｂｂ，１８９３

寄主：毛竹（中国）［１２］、金竹 （中国云南丽

江）［１６］、淡竹（ＰｈｙｌｌｏｓｔａｃｈｙｓｇｌａｕｃａＭｃＣｌｕｒｅ）和黄杆
京竹（Ｐｈｙｌｌｏｓｔａｃｈｙｓａｕｒｅｏｓｕｌｃａｔａｆ．ａｕｒｅｏｃａｕｌｉｓＺ．Ｐ．
Ｗａｎｇ＆Ｎ．Ｘ．Ｍａ）（中国浙江湖州）［１３］；鷚竹属（美
国加州）［１９］；竹子（印度曼尼普尔邦）［２８］。

（９）刺桐螺旋线虫 Ｈｅｌｉｃｏｔｙｌｅｎｃｈｕｓｅｒｙｔｈｒｉｎａｅ
（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１９０４）Ｇｏｌｄｅｎ，１９５６

寄主：鷚竹属（美国加州）［１９］；竹子（印度曼尼普

尔邦）［２８］。

（１０）ＨｅｌｉｃｏｔｙｌｅｎｃｈｕｓｇｉｒｕｓＳａｈａ，Ｃｈａｗｌａａｎｄ
Ｋｈａｎ，１９７４

寄主：竹子（印度曼尼普尔邦）［２８］。

（１１）草类螺旋线虫 Ｈｅｌｉｃｏｔｙｌｅｎｃｈｕｓｇｒａｍｉｎｏｐｈｉｌｕｓ
ＦｅｔｅｄａｒａｎｄＭａｈａｊａｎ，１９７４

寄主：竹子（印度曼尼普尔邦）［２８］。

（１２）印度螺旋线虫 ＨｅｌｉｃｏｔｙｌｅｎｃｈｕｓｉｎｄｉｃｕｓＳｉｄ
ｄｉｑｉ，１９６３

寄主：竹子（印度曼尼普尔邦）［２８］。

（１３）假强壮螺旋线虫 Ｈｅｌｉｃｏｔｙｌｅｎｃｈｕｓｐｓｅｕｄｏｒｏ
ｂｕｓｔｕｓ（Ｓｔｅｉｎｅｒ，１９１４）Ｇｏｌｄｅｎ，１９５９

寄主：毛竹（中国）［１２］；鷚竹属（美国加州）［１９］；

竹子（印度曼尼普尔邦［２８］和中国山东［２９］）。

（１４）塞沙德尔螺旋线虫 Ｈｅｌｉｃｏｔｙｌｅｎｃｈｕｓｓｅｓｈａｄｒｉｉ
ＳｉｎｇｈａｎｄＫｈｅｒａ，１９８０

寄主：竹子（印度曼尼普尔邦）［２８］。

（１５）刻尾螺旋线虫 Ｈｅｌｉｃｏｔｙｌｅｎｃｈｕｓｃｒｅｎａｃａｕｄａ
Ｓｈｅｒ，１９６６

寄主：金竹（中国云南丽江）［１６］。

（１６）离异肾状线虫 ＲｏｔｙｌｅｎｃｈｕｌｕｓｌｅｐｔｕｓＤａｓｇｕｐ
ｔａ，ＲａｓｋｉａｎｄＳｈｅｒ，１９６８

寄主：鷚竹属（津巴布韦）［３０］。

１．１．６　异皮科 　ＦａｍｉｌｙＨｅｔｅｒｏｄｅｒｉｄａｅＦｉｌｉｐｊｅｖａｎｄ
ＳｃｈｕｕｒｍａｎｓＳｔｅｋｈｏｖｅｎ，１９４１

（１）竹子孢囊线虫 Ｈｅｔｅｒｏｄｅｒａｂａｍｂｏｏｓｉ（Ｋａｕｓｈａｌ
ａｎｄＳｗａｒｕｐ，１９８８）ＭｕｎｄｏＯｃａｍｐｏ，Ｔｒｏｃｃｏｌｉ，Ｓｕｂｂｏｔｉｎ
ａｎｄＩｎｓｅｒｒａ，２００８

