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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9兰49 上海 0 3) u — —c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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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现褪绿条绞花叶症状的小 苍兰 (Freesia hyhrida)上分离得到一种棒状 扁毒 ， 

能感染茄科、藜科、苋科、吉参科和葫芦科的部分植 物。 病毒粒 子长500--575nm，直径 

1Snm。外壳蛋自由一种分子量 1 7500dalton的蛋自 亚基 组成 。纯 『七的病毒制剂具有典型 

的桉蛩 白紫外吸收 ，AZ60／A280为1．39。稀释终点 10_”，致 死温度约为9s℃ ， 在4℃下体 

外保毒期大于6个月。桃蚜不能传毒。病毒与 PVX有血清学关系。实验表明，该病毒属 

于马斡薯 x病毒群 ，不 同于 已报道的感染小苍兰 的其它病毒。本文还 讨论丁小苍兰韫绿 

条纹花叶病毒的控箭和捡测问题。 

关键词：小苍兰褪绿条纹花叶病毒 病毒特性 I鹋 程匡 
小苍兰 (Freesia hybrida)，又名香雪兰， 驾尾 科小苍 兰属 植物，花 色种类丰 

富，颜色鲜艳，我国各地均有栽培， 是重要的 鲜切 花和观赏植物， 因而额受人们 的喜 

爱。但是，病毒的感染造成了花色杂，花朵数量骤减，植物生长不 良，病毒病严重时， 

甚至造成种球 的退化， 以致失 去再利用 的价值，这是限 制小苍兰大规模 生产的因素 

裹 1． 唇 Ij、蔷兰的几种靖●厦部分特征 

TBh】e 1 Vjr⋯ 3 whi ch iDfeet F r ge$iⅡ hybrida aDd s0㈣ f lhe L r 

eb8r t rB 

奉文于19q0年12月 4日啦列，19 91年6月4甘惨凹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86 中 国 翥 毒 学 第7卷 

