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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1990~1991年在 榨菜。病毒桶发生的始期和盛期， 从四川九个县(市 )近郊、 远 

郊采集样 品 492份， 用 TuMV、CMV、TMV、PVX、PVY和 CaMV六种抗血清，经酶联 

免疫吸附间接法进行检铡，属于 TuMV和 TuMV与其它五种病毒之一或之=复台感染 的 

有 422份 ， 占总样 品数的 8s．77帕，其中由 TuMV单一感染 曲 305份 ，占6i．99睁。此外， 

还有 PVX、PVY，C=MV单一感染病样27份．占s．49嘶，而情况不朗的43份．占8．74嘶， 

总检 出率91．26嘶。 检测结果表 明，发病始期或盛期 ，近郊戢远郊均以 TuMV和 TuMV与 

C,~IV复台惑染 病毒为主，是四】II。榨菜 生产上主要的病毒种类。 

关_调 ：
，丝 蕾譬晴 酶联检测E 工5 ／ 

四川 “榨菜”以鲜、香、嫩、脆特色弛名中外，原料作物茎瘤芥 (Brassica J n— 

cea Cosson var
． tumida Tsen et Lee)病毒病历年是产医的主要病害，直接影响产量和 

品质。 “榨菜”病毒病，在五十至六十年代 ，学者余永年 田筱君，王廷泉曾作过生物学 

测定“”)。在此基础上，为了全面，快速鉴定当前产区大面积病毒病的 种类及其分布， 

以利抗病品种选育和综合防治工作， 作者分期、 分 片广 泛采集样 品， 以六种 抗血清 

(TuMV、CMV、TMV、PVX、PVY、CaMV)， 用近年广泛使用的灵敏度高的酶联免 

疫吸附 (ELISA)血清学技术进行检测， 首次 明确 了四川茎瘤芥产区病毒病种类，以 

TuMV和 TuMV与 CMV复合感染为主。 

材 料 和 方 法 

1． 材料来黑 

所有桂制样品在茎瘤芥发 病始期、盛期 ．分近郊、远郊，分别采 自主医的涪陵、丰都、 垫江 

副区的长寿、江北、 巴县、台川、宜宾、内江九 县(市 )的49十乡、镇 ， 代表面积=十万亩菜 田 

共计府样 492份，同期同日采集健样 li4份，均保存子一2O℃低温冰箱内各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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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血清 TuMV CMV、TMV、PVX、PVY来 自农业 部植物检疫实验所， CaMV抗血清来 自中 

国农科院蔬菜花卉所病毒 室；冻干辣根过氧化物酶标记羊抗兔 IgG结合物 为北京生物 翘品研 究 所 

产 品j聚苯乙烯 量多孔板赡 自上海市塑料三厂， 用前在氢氧化钠，乙醇溶液内浸泡 48／b~ct I 

2． 捡潮方法 

采 用酶联免疫吸附间接法。 1份 样 品加 10倍 0．1mol／L pH9．5的碳 酸盐 缓 冲液 ， 研磨 看 汁 

液双层纱布 过滤，每孔加 200 于反应板 内． 并移 ^ 4℃冰箱 内过夜。洗涤 液为 0．02tool／L pH 

7．2的PBS-Tween20；抗 血清用洗 涤液稀释成 1024倍 ，每孔加．,x,2001xl， 在室温 (20℃～25℃ )下 

孵育两 小时后洗涤} 辣根过氧化酶标记 羊抗兔 IgG结台牦 用 O．02mol／L pH7．4的 PBS稀释 1000 

倍。每孔 加入 200gl在室温下孵育3小 时后洗涤 ；邻苯=跤为底物 溶液，2mol／L的硫酸终止反应；设 

相应的标准病毒汁液为阳性对照，标准健株汁液为阴性对照，并设空白对照，各处理均重复两次。 

结果 判断先 用内眼现察颜色反应，然后移^放有 492nm波长滤光片 的酶联免 疫 检 刮 仪 (DG 

3022型 )上测出各孔的光密度值 (O·D)值l ‘1。 

结 果 

1． 茎密芥病毒病病毒种类。从九个县(市 )分期、分片采集的492份病样捡测结 

果看，TuMV和 TuMV与其它五种病毒之一或之二复台感染为主导种类，占总病样数的 

毫 1． 蔓囊芥病毒种粪血iI幢潮站果 

Tabl e 1． Kind(s)of vlr~s detected b7 ELISA t~st from i⋯ ·diseased Bras slca 

iH“c 4 ⋯ ．t“卅i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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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77 ，少量其它病毒，也多以复合感染存在，如表 1。 