寄主：竹子（印度）［３１］，之前报道为 Ｂｒｅｖｉｃｅｐｈａ
ｌｏｄｅｒａｂａｍｂｏｏｓｉＫａｕｓｈａｌａｎｄＳｗａｒｕｐ，１９８８。

（２）朝鲜孢囊线虫 Ｈｅｔｅｒｏｄｅｒａｋｏｒｅａｎａ（Ｖｏｖｌａｓ，
ＬａｍｂｅｒｔｉａｎｄＣｈｏｏ，１９９２）ＭｕｎｄｏＯｃａｍｐｏ，Ｔｒｏｃｃｏｌｉ，
ＳｕｂｂｏｔｉｎａｎｄＩｎｓｅｒｒａ，２００８

寄主：人面竹 （Ｐｈｙｌｌｏｓｔａｃｈｙｓａｕｒｅａ（Ａｎｄｒé）
Ｒｉｖｉèｒｅ＆Ｃ．Ｒｉｖｉèｒｅ）（美国佛罗里达州）［３２］；紫竹
（Ｐｈｙｌｌｏｓｔａｃｈｙｓｎｉｇｒａ（Ｌｏｄｄ．ｅｘＬｉｎｄｌ．）Ｍｕｎｒｏ）（美
国佛罗里达州［３３］和伊朗吉兰省［３４］）；毛竹（中国江

西南昌、浙江临川［３５－３６］和韩国庆南省［３７－３８］），韩国

种群之前被报道为 ＡｆｅｎｅｓｔｒａｔａｋｏｒｅａｎａＶｏｖｌａｓ，Ｌａｍ
ｂｅｒｔｉａｎｄＣｈｏｏ，１９９２。

（３）海南孢囊线虫 ＨｅｔｅｒｏｄｅｒａｈａｉｎａｎｅｎｓｉｓＺｈｕｏ，
Ｗａｎｇ，Ｙｅ，ＰｅｎｇａｎｄＬｉａｏ，２０１３

寄主：毛竹（中国海南五指山市）［３９］。

（４）冯氏孢囊线虫 ＨｅｔｅｒｏｄｅｒａｆｅｎｇｉＷａｎｇ，Ｚｈｕ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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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ｅ，Ｚｈａｎｇ，ＰｅｎｇａｎｄＬｉａｏ，２０１３
寄主：毛竹（中国广东广州）［４０］。

（５）广东孢囊线虫 Ｈｅｔｅｒｏｄｅｒａ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ｅｎｓｉｓ
Ｚｈｕｏ，Ｗ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ａｎｄＬｉａｏ，２０１４

寄主：毛竹（中国广东广州）［４１］。

（６）根结线虫 Ｍｅｌｏｉｄｏｇｙｎｅｓｐ．
寄主：紫竹和黄花竹（金镶玉竹）（中国云

南）［４２］；鷚竹属（美国加州）［１９］；竹子（印度）［２３］。

（７）南方根结线虫 Ｍｅｌｏｉｄｏｇｙｎｅｉｎｃｏｇｎｉｔａ（Ｋｏｆｏｉｄ
ａｎｄＷｈｉｔｅ，１９１９）Ｃｈｉｔｗｏｏｄ，１９４９

寄主：金竹（中国云南丽江）［１６］和毛竹（中

国）［１２］；人面竹和鷚竹属（美国佛罗里达州）［１５］。

（８）花生根结线虫 Ｍｅｌｏｉｄｏｇｙｎｅａｒｅｎａｒｉａ（Ｎｅａｌ，
１８８９）Ｃｈｉｔｗｏｏｄ，１９４９

寄主：毛竹（中国）［１２］。

１．１．７　环线虫科 ＦａｍｉｌｙＣｒｉｃｏｎｅｍａｔｉｄａｅ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３６
（１）小环线虫 Ｃｒｉｃｏｎｅｍｏｉｄｅｓｓｐ．
寄主：紫竹（中国云南）［４２］；Ｂａｍｂｕｓａｖｅｎｔｒｉｃｏｓａ

