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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1．香石竹隐症病毒．[图版6 1] ’．，⋯

一，’
、

十

●●

．Carnation latent virus R／l：奉／6：E／E：S／Ap ?；

Kassanis(1954)记述o 。。，
，

RNA病毒，质粒为直到微曲的线状，大小约650x 12毫微米。汁液接种和蚜虫以非持

续方式传毒， ， ，一：

主要病害香石竹(Dianthus caryophyllus)很少甚至不出现症状。一． 。

地理分布偶尔发现于英国和欧洲大陆人工栽培的香石竹植株。 。，

． 寄主范国和症状对子寄主范围和症状未进行广泛的研究。因为香石竹的汁液中有撺

制剂，所以病毒难以从香石竹传至其它植物。病毒除了能侵染石竹科植物外，还能侵染其

它多种植物，例如克利夫兰烟(Nicotiana咖删锄如)，病毒能在其中增殖，但不产生症状
(M．Hollings，私人通信)。 一 。 一 ，．．

诊断寄主一。’ o，， 。 _ ? 。。，一‘ ．，

? ‘．

苋色藜(Chenopodium amaranticolor)，接种叶片上出现微小的褪绿局斑l系统斑驳。，

茴藜(Chenopodium quinoa)，接种叶片上出现微小的淡黄斑点，系统的脉间斑驳，叶片

短小(图1)。

繁殖寄主

甜石竹(Dianthus barbatus)是纯化病毒的良好材料． ⋯ ：i：

测定寄主， ，，j ：，
‘

：

苋色藜或茴藜。⋯
。

。．‘。， ．，

1 ’

． 株系未报道。 ’一’ ”+-’’ 一

介体传播 由桃蚜(Myzuspersicae)以非持续方式传至香石竹，美国石竹和甜菜(Kas-

sanis，1955)o

种子传播未报道。

菟丝子传播未报道。 ．。

血清学用纯化的病毒制剂制备的抗血清效价为1／32，000(Wetter，1960)。在试管沉

淀试验中，沉淀呈鞭毛状。可以用琼脂凝胶双扩散试验，但必须有高浓度的抗原(Wetter，

1967)。未见低分子量的抗原。 ，

亲缘关系该病毒与马铃薯8病毒为同一群。它与下列病毒有较远的血清关系；马铃薯

8病毒(Kassanis，1955；1956)、马铃薯M病毒(Bagnall，Wetter＆Larson，1959)、菊B

病毒(Hakkaart，Van Slogteren＆De Vos，1962)、西番莲隐症病毒(Brandes＆Wet乞er，

1963)、仙人掌2病毒(Brandes＆Wetter，1963)和红三叶草叶脉花叶病毒(Wetter，1967)。

汁液稳定性在香石竹汁液中，病毒热钝化点(10分钟)60"-'65"13，稀释终点10-，。～

10一，在20"C下香石竹汁液中的病毒保持侵染性2～3天。 ．

纯化(Wetter＆Paul，1961)。来自甜石竹的叶组织提取汁液，过滤后加抗坏血酸

‘至o．2％，w／v)和亚硫酸钠(至0．2％，w／v)。汁液与等体积的二乙醚放在一起摇动。低速

2／

●I●



离心，澄清的液相与同体积的四氯化碳放在一起摇动。低速离心，再取液相。用0．5M的

磷酸缓冲液将pH调至7，加正丁醇至8％(V／v)0在4℃下过夜。然后与等体积的四氯化

碳放在一起摇动，低速离心，再取液相。高速离心使病毒沉降，把沉淀再悬浮在0．2M的

硼酸盐缓冲液中。在4℃下对0．02M的硼酸盐缓冲液透析。经三次差速离心予以浓缩。甜

石竹每升榨出液可得病毒40--一60毫克。 一

质粒·特性(Paul&Wetter，1964)a『沉降系数(占20，。>：167S。通过超离心，未发现

附属的病毒组分，但病毒可能发生聚集。
’

：

扩散系数l约o．24X 10q厘米。／秒。’

分子量；约6×10T。

部分比容；o．72厘米o／克。 ’t 一。’· 二

260毫微米吸收值(1毫克／毫升，l厘米光程)：2．1。

260／280比值：1．37}最大吸收值／最小吸收值：1．23。
～

·

质粒结构质粒为直到微曲的线状，大小约650×12毫微米(Brandes et a1．，1959)，有

中心通道(图2，3>。质粒呈螺旋结构，基本螺距3．3毫微米，每圈约有12个亚基(Varma

et a1．，1968)。+
一

p-

，‘

．

质粒组成质粒重的14．6％是氮，0．5％是磷。RNA是质粒重的6％(Paul＆Wetter，

1964)。
‘

病毒与细胞和组织的关系未报道。
+’’

