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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黄矮病毒(BYDV)主流 

株系GPV的鉴定及其摄纯研究 

张秦风 赵玉侠 张 荣 金欣藻 

(陕西省植物幂护研究所，括陵 712100) 

提 要 

经测试结果，小 麦黄矮 病毒 (BYDV)主斑株系为麦二岔蚜幂答缢蚜 株系 (GPV)， 

普遍分布于我国北方中熟冬 麦区、 晚熟冬麦区和春麦区j 以麦二岔蚜的停赫能力最强。 

由麦二 岔蚜 优势介体 所传播 的主斑抹系GPV，曾导致该病多 次太面积流行成灾 。并对 GPV 

株系毒蒜进行了提纯j对 其提纯方法有所改进和简化。 

关■调：小麦 株系 鉴定 提纯 

由大麦黄矮病毒 (BYDV)引起的小麦黄矮病，是我国北方麦区的主要病毒病。 罗 

桥和吉尔等对大麦黄矮病毒病的株系和提 纯进行了研究 “ ，胨卓敏耙张鹤龄 报 道了 

我冒小麦黄矮病毒与侵染莜麦的大麦黄矮瘸的提纯研究“ 。了解小麦黄矮病 毒的主要 

株系组成及其分布，对 于明确该病的发生流行规律和选用抗耐瘸品种具有重要意义。我 

们从1976年以来对小麦黄矮病毒株系进行了鉴定分析，并对其主流株累麦=岔蚜禾谷缢 

蚜株系 (GPV)，参考 陈卓敏和张鹤龄报道的力法，加以改进，并进行了提纯研究。 

本文报道小麦黄矮病毒主流株系GPV的鉴定及其提纯研究结果。 

材 料 及 方 法 

一

、 拣暴鉴定 

T． ● 弭标样 栗 自陕 西延安、榆 林、富 平、大 力、澄城、 蒲城、渭南、长武、 乾县 武功 

杨 陵、抉风 、畦山、风翔 、陇县、眉 县、周至、太 白和汉 中、 甘肃甘谷 、 镇原 ， 山西临汾、太原 

和太 同，河南郑州 和内蒙高原等26个县 (市 、区 )的麦 田，共采集毒源标样 119份 ·移植 于防虫室 

内。隔离保纯备用。 

2． ■ 囊介体 蚜虫种类 麦二 岔蚜 、禾谷盏蚜 、 麦长 管蚜和玉 米缢蚜均采白杨 陵麦 田， 麦无 

网蚜采 自太 白戚甘 答麦 田o 

5． 譬童●主 莜麦堀选 i号或华北 2号。 

4． 无●蚜的分离t殖 在防虫无毒的室内， 挑取初产的着蚜转接到无病的麦苗上， 扩大繁 

殖成 无毒 的蚜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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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譬定方法 以麦二岔蚜CSchlzaphis Emjnum(Rondan)]，简称(SG)，麦长管蚜 CMea— 