ＭｃＣｌｕｒｅ和鷚竹属（美国加州）［１９］；竹子（印度）［２３］。
（２）拉氏中环线虫 Ｍｅｓｏｃｒｉｃｏｎｅｍａｒａｓｋｉｅｎｓｅ（ｄｅ

Ｇｒｉｓｓｅ，１９６４）Ａｎｄｒáｓｓｙ，１９６５
寄主：金竹（中国云南丽江）［１６］，之前报道为拉

氏小环线虫Ｃｒｉｃｏｎｅｍｅｌｌａｒａｓｋｉｅｎｓｉｓ（ｄｅＧｒｉｓｓｅ，１９６４）
ＬｕｃａｎｄＲａｓｋｉ，１９８１。

（３）弯曲中环线虫 Ｍｅｓｏｃｒｉｃｏｎｅｍａｃｕｒｖａｔｕｍ
（Ｒａｓｋｉ，１９５２）ＬｏｏｆａｎｄｄｅＧｒｉｓｓｅ，１９８９

寄主：青篱竹属（Ａｒｕｎｄｉｎａｒｉａｓｐ．）（美国阿肯色
州华盛顿县）［４３］。

（４）异盘中环线虫 Ｍｅｓｏｃｒｉｃｏｎｅｍａｘｅｎｏｐｌａｘ（Ｒａｓ
ｋｉ，１９５２）ＬｏｏｆａｎｄｄｅＧｒｉｓｓｅ，１９８９

寄主：青篱竹属（美国阿肯色州华盛顿县）［４３］。

（５）Ｍｅｓｏｃｒｉｃｏｎｅｍａｒｕｓｔｉｃｕｍ（Ｍｉｃｏｌｅｔｚｋｙ，１９１５）
ＬｏｏｆａｎｄｄｅＧｒｉｓｓｅ，１９８９

寄主：鷚竹属（美国加州）［１９］，之前报道为 Ｃｒｉ
ｃｏｎｅｍｏｉｄｅｓｌｏｂａｔｕｍＲａｓｋｉ，１９５２。

（６）可变环线虫 Ｃｒｉｃｏｎｅｍａｍｕｔａｂｉｌｅ（Ｔａｙｌｏｒ，
１９３６）ＲａｓｋｉａｎｄＬｕｃ，１９８５

寄主：鷚竹属（美国加州）［１９］；竹子（委内瑞

拉），之前报道为可变小环线虫 Ｃｒｉｃｏｎｅｍｏｉｄｅｓｍｕｔａ
ｂｉｌｉｓ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３６。