之一 。f ]。 

自1954年以来，国外在小苍兰上陆续发现了菜豆黄花叶病毒等八种病毒的感染 (表 

1)(S-ll3~国内小苍兰病毒的研究刚刖起步， 目前仅 有关于黄 瓜花叶病毒和一种尚未 

鉴定的线状病毒感染小苍兰的粗略报遭 ”””。本 文 报道了以带病小苍兰上分离得到的 
一 种捧状病毒，并对它进行了全面鉴定。 

材 料 与 方 法 

一  毒 膏 由上海林 业站提供的有 挺 绿条纹和花叶病症的小苍兰 ， 经蚕豆上三次单斑分离， 

得 到纯化的病 毒作为毒源 ，保存在三生 烟上 

= 寄主范■测定lJ l 取接种 t0~20天有系 统花叶症 状的三生烟叶片，加少鼍碑酸缓冲液 

(0．02mol／L．PH7．2)．研碎．职汁液摩擦接种26种植物，在畴虫温室培养 7—2O天后观察发病 

情况。束发病的植株以同法回接桔斑寄主蚕豆，培葬 7～2O天，若蚕直产 生桔斑， 剐上述束发嘉 

植株能被该病毒感染 ．反之则不能被感染 

三 ■毒的分膏纯化 以接种t0~20天 的三生烟叶片为材料 ．采取修改的 FreitB([方法l̈ I， 

用 0．1mcl／L pH7．2的磷 酸 缓冲~瘊 (内含0．1嘶疏基 乙醇 )提取 ，8蛐正丁醇净 化， 6啊橐 乙二醇 

(M．W．6000)厦 3蛐氧化钠沉淀 ． 4℃过夜， 8000r／m 离 心l5分钟收集沉淀 ． 用 0．05tool／L 

pH7．2时磷酸缓冲液洗脱4捷， 离心收集上清液，进一步采用 35000r／m和 8D00r／m进行差 违离 

心，得到纯化的病毒割莉 用分光光度计测定紫外吸收。 

四，电■曩襄 用负染洼观察纯化嘉毒制荆及叶片粗汁液中宿毒颗粒 的形态 ．测量其大小。 

五，■毒啦早奠定性嗣定 以三生烟为测试寄主．崭毒痹染的三生烟的满 汁液用 0．02mol／L 

pH 7
．
2的磷酸缓冲液稀释后接种，按文献lI‘l的方法谫l定。 

六 ，蚜虫传毒试验 将无毒挑蚜 (Myzus per~icee)饥 饿半 小时后，转移到病椿上．饲毒半 

小时后移刊三生爝健苗上．每株 s～lO只，共接10株，传 毒 1小时后杀死蚜虫，将接种后的三生 

烟置于防虫温室观察发宿情况。 

七 ■毒静亮量白重t分子量的蔫定 采用不连续的 SI)S景 丙烯酰胺凝腔电泳 (12．5和的分 

离驶，3．75啦的设缩腔 )法l 1̈ ．考马斯亮蓝染色。 

八、每克t抗体爿鲁曩血清学嗣定 纯化府毒制剂与不完垒佐翩按1：l充分乳化后对 l8克以 

上雄性 BALB／C小鼠进行二次腹腔注射，每捷注射宿毒量3∞～s00 g， 间隔二周，第二次注射后 

一 周用50pl 2．5ms／ml的病毒液进行一次尾静脉注射．同时腹腔内注射 SP 2／0细胞约i0 ～10 6个 ． 

=周后开始收集度水，离心后割备的上清中古大量多克 隆抗体。 用酶党疫敬附实验『lj J检测该病 

毒与马铃薯 X崭毒 (PVX)、马铺薯 Y崭毒 (PVY)的血清学关系 

结 果 

一

、 寄主症状及寄主范围 自然发病及接种后的小苍兰一般二周后出现花叶症状， 

随后叶片上出现褪绿条纹，发病严重时造成叶片的枯萎死亡。对其它25种植物的感染结 

果如表 2所示。该病毒能系统感染茄科植物中的 几种烟草， 而在曼陀罗上产 生局部桔 

斑。豆科和玄参科部分植物感染该病毒后产生桔斑，而葫芦科的金瓜，黄瓜感染该病毒 

后则出现系统花叶症状。病毒对藜科的苋色藜、灰藜的感染一般表现为局部症状，但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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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严重灰藜有时也会继发系统花叶症状 (图 1)。 

表 2． 小苍兰褪绿条纹花叶府毒的寄主范围铡定结果 

Table 2． The host ⋯ g of Fzeelia ehlo rotic stripe mesai~ ilu_ 

供试植物 plaat tested 症状 供试植畅 PI
． t t。。t d 

Symptoms 

定扶 

Symlltems 

鸢尾科 (1ridaceae) 

小苍兰 (Freesia hybrida) SM 

茄 科 (SolR⋯ ae) 

马铃薯 ($olanum ruberosum) 

心叶烟 (N{cofiann gielln050) 

三生烟 (N．tabacum ¨．5n忧s m ) 

善 茄 (Lycopersicom esculeMura) 

克利夫兰蝈 (N．cievdundii) 

曼陀罗 (Da tufa stramonium ) 

矮牵牛 (Pelunla hybrlda) 

藜 科 (chen。Pod -Ⅲ e) 

苋色藜(Cheno~odium amarn ic。I。r) 

灰 藜 (C．gia cⅡt-t) 

墙生藜 (c．t-tⅡr口le) 

石竹科 (c4"D lIce·e) 

须苞石竹 (D Eanlhus barbatu s) 

苋科 (̂ Ⅲ|r·nl hIcêe) 

千日红 (Gomlbhrena globosa) 

LN 

LNCsM) 

o 

0 

0 

豆 科 (Legu in e) 

大豆 (Glycina t-tn ) 

菜豆 (phaseo[us vu Egar~s) 

赤豆 (P．angulari 5) 

霍豆 (Vicla faba) 

豇豆 (Vignd sineH 5) 

青豆 (G．t-tn c ．gree．) 

十字花科 r Crueiferae) 

青菜 (Bras 5ica iHensis) 

