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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种化学药物对柑桔裂皮病类病毒 

感染和复制的影响 

胡康洪 周咏芝 丁达 明 

(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武汉 43D071) 

提 要 

经裙 秸裂皮病类 病毒(Citrus ~xocortis viroid．简称CEV)感染后 的指示植物爪哇三 

七(Cynura aurantiaca)，分别施用不同浓廖的赤霉索 (5ppm．1Oppm，50ppm，100ppm， 

200ppm)．豢 (100ppm，300ppm )、s一氟 尿嘧啶 (0．$mg／L，lmg／L．2mg／L)溶 液， 

其相对感染指数 (Relative infectlvitY index)均有程廖不 同的 改变。抽提叶 片棱酸， 

经5嘶双向聚丙烯酰胺凝艘 电淋(PAGE)-银染 色法结台 凝胶扫描技术 确定CEV浓度 ，辅以 

点杂 交方法定性，观察到拖用赤霉素组CEV浓度增高，施用豢组和5一氟尿 嘧啶组 CEV浓 

度曲 降低 。用无性繁殖的柑桔苗 作材料，CEV感染后分别施用50PPm赤霉素 ，30Oppm豢 ， 

img／L 5-氟屎嘧啶溶液，用相 同的分析方 法，得 到了与爪哇 三七一致的 结果。 

讨论了这三种药物影响CEV复制的意义。 

关键饲：柑 桔裂皮病类病毒 相对感染指数 聚丙 希酰胺凝胶 电淋 点杂 交 

自1971年 Diener在研究马铃薯纺锤体块茎病病 原时 首先 发 现 类 病毒 (Viroid) 

后 ，在迄今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已相继报道发现了】5种类病毒。理论上，人们正对其 

起源与进化，致病与复制机理等课题进行探索性讲究 实践上，围绕着病害防治这一亟 

需解决的实际问题正进行着不懈的努力，如弱毒株疫苗的建 ，类病毒抑制 剂 的 选 择 

等。研究药物对类病毒在相应寄主中复制的影响．选择适当的类病毒刺激荆以利于类病 

毒制备从而开展基础研究，也可能用于弱毒苗生产J而可用作类病毒抑制剂的药物则有 

可能应用在类病毒病害防治方面。因此，选择适当的药物，探讨药物对类病毒 感染和复 

制的影响有着重要的意义 

1975年以来，先后报道了放线菌素 D、口 鹅膏覃碱、皂土、草酸盐等无机盐、吖啶 

橙等染料、病毒唑 (Ribavirin)等化学药物对柑桔裂皮病类病毒 (CEV)、马铃薯纺锤 

体块茎病类病毒 (PSTV)、黄瓜白果 病类病毒 (CPFV)、 酒花矮 化病类病毒 (HSV) 

感染和复制的影响 ，但这些研究均处于定性阶段。本文通过施用几种浓度的赤霉素 

(GA)、蔡 (Na1．)、5-氟尿嘧啶 (5一FU)溶液，对侵染的寄主植物 CEV进行定量， 

从而能够更精细地确定这三种药物对CEV复制的影响，这里报道的就是这些定量研究的 

的结果 

本文~：1989年5且31目啦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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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 料 和 方 法 