（７）德曼环线虫 ＣｒｉｃｏｎｅｍａｄｅｍａｎｉＭｉｃｏｌｅｔｚｋｙ，
１９２５

寄主：人面竹（韩国釜山）［４４］，之前报道为 Ｎｏｔ

ｂｏｃｒｉｃｏｎｅｍａｄｅｍａｎｉ（Ｍｉｃｏｌｅｔｚｋｙ，１９２５）ｄｅＧｒｉｓｓｅａｎｄ
Ｌｏｏｆ，１９６５。

（８）镶边盘环线虫 Ｄｉｓｃｏｃｒｉｃｏｎｅｍｅｌｌａｌｉｍｉｔａｎｅａ
（Ｌｕｃ，１９５９）ｄｅＧｒｉｓｓｅａｎｄＬｏｏｆ，１９６５

寄主：金竹（中国云南丽江）［１６］。

（９）奇氏拟鞘线虫 Ｈｅｍｉｃｒｉｃｏｎｅｍｏｉｄｅｓｃｈｉｔｗｏｏｄｉ，
Ｅｓｓｅｒ，１９６０

寄主：金竹（中国云南丽江）［１６］。

（１０）紧鞘拟鞘线虫 Ｈｅｍｉｃｒｉｃｏｎｅｍｏｉｄｅｓｓｔｒｉｃｔａｔｈｅ
ｃａｔｕｓ，Ｅｓｓｅｒ，１９６０

寄主：金竹（中国云南丽江）［１６］。

（１１）荔枝拟鞘线虫 Ｈｅｍｉｃｒｉｃｏｎｅｍｏｉｄｅｓｌｉｔｃｈｉ
ＥｄｗａｒｄａｎｄＭｉｓｒａ，１９６４

寄主：竹子（菲律宾吕宋岛马里基纳市）［４５］。

（１２）芒果拟鞘线虫 Ｈｅｍｉｃｒｉｃｏｎｅｍｏｉｄｅｓｍａｎｇｉｆ
ｅｒａｅＳｉｄｄｉｑｉ，１９６１

寄主：印度鷚竹（Ｂａｍｂｕｓａａｒｕｎｄｉｎａｃｅａ）（印度泰
米尔纳德邦）［４６］。

（１３）ＨｅｍｉｃｙｃｌｉｏｐｈｏｒａｅｐｉｃｈａｒｏｉｄｅｓＬｏｏｆ，１９６８
寄主：青篱竹属（美国阿肯色州佩里县）［４７］。

（１４）朱克曼鞘线虫 Ｈｅｍｉｃｙｃｌｉｏｐｈｏｒａｚｕｃｋｅｒｍａｎｉ
Ｂｒｚｅｓｋｉ，１９６３

寄主：青篱竹属（美国阿肯色州华盛顿县）［４７］。

１．１．８　半穿刺科　ＦａｍｉｌｙＴｙｌｅｎｃｈｕｌｉｄａｅＳｋａｒｂｉｌｏｖ
ｉｃｈ，１９４７

（１）广州针线虫 Ｐａｒａｔｙｌｅｎｃｈｕｓ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ｅｎｓｉｓ
Ｗａｎｇ，Ｌｉ，Ｘｉｅ，ＸｕａｎｄＷｕ，２０１６

寄主：小琴丝竹（Ｂａｍｂｕｓａ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ｘ（Ｌｏｕｒ．）
Ｒａｅｕｓｃｈ．ｅｘＳｃｈｕｌｔ．ｆ．）（中国广东广州）［４８］。

（２）双花针线虫 ＰａｒａｔｙｌｅｎｃｈｕｓｄｉａｎｔｈｕｓＪｅｎｋｉｎｓ
＆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５６

寄主：鷚竹属（美国加州）［１９］。

（３）具钩针线虫 ＰａｒａｔｙｌｅｎｃｈｕｓｈａｍａｔｕｓＴｈｏｒｎｅ
ａｎｄＡｌｌｅｎ，１９５０

寄主：鷚竹属（美国加州）［１９］。

（４）隐针线虫 Ｐａｒａｔｙｌｅｎｃｈｕｓｌａｔｅｓｃｅｎｓ（Ｒａｓｋｉ，
１９７６）Ｓｉｄｄｉｑｉ，１９８６

寄主：桂竹（ＰｈｙｌｌｏｓｔａｃｈｙｓｂａｍｂｕｓｏｉｄｅｓＳｉｅｂｏｌｄ＆
Ｚｕｃｃ．）（美国佛罗里达州）［４９－５０］，之前报道为隐细
针线虫 ＧｒａｃｉｌａｃｕｓｌａｔｅｓｃｅｎｓＲａｓｋｉ，１９７６。

（５）双线针线虫 Ｐａｒａｔｙｌｅｎｃｈｕｓｂｉｌｉｎｅａｔａ（Ｂｒｚ
ｅｓｋｉ，１９９５）Ｂｒｚｅｓｋｉ，１９９８

寄主：竹子（中国台湾）［５１］，之前报道为双线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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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线虫ＧｒａｃｉｌａｃｕｓｂｉｌｉｎｅａｔａＢｒｚｅｓｋｉ，１９９５。
（６）针尾针线虫 ＰａｒａｔｙｌｅｎｃｈｕｓａｃｕｌｅｎｔａＢｒｏｗｎ，

１９５９
寄主：竹子（中国台湾）［５１］，之前报道为针尾细

针线虫 Ｇｒａｃｉｌａｃｕｓａｃｕｌｅｎｔａ（Ｂｒｏｗｎ，１９５９）Ｒａｓｋｉ，
１９６２。

（７）柑橘半穿刺线虫 Ｔｙｌｅｎｃｈｕｌｕｓｓｅｍｉｐｅｎｅｔｒａｎｓ
Ｃｏｂｂ，１９１３

寄主：鷚竹属（美国加州）［１９］。

１．２　滑刃目　ＯｒｄｅｒＡｐｈｅｌｅｎｃｈｉｄａＳｉｄｄｉｑｉ，１９８０
１．２．１　真滑刃科　ＦａｍｉｌｙＡｐｈｅｌｅｎｃｈｉｄａｅ（Ｆｕｃｈｓ，
１９３７）Ｓｔｅｉｎｅｒ，１９４９

