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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染扁豆的三叶草黄脉病毒的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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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在皿抖攀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济南25C|CC) 

提 要 

1987年从泰安 表现系统花叶的赢豆上分 离到一个分 离物 B2， 计液摩捧接 种 9科38种 

植物。它可侵染 s科l0种植物，在扁豆和昆诺孳上BI起系统花叶 在苋色藜上引起局豁桔 

斑。该分离物钝化温度为6O一6s℃，稀驿限点为10 --10 ，体外存插期 为 3一 s天。 

可由桡蚜传搔；病毒粒体线条状，大小为700--760×12rim瘸叶细胞内有A轮状内古体， 

该{}离蛔与三叶草黄脉寤毒的抗血{胄有明显蜘阳性反应。根据这些特性，该痛毒属 于 马 

铃薯Y病毒组的兰叶草黄脉病毒。 

关一■ ：扁豆 三 叶草黄脉病毒 

＼ 扁豆 (Dolicko~lablab L．)病毒病在泰塞发生赦昔追。据作者在泰安郊区调查， 

发 =蔼霭虿0= 吾 酯 珏昏 ，主要症状为花叶和皱绪花叶。关于扁豆病 
毒病的毒啄，在北京沈淑琳等(1985)报道了苜蓿花叶病毒 (AMV)【l】，在印度Capoo 

等 (1948)报道了扁豆耳突花叶病毒(DEMV) 。作者从豢安表现系统花叶的扁豆上分 

离到一种病毒，在lO个病样中分离到两次t另外有一种病毒系统侵染心叶烟，烟草、菜 

豆、豇豆等植物，并与黄瓜花叶病 (CMV)有血清学关系。 本文报道第一类 病 毒 (B 

为代表 )的鉴定结果。 

材 料 与 方 法 

一

、 毒■曩纯化方法 ： 在田间采集花叶症状的扁豆叶片 ， 带回室内用常规方法摩攘接种苋色 

錾 (Che．opodium ama~anticoloT)等鉴别奇主， 在苋色藜上经过三擞单斑分离纯化后存在昆诺羹 

(c．q”InoO)上备用 

=、毒主范■：按照常规方法用 0．0Smol／L磷馥埋冲液(含 l帕姥基乙醇)研磨，摩捧接种9 

科38种植物，按种 2— 3周后观察记载结果．无症植株回接番杏(Terogonla exposxa)。 

三、体井抗性舅窟：采用常规方法【I J，咀番杏作为指示植物，试验重复做两发。 

四、蚜虫传●蕾t： 在烟草上饲养的无毒桂蚜 (Myzus perzlcae)， 饲毒前饥馈 2— 3小 

时，饲 毒 1小对，接种20株昆诺藜，每株 接种10头无超蚜 ，传毒 l2小 时后再转株传毒， 最后 以杀 

虫剂灭蚜， 2— 3周记载发病株率。 

本文予le00年l0月lo日收剜，1e01年 1月3o日修回- 

幸本研究在山东农业太学策双城尉教授指导下进行，本所罗瑞梧研究员审阅文稿，在j匕一并象I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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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血清掌试]5龟：血清学试验采用常规 SDS．-璩脂双扩散方法 以病叶汁液作抗原，供试抗血 

清有 三叶草黄脉病毒 (CYVV)抗血请 (荚国温室作物研究所 Brunt博士 提供 )、兰叶草黄脉病毒 

四棱豆株系统抗血清 (美国马里州大学 Corbett博士提供 )、 芜菁 花叶 病 毒 (TuMV )抗 血 清 

(日本藤泽一郎先生提供 )、菜豆普通花叶病毒 (BCM)抗血清和菜豆黄花叶病毒 (BYMV)抗血 

清 (二者均由山东农业大 学植保 系病毒室挺供 ) 