一

、 檀韵材料和CEV●谭 

爪哇兰七 (Cynur#13~rl3tltJi3ci3)：采 自本所亚 病毒室网室 的同一批来源的爪哇三七，经沙土 

扦插 法发报后 ．置八 同一土质的花盐中于 温室 中培 养。 温室每天保持15~16小 时光照，温度2S*C~ 

30"C．相对湿度40嘶～柏 曲。 

无性繁殖的柑桔苗(Cloned citrns seedlings)：由华中农业大学园艺系柑桔研究 所惠 赠。 

苗术品种为冰糖橙。所有苗术均为来谤f于同一母本的无性繁殖系，囡而苗术的各项生理生化 指 标 

基本一致，株间个体差异可以忽略。 

CEV毒源：湖南零陵地 区园艺=西的 患病 哈坶 林橙 叶片 ， 加 O．2mol／L NaiHPO4／NaH 2PO· 

(pH7．8~8．0)援 冲液 ，研磨成匀浆，4000g离心lO分钟，吸取上清即为感染液 

：、CEV的感染和药精的藏甩 

1． 对爪哇三七 的感染耜施药实验 

(1)编组：温室培养 二月后的健康爪哇三七，分戚A、Bl、B2、B8四塑。 为̂ 不施药 的癌染 

对照蛆，Bl、B 2、B 3为感染CE~后分别施用GA、Nal、5-FU组。每担药物各有几种不同浓度，每 

种浓度用三株。所用药物浓度对植物不产生任何药害反 应，随机嫡上株号，插上相应标签。 

(2)癌染实验：参照周咏芝等的方法l l。将 1 1灭蘑金刚砂(800目)和硅皂土均匀撤在爪哇 

三七植 株顶端 幼叶叶面上，加感染液，接种量 0．5ml／株，用无菌棉 球沿主弥逆向擦拭叶片 表面 

(3)施药实验：感染十天后，用小型喷雾器喷洒各种浓度的GA、Nal、5-FU溶液。 喷箍 量 

0．1ml／株次，共喷洒五次，每次 间隔二天。 

2． 对甜桔实生 苗的感染帮施药实验 

(1)用木培法培养柑桔苗：即用Hongland营养灌浸泡苗本根系使其 生长。 

寰t H0 g1-n d营养灌 方 

r h 1 Th— i g 一dient s of }【o。g}aDd nut ri ioDa1 s 01uli0“ 

浓度 单缸． g／L 

六 量元素 t1 oo 0∞I) 

吱 倍 浓 度 

Ca(NO1)：·4H 2O 0．g4 

MgSO● -7H 2 0 0．52 

K O 3 0．目6 

NH ‘H：PO J 0．12 

EDTA+ FtSO‘ o．1l 

EDTA ：FesO| 9：7) 

微量 素 母液 (1000m}) 

或 份 i寮 茬 

H lBOI 

MnS0 J·H 20 

ZnS0 ‘ ·7H ：O 

CuS04·6H 20 

(HHI)EMo0 J·4H 20 

28 

34 

22 

1．0 

1．0 

用0．1ml微量元素母液 与如O0ml大量元素混台 ，蕊lmol／L K0H调pH至5．7 

编 组方法同爪哇三七，每组有三株苗木 怍重复 。 

(2)感染和施药实验：感染 方法同爪哇三七，感染 君换用新 的Hongland~ 液 浸泡 苗木 

其 中BI、B2、B s三蛆分别加~50ppm CA、300ppm Nal，lmg／L 5-FU。 

三、叶片接t的抽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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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及施药五十天后(注：爪哇三七以最后一次施葑之日起计算 )。每株称其茎尖新生曲叶1 