燕麦真滑刃线虫 ＡｐｈｅｌｅｎｃｈｕｓａｖｅｎａｅＢａｓｔｉａｎ，
１８６５

寄主：金竹（中国云南丽江）［１６］。

１．２．２　滑刃科　ＦａｍｉｌｙＡｐｈｅｌｅｎｃｈｏｉｄｉｄａｅＳｋａｒｂｉｌｏｖ
ｉｃｈ，１９４７

（１）内卷滑刃线虫 ＡｐｈｅｌｅｎｃｈｏｉｄｅｓｉｎｖｏｌｕｔｕｓＭｉｎｅ
ｇａｗａ，１９９２

寄主：金竹（中国云南丽江）［１６］。

（２）双尾滑刃线虫 Ａｐｈｅｌｅｎｃｈｏｉｄｅｓｂｉｃａｕｄａｔｕｓ
（Ｉｍａｍｕｒａ， １９３１） Ｆｉｌｉｐｊｅｖ ａｎｄ Ｓｃｈｕｕｍａｎｓ
Ｓｔｅｋｈｏｖｅｎ，１９４１

寄主：钓鱼竹（中国云南昆明）［１４］。

１．３　矛线目　ＯｒｄｅｒＤｏｒｙｌａｉｍｉｄａＰｅａｒｓｅ，１９４２
长针科　ＦａｍｉｌｙＬｏｎｇｉｄｏｒｉｄａｅＴｈｏｒｎｅ，１９３５
（１）美洲剑线虫 Ｘｉｐｈｉｎｅｍａ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ｕｍＣｏｂｂ，

１９１３
寄主：黄杆京竹（中国上海）［５２］；鷚竹属（美国加

州）［１９－２０］；竹子（印度）［２３］。

（２）湖南剑线虫 ＸｉｐｈｉｎｅｍａｈｕｎａｎｉｅｎｓｅＷａｎｇａｎｄ
Ｗｕ，１９９２

寄主：金竹（中国）［１２］。

（３）标明剑线虫 ＸｉｐｈｉｎｅｍａｉｎｓｉｇｎｅＬｏｏｓ，１９４９
寄主：方 竹 （Ｃｈｉｍｏｎｏｂａｍｂｕｓａｑｕａｄｒａｎｇｕｌａｒｉｓ

（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ｈｉ）Ｍａｋｉｎｏ）和金镶玉竹（Ｐｈｙｌｌｏｓｔａｃｈｙｓａｕ
ｒｅｏｓｕｌｃａｔａｆ．ｓｐｅｃｔａｂｉｌｉｓ（Ｃ．Ｄ．Ｃｈｕ＆Ｃ．Ｓ．Ｃｈａｏ）Ｃ．
Ｄ．Ｃｈｕ＆Ｃ．Ｓ．Ｃｈａｏ）（中国浙江湖州）［１３］；竹子（中
国台湾）［５３］。