葫芦科 (Cueurbitaeeae) 

盒瓜(Cucubi~a'
_

moschoia cv 

丝瓜 (Luffa cyilndrica) 

黄瓜 (Cucumls sati~ s) 

西瓜 (Citruilu s lanatus) 

每瓜 (B~nincasa hispida) 

玄参科 (scr0phuI·riBⅢ 。) 

金鱼草 (Antirrhiuh me~us) 

0 

0 

0 

LN 

LN 

0 

o 

Jingua) SM 

o 

S 

o 

0 

注t SMt系统花叶症状； 

LN，局部枯斑症状； 

LN(SM)：一般为局部枯斑症状，点寨严重时，有时会继发系统花叶症状。 

二、病毒粒子形态 电镜下粗汁液中的病毒粒子有一定弯曲度。纯化液中则为直棒 

状(图2)。对病毒粒子长度的统计结果表明，60 以上病毒粒子的长度在 500~575nm 

之间，以550nm长的粒子最多，病毒粒子直径为13nm，有些粒子可见空心结构。 

三、病毒的紫外吸收特性 纯化 病毒的紫 外吸收 曲线如图 3所示，最大吸收值在 

26Onto，最小吸收值在245nm，A260／A280=1．39， 呈典型的病毒紫外吸收曲线。 

四、病毒粒子的稳定性 病毒 的稀释终点为10一， 致死温度约为95℃，4℃下体外 

保毒期大于 6个月。数据表明，该病毒的稳定性较强。 

o 蛐 蛳 0 蛐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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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FCSHV感染后却舟寄主叶部症状 

t． 小苍兰； b． 三生舾 ； c． 金鱼草 ； 

d． 灰藜； e． 苋色藜； f． 盒瓜 ； 

E． 黄瓜； h． 曼陀罗； i． 蚕豆 ． 

F 1． Symp roⅢs 0Ⅱ t]xe I eⅡ’es of ⋯ e ]xo~t⋯ L re cted by FCSMV 

a
．  FrP 5ia hybridd； b． N ic0fia”d tabacum c dl,yls“m ； 

c
． Antirrhium me]us；d．Chenopodium g roucum； 

e
．
G．amaranticoior； f．C ucubita m o schola cv JDtguo： 

g．Cucumis s口ti'vus i h．Datu d s crdmoni“ 】； 

i
． Vi d faba． 

图 2． 病毒i立于形态，标尺长500am 

Fig P． VirDB p rtlel e5．Bat rep eseⅡ 50 0Ⅱ 

五 、蚜虫传毒 由桃蚜接种的1O株三生烟均无感染症状出现，该病毒不能经祧蚜传 

毒。 

六、病毒外壳蛋白亚基的分子量 SDS一聚丙烯酰胺凝胶电 泳的结果 呈现一条带， 

分子量 17500dalton(图 4)。 

七 、血清学关系 用 BALB／C小 鼠制备 的多克隆抗体 ELISA效价为1 t 10‘。该抗 

体 与PVX、PVY的反应结果表明，该病毒与 PVX有血 清学关系， 而与 PVY无血清学 

关系 (表 3)。 

表 3． 小苍兰褪绿条纹花叶病毒与PVX及PVY的血清学关系 
T臣b1e 3

．

T／ae Berol。gict1 rel atj0n ；P ／a*t⋯ n FCSM ， PVX _nd PV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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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 3． 蚰化病毒的繁外贬收曲线 

F 3
．  

uV—abea rption Ⅲ Te of the 

pu rill~d r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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囤 4． 病毒外壳蛋白电浓固者 