克，桉酸 抽提参照M0rrisI l和 $eman~ik[’l荨的 方 法，加 抽提漩 (0
．3mol／L Tris， 0．6mol／L 

NaC1, 0
．2raol／L Glycine)2～5倍，荨体积(i-1)氯仿～荤酚．1骺8Ds研唐成匀装。30O0转，分 

离心30分 钟，收集沉淀，真空干燥。 

四、5孵取向囊丙爆 t艘 凝 腔 毫 漆 

(PAGE)～ 镶豢色 豆凝肢扫描 

l克顶端幼叶组织的 核 酸 抽 提 物 特 

末 ，加lOOpl无菌ddH2O，充分溶解 ，5000 

r／m离心I5分 钟。取 20／'1上清液加 its倍 

体 积的上样液 ：o．2嘶 二 甲苯 蓝 、o．2 嗅 

酚蓝、10和 蔗 糖， 混匀 ． 离 心。 电泳按 

照 Scbumacber等的方 法【l 0】。 银染色后 

在 uV一300型双光束／差 式 ／双波长分光 光 

度计上于波长 480zLm 处进行凝胶扫描。 

五、标准曲缝的iI制 

Fra ser I“l在研究TMV—RNA性质 刚 

首先指 出：叶片 中的TMV—RNA可以通过 

扫描曲线中TMA-RNA的最大吸收峰面积 

定量。即：峰面积和 该蜂所 示的 RNA浓 

度成正比 本 实 验经5嘶 PAGE 后，因 

为肢条上CEV-RNA量太低 (不超过50ng 

／g叶 )，不 能直接进 行 凝 肢扫描，需经 

银染 色提高分辩率后再扫描，其最大吸收 

峰 由260IXm变 迁 至480nm。 

取 纯的 E．coli 5S RNA少许干特 ， 

溶于J．o0~l无莒ddH20中后测得0．D2 ̈  

按盛式： 

RNA含量(ng／P1)= 0一
．
02 

O 
．
D t e o

_杯厚̈度 

x稀释惜数 

从而得l知浓度。将之适 当稀释成 0．25ng／ 

pl、 0
．
50rig／／~1、0．75ng／／*l、Ing／／Zl口 

图 1 【．四1种浓度的E．co1i 5s RNA经 5晴 PAc￡一 

银染色看480am处的扫描图谱 

2．依RNA浓度和蜂面稻的线拄关系绘制 

的标准曲线 

．‘
．扫描面积 每单位扫描面租 ；a． cm 

标准曲线为三敬重复实验结果的数据 

平均值，。谋差蓖置土Io 

Fig l 1． The ~orreBpondi g ●beorpl io pelks 

prorile st 480nm 0f fou r ~oDtH)nlr~lloll of 

E．COii 5sRNA br 5晴 pAcE··．1⋯ sl· ins． 

P．Standard cⅡr_e ●bo in8 t he 1iⅡ。trl Y 

proportional tel~floe hetweea the Ⅲ Ⅲ t· 

ration o r RNA 4口d th od 。f tb e pe-k． 

’S Ⅲ¨ ⋯ e●nnlmg 。' -re． 1 it 0．3cm 7． 

The re ●⋯ th eo rep⋯ t perimeuI5 in _hich 

S er ⋯ re4 equal± 10． the dltul~1。f S i- 

fi ⋯ is lbe ⋯ r●le 0f I h ree dI1-． 

个浓度 ．经5嘶 PACE一银染色后，凝胶 在 48Ohm 处进 行扫描 ．将峰面 积进 行积分，从而绘出蜂面孽t 

～ 浓度关 系的标准 曲线。参见 图l a 

六、F2。与CEV—RNA的点 囊交 

DNA自动合成仪 (380A型，Applied Bi0 y‘tem公司 ，美国 )台成 -~CEV，PSTV 等中心罹 

守区段互补 的脱氧寡聚按苷酸 5’一dAGGTTTccccGcccATcccT一3’(Fie)，用[Y一虬p]ATP标 

记5’末端 (0．2～0．5×10 cpm／'m1。 杂交方法按Owens尊方法l】 ¨I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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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果 

一

，
几种浓度的GA、Nal、5-FU分别对 CEV在爪哇三七中感染的影响 

以相对感染指数 (relative infectivity index，简作 R⋯I I )和表 现 病症 植 株 数 

f number 0f plan‘s with symptoms，简称N．P．S．)二项指标分析三种药 物对 CEV感 

染的影响，结果如表 2。 

表 2表明，和未施药的cEV感染对照组比较，施用GA组R．1．I．和N．P·s均有增 加， 

说明GA刺激了cEV的感染，施用NaI．组N．P．S．不变，但R．1．I．有一定程度的下降’ 施 

用5一Fu组R．I．I．和N．P．S也下降，说明N81．和5一Fu抑制了cEV的感染。 

囊 2 不同蒗童的齐■蠢 著 5一氟碌曹璁对cEV寤橐的骺响 

T^b 2 Th⋯ flu㈣ e Df di(fe rent e~neeat rtiion$ of GA， N a1
．

and 

5-FU on CEV iuf eet[an in C ．aurantiaca plants 

药 物 被度 表 现病症檀株数¨ lq．P．s． 相对感染指数Ⅲ  

感染后天数 

D r g CDⅡ． DaY。 =fter j 1。tj。 

GA 

fPPm) 

N^1． 

f PP ) 

(租加之和) 

R ．I
．

1． 

B 

14 

23 

25 

· 每种药物I丧鏖其三抟重复 

¨ 感染 30灭内表现癌症埴株数 

．．’ 30天内表现赢症的植株病症天数之相 

·̈ ’喷艇0．2m。】／L N z,tlpOI／N自"q zPOt缓冲寝(PH8．。)代臂药物 

l  2  3  3  3 

l  2 3  3  3  

l  2 3  3  3  

l  2  3 3 3  

l  2  3  3 3  

l  l  3  2  3  

l  2  2  3  

l  l  2  3  

l  l  2  3  

2  

2  

一 

铀Ⅲ洲 

U ／   ̈ ㈣ 

一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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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几种浓度的GA、Nal、5-Fu分别 