六，囊毒垃体及囊量炽超蔫切片魂寨：用浸蘸法和粗提纯病毒 (病组织加适量磷酸埋 冲 液 研 

詹．纱布过滤，氯仿澄清，PEG6000，沉淀二次，蒸馏术悬浮后备用 )。 在载有 Formvar曦 的铜 

殉上到片， 1嘶磷钨酸染色后，在JEM一1200EX电镜下观察。 

将发病明显的扁豆叶片切威 1 mm 的小块，用 2嘶戊二醛和 1 虢酸双固定， 酒 精 系 列 脱 

水 ， Epon 812树脂包埋， LKB—V型超薄切片 机切片， 醋 酸双氧 铀和柠檬酸铅双染 色， 然 后 在 

JEM—l2司口EX电镜下观察。 

结 果 

一

、 寄主范围及感染症状 

田间感病的扁豆表现系统花叶，叶片变小，节间缩短。分离物 B，回接扁豆， 接 种 

叶无症状，心叶明脒，以后呈现系统花叶，严重时出现泡斑，植株矮化t在昆诺藜接种 

叶上表现褪绿斑，，以后星系统褪绿斑及花叶，是良好的繁殖寄主l在苋色藜接种叶上 

7一l2天产生局部枯斑。Bl还系统侵染克利福兰烟 (Nieoliana elevelanddil)、豇豆 

(Vigna~inensis)，二者均表现系统花叶I在蚕豆(Viola faba)上出现系统 褐 色枯 

斑。 

BI局部侵染普通烟 (Nicogiana tabacum v．ar．“White Burley” )、番杏 (Ten— 

agonia ezpansa)、反枝苋 (Amaranthus retroflezu*)、和菜豆 (PIlaseolus" 一 

l~qris"car“Top Crop )、均产生褪绿斑。 

8．分离物不侵染下列植物l藜科的甜菜 (Beta vulgari,)J茄科的烟草 (Ⅳico- 

*iaaa tabaeum var“Bright Yello W”、 “Samsan )、心叶烟 (N．glu~inosa)．番 

茄 (LycoperBicum eseulentum)、 假 酸 浆 (Nicand*'a phgaaloides)、 洋 酸 浆 

(Pl~ysalis alkekengi)、矮牵牛 (Petunia l~ybrida)、曼陀罗 (Oa~ura 8~ramon— 

iam)、辣椒 (Capsicum fruteseens)，苋科的千日红 (Gomp~rena 9hobosa)、 

鸡冠花 (Celosia erisgaga)，豆科的大豆 (fllycine m口 “红滑豆 、 l138—2 )、 

决明 (Cassia torn)、花生 (Arachis hypogeae)、红小豆(PhaseolⅡs angularis)， 

绿豆 (P．口 e 8)、利马豆 (P．1imensia)、豌豆 (Pisum sativum )长豇豆 (Vigna 

8esqui~edalia。红嘴燕 )、自三叶草 (Trgfolium eepense)，菊科的百日菊 (Zinnia， 

elegans)、莴苣(Lactuea saliva)、翠菊 (Callis~ephus ottinensis)，葫芦科的黄瓜 

(Oueumis*ativus)、南瓜 (Cueurblta mosaehata)J商陆科的商陆 (Pl~ytoiacca 

acinosa)I十字花科的大白菜(Bras*ien pekinensis“胶州小叶 )，玄参科的金鱼草 

(M ina aeinosa)o 

二、体外抗性 

81分离物在昆诺孽汁液中的钝化温度为6O一65℃，稀释限点为10 --10一，体外存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第3期 孛长松，侵染扁豆的三卧草黄脒病毒的鉴定 225 