+

【注】 目前尚来发现一种鉴别寄主能将香石竹隐症病毒与其它香石竹病毒区别开。香石竹隐症病毒

可经桃蚜传至健全的甜石竹植株，而这种蚜虫也是香石竹脉斑驳病毒的介体。汁液在60．0下加热10分

钟，有可能从含有两种病毒的汁液中去除香石竹脉斑驳病毒(K矗站anis，1955)。

参考文献Bagnall，Wetter＆Larson，Phytopathology 49：435．1 959；Brandes＆Wetter，Phyto．

Van Slogteren＆De Vos。Tijdsch，．PIZiekt．63：126．1962：Kassanis．Nature，Loml．173：1097．1954：

Kassanis．Ann．appl．BioL 43：103．1955：Kassanis．J． ． 15： ． ： & ．,fenMk'robwL 620 1956 Paul Wetter

Phytopath．Z．49：401．1964：Varma，Gibbs．Woods&Finch．J．gen．ViroL 2：107．1968：Wetter．

Arch．Mikrobio，．37：278．1960：Wetter,Z．Naturf Ser．B 22：1008．1967：Wetter＆Paul．Phytopatlt．
Z．43：207．1961．

。、

C．Ⅵktter 一

‘

，
雌

I 。

·。ViruJ partide’本书第一．二集中译为。病毒魇粒。．这里的‘质粒。与细胞学中的。质粒。(Plasmid)无关，特说瞬

j以免混淆——译者注．
‘。

。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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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I。，·一6主j 2岳苣菜簧脉病毒、．芒’图版92)
。

：t ，’ 、’’-， ’。’。， ^1．。，

Sowthistle YeHow vein virtu 毒／木：

Duffus(1963)记述。

。。’

．：

U／E，I／Ap ．

剔名 无。 ⋯
．．，。。，

，

一病毒有被膜，质粒为杆菌状，大小约230X 100毫微米。寄主范围窄，经茶藤苦菜蚜(Hy-

peromyzus lactucae)以持续方式传毒。汁液接种不传毒。只有美国和英国报道发现该病毒。

， 主要病害苦苣菜(Sonchus oleraceus)产生黄脉(图1)。有人报道(Duffus，Zink＆

．Bardin，1970)，该病毒也侵染莴苣(Lactuca sativa)。 。．，， ，． 一-
：

，地理分布、、美国加州的萨林纳斯和圣乔昆谷，亚利桑那的盐河谷。在英国也发现这种

病毒(Duffus&Russell，1969)，所以分布可能较广。．?。一 。
．

寄主范围和症状 仅知的寄主植物是苦苣菜和莴苣，这两种植物均属菊科。

诊断寄主和繁殖寄主 ，

，， 。，．．、，

^．

苦苣莱，叶脉或相邻组织褪绿(图1)。 ，
．· 一 。 。．，． 一． ：

、，莴苣，明脉和叶黄化，尤其病叶的叶尖更为严重。 一． _¨一 ．。。。

． 测定寄主j， 一t -． 、 ，

，：：
、

。’

，，!
．’

，

●

局部病斑寄主不明。病毒不经汁液接种传播。可以通过茶蔗苦菜蚜介体从夹有病毒悬

液的薄膜吸毒(Peters&Kitajima，1970)或者将病毒注射入蚜虫体内进行传毒(Sylvester，

Richardson&Behncken，1970)。然后测定病毒在苦苣菜上的传播。茶藤苦菜蚜的初级细

胞培养物也常用作为病毒悬液的测定(Peters&Black，1970)。感染的细胞可用萤光抗体

。染色法检查。一 ，”

·、．

： 7一 。
一

’

株系变异株不明。 。．。t ， j。

介体传播病毒在茶藤苦菜蚜内增殖，通过茶藤苦菜蚜传播(Duffus，1963；Richardson

＆Sylvester，1968；Sylvester&Richardson，1969)。在25℃下，病毒在介体中循回期

最短，约8天。传毒与蚜虫获毒时间的长短无关，而与能传毒的蚜虫百分率有关。蚜虫传毒

效率较高(Duffus，1963)。在25℃下，注射茶藤苦菜蚜高龄若虫的接种液，每稀释lo倍，

半循回期(IPS0)约增加24小时(Sylvester et a1．，1970)。已有报道病毒可经卵传给一些

子代(Sylvester，1969)。 。．
、

’

