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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V不同毒株在大豆植株内的病毒浓度比较 

魏培文 吕文清 

(东北农学院植保系，哈尔滨，150D3D) 

提 要 

用sMV不同毒株接种大豆后，定期检测植株体内的病毒浓度。结皋各毒株接种48小 

时后即在部分 植 株顶芽 内测出病毒，接种后20—2s天植株内病毒含量最高。 

关麓词：大 豆花叶病 毒 酶联法 病毒敢度 

我国南北大豆主栽区生产用品种中， 大多数能被 SMV I号株系群的毒株所使染， 

但各品种以不同株系群的毒株接种后，表现的症状轻重程度相差较大，发病到生育后期 

许多品种能逐渐恢复，症状变轻，但也有一些品种从苗期发病到植株成熟前病症都重， 

这种情况与病株体内病毒含量的变化是否有关ij!靠不清楚。我们用不同毒株接种不同品种 

的植株后，检测植株体内病毒含量的变化。现将试验结果报道如下t 

材 料 与 方 法 

一

、 毒蒜与大豆品种 皋试验所用 $MV毒株为 119、245，86-9(属 sMV I号 株系群 )，87 

一 02(属 $MVⅡ号株系群 )，i73，87--44(屠 SMV I号椿系群 )I j：豆品 种 为 台 丰 23、黑农 

33o 

二、接伸48夏 72小时礓尊内囊毒的墨膏 7月 Is日在防虫网宣内将上述大豆晶种盆量，单叶 

期接种。每一毒株．每一品种各为5盆 (约 3O株 )，接种后 48小时及72小时取样，每处理取 3株 

嘲抽 出的顶芽 (、约 0．O2毫克 )。每个顶芽分别研磨供障联测定t l1月 24日在 温室又 重复 一次， 

24小对后检测黑农33上的 4个毒株和台丰23上的 173毒株，每处理 6十芽-样晶均用碳蕞缓冲液稀 

释8O倍，用辣根过氧化物酶标记羊抗兔l吕c结台物，DG3022酶联捡涮仪晨jOD值。合丰23无宿株的 

标样为负对照，接种87-44发病株为正对照 。 

三、太互擅攘内豫度比较 同上法分别将各毒椿接种后lO．15、2O、嬲、30、 35、 4O． 5O、 

6O天的样品用酶联法剽病举敢度。采样时注意选各生育期及生长情况一致、 症状明显的植株3株， 

每株用打孔器在叶片上取相同面积的园片 (每园片面积为19．6毫米 )接种lO天的在第 l一 2复叶 

取样，l5，20天在第 1．昌、3复叶取样，25—4O天在同株同部位的复叶取样，接种50—6O天在 

第l、2、3、4复叶取样，每十处理3椿，所采得脚园片谓音研高待铡。丁E负对照嗣上。 

本文于l99睥 5月24日收到-1991年元月 日修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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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果 

第8老 

一

、 接种初期顶芽内病毒浓度很接近 (根据 OD值 )，接种 48小时无论哪个毒株在 

遗两个品种上都有一部分侵染顶芽，72小时全部植株顶芽内已含病毒，毒株中以87—02 

运转到顶芽的速度最快 (表 1)。 

衰 1． 单叶蕞种 IB、T2小时植 疆尊蕾■ 

Table 1 Results of detection ef Ihe bude at 48． ?2~rs afte r ino~ulstioe 

● 捌宣ODt为负对照帕三倍以上为正反应； ——来进开爵验 

OD valae of positive retctlen w-_ *boTe Didn l reeled 

th ree times of negatiTe cont rol 

●● 此结果可能有误．目4B小对巳有l／ 芽铡出病毒 

二、6个毒株在两个大豆品种上整个生育期植株内病毒含量变 化 总 的趋势是一致 

的·高峰期大致在耱种后20—25天，接着病毒含量就下降，30—4O天中间有个低谷，以 

图 1 不同毒株在黑农 33的赦度变化 

F l·1 V ’ '’ 。 。f ffere~t i_a le·ia le*Tet。f H‘{N。 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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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 2 不同毒株在合丰23的浓度变化 

后又形成第二个峰，但比第一高峰的浓度要低得多，接种60天时植株已经结荚，植株内 

病毒含量又降低 (见图 1、图 2)。 

讨 论 

植物病毒的浓度受毒株、寄主及环境的影响·有的病毒如 CMV在植株体内达 高峰 

后很快下降，有的如 BSM7(大麦条纹花叶病毒 )则在蓑种两周后一直 维 持 高浓度． 

大豆花叶病毒则属前者。本试验用 6个毒株在两个大豆品种上接种后．整个生育期内浓 

度有明显变化，6个毒株的变化规律比较一致，可出现2— 3个峰，浓度最高是在接种 

后25天前后，第二个蜂都在50天前后，而且备毒株间病毒含量差异较明显，此时的病毒 

含量是否与病株恢复情况有直接联系需要进一步以试验证明。 - 

繁殖提纯病毒时，采收病叶的时间很重要，大豆花叶病毒这 6个毒株接种后，叶片 

内病毒浓度最高和最低可相差 6—10倍，本试验证明在适宜条件下，接种后25天左右为 

最佳采收时期，而且此时各毒株的浓度相差甚微，而到50天的第二高峰各毒株的浓度差 

异就明显了。 

不同毒株在同一大豆品种内的浓度有一定差异，只有在高峰期6个毒株浓 度 相 接 

近。整个生育期都是 87—02浓度最高，245最低。同属 1号株系群的 119、245、86-9浓 

度则差异很大，实际上这个株系群是SMV最大的群体，包含了许多差异较为明显 的毒 

株，作者认为有进一步划分株系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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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irus Concentration of SMV isolates in 

Soybean Cultivars 

W ei Pel—wen Lu W en—qing 

(Department。f Plaat Protection．Northeasl Agricultural College，Harbia．150030) 

The virus concentration of 6 isolates was detooted by ELISA after 2 ． 

10， 15, 20, 25， 30， 35， 40， 50， 60 days of inoculation． The highest virus · 

concentration appeared 20— 25 days after inoculat／on
．
The virus could be de— 

tected in the top buds of all the tested SM V isolates 48hrs after inocu]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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