2． 不同发病时期茎瘤芥病毒种类。发病始 期七个 县 (市 )采 集的 198份病样， 

TuMV单一感染的 114份占 57．58 ，TuMV与其它五种病毒之一或之二复合感染样48 

份占 2 4．24 ，其它病毒 16份占 8．01％J发病盛期九个县 (市 )采集的284份病 样， 

TuMV单一感染的191份占64．97 ，TuMV与其它五种病毒之一或之二复合感染样69份 

占z3．47 ，其它病毒11份占3．74 。证明无论发病始期或盛期 TuMV和TuM'V复合病 

样都是茎瘤芥病毒病的主导种类，同时看出发病始期病毒种类较盛期复杂，如表2。 

囊 2． 不同擞囊时期卉样拉蔫培暴 

Table 2． Kia~(s)0f vi ru s detected by ELISA test from a~~ellloas collected ia 

different periad s of dl seale incidence 

发 寤 时 期 
pe riod 0f di B0B一 

始 期 

initi4I peTi0d 

盛 期 

prevalenl 

period 

样 品 数 d( 。r毒； d类et ecg’e ) 
一 一 — —  特 定 

宝 Ye是 羔一感染 ” ““ 
of TuMV+ CM V， t ’ PVXt PVY， C V 

24．24 

23．47 

i0．17 

7．82 

3． 复合感染以 TaMV与 CM'V复合为主。总样品中除 TuMV单一感染病样所占比 

例最高外，复合感染病样数量多、比例大，占总病样数的2 3．47 。其中， 又以 TuMV 

与CMV复台感染为主，在发病始期的48份复台感染样品中，TuMV与CMV复合样有37 

份 占7O．83 J发病盛期的69份中，TuMV与 CMV复合样有46份占66．66争；。可见CMV 

不仅与 TuMV共同感染为害，更重要的是 CMV在茎瘤芥生产上也是一个重要的病毒种 

类，如表 3。 

囊 5 与 TaMV复台感染的 cMV拉涮结果 

Table 3． CMV i percentage of TuMV—campa s；te—iafeetion acee s sioa s 

4． 近郊、远郊茎瘤芥病毒种类比较。县城附近蔬菜区茎瘤芥的插花种植区为近郊 

菜 区，远离城镇粮食产区茎瘤芥的种植区为远郊菜区，一般近郊菜区病情重。在发病始 

期和盛 胡分别从近郊、远郊采样，检测结果表明，不同生态区茎瘤芥病毒病，无论发病 

始飙或盛期， 均仍以TuMV和TuMV与其它五种病毒之一或之二复合感染为主， 占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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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数的 73．38％～92．52％，而近、远郊病样 比较，除近郊 TuMV单一感染病样 比例 

稍高以外，其它差异不大，如表 4。 

毫 4 近，近郊茎■芥囊●种类檀涓t宣果 

蚕 罄 。 ；。 喜 ⋯ 
H mp]i~g in~ideaee T

u M V 

⋯ ( 。 篁aE ⋯ 。) 