对CEV在爪哇三七中复制的影响 

分别 施用 50ppm GA、300ppm Nal 

1 mg／L 5-FU于CEV感染的爪哇三七，茎 

尖新生叶片经核酸抽 提和 5 PAGE一银 

染色后，480am处的扫描图谱参见图 2。图 

2表 明：施 用50ppm GA后 ，对 应的 CEV 

峰明显高于对照，扫描面积 S1=77，S。= 

26；施用 300ppm Na1．和 lmg／L 5一FU后 

对应的 CEV峰低于对照， 扫描面 积分 别 

为：S2=1 8，S。=30； S =13， S口=25。 

经重复实验CEV~*对应的扫描面积误 差范 

围 s误差=±10，以上结果均为三次重复实 

验的平均数据 (焉图同 )。 

以与CEV的中心保守区域互补的F2。作 

探针，进行点 杂交 实验。 结果表jf】： 5S 

RNA和健康爪哇三七为阴性结果，在相同 

条件 下，CEV感染后施 用 50ppm GA的爪 

哇三七杂交点强于来施药对照的杂交点， 

^4日0口m 

+ ．．一 一 十 一 一 + 一 一 

cEV cgv 

—  一
卅  

C￡ CEV CE~ 

1 
J 

(1) <2) (3) 

图2施用 50ppm GA(1) 300ppm NLI．(2) 

img／L 5-FU(3)于cEV感染的爪哇三七、经抽提 

和5晴 PAGE-银染色后480lm处蛇扫描图谱 

注：上图为对照组，下图为施药组 

Fig． 2 Nu0lei㈨ ids 0f I e4 of 

cEV-1nf ect ed G．日ur日H {日cⅡ PlnnI3 t。 which 

Pp】i ed 50 Ppm GA(1){ 300 ppm Na]．(2)； 

l ag／L 5-FU(3)respe etite]y⋯ e ext racted 

BⅡd 5 PAGE一8i】⋯ 9t⋯i d。 ⋯ ⋯ poⅡdi g 

ab}D Ptio peBk P rofjl e ·t 480nm． 

‘ upp e~ flgar~
．
oont zol group： io⋯ figure 

pp】】ed dr g gr0 p 

这和 图 2(1)的扫描结果一 致 (见图 3(1))。 

点杂交结果还表明：在相同条律下，施用 1 mg／L 5-F【T相 300ppm Na1．后的杂交点 

弱于对照 ，这 和 图 2(3)、(2)的 结果相符 (见 图 3(2))。 

3 F?0择订 ’ 交洼铡药物对CEV感染的影响 

(i) l，5S RNA 2．涎康爪哇三七 

0．CEV葱袋 础 5 9ppmGA柏爪 三 

4．木施药的cEV惑染剥用 

( 】．建摩 J 堆 二三 2．违 目lmg／L 5一FU 

3．扼 用 0pp Na】． 

1．来造药叫cE 惑亲对照 

F】 3 D et c ⋯ ⋯  】I of do L．b】。l￡i g hY bridt za“⋯ ⋯i g F z 0 

T be ⋯h 月 ：hat h ff ecl of d g⋯ CEV r p】 ⋯ t on 

iⅡ ⋯ f ct d 0．Ⅱ¨rd  ̈tdfd 

】． 5S RNA 2． he al hY 3． p p】i ed 50Ppm cA ；． i口fe cted 

口o⋯ P 】l e1 d⋯ g Onl r。【 

I
．

h eaIth)． 2
． app!J d 】 g／L 5一F】。 ． PPl】 d n Ppm N 

{． inf e cl d nt T0l 

一 l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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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2O 

15 

lO 

⋯西 一 1OD 3DO 0．5 I 2 目 
曙 ■ 日 

图 4 不同被度扮三种药物对感染的爪哇三 

七叶片中cEV浓崖的影响 

1 对照．P GA(ppm)．3 Nil (ppm) 

4．5一Fu (rag／L) 

F‘g 4 The inf【Ⅲ ⋯ f diff⋯ 日t c㈣  t 

ratio口日 。f th r ee d⋯ g 。Ⅱ CEV Ⅲ centr●ti0n 

iⅡ infeet ed G ．口urdn c 口 口 I⋯ e s 

i Control 2 GA(ppm) 3．N al (rpm) 

4． 5一FU( g．／L) 