Fig 4． SDS—PAGE of the coat p T ot ei~ of 

FCSM V 

讨 论 

从上海林业站提供的小苍兰病株上分离得到的棒状病毒 回接 小苍兰后， 小苍兰产 

生 褪绿 条纹和 花叶症状， 严重时 导致叶片枯萎死亡。病 毒还能感染茄科、 藜科、豆 

科、玄参科和葫芦科的部分植物，导 致这些植物产 生局部或系统症状。 经电镜观察统 

计，6O％以上病毒粒子长5OO～575nm，并以550nm的粒子为 最多，与马 铃薯 X病毒群 

粒子大小相同 ””。该病毒稳定性高；稀释终点 10一I致死温度约为95℃；在 4℃下体外 

保毒 期达 6个月以上。该病毒也不能经祧蚜传播，这些特征与马铃薯 x病毒群的典型特 

征相似。血清学试验表明，该病毒与马铃薯X病毒有血清学关 系，而与马铃薯 Y病毒无 

血清学关系。病毒外壳蛋白由一种亚基构成，分子量17500dalton，与烟草花叶病毒的外 

壳蛋白亚基相似。但它们的粒子长 度、直径，对心叶烟的感染情况都相差甚远。上述证 

据表明，感染小苍兰的这种病毒属于马铃薯X病毒群，但 由于该病毒又具有不同于 已报 

道的马锋薯x病毒群中其它成员的特征，如目前尚未圯马铃 薯x病毒群成员感 染小苍兰 

或从小苍兰上分离到马铃薯X病毒群中病毒的详细报道， 因此该病毒可 能是马铃薯X病 

毒群中的一个新成员，现定名小苍兰褪绿条 纹花叶 病毒 (Freesia chlorotic stripe 

mosaic virus，FCSMV)。 在 感染 小苍兰的几种病毒 中 (表 1)， CMV、 BBWV和 

ToBRV为球状病毒}GLV为弹状病毒}其它四种线状病毒的长度，蚜虫和汁液传毒情 

况都明显不同于大小为 500~575nm×13rim，蚜虫不传毒而汁液传毒的 FCSMV。 目前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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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尚未见关于FCSMV的报道。至于该病毒在上海地区栽培小苍兰上的分布情况以及 

对小苍兰影响的严重程度都有待进一步查明。 

如何控制小苍兰褪绿条纹花叶病毒在栽培小苍兰上的传播，是生产实际中引人关注 

的问题。该病毒虽然不能通过桃蚜传播，但因其毒力较强，少量病毒就可以引起较严重 

的症状，并且该病毒的稳定性强，可以通过汁液传播，因此，人为的接触，植株间的相 

互摩擦，可使病毒由病株传播到健株上。因为在国内一般选用小苍兰的种球进行繁殖， 

所以病毒可能通过种球在小苍兰的上代与下代之间传播。因此，严格选用无毒种球或通 

过组织培养等方法培育无毒苗是控制病毒传播的重要手段。及时清除带病植株和杂草， 

尽可能提供较宽敞的栽种空间以避免植株间的摩擦，对各种操作工具进行严格的消毒， 

将可以有效地控制小苍兰褪绿条纹花叶病毒 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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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lation and Class cation of Freesia 

Chlorotic Stripe Mosaic Virus 

Chen W ei—li Zhao Xin—yang Yu Shan—qinn 

f M 】crobiology DepaTIm nt of Fudan U“i rsity，Sjta ghni 2OO ’3) 

A rod Ib P d Vi rns isolated from Freesid hybrida h~win；i mosaic and 

chlerotic strires on the h 。ve5 could infect SO~IC 8pecies of Solanceae． 

Cben。p。di8ce ， Leguminose， Scr。phuI。riaceae and Cucurb；tccer e
．

The virus 

with the norn~￡1 1en th of 500-- 575nm and the difm eter of 13rim had a 

single type of coat protein subuait with the m olecul*r weight of 17500 dal— 

t0Ⅱ． The purified preparation of the virus had a typical UV —absorption of 

nucleoprotein．A26~／A280 was 1．39．Its dilution end—point was 10-79 thermal 
inactive point ahout 95℃ and longevity in vitro under 4℃ above 6 months

． 

The virus could not transmitted hy M yzus persicae．The virus was se rologi— 

eally related to PXV， different from other v；ruEes infecting Freesia hybri~a 

which had been reported． It was regarded as a mereber of Potexvirus
．
The 

virus was na~ned Free sia ehlorotie stripe mosaic virus．The control and detee— 

tion of the virus were also diee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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