种子传播在苦苣菜中未发现种子传毒(Peters，未发表)。

菟丝子传播无资料。

血清学病毒的免疫原性很强，用福氏完全佐剂乳化的纯化病毒对兔子进行3次肌肉

注射，这些免疫的兔子所产生的抗血清，经环状沉淀试验测定，效价为1／10，000(Peters

＆Black，1970)。这些作者未用其它技术。 。

亲缘关系 就质粒结构、寄主范围、蚜虫传毒方式和介体特异性而论，该病毒类似子

莴苣坏死黄化病毒，然而，这两种病毒的质粒直径不同，只有莴苣坏死黄化病毒才经汁液

机械接种传播。这两种病毒之间亲缘关系方面的血清学试验未见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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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汁液稳定性在2℃下，纯化病毒悬浮液保持侵染性几天。‘ 。

一

‘

。

：，纯化Peters和Kitajima(1970)。用pH8．1的0．1肘甘氨酸、0．01M氯化镁和0．01 ．．

、
： 拟氰化钾提取叶组织。提取物的pH调至8．0，以8，0009离心5分钟。上清液中加入硅藻

-
土，混合液经硅藻土垫过滤。滤过液以20，0009离心1小时。含病毒的沉淀物再悬浮于pH

， 7．0的0．1膨甘氨酸和0．01M氯化镁溶液中，以22，5009密度梯度(0～30％蔗糖，Wv)
， 离心18一v25分钟，进一步纯化悬浮液。4纯化的最后一步是蔗糖密度梯区带电泳。所有操作

都在2℃下进行。
、

⋯

质粒特性未知。 ，

‘

质粒结构质粒为杆菌状，约230毫微米长和100毫微米宽，制备过程中，先用戊二

，醛固定；然后用磷钨酸或醋酸铀染色(图3，4)。省略固定的步骤时，颗粒呈弹状(图2)， 一

约180毫微米长(Peters＆Kitajima，1970)。组织切片中，质粒约220毫微米长和95毫微‘

米宽(Richardson＆Sylvester，1968)。质粒的内部组分是由一根长的细丝成有规则盘曲’ ．

一 韵螺旋(螺距4．4毫微米)。内部组分似呈弹状(图5)，弹状质粒可解释为未经固定的制剂中

的杆菌状质粒断裂所致。被膜表面有六角形排列的突起物。两类质粒的突起物各不一样s

一类突起物的六角形图与质粒轴成30。，另一类约成60。(Peters＆Kit地jima，1970)。

质粒组成未知。
’

病毒与细胞和组织的关系 质粒发现于介体下列组织的细胞核和细胞质：脑，下食道

～神经节、唾腺，食道、胃、卵巢，脂肪体、含菌体和肌肉(Sylvester＆Richardson，1970)。

细胞核中的质粒无被膜，而在核周淋巴间隙和细胞质中的质粒有被膜。大量杆菌状质粒发

现于感病苦苣菜细胞核周围(Richardson&Sylvester，1968)。 、‘

【注】病毒使寄主产生清晰的明脉，其杆菌状质粒又大，所以极易区别于其它所有的病毒。

参考文献Duffus，Virology 24：194，1963：Duffus＆Russell，PI．Path．18：144，19⋯69；Duffus．

Z㈨ink：&m0溉黝?磷燃觚1383’侈他鬻伦禁＆B1ack，№／ogy 40：847,1970：Peters&-j-r
970；Richardson&Sy ves er,Virology 35：347,1968；Sylvester,Virology

3K8i卿44moa，I№969熘Syl4vel。steBr麓1 Richardson．Virology 137：‘26，I 9⋯69；Sylvester＆⋯Richard·son,⋯Virol·ogy：。 ． ： ＆ ，
： ， ； ＆

42：102j。1970。sylvester，Richardson＆Behncken，Virology 40：590，1970． ．



76)

Melon mosaic virus(Rev．appl．Myc01．36：298)
’

。

‘

Cantaloupe mosaic virus(Rev．appl．Myc01．31：368) ： 。～

Muskmelon mosaic virus(Rev．appl．Myc01．27：271，36：298) ，!