（４）移去剑线虫 ＸｉｐｈｉｎｅｍａｅｌｏｎｇａｔｕｍＳｃｈｕｕｍａｎｓ
ＳｔｅｋｈｏｖｅｎａｎｄＴｅｕｎｉｓｓｅｎ，１９３８

寄主：竹子（中国台湾）［５４］。

（５）根剑线虫 ＸｉｐｈｉｎｅｍａｒａｄｉｃｉｃｏｌａＧｏｏｄｅｙ，１９３６

寄主：竹子（印度阿萨姆邦 Ｊｏｒｈａｔ市）［５５］，之前
报道为 ＸｉｐｈｉｎｅｍａｐａｒａｒａｄｉｃｉｃｏｌａＰｈｕｋａｎａｎｄＳａｎｗａｌ，
１９８２。

（６）ＸｉｐｈｉｎｅｍａｓｈｅｒｉＬａｍｂｅｒｔｉａｎｄＢｌｅｖｅＺａｃｈｅｏ，
１９７９

寄主：大青篱竹［Ａｒｕｎｄｉｎａｒｉａｇｉｇａｎｔｅａ（Ｗａｌｔｅｒ）
Ｍｕｈｌ．］（美国佛罗里达州）［１５］。

（７）考克斯剑线虫 ＸｉｐｈｉｎｅｍａｃｏｘｉＴａｒｊａｎ，１９６４
寄主：大青篱竹（美国佛罗里达州）［１５］。

（８）河南长针线虫 ＬｏｎｇｉｄｏｒｕｓｈｅｎａｎｕｓＸｕａｎｄ
Ｃｈｅｎ，１９９２

寄主：竹子（中国北京）［５６］。

（９）刚果长针线虫 ＬｏｎｇｉｄｏｒｕｓｃｏｎｇｏｅｎｓｉｓＡｂｏｕｌ
Ｅｉｄ，１９７０

寄主：非 洲 高 地 竹 （ＡｒｕｎｄｉｎａｒｉａａｌｐｉｎａＫ．
Ｓｃｈｕｍ．）（刚果）［５７－５８］。

（１０）拟长针线虫 Ｐａｒａｌｏｎｇｉｄｏｒｕｓｓｐ．
寄主：鷚竹属（美国加州）［１９］；竹子（印度）［２３］。

（１１）肥尾长针线虫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ｄｏｒｕｓｐｉｎｇｕｉｃａｕｄａｔｕｓ
ＲｏｂｂｉｎｓａｎｄＷｅｉｎｅｒ，１９７８

寄主：竹子（美国加州）［５９］。

１．４　三矛目　ＯｒｄｅｒＴｒｉｐｌｏｎｃｈｉｄａＣｏｂｂ，１９２０
毛刺科　ＦａｍｉｌｙＴｒｉｃｈｏｄｏｒｉｄａｅ（Ｔｈｏｒｎｅ，１９３５）

Ｓｉｄｄｉｑｉ，１９７４
（１）毛刺线虫 Ｔｒｉｃｈｏｄｏｒｕｓｓｐ．
寄主：鷚竹属（美国加州）［１９］；竹子（印度）［２３］。

（２）南京毛刺线虫 ＴｒｉｃｏｄｏｒｕｓｎａｎｊｉｎｇｅｎｓｉｓＬｉｕ
ａｎｄＣｈｅｎｇ，１９９０

寄 主：Ｂａｍｂｕｓａ ｇｌａｕｃｅｓｃｅｎｓｖａｒ． ｓｉｖｉｅｒｅｏｒｕｍ
（Ｍａｉｒｅ）Ｌ．Ｃ．Ｃｈｉａ＆ Ｈ．Ｌ．Ｆｕｎｇ（中国江苏南
京）［６０］。

（３）短小拟毛刺线虫 Ｐａｒａｔｒｉｃｈｏｄｏｒｕｓｎａｎｕｓ（Ａｌ
ｌｅｎ，１９５７）Ｓｉｄｄｉｑｉ，１９７４

寄主：鷚竹属（美国加州）［１９］，之前报道为短小

毛刺线虫ＴｒｉｃｈｏｄｏｒｕｓｎａｎｕｓＡｌｌｅｎ，１９５７。
（４）胼胝拟毛刺线虫 Ｐａｒａｔｒｉｃｈｏｄｏｒｕｓｐｏｒｏｓｕｓ

（Ａｌｌｅｎ，１９５７）Ｓｉｄｄｉｑｉ，１９７３
寄主：方竹和大佛肚竹（Ｂａｍｂｕｓａｖｕｌｇａｒｉｓｆ．

ｗａｍｉｎｉｉＴ．Ｈ．Ｗｅｎ）（中国浙江湖州）［１３］。
（５）较小拟毛刺线虫 Ｐａｒａｔｒｉｃｈｏｄｏｒｕｓｍｉｎｏｒ

（Ｃｏｌｂｒａｎ，１９６５）Ｓｉｄｄｉｑｉ，１９７４
寄主：鷚竹属（美国加州）［１９］。

（６）圆肌拟毛刺线虫 Ｐａｒａｔｒｉｃｈｏｄｏｒｕｓｔｅｒｅｓ（Ｈｏ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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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ｒ，１９６２）Ｓｉｄｄｉｑｉ，１９７４
寄主：大青篱竹（美国佛罗里达州）［１５］。