图 5 林 佶苗叶j j妄酸j 提枷妁5嘧 PAGE-银荣固祷 

j． #标准 咀 cEY甚 前爪 哇 三 七 

7．：．4．5．觅 一生繁 殖的 }甘拮茁 

Fig．5 5％ pAGE-st】⋯ st⋯ ed p㈣tt 。 

of Ⅱuc【e⋯ ci d⋯ lr&cted f⋯  

1．CEv⋯i f ct ed G ．dur口H￡idcn 1̈ L 

u日ed 4， 日t⋯ d rd ⋯ t r0I 

2-3， ，̂ 5．Cloned cit ⋯ 。edllaS Jm e● 

将图2中CEV蜂进行相对积分，得蓟 

相应面积，查图 l标准 曲线 确定 CEV浓 

度。依此方法，绘出不同浓度 的药 物 与 

CEV浓度的关系图 (见 图 4)。此 图 表 

明l GA刺激了 CEV复制。在本实验选用 

的浓度范围内，施用 GA浓度愈高，CEV 

浓度 (。g，g叶 )愈大。对照组为 4．9，施 

GA组分别为6．2(5ppm)、10．1(10ppm)， 

17．5(50ppm )、 28(100ppm )、 36．6 

(200ppm )}NaI．和5-FU抑制 了 CEV复 

制，并且在本实验选用的浓度范围内，施 

用浓度愈高，CEV浓度 (ng／g叶 )愈小。 

Na1．为3．7(100ppm)、2．9(300ppm)~ 

5一FU为3．0(0．5mg／L)、2．2(1ing／L)、 

1．3(2mg／L)a 

三 、50 ppm GA、 300 ppm Na1．、 

1 mg／L 5-FU对CEV在无性繁殖的柑桔苗 

中复制的影响 

^480 n 

CEV 

～  

● 

CE √  
。  

7， 

f!) (0) 

匿 B 施 用j0Ppnt GA (1) 0'3ppm 

N叭 (2) 1mg／L 5 FU(3)于cEV惑染蛇 

无雌繁殖 枯彗，经拍拦 5面 t‘AGE 裴垫堡 

右48'3nm宴三E 描臣 

往：上 罔力 对照组 F圈 地 药 垣 

Fig B Nu c【 i c i d§ of 【⋯ e 5 of CEV r⋯ f ct d 

I⋯ d citr⋯ e d】j4g日 to which Pp】ied 

50 ppm GA(1)．300 ppm Na]． )，1mg／L 

5一Fu(3)⋯ P t Tely ⋯ ⋯ t⋯ ted Ⅱd 

5 PAGE sth ⋯ tained， co rr⋯ po dl g 

n s0⋯Pt P⋯ k P T0fil e Et 480nm， 

。Ppe r figure co口t ro]gro p
． 

1ower fig⋯ ； 

‘ppli ed dr S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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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糖橙苗木无性繁殖系，经核酸抽提和 5 PAGE银染色后，检测表明不存在特有 

的CEV谱带，表明该繁殖系是健康苗系 (见图 5 )。 

CEV感染后分别施用50ppm GA、300ppm Nal， 1 mg／L 5-FU，苗木茎尖新生叶片 

经核酸抽提和 5 PAGE一银染色后，480rim处的扫描图谱见 图 6。图 6和图 2类 似， 

也表明 50ppm GA刺激了CEV复制，扫描面积S1=5 4，SD：24I 300ppm Na1．和 1 mg／L 

5-FU则对CEV复制有一定抑制作用，S =17，S。：31j S。=9，S。：22。 

图 7点杂交结果表明，未经CEV感染的柑桔苗为阴性结果，说明是健康苗系，与图 

6相符。在相同条件下，CEV感染后施用 50ppm GA的柑桔苗杂交点强于对照，这和图 

6(1)的扫描结果一致。 

用绘制图 4的方法，绘出特定浓度的三种药物对CEV浓度影响的关系图，见图 8 o 

结果表明：50ppm GA作用后 CEV浓度 (ng／g叶 )增加了二倍， 从对照的 4．8增加到 

14．2，而 30Oppm Na]．和 1 mg／L 5-FU作用后 CEV浓度都降低，分别为 2．8及 1．3。 

固 7 用F̈ 探锌怍点杂史拴删GA对CEV感染的影响 

1．未经cEV感染的柑桔苗 

2，束施药的CEV感染柑桔苗对霸 

3．CEV感染后施用50ppmGA的柑桔苗 

Fi 7 DeIcction re su】t s of dot—bletti g 

hybridizat⋯ u sjng r 2● probe sbow ‘ba 

the effect CA oⅡ CEV 川 pli a Lion 

id c】o口ed cit ru edlin s 

¨ 

l0 

1O 

8 

6 

● 

罾 8 三种药物对感染的无性繁殖柑拮苗叶片 

中CEV敞度的蟛响 

j．对照；2．GA 50ppm；3，NIJ．300ppm； 

4， 6-Fu 1m L 

Fig 8 The iⅡfJ⋯ ce of th⋯ drugs 0Ⅱ 

CEV c0⋯ nt r4ti0⋯ i i f⋯ t d Ⅷ1o d 

●r u^ |e edli g le⋯ s 

1． coDt T。l 2， 50Ppm GA 3， 300ppm Na] 