蓑基台io感no 1 染 c mnO■te 1di 0et 
0f Tu V+CMV。 eIc． 

”  VY ,Ca

。

MV ~lt--
o 1 t1 oI．

感染 
m nI㈨ n 

PVX- PVY 0r C4 V 

始 期 

近 郊 ；nltial pe riod 64．516 

m  r_。uburb 盛 

prevaIent Pe iod 69．540 

远 郊 

f■一 ubu r b 

25．881 2．150 

2．298 

始 取 

initî I pe ri0d 51 428 

盛 期 

p⋯ ㈣I t PPr LDd 58．333 

3．335 

5． 主、副区茎瘤芥病毒种类比较。主区为面积大而集中的主产区，副区茎瘤芥面 

积小。两地病样病毒种类比较， 仍均以TuMV和 TuMV与其它五种病毒之一或之二 复 

台感染为主占84．1 至86．9 ，但主区病毒种类较副区复杂，如表 5 。 

囊 5 主．瑚区茎■芥■●种娄檀涓培暴 

lumida collected b it5 mtj一 。r·mia0 growing⋯ 。 

讨 论 

1． 四川茎瘤芥病毒种类虽较复杂，但经六种抗血清用酶联免疫吸附间 接 法 检 测 

证实，九县 (市 )全部病样无论主区、副区，近郊或远郊，在发病始期或发病盛期，均 

以TuMV和TuMV与其它五种病毒之一或之二复合感染为主，是主要的病毒种类，占检 

测样品数的85．77 。复合感染样品177份，占总样品数的2 3．78 ，其中，TuMV与 CMV 

复合感染样占68．38％，可见总样品数中有16 以上含 CMV。作者认为：TuMV是茎瘤 

芥最突出的病毒病种类，而CMV也是值得重视的另一种病毒病。因此， 筛 选 抗 源材 

眦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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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选育抗病品种和病害综合防治方案的制订，都应以TuMV为重点 对 象 ， 并兼 顾 

CMV。 

2． ELISA是多年来广泛使用的一种灵敏度较高的血清学技术，它是把抗原、抗体 

的免疫学反应和酶的高效催化反应有机结台起来以检测抗原和抗体的一种方法 “ ， 常 

用捡测方法为双抗体夹心法，本试验采用间接法，直接利用商品酶标抗体 ，省略了抗体标 

记这一繁杂程序，并且样品无需提纯，直接加入反应板孔内，方法简便。与生物学寄主谱 

鉴定相比，快速、简便、灵敏度高，试验结果与1987年~1989年综合鉴定结果是基本相 

似，检出率高，捡出的复合感染样品较多。 与全国蔬菜抗病毒育种攻关组交流的关于十 

字花科蔬菜病毒种群研究结果基本一致o 

3． 在总样品申还捡出少量 TMV、PVX、PVY、CeMV病毒样品， 数量 虽少，但 

也反映了茎瘤芥病毒种类的复杂性。另外，对同田同期采集的1l4份 目测健样，检 出 阳 

性样品13份，占11．4 ，健样病毒种类组成无规律性，但可以佐证田间无症带毒株具有 

一 定数量，值得重视。 

4． 492份总病样中，未测出结果的待定样 43份，占8．74％，其中，可能存在六种 

抗血清以外的病毒种类。也可能是采样时标准放宽而采到的少量非病毒样品，有待进一 

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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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ds of Virus Causing Viral Disease OI1 Sichuan Zha-Cai 

(Brassica jUflcea var．tumida)as Detected by 

ELlSA Method 

Li Xin-yu Cai Yue-song ‘ W ang Bin’ Yu Jia—lan* ‘ 

In 1990-- 1991， from the fie]da  in near- and—far suhurh of nine counties 

or municipalities in Sichuan province，492 acoeSslons of Brassica J "e口 

plant showing viral disease symptom were collected both in the initial and 

the prevalent period of the disease and were subjected to indirect ELISA tests 

with 6 kinds of anti8erum— — TuMT， CM V， TM V， PVX， PVY
，
CaM v_一  

in an attem pt to find their causal agent
．

422 specim ens， accounting for 

85．77 ， of t total， showed reaction with TuMV antiserum or with antise— 

fum of one or two of the rest fine viruses in addition to that of TuMV
． 305 

(61．99 of the tota1)of these 422 specimens could he comfirmed as TuMV 

m ono-infected
．
Furthermore， of the rest specimens，27(5．49 of the tota1) 

were confirmed to be mouo—infected by PVX，or PVY，or CaMV，while 43(8
．74％ 

of the tota1)were unclarified yet by the pre sent test．Thus，91．26％ of these 

492 specimens were identified for their causal viral agent
．
The resu]ts suggest 

that TuMV or TuMV +CMV tomFlex are the predominant causal viruses infe— 

cting Brassiea Ⅱncea both in the initial and the prevalent periods of the 

disease in either near‘or fsr suburban fields． According to the present results 

of ELISA te8t．they are the major viruses imposing heavy damage On Sich一 

1inn Zha-Cai in its growing areas． 

Key words I Brassica J cBa Viral disease Enzyme—linked ． 

im m unosorhent ass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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