２　竹子寄生线虫的致病性
已报道的竹子寄生线虫种类较少，其致病性的

研究更匮乏。不同植物线虫对竹子的影响有差别，

其中，剑线虫和拟毛刺线虫中的传毒类群危害最

大［２３］；短体线虫对竹子的影响仅次于传毒线虫［２３］，

原因可能是短体线虫可与其他病原物复合侵染；孢

囊线虫和根结线虫对竹子也有较大危害［２３］；针线虫

通常可以在竹子根际大量存在，其他植物线虫对竹

子的影响还不清楚。

２．１　剑线虫和拟毛刺线虫
剑线虫和拟毛刺线虫为植物根部迁移性外寄生

线虫［９］。剑线虫可引起根部组织变黑、皮层增厚和

侧根增生，甚至造成根部肿大或坏死［６１］。拟毛刺线

虫通过取食幼嫩侧根顶端组织，使根尖停止生长和

变钝，刺激次生侧根形成；再侵染后形成三级侧根，

多次侵染后形成短粗的丛根症状；短粗根无吸收功

能，很快死亡，地上部因此衰退或枯死，即短粗根病

（ｓｔｕｂｂｙｒｏｏ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６２］。已证实９种剑线虫和７种
拟毛刺线虫能传播病毒［６２－６３］，与直接取食危害相