rotiphum aTenae(Fabrieus)]，简称 (MA)．禾谷缢蚜 [RhopElo phum padi(Linnaeus)]简称 

(RP)，麦无网蚜CAeyrthosip m dtrkedam(霄alker)】简称(AD)，玉米缢蚜 CRhopa Losiphum 

maidis(Fitch)~简称 (RM)，为一套甄捌介体蚜虫种类，于防虫室内对每份毒源标样进行初次 接 

种传毒铡试， 并对每种蚜虫传毒发瓣的垮源， 如此t量进行 毒旃试， 直到重复发病达到一致为 

止o ． 

根据不同种类介体蚜虫的传毒力专化性捌分株系。 

B． 传●方式 以无毒蚜取食毒源获毒2夭， 转接取食鉴定寄主传毒 2～5夭。每酋于2叶期 

接种蚜虫2～1d头。发病终止后诃查发病株率。并用 GPV株系的抗血清进行常规免疫电 泳，柱 铡 · 

GPV株系。 

=、囊●摄纯 

1． ●弭增殪 于防虫温室培育感病寄主岸黑燕麦，2叶期常规接种 GPV椿系毒源． 发病始 

期采集病株，洗净剪碎蓑塑料袭， 置一3口℃保温冰箱保藏备用a 

2． 摄II藿序 病叶毒源片段按1t2(w／v)加o．5mol／L的PB(pH6．0)，内含0．25和 瑰基 乙醇 

匀浆，双层纱布过滤，滤蓝置一30℃ 冰箱球磙过液，用石 自迅速充分捣烂，再滤出滤汁； 两次过 

滤汁台并，加0．8和(W／V)的崩溃酶，搅拌机搅拌混匀作用 2小时，置--20"C低温球箱过寝I球冻 

撼汁块抉速解菹捣碎，裂层尼龙布越出越汁，按 2：l(v／v)~o--氯甲虎，正丁酵(2ji)和O．2mol／L 

NaC1，静置作m3o分钟，4000r／m离 心30分钟；取上请液加7和的PEG和 0．2mol／L的 NaC1．搅拌 

1．s～2小 耐，10，O00r／m离 心20分钟I取 况淀用0．1mol／L的PB(pH6．0)液 回溶．置4℃冰 箱过夜， 

反复充分溶梓 的回溶液8．O00r／m~ &ts~Y钟；取上潸液再加6和~PEG,10 O00r／m离心2O分钟} 

取 沉淀加0．1mol／L PB液 厨溶后，40，000r／m超 速离心 4小时}取沉淀 回溶后，8．000r／m 离心lS 

舟 钟加 以况淀，上潸液为提纯崭毒o 

5． 蕈外吸收光谱 窟 以日 UVIKON810型紫外分光光度甘在 208~320毫擞米范围进 行 

扫描 

●． 电■现寨 以予先嚷碳铺布火棉胶膜制备的锕网，复粘病毒液滴，稍干，加2和的辚钨馥 

钠溶液(pH6．0)负染3～4分钟，在JEM-lOOX[I~ 电镜下观铡a 

5． 薄■饲●四萤 试 用并口直径为2．s厘米的塑料瓶，瓶壁等距开 3个贴尼龙纱的气孔． 

瓶 口紧绷一层拉薄的 psrafilm 膜，加病毒液少许，于支撵架上再松绷一层此膜， 瓶内投 入 无 

毒蚜。取食获 毒48小时 后，常规 转接传毒o ’ 

结 果 

一

、 GPV株系鉴定 

1． GPV株系甄别的特征 禾谷缢蚜传播而麦无网蚜不传播，为质量鉴别特征J麦 

二岔蚜传播能力最强，麦长管蚜亦能传播，玉米缢蚜有时传播，说明为非专化性株系。 

2． GPV株系所 占比率 根据1976~1980、1981和 1988~1989年陆续于三个阶段 

鉴定结果(表 1)，说明均以GPV株系在小麦黄矮病毒主要株系组成中占绝对优势，为主 

流株系。 

3． GPV株系的分布列入表2，由表2说明GPV株系广泛分布于陕西关中，陕北和 

决南，甘肃陇南，陇东，山西晋南，晋中和雁北，河南予中，宁夏河套和内蔡古高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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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GPV株系的比率和分布属于主流株系。并经实际检验小麦黄矮痛1978和1980年 

的两次大面积流行成灾，即由GPV株系所导致”’。 

4． 不同介体蚜虫的传毒力 1976~1980和1981年测试结果，对GPV株系均 以麦二 

岔蚜的传毒力最强，而1988～l989年则以禾谷缢蚜的传播能力最强(表 3)。后者则是由 

于禾各缢蚜对小麦黄矮病传播能力提高的结果 。 

说明麦二岔蚜为小麦黄矮病的优势传播介体，至于禾谷缢蚜的传毒力，有待于进一 

步研究。 

囊5 ：F■丹lI蜡虫传播GpV曲健力 
Ttbl0 3 Potent{tl of ltFgn0 ralttabilit， of GPV 

f。T diffe reⅡt ve ctor aph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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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病毒提纯 1987~1989年对小麦l赞矮病毒主流株系GPV毒源重复进行了 3次提 