4，1mg／L 5一FU 

讨 论 

一

、 GA对CEV复制的影响 

Rodrig~,ez等人 曾以爪哇三七为材料，发现cEV感染后GA导致相对感 染 指 数 增 

加。但其实验有二点映陷t(1)没有明确指明所施用GA的浓度，(2)没有用生物化学、 

分子生物学手段对感染叶片的CEV进行精确定量，因而难以分析GA对CEV复制的影响。 

本实验弥补了这些缺陷，结果表明CEV复制受GA的刺激且浓度随着所施GA浓度 的递增 

而增高，其原因是否由于 GA诱导了植物茎尖细胞的旺盛分裂，导致了CEV在总量上高 

于对照组?这 尚有 待 对 茎 尖组织细胞作显微结构分析来证明。因为类病毒病的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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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就是涉及体内激素水平的紊乱 te-1 8]，所以深入研究植物澈索～类病毒相互关系，有 

可能成为最终阐明类病毒复制和致病机理的突破口_l 。 

二、Na1．和5-FU对CEV复制的影响 

从国内外现在的研究水平看，尚未找到一种对CEV感染产生专一性抑制作用 的有效 

药物 由于没有弄清类病毒致病和复制的机理，人们只能随机选用各种化学药物 (如核 

苷酸衍生物、氧基酸、抗生素、无机及有机盐等 )进行尝试。因此药物筛选工作具有一 

定的盲目性。Toshimichi( 曾选用对烟草花叶病毒 (TMV)有一定抑制效果的草酸盐类 

和染料，考察其对酒花矮化病类病毒 (HSV)侵染的效应，发现有轻微 的抑制效果。但 

一 般 认为类病毒从本质上不同于植物病毒，因此抑制剂的选择有其独特性，而不能照搬 

一 般植物病毒抑制剂。 

本实验结果显示，所用浓度的Na1．和5-FU均对 CEV复制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o 5‘ 

FU是熟知的RNA合成抑制剂，对CEV的抑制很可能是非特异 性的，Na1．的抑 制作用有 

待更深一步的研究，但非特异性抑制的可能性较大。如果选用各种浓度的 Na1．或 5 FU 

进行作用，寻找到对CEV抑制作用最大而对宿主药害影响最小的临界浓度值，则有可能 

应用到生产实践中去。另外，本实验所建立 的方 盛，可用于其它CEV抑制药物的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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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Some Chemicals on Infectivity and Replication 

of Cff rus Exocortis Viroid 

Hu Kang—hong Zhou Yong—zhi Ding Da—mlng 

(W uhan nslitute 0f Vi r ofag 3 r， A codemia Si~ico，W u rmn ?n0T1) 

Gynura aurantiaca plants infected 

were appIled in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bv titru9 CX ocortis viroid(j．e． CEV) 

of exogennous gibberellin GA ，5pp ， 

lOppm， 50pp ， lOOppm，200ppm )， n apht】1Men (Na1．， lOOppm ， 300pp )， 

5一flurouracil(5-FU，0．5mg／L，ling／L，2rag~L)solutions respectively．It as 

found that the relatiYe infect~vity indexes of plants had to s0me extent 

been changed．Nucleic acids of young leaves were extracted and subj 。 d t。 

5 bidirectional polyac rylamide gel eleet r ophore si s(PAGE)followed by si'vcr 

staining．CEV concentratj on was determ ined by using the gel scanni“g technique， 

c0mpanied with dot—b】ot h ybridization． It wa s observed that CEV coneentration 

had increased in applied GA group but dec rca sed in applied Na1． group and in 

applied 5一FU group．Sim ilarl cloned citru s seedlings ere app】ied bV 50pp 

GA，300 pp Na1．，lmg／L 5-FU respectively after CEV inoc ulation．The re sult 

is t he salille． 

The 日ignlficance about t he effect of the three kinds of drug on CEV r ep— 

lication wa s diseussed． 

K ey w ordsI Citrus exocortis vlroid(CEV) Rel atlye infectivi y index 

Po1yncrylaITIid gel eleet rophoresis(PAGE) Dot—blot hybridizati0n 

一，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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