病毒质粒为柔性纤维状，长约750毫微米。病毒汁液侵染葫芦科植物’大多数分离株

还侵染豆科植物和藜科植物。病毒经几种蚜虫以非持续方式传播。广布予全世界，对于葫

芦种植地区有重大的经济价值。 ，·

主要病害西瓜，甜瓜、笋瓜，西葫芦和黄瓜上出现褪绿斑驳、泡斑、叶片畸变和矮

小，羽扇豆和豌豆上出现褪绿和斑驳。(Inouye，1964)。 。， √。
。

地理分布广布于美国(Lindberg，Hall＆Walker，1956)，欧洲(Schmelzer&

Mili芒i6，1966)和南非(van Regenmortel，1961)；日本(Komuro，1951)、夏威夷岛(Toba，

1962)和古巴(Schmelzer，1966)亦有报道。 ～

寄主范围和症状葫芦科植物和豆科植物中只有几个种是自然感病的，而有17个科

是经实验感染的(Mo!nar&Schmelzer，1964)。有些分离株(WMV--1，见_株系劳和“亲缘关

系。)仅限于侵染葫芦科植物，有些分离株(WlVIV--2)还侵染非葫芦科植物，但是侵染的范 ．

围可能各异(Grogan，Hall＆Kimbl02 1959；一Van Regenmortel，Brandes＆Bercks，

1962；Molnat&Schmelzer，1964)。各种毒株不能根据它们在葫芦上产生的症状面加以区

别。 ·～。、，‘ 。，，1 。。：j；
，

●

．诊断寄主+，，。， 。⋯r
．

．。 ．， ，

。

枸椽西瓜(Citrullus vulgaris)，系统的脉带、花叶和叶片畸变。 一·
，

西葫芦(Cucurbita pepo)，脉间褪绿、花叶，凸起的绿色泡斑和叶片畸变(图I"-'4)。

．胶苦瓜(Momordica balsamina)，免疫．．。．√ 7
．、 ，，。一

． C ‘
’

．

繁殖寄主 。，
、， __；’

t

．．．
，

’。

。

西葫芦，在第_片真叶长出之前，将病毒接种在子叶上，三星期后就能获得大量的病

毒。 7，
， c

．， ， ．，

测定寄主
‘

’

毒株不限于使葫芦科而且还使苋色藜(Chenopodium amaranticolor)产生褪绿和坏死的

病斑。Molnar和Schmelzer(1964)所研究的全部分离株都能使裂叶花葵(Lavatera trime·

ads)产生褪绿局斑。 ‘i ．、
。

· S ·



株系 有两组主要毒株，WMV—l和WMV一2，起初以为它们是属于两组互不相关的病

毒(Webb＆Scott，1965，见鼻寄主范围和症状”和。亲缘关系”)。有人记述了WMV～2型的

许多变异株(Grogan et a1．，1959；van Regenmortel el al。，1962；Inouye，1964；Webb&

Scott，1965；Milne&Grogan，1969)，但是WMV—l型的变异株较少(Milne&Grogan，1969)。

介体传播病毒经桃蚜(Myzus persicae)，棉蚜(Aph缸gossypii)(Anderson，195i)、豆

卫矛蚜(Aphis fabae)(Molnar&Sehmelzer，1964)和其它几种蚜虫(Coudriet，1962)，以非

持续方式传播。据报道，有一种毒株不经蚜虫传播(Molnar＆Schmelzer，1964)。‘ ‘。

种子传播Lindberg等(1956)提出，他们得到的分离株(RMV)中有一分离株是经种

子传播的。但是，Grogan等(1959)发现在笋瓜(Cu例rbita maxima)、西葫芦、甜瓜或西瓜中

无种子传播，他们认为Rader的种子传毒的分离株(Fitzpatrick＆Hildebrand，1947)是南

瓜花叶病毒的一个毒株。～ ’·
。

： ，

菟丝子传播未试验。
二‘

～“

血清学用植物汁液难以得到可靠的沉淀反应(Webb＆Scott，1965)，可能由于汁液

澄清过程中，病毒因质粒聚集而损失(van Regenmortel，i961)。病毒抗血清的效价为

，1／512～l／16000，但无法检测植物蛋白的抗体(vail Regenmortel et a1．，1962；Milne＆

Grogan，i969)。完整的病毒在凝胶扩散试验中没有反应，但是用1％的二丁酯萘黄酸钠

(Leonfl SA)降解的制剂，在琼脂中形成特异的沉淀带(Milne＆Grogan，1969)。用血清

学方法检测植物中的病毒是不可靠的。。
。 。’ ’ 一

亲缘关系分离株有两种类型，WMV—l和WMV一2，Webb和Scott(1965)起初根

据这两种毒株侵染非葫芦科植物的能力和血清学反应的负结果，把它们列为互不相关的两

类，而现在已知它们在血清学上是相关的(Milne&Grogan，1969)，它们有相似的质粒，

但不能用交叉保护或交叉吸收的血清学试验加以区别(Milne＆Grogan，1969)。

_。西瓜花叶病毒是属于马铃薯Y病毒群，’它与马铃薯Y病毒群中有些病毒在血清学上有

，‘关——与木瓜环斑病毒血清学关系密切(Milne＆Grogan，1969)，与马铃薯Y病毒和菜豆
． 黄花叶病毒关系较远(van Regenmort舱l et a1．，1962)。

：。 ’。。

。．

’汁液稳定性在西葫芦汁液中，病毒在58"-'65℃温度下，lO分钟内就丧失侵染性，而 ’

‘

在20℃温度下，20～50天内才丧失侵染性。西葫芦汁液的稀释终点为10-o,'--'10～，西瓜汁

液的稀释终点为lO叶----10～。
．

， ．j

’