纯，效果一致。 

1．紫外吸收光谱测定 将差速离心捷纯的病毒悬浮液经紫外扫描(图1)，紫外最 

大吸收蟑在260nm~t[：,最小吸收峰在240am处，A260／280=1．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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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I 小麦黄矮病毒cpV株系紫外吸收图谱 

Fig 1 Ablor?tion gpeetrogram of 2 princ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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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 2 BYDV粒体 电镜照片 

Fig 2 Elecl rOn miercgzs?h of 

BYDV patti cIeB 

2． 电镜观察 电镜观察 3次的提纯病 

毒，均易见到很多病毒粒体，一张照片约有 

120多个粒体(图 2)，陈卓敏报道的仅 5O～ 

6o个粒体⋯，而且大小一致，测量 260个病 

毒 粒体，直径范围在 20．5～25．9rim之间， 

其中以直径22．4rim的为主，占75％(图3)， 

高倍电镜和病毒电镜照片光学放大镜下，病 

毒粒体结构完整，亚基清晰(图 4)。 

3． 回接发病 以无毒麦二岔蚜经薄膜 

饲毒获毒，常规接种无病莜麦坝选 1号幼苗 

20株，l5株发病，发病率达75．O ，接种无 

毒麦二叉蚜2O株，均不发病。 

将其回接发病的病株毒源，用GPV株系 

抗血精进行竟疫电泳检测结果，能形成强阳 

性沉淀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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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席毒粒体形态 (1O0~m) 

FiS 4 Vo phaI。gy of gzaaa1●r bodi|自 。f B了DV 

讨 论 

我国小麦黄矮病毒的主流株系为麦二叉蚜禾谷缢蚜株系(GPV)，相虚 的优势传播介 

体蚜虫为麦二岔蚜， 与国外报道 的大麦黄矮病毒 (BYDV，的主流株系及其优势介体蚜 

虫种类均不同[日 。 这是由我国北方麦区小麦及其小麦黄矮病的生态系统特异性 所 决 定 

的 。该病曾于1966、1970、1973、1978和1980年大面积流行危害，均在于麦二岔蚜的 

猖獗发生，主要传播GPV株系，并且远距离迁飞扩散的结果。 

小麦黄矮病毒株系鉴定指标，采用质量差异。麦二岔蚜禾谷缢蚜株系 (GPV)的甄 

别特征，为禾谷缢谷传播而麦无阿蚜不传播，不仅易于鉴别，而且极其稳定。 

对小麦黄矮病毒主流株系GPV，重复提纯效果良好。我们认为提纯的关键性改进技 

术是 以高感繁殖寄主岸黑燕麦幼苗增殖毒源，而且于发病始期采收病株，病毒含量提 

高f病株组织材料幼嫩，加之石臼人工彻底捣碎冰冻媳渣，使组织细胞裂解、释放病毒 

充分 陆续两次加PEG聚合病毒后，仅 1次差速离心，即可达到病毒提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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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entification and Purification of a Princi pal Strain 

of Wheat Yellow Dwarf Virus(BYDV) 

Zhang Qin-feng Zhao Yu—xla Zhang Yah Jin XiⅡ。≈ao 

(Institute of Plant Protection。Yang|in7121oo) 

The principal atraln of BYDV， 8̂ eertified， is the ~le]llza，再‘s 4rai m 

ef Rhopalosiphum padl strain which is widely distrihuted at the 10rtherⅡ 

mid—harvest， late harvest winter wheat and spring wheat growing areas in Chi． 

na．W hile it was specifically transmitted by the promifient rector inse*t 8chl2． 

apt~i8 Fr4m 抽qm ，several areawide prevalence and damage accidents have 0ccurred 

during the previous years．W e have purified the samples of GPV BtraiⅡ
． aⅡd 

improved and simplified the procedure ef purification
． 

K ey w ords1 wheat Strain Ideatifieatl0Ⅱ PUrificati0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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