比，能够传播植物病毒的线虫危害性更大，我国已将

所有传毒线虫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有害生物

名录》。

竹子上已报道的７种剑线虫和４种拟毛刺线虫
中，有２种剑线虫和３种拟毛刺线虫能够传播病毒，
分别是美洲剑线虫、考克斯剑线虫和短小拟毛刺线

虫、较小拟毛刺线虫、圆肌拟毛刺线虫［６２－６３］。在印

度，美洲剑线虫是危害竹子的主要植物线虫，对印度

竹林产业造成的损伤为１５％［２３］。除了美洲剑线虫

外，其它几种传毒线虫对竹子的危害仍未可知。

２．２　短体线虫
短体线虫是迁移性专性内寄生线虫，又称根腐

线虫，主要通过穿刺、取食皮层薄壁细胞引起根部坏

死损伤，导致寄主植物根系统功能丧失，水分和营养

的吸收与运输受阻［６４］。此外，由短体线虫引起的坏

死损伤可被病原真菌和细菌侵入，导致宿主根部的

大面积腐烂，造成更严重的复合病害［６５］。

竹子上已报道５种短体线虫，咖啡短体线虫分
布最普遍［１０，２０－２１］，尽管这种线虫是重要的作物病原

线虫，但未有其对竹子致病性的报道。作为印度竹

子的主要植物线虫，最短尾短体线虫和其他短体线

虫对印度竹林产业造成的损失为１０％ １２％［２３］。

２．３　孢囊线虫和根结线虫
孢囊线虫和根结线虫为植物根部定居性内寄生

线虫［９］。竹子上报道了５种孢囊线虫［３１，３７，３９－４１］，中

国报道了４种孢囊线虫［３５－３６，３９－４１］，其中，３种仅在我
国报道，分别是海南孢囊线虫［３９］、广东孢囊线虫［４０］

和冯氏孢囊线虫［４１］。朝鲜孢囊线虫的寄主和地理

分布最广［３２－３８］。Ｉｎｓｅｒｒａ等［３２］报道了朝鲜孢囊线虫

对人面竹的致病性。孢囊线虫２龄幼虫穿刺幼根表
皮和皮层薄壁组织，并且在内皮层细胞建立取食位

点；线虫持续吸附在紧邻中柱鞘的内皮层细胞的细

胞壁上，在用口针刺穿内皮层细胞的细胞壁后取食

中柱鞘；线虫的取食诱导中柱鞘细胞膨大，随后，细

胞壁溶解，这些细胞融合成合胞体，最后，合胞体因

吸收维管薄壁细胞和韧皮细胞而膨大；细胞壁碎片

分散在合胞体高浓度的细胞质中，合胞体细胞壁增

厚，尤其是在取食位点附近；融合细胞的细胞核过度

增大，细胞核表面深度凹陷，内部核仁明显［３２］。

根结线虫可危害印度竹林，造成的损失为４％
５％［２３］。佛罗里达州的人面竹和鷚竹属根部发现南

方根结线虫，根内还发现了根结线虫雌虫，但没有提

到其地上部症状［１５］。南方根结线虫世界性分布，寄

主十分广泛；幼虫从卵中孵化后，寻找和穿刺附近的

根尖；取食造成根部形成膨大的根结，根结内的雌虫

产下卵囊；被侵染的根系统退化，产生许多根结，植

株生长不良，表现为叶片失绿和萎焉［９］。

２．４　针线虫
针线虫主要外寄生在植物根部，口针较短的针

线虫侵染植物幼根的表皮细胞，而口针较长的种类

能够破坏植物更深层的根部细胞［６６－６７］。然而，有报

道称，虽在寄主植物根际大量存在某些针线虫，却并

未显著影响植株生长［６８］。

Ｔｒｏｃｃｏｌｉ等［４９］报道了隐针线虫对桂竹的致病

性，但没有报道经济损失。隐针线虫的成熟雌虫具

有固着性外寄生习性，线形雌虫将长的口针插入根

组织，通过口针持续吸附在根的表面，随着生殖腺的

成熟，雌虫身体膨大；线虫取食表皮、皮层薄壁组织

和厚壁组织，线虫的取食诱导取食位点表皮细胞的

细胞壁增厚；口针可以穿透３ ４层细胞，然后被细
胞质组分的取食管紧紧包裹，使线虫的口针和虫体

锚定在根的表面，仅在线虫口针能够探索到的表皮、

厚壁组织和中柱鞘皮层薄壁细胞中观察到取食管；

持续取食这些组织导致合胞体的形成，细胞壁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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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纹孔场是合胞体的特征；合胞体延伸到皮层薄壁

细胞，并且延伸到中柱合并内皮层细胞、中柱鞘、韧

皮细胞和维管薄壁细胞；合胞体内可观察到具有肥

大细胞核和核仁以及颗粒状细胞质的高浓度的离散

细胞，合并到合胞体的内皮层细胞没有细胞壁增

厚［４７－４８］。全世界已报道 ６种针线虫，３种口针较
短［１７，４６］，３种口针较长［４７－４９］，其对竹子生长的影响

仍不清楚。

３　讨论
竹子寄生线虫致病性方面的研究极其匮乏，美

国报道了朝鲜孢囊线虫和隐针线虫对竹子的致病性

研究，仅有根部症状和组织病理学的观察与描述，地

上部的症状和经济损失并未提及［３０，３６，４７－４８］。尽管

美国的竹子线虫种类十分丰富，它们对竹子的具体

危害却鲜有报道［１３］。印度报道了几类线虫对竹林

产量的影响，其中，美洲剑线虫和最短尾短体线虫等

根腐线虫最受重视［２１］。包括美洲剑线虫在内的美

洲剑线虫组（Ｘｉｐｈｉｎｅｍａ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ｕｍｇｒｏｕｐ）有近 ４０
个形态特征近似的种类，彼此差异不大，很容易混

淆［６９］。美洲剑线虫被普遍认为是北美特有的传毒

线虫种类，其他地区（包括中国）报道的美洲剑线虫

受到质疑，有可能是美洲剑线虫组的其它种类，需要

进一步确认［６９－７０］。

我国竹子寄生线虫致病性方面的研究较少，未

见相关报道。国内竹子上报道的线虫种类中，剑线

虫、孢囊线虫和短体线虫的报道较多，但它们对竹子

的致病性有待研究。

４　结论
竹子上植物寄生线虫种类丰富，已报道至少８２

种，其中包括一些重要的种类，如能够传播植物病毒

的剑线虫和拟毛刺线虫，定居性内寄生的孢囊线虫

和根结线虫，迁移性内寄生的短体线虫以及以外寄

生为主的针线虫。中国和美国报道的竹子寄生线虫

种类最多，印度其次。

植物寄生线虫的竹子寄主超过２２种，大部分竹
子种类不易鉴定，其中，２５种线虫寄主为鷚竹属，２６
种线虫寄主为竹子（Ｂａｍｂｏｏ），均未鉴定到种。在所
有竹子寄主中，金竹和毛竹上报道的寄生线虫种类

最多，分别为１３种和１２种。

５　展望
竹子寄生线虫虽种类较多，但绝大多数种类对

竹子的危害程度尚不清楚，今后可以关注重要线虫

对主要竹子生长的影响。

本文大部分数据来自零星报道的相关文献，其

中，观赏竹类线虫调查较多，材用竹和笋用竹线虫种

类调查较少，有必要系统调查主要经济竹子寄生线

虫种类。

竹子的根系发达，植物线虫作为根部病原物，单

独危害症状通常不明显。然而，植物线虫可为其他

病原的侵入提供条件，加重病害发生。线虫与其他

病原物的复合侵染可以作为竹子根部病害重要研究

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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