纯化病毒容易聚集，这使纯化过程中，制剂内病毒含量的损失较大(van Regen-

mortel，1961)。用柠檬酸盐缓冲液将感病的西葫芦叶片搅成匀浆，用氯仿予以澄清，再通 s

过蔗糖密度梯度差速离心和区带电泳得到制剂，其中含有检测不出的植株抗原性杂质(van

Regenmortel，1964a，6)。用磷酸缓冲液提取汁液，再用8．5％(v／v)的正丁醇和区带电泳

加以澄清，也可得到良好的结果(Milne＆Grogan，1969)。DEAE色层法、凝胶过滤法和密度

梯度离心法都不能得到较好的结果(van Regenmortel， 196 1，1964b；Milne＆Grogan，

71969)。因为病毒聚集在一起，所以侵染性不能成为测定病毒浓度的可靠指标，聚集的制剂

经超声波处理后，侵染终点便增加一百倍(van Regenmortel，1964a)。
一

‘1’．

。质粒特性植株汁液中的质粒在pH4．9时沉淀(van Regenmortel)’1961)，电泳R≯

值为0．25(van Regenmortel，1968，1969)o，．1i’一。’一 一‘≈

． 质粒结构质粒为柔性的纤维状(图5)，据报道，正常长度从725毫微米(van Rp

。· 6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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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米(Schmelzer，1966；Purcffull，Edwardson＆，

Christie，1968；Milne&Grogan，1969)o

质粒组成未报道。 。

’

，。

病毒与细胞和组织的关系据报道，寄主细胞内有条状内含体和。风轮状嚣的内含体

(Edwardson，1966；Purcifull，1968；Pureifull et a1．，1968)。

【注】如果仅根据寄主对病毒的反应来区别所谓各种葫芦科的病毒，则它们的别名就太多了，。会混

淆不清(Grogan et al。，1959)。西瓜花叶病毒因系统侵染西瓜而有别于南瓜花叶病毒和黄瓜花叶病毒，

又因经蚜虫传播而有别于黄瓜绿斑花叶病毒和烟草环斑病毒。

、

参考文献 Anderson，Phytopathology 44：198，1954；Coudriet，^econ．勘，．55：519，1962；
Edwardson．Am．．，．Bot．53：359：1966；Grogan，Hall＆Kimble，Phytopathology 49：366，1959；

lnouye．Ber．Ohara Inst．1andw．BioL 12：133，1964；Komuro，Ann．p』拶topath．Soc．Japan 22：220，

1957j Lindberg,Hall＆Walker,Phytopathology 46：489，1956；Milne＆Grogan，Phytopathology

59：8。09。1969；Moinar＆Schmelzer，黝yf印口f『1．Z．51：361，1964；Purcifull，Virology 36：690,1968；

Purcifull．Edwardson＆Christie，Virology 35：478，1968；Rader，Fitzpatrick＆Hildebrand，Phyto-

pathology 37：809．1947：Schmelzer,Naturwissenschaften 53：619，1966；Schmelzer＆Mili亡i6，
‘尸由l，，口p五，矗．Z．57：8，1966；Toba，P／．上'括．Reptr 46：409，1962；Van Regenmonei，Virology 12：127．

19砧：‘Van Regenmortel，S．Mr。J．agric．Sc『．J．：405，1961；Van Regenmortel，Virology 23：495，

1964a。；Van Re窑enmortel，Phytopathology 54：282，1964b；Van Regenmortel，S．Afr．med．，42：118，
l 968：Van Reg。enmortel，Annls朋ytopath．1：l 27，l 969；Van Regenmonel。Brandcs＆Bercks，

Phytopath．Z．45：205。1962；Webb＆Scott．脚topathology 55：895，1965．‘ ’一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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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大叶藜花叶病毒[图版64]一。“·。
。

．。 。

，

，

Sowbane mosaic virus—R／h 1．3／20：S／S：S／(Au，Di)