活期 3— 5天 (18—22℃ )。 

三，蚜 虫传播 

桃蚜获毒后接种2O株昆诺藜，有1O株发病，传毒率为 5O ，转株传毒 2O株昆诺囊 

来见发病，可见该病毒可以由挑蚜传播。 

四．血请学试验 

Bt分离物在SDS一琼脂双扩散中与三叶草黄脉病毒(cYvv)的抗血清有明显的 阳性 

反应，而健株汁液对照无反应。B 分离物与菜豆酱通花叶病毒 (BCMV) 菜豆黄花时 

病毒 (BYMV)及芜菁花叶病毒 (TuMV)的抗血清无反应。 

五、病毒粒体及病组织超薄切片的电镜观察 

用浸蘸法和粗提纯病毒制片，在电镜下均可见大量弯曲的线条状病毒粒体，大小为 

700--760×12nm(图版V 1)接种种的扁豆 叶片超切片在电l镜下可见大量风轮状内含 

体 (图腹 v 2)。 

讨 论 

从扁豆上分离出的B 分离物的粒体为弯曲的线条状，大小为70O一76O×12rim，病 

组织内有风轮状内含体，与三叶草黄脉病毒 (CYVV)有密切的血清学关系， 在寄主范 

围及症状反应上与已报道的三叶草黄脉病毒 (CYVV)极为相似⋯。根据以上特性， 可 

以将 B1分离鉴定为三叶草黄脉病毒(Clover Yellow Vein Virus，CYVV)。国内外巳报 

道自然侵染扁豆的病毒有苗蓿花叶病毒 (AMV)(1 和 扁豆耳突花叶病毒⋯， 而三叶草 

黄脉病毒 (CYVV)自然侵染扁豆的报道尚属首次。 

据报道，CYVV株 系之间在寄主范围上差异很大 ，国内外至今已报道了四个株系 

即典型抹系 芫荽株系” 、四棱豆株系” 和菜豆株系 。但分离物 B 与这四个 株 系 

在寄主反应上差异相当明显 (见表 1)。特别是 B：与四棱豆株系在钝化温度上差 异 很 

大，前者为60--65~C，而后者为30—4O℃，由此看来本文报道的分离物 B 与国内外 报 

道的抹系可能是不同的。 

囊1 与已报薯的 CYVV在叠磷鲁主上豆宣曲让赣 
T,ble l Compa rison of response of djfferent CYV1r stztins⋯ o皿e hnttE 

cL：褪绿斑；M 花叶；O：不侵染；VY．R s_黄脉．环斑：VN：脉坏死 ；BL 褪色枯斑；一 没有试验 
CL： chlozotl c ]ejien；M： Mos41c；0| N。Ⅱ infectied； VY， RS‘ Vein yellew#Rin$ ●，otj VNl 

V A nec rosi~l BLt Brown ltlionj 一  N0n telt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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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ficat'son of Clover Yellow Vein Virus Infecting 

Dolichos Iablab 

Li Chang—song 

(Î stitute口f Pld̂ t Pro!Ection，Shandong Academy oy Agricutural Sciences．Jinan 250100) 

An isolate of virus W&9 obtained from Dolic~os lablab in Tai—all， Shah— 

dong Province． It infected 10 plant Species from 5 families out of 38 plant 

species from 9 families tested． It caused systematic mosaic Off Dollehos lablab 

and Ghesopodium quinoa。 and local lesions on 0． amara~lioolor． Its !her- 

mal inactivation point was 60-- 65~C。 dilution end point was 1O-I一10-‘ and 

longevity in vitro was 3— 5 days． M yzus perslcae WaS demonstrated as aphid 

vector． Virus particles were filamentous， about 700-- 760nm ×12nm． Pinewhe- 

el inclusion bodies wete observed in the cytoplasm of the infected 1 hf under 

electron microscope． The virus reacted positively with the antiserum of Clover 

Yellow Vein Virus(CYVV)hy imuⅡ0diffueioⅡ tests．On the basis of these ebo· 

racteristics， the virus isolate WSS considered to he identical to CYVV of the 

Potyvlrus group． 

Key W ordsl Clover Yellow Vein Virus Dolichos labl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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