Silva，Meneghini和Lopes de Souza Santos(1958)；Bennett和Costa(1961)记
● ●1‘

●-

烈名：’
，+ ～』’ot|．1． ，

Chenopodium mosaic virus(Bragant妇17：167，1958)．，i
‘

．Apple latent virus 2(Rev，appL Mycok 46：3022；46：3705)
‘

‘

一Chenopodium star mottle virus(Rev：appl．Myc01．46：12m) ，! 。，

RNA病毒，质粒等轴对称，直径26毫微米。经汁液接种传播，也可经各种昆虫传播。

有几种藜属植物的种子也传毒。分布较广。 ．；
‘。一

：

。

主要病害。不少藜属植物产生褪绿斑驳，其中许多种类可作为其它植物病毒的实验测

定寄主。试验植物，如苋色藜(Chenopodium amaranticolor)、墙生藜(c．murale)和茴藜

<e quinoa)，都可带这种病毒，但无症状表现。

地理分布分布较广l澳洲、欧洲，日本、北美、南美和南非都有报道。‘

+，寄主范围和症状 自然寄主是藜科植物。葡萄藤的分离株可经实验方法侵染其它科植

物(Bercks&Querfurth，1969)。

诊断寄主

苋色藜，机械接种的植株先出现褪绿局斑(图3)，然后出现黄色斑点和星状病斑(图

1，2)。经种子感染的植株出现斑驳和斑点症状，也可能不表现任何症状。单用水或缓冲液

润湿的手指抹擦叶片，不可能引起病害症状(Dias&Waterworth，1967；Engelbrecht＆
。van Regenmortel，1968)。茴藜和墙生藜的症状与苋色藜的症状相似。

恭菜(Beta vulgaris)，非常轻微的系统花叶。 一，

繁殖寄主 ．_

”

．

苋色藜、茴藜或墙生藜都适于保毒培养。 ．

． 菠菜(Spinacia oleracea)，是纯化病毒的良好材料。
”

测定寄主
。 ’‘‘

苋色藜和茴藜都出现局斑，但是否适于作为测定寄主，还未曾试验。

株系所有分离株的血清学反应都一致。这些分离株包括：Kirkpatriek等(1965)及

Bancroft和Tolin(1967)的苹果隐症病毒，Hollings和Stone(1967)的香石竹698号分

离株，Silve等(1 958)的藜花叶病毒，Kado(1966；1967)的藜星斑病毒，Teakle(1968)

韵鱼草(Chenopodium打igonon)病毒，葡萄藤的分离株(Bereks&Querfurth，1969)。除了

葡萄藤分离株外，其它所有的分离株都很相似，因为葡萄藤分离株可经实验方法感染苋科、

葫芦科，豆科和茄科植物。

介体传播据报道，豌豆潜叶蝇(Liriomyza langei)、甜菜叶蝉(Circulifer tenellus)，一

种蝽(Halticus citri)和桃蚜(Myzus persicae)都可能是介体(Bennett&Costa，1961)。然而，

· 8 ·



Dias和Waterworth(1967)没能证实桃蚜传毒。 ’‘．，

。’

种子传播病株子代幼苗的感染率高达83％，感染率的高低取决于种子的取样(Ben—

nett&Costa，1961；Dias&Waterworth，1967；Kado，1967)。通过种子而感病的植株

很少出现症状，甚至毫无症状。 ．’

i

。‘

·c ’’t

菟丝子传播加州菟丝子(Cuxcuta californica)不传毒，它显然对感染是免疫的(Bennett

＆Costa，1961)。
’。r， · t

．。血清学 病毒的免疫原性很强。缓冲液含1％琼脂或琼脂糖凝胶的双扩散试验，试管

中的沉淀试验，1％琼脂或琼脂糖凝胶的免疫电泳试验，都可以用。通常在凝胶双扩散试

验和免疫电泳试验中，形成一条沉淀带。试管沉淀试验中，沉淀呈颗粒状。．

亲缘关系未检出该病毒与下列病毒之间有血清关系：苜蓿花叶病毒，南芥草花叶病

毒，菜豆荚斑驳病毒、蚕豆斑驳病毒，豇豆花叶病毒，黄瓜花叶病毒、黄瓜花叶病毒Y毒 。

株、葡萄扇叶病毒、桃黄芽花叶病毒，南方菜豆花叶病毒，南瓜花叶病毒、烟草坏死病毒、 ．

番茄斑萎病毒、芜菁黄花叶病毒和野黄瓜花叶病毒．√、 ，一‘、 j～’

汁液稳定性茴藜汁液中，病毒热钝化点(10分钟)约90℃，稀释终点约lO～。在23℃

下保持侵染性约60天。在冰冻条件下，侵染性可长期保持。

纯化 每公斤接种的叶组织可得病毒200"-'500毫克。

下列两种方法均可采用：
‘

1．Kado(1967)的方法l用pH7．5的0．05／14"--乙胺四乙酸钠研磨冰冻组织。过滤后，

加入o．5倍体积的冷正丁醇，搅拌，经离心使乳浊液澄清。吸出上层的正丁醇，用玻璃棉

过滤液相。高低速离心5次，使病毒浓缩，将病毒沉淀再悬浮在pH7．0的0．1肘磷酸缓冲

沸e中。 ，

2．Steere(1956)的丁醇一氯仿法。

质粒特性只有一种沉降组分。高度稀释下的沉降系数(J2。．，)：104±2S。

分子量l 6．3±O．4×10‘(Kado&Black，1968)。
‘

扩散系数：(D20／10．7厘米2／秒)l l。29(根据Kado计算，未发表)，1．15(Paul＆
，

：Huth，1970)。 ， +．

等电点l pH4．4。 ，

。 部分比容(计算)；0．70±o．05厘米V克。 、

260毫微米吸收值(1毫克／毫升，1厘米光程)：4．9。

260／280比值(未校正光散射)：1．49 I 230／260比值：1．67。

质粒结构质粒为等轴对称，直径26±2毫微米(图4)。已有的经磷钨酸或醋酸铀

=染色的质粒的电镜照片分辨不出任何形态亚基(图4)。
= 质粒组成

RNA：分子量约1．3×106，约占质粒重的20％，可能是单链。核苷酸的克分子百分

’比：G 26．0，A 23．2，C 27．6，U 23．2。

蛋白质：质粒仅含一种蛋白质亚基。C末端氨基酸是赖氨酸，N末端封闭。氨基酸组

，戒(克分子％)：丙氨酸8．6，精氨酸4．6，天冬氨酸9．It半胱氨酸1．1，谷氨酸6．8’甘
‘

氨酸9．13组氨酸1．7，异亮氨酸5．1，亮氨酸6．8j赖氨酸6．83甲硫氨酸2．8，苯丙氨

。酸2．3 j脯氨酸6．8，丝氨酸8．O；苏氨酸7．4，色氨酸1．7，酪氨酸4．0 J缬氨酸7．4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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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do，1967)。根据氨基酸分析提出，蛋白质亚基的分子量为1．92×10‘(Kado，1967)，根

参考文献．Bancroft&Tolin，Phytopathology s7：693，1967；Bennett&Costa，PhytopathoZ孵，，
51：546，1961；Bercks＆Querfurth，尸砂topath Z．66：365，1969；Dias＆Waterwo‘rth,Can．上筋；．
45：1285，1967；Engelbrecht&Van Regenmortel，Phytopath．z．63：10，1968；H_ill'DoctoraI Dis．

sertation，Univ．California，Davis，197l；Hollings&Stone，Rep．Glasshouse Crops Res．Inst．1966：
· 91，1967；Kado，P^ytopathology 56：884，1966；Kado，Virology 31：217，1967：Kado&Black．

Virology 36：137，1968；Kirkpatrick，Mink＆L．indner，尸妙topathology 55：286，1965：Milne，Virology-’

’‘32：589，1967；Paul＆Huth，Phytopath．z．69：l，1970；Silva，Meneghini。&Lopes de Souza sa"tos．．
Bragant妇17：167，1958；Steere，Phytopathology46：60，1956；Teakle，Aust。J．bioi．&f．21：649。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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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刺槐花叶病毒[图版65] ． 川．

：’
一’

^ --7。： ：．“，、+ ， 、．：嚣

。Rcbinia mosaic virus 木／宰：事／母：S／S：S／Ap ，。 ，f；一，t

，。Atanasoff(1035)和Sehmelzer(1967a)记述。 ．-- ≮ i 4主j：’

别名 ‘、 ‘。一J+ ，：’，：。一。。’．7、

‘’Black locust true mosaic、virus(Rev．appl．Myc01．46：1346)：“ ，．’⋯
-一

Echtes Robinienmosaik-Virus(Rev．appl．MycoL-46：1346) j； r，
，

! 病毒质粒等轴对称，直径约40毫微米，寄主范围广，’汁液接种传播，蚜虫以非持续

方式传播，也可经某几种菟丝子传播。病毒普遍发生在东南欧，中欧较少。．i 一一·。j，

主要病害洋槐(R口6加勿pseudo-acacia)花叶和叶片变形(图1)。 ．一
、 、

地理分布东南欧和中欧(Schmelzer，1968)。‘ j
。

^’

：、

寄主范围和症状刺槐属植物，尤其洋槐，似乎是唯一的自然寄主，+16个科的双子叶

植物中约有75种植物经实验方法汁液接种感染(Schme]zer，1967a)。实验感染寄主包括l

诊断寄主 -
．，

； ‘?
一’

茴藜(Chenopodium quinoa)，褪绿局斑t系统花叶和叶片畸变。有些毒株一年四季总是

系统感染，有些毒株只在冬天才系统感染。‘。 。。

：

墙生藜(Chenopodium murale)，褪绿斑点和坏死针头状斑点，不发生系统感染。．． 。o

番茄(Lycopersicon esculentum)，‘系统花叶和叶子卷曲。 一．

．矮牵牛(Petunia hybrida)，褪绿局斑(图5)，多数分离株不发生系统感染。

。菜if_(Phaseolus vulgaris)，褪绿或坏死的局斑，所有被试验的分离株至少系统地侵染

某些品种(图4)，使顶叶出现花叶、坏死和变形。7‘ ．

‘

豇豆(Vigna sinensis)，褪绿或坏死的局斑，系统的花叶(图3)。
‘

一繁殖寄主
．t=

．．

心叶烟(Nicotiana glutinosa)(图6)，既适于作为培养病毒的寄主，又适于用来纯化病

毒。
．．．

‘：一． j7．：一
N．megalosiphon，这种烟也是繁殖病毒的良好寄主o，

除了夏天外，从感病的普通烟(Ⅳ．tabacum)上可得足够的病毒。
’‘

‘

测定寄主、．
，‘

茴藜是良好的局斑寄主，蚜虫传毒试验中使用一种藜Chenopodium foetidum。

株系未很好研究。分离株的毒性和寄主范围各异。例如，匈牙利分离的第25号毒株

<Sehmelzer，1967a)，一年四季都能使茴藜产生褪绿局斑、花叶和叶片变形，而轻毒性的

分离株只有在冬天才系统地侵染茴藜。

介体传播桃蚜(Myzus persicae)和扁豆蚜(Aphis craccivora)以非持续方式传毒，传

毒速率相当慢；蚜虫在10分钟内获毒，无循回期，扁豆蚜似乎是最重要的自然介体(So一

：hmelzer＆Mil诺i6，1965)。
、

种子传播未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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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菟丝子传播加州菟丝子(Cuscuta californica)和其它两种菟丝子C．campestrfs和c．

占ubinclusa都可能传毒。病毒侵染菟丝子(Schmelzer，1967a)。

血清学病毒抗原性中等。易得效价为1／128的抗血清。在琼脂双扩散试验中，病毒：

与特异的抗血清反应良好，琼脂双扩散试验使用的材料是与茴藜叶片等体积的o．067M磷

酸缓冲液(pHT)或0．85％氯化钠溶液磨研茴藜病叶后的提取物。只形成一条沉淀带(Sch—

melzer，1967a)，’ ·：

亲缘关系不同寄主的分离株之间或从不同国家所得的分离株之间，在血清学上似乎．

无多大差异。病毒的不同分离株之间存在着完全的交叉保护。

汁液稳定性用茴藜作为病毒的来源和试验植株，热钝化点是在66℃和72*(3之间。稀’

释终点超过lo一，在20-v22℃下保持侵染性5,-一10天。
’

：纯化’用含o．3％(w／v)硫酸钠和0．3％(w／v)抗坏血酸的o．067M磷酸缓冲液(pH‘

7．0)将感病组织搅成匀浆。最后的提取物中加入两倍体积的乙醚，剧烈摇动，除去乙醚和：

凝集的植物残渣，再加入一半体积的四氯化碳，剧烈摇动。低速离心，取出液相。高低速，

轮流离心一次，使病毒浓缩。再将浓缩的病毒悬浮在中性的0．067M磷酸缓冲液中。

质粒特性未研究。 。、。

～

质粒结构质粒为等轴对称，直径约40毫微米(图2)。 ，

“

质粒组成未知。 。 ，

病毒与细胞和组织的关系可能除了分生组织外，几乎所有的组织都易感。 。‘

【注】黄瓜花叶病毒的特性与刺槐花叶病毒的特性相似，但质粒似乎略小。许多种植物与这两种病5

毒的作用方式几乎完全相同，但是，刺槐花叶病毒也有不同于黄瓜花卧病毒之处，通常它仅局部地侵染

矮牵牛，系统地侵染豇豆，彳旭动括hypogaea和大多数人工栽培的菜豆。与黄瓜花叶病毒引起的针头状斑‘

点相反，非系统感染的莱豆栽培品种显示大的坏死局斑。

苜蓿花叶病毒也有与刺槐花叶病毒类似的寄主范围，但是普通的苜蓿花叶毒株只侵染菜豆和豇豆的
’

接种叶片。所有的毒株都使番茄产生坏死局部反应和严重的坏死系统反应，而刺槐花叶病毒决不会发生如j．

此的反应。此外，苜蓿花叶病毒的杆菌状质粒与刺槐花叶病毒的质粒是不同的。
’

除了刺槐花叶病毒外，番茄黑环病毒(兼有马铃薯花束病毒和甜菜环斑病毒的血清型)和草莓隐症环斑

病毒也都使刺槐出现花叶症状(Schmelzer，1967b)。这些病毒系统地侵染墙生藜，而刺槐花卧病毒限于侵=．

染接种的叶片，它们既不经蚜虫传播，也不经传播刺槐花叶病毒的菟丝子传播。
：

．

参考文献 Atanasoff,Phytopath．z．8：197’-1935；Schmelzer，Phytopath．z．霓：59，1967口：，
Schmelzer，A XVII．Niiv孑nyv$delmi tudomtinyos Ertekezlet l：139。1967b；SeJlmdzer,．Arch．Forstw．．
17：621，1968；Schmelzcr＆Mil而e，"Acta bot．croat．24：189,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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