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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5 ‘． ．1 

根据 。基 因对基因’理 论和 日本 小室 与都凡按寄主 的科 属关系 及被害症 状 捌分株系 

的方 法 研究 了辣椒 EMV 的 基 因 型株系。和 。袭满型株系 。从 373个 甜、辣椒品种 

(系)中，筛选出一套抗性不同的差别品 种，编号为： LS-8501(Ha)、 LS一8502(R)、 

LS一8503(T) Ls一8S04(S)、 LS一8505(HS)o 用这套 差别品种赦 基因型 株系鉴别寄 

主，将s9个CMY分 离地划 分为 s个株系， 命名为： EMV-P0， EMV-Pl CMV-P2 

EMV—P3，CMY—P4 又从 7科39种不同科屑寄主植物 中，筛选 出一套 致浦型’株系 的 

鉴别寄主谱7种 用这套鉴别寄主将 s9个CMV分离物划分为5个株系群． 审十字花科株 

系群，黎科株系群，茄科、葫芦科株系群，豆科椿累群 ，普通黄色花叶株系群。文中比较 

了两种方法捌分的株 系致病性与辣椒痛症表现型之间的关系，以及各株系的 分布。还讨 

论 了 ‘基 因型 婆 别寄主谱及 。基 因型 株系越分方法晦学术价值和实用性， 比较 了 S 

个 株系与国 内外已分化的 cMV株系 的异同点 

关麓词：辣椒 病毒瘸 株垂 鉴别寄主 

自Doolltte(1921)发现 CMV侵染辣椒以来，国际上至今已报道有38种病毒侵染 

辣椒。我国辣椒上已发现 CMV、 TMV、PVY、 PVX、 TEY、BBWV，AMV等 7种病 

毒，其中以 CMV分布最广，危害最大。它使辣椒产生花叶，蕨叶、环斑坏死、黄色斑 

驳及条斑坏死等症状。早期发病造成秃顶 、矮他并严重减产。 

有关 CMV株系划分国内外均 有研究报告，如 日本小室、都凡敬一等 (1972)用l0 

个鉴别寄主，把 日本烟草 上 的 CMV划分为 5个株系群。Paut等 (1985)将 香蕉 上的 

CMV划分为 3个株系。我国丁辛顺等 (1 986)把上海地区番茄上的CMV划分为 3个株 

系。但前人的这些划分方法，都是以 CMV对不同科、屠寄主植物的致病型差异而划分 

的 “致病型”株系，不能反映病毒的致病基因与作物的抗病基因之间的对应本质关系， 

因而不适于抗病育种的需要。为了划分出既能反映病毒的致病性，又同时反映出品种抗 

病性关系的新株系，我们在沿用不 同科属植物做 鉴别寄主 划分辣椒 CMV致病型 株系 

的基础上，又根据 “基因对基因 理论， 从373份辣、甜椒品种中，筛选出起源、生物 

学性状和对 CMV抵抗性有显著差别的 5个辣 椒品种 (系 )组成 CMV “基因型”株系 

分化的鉴别寄主谱，并用这套鉴别寄主谱，对吉 林省的59个辣椒 CMV分离物，进行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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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系划分。 

材 料 与 方 法 

第T春 

'． {I剐寄主： 

(1)致病型株系，参筛曲鉴别寄主共 7科21种39个品种 (表卜1)。 

(2)基因型株系，参筛的鉴别寄主共373份辣、甜椒品种 (系 )，经人工接种，按抗性及生物 

学 性状差 异 划分为 5十 类型． 再从各类型中选出具有代表性的试材46份 ， 作为决选试材，连年 

进行精选 (表 1-2) 

2． 毒薄：1979一l987年，先后在吉林省 长春、 吉林、四平、白城、辽谓【等 9个市、县采集 

辣，甜椒病毒病标样385个 用生物学、 血谤学，电镜学方法，检出CMV毒株212个， 按其在致病 

型株系鉴别奇主上的表现型进行初步归类， 再从备 类型中选出典型性强的代表分离物59／卜，作为 ． 

cMV椿系分化的毒源试材 (表 I)。 

裹 1 ●试曲奠鼍cMV分鼻■代号殛镰冀 
TibIe 1 Codes -hd ntmbern of CMV i-D|steB D peF口e 

unvd in the ezperlBeRt 

5． 方涪步■：试验在防虫羽室中进行，白夭 温度23—25℃， 瘦阀14--16~C，培育寄主的基 

质 (营养 土 )及花盆等均 经高 温死菌消毒。寄主种 子播 前用 10 N4；p0‘浸 种消毒20分钟，洗净后 

播 种，幼 苗在20—30℃的荫 虫室内培 育。辣椒 、番茄 、茄子、甜菜均 2— 3叶期接种；蚕豆 3— 4叶 

期接种 l黄瓜 子叶期接种 ；白菜 l一 皂叶期接种。每 种婆 郢l寄主 均接 种 5— 6株 (筛选基 因型株系 

鉴别寄主时 每种辣椒差别品种也接种 5—6株 )，每 株接种 皂一 3片叶， 设 5株空白对照 ‘不 

接 种 )，重复 3次 接种 3— 5天 后调查局 部症状，20—2s天 时调查系统症状 及病级。 

病情分级标准：0缓：无任何症状。 l级：心叶 明脉或 接种叶急性小枯斑o 3级；系统花叶 

或茎上 产生坏死斑 5缓：系统重花叶、畸形或茎 上产生 坏 死条斑 。 7级：多数 叶片畸形 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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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植株矮 亿或茎、棱和叶脉系 统 坏 死。 9级： 植株 严重矮化，停止生 长或严重系统坏 死，至垒 

株死亡。 

寄主抗病佳类型的捌分标准：I(免疫 )：无症， 抗血清 检测阴性 或接种指示植物 无症状 

HR(高抗 )： 0<崭情指数≤5，或仅 接种叶有少量小枯斑 R(抗病 )：5<病情指数 ≤15， 

或接种叶上产生局部枯斑。T(耐病 )：15<府情指数430或轻花叶。S(感病 )：30<病情 指数 

≤4O或系统花叶 Hs(高感 )：病情指数>加 或重花叶、蕨叶 系统环死 

结 果 

一

、 新鉴别寄主筛选结果 

(一 )不同科属植物的 “致病型”株系鉴别寄主筛选结果如表1一l。 

表1-1看出，共选出5科、 7种 “致病型”株系鉴别寄主， 其中茄科 3种 (苏州牛 

角茄，心叶烟、GCR一26番茄 )，豆科 1种 (慈溪大白蚕豆 )， 十字花科 1种 (胶州白 

菜 )，葫芦科 1种 (二青黄瓜)，藜科 1种 (超原8—8甜菜 )。经进～步应用试验，最后 

决选出 5种 (慈溪大白蚕豆、胶州白菜、二青黄瓜、超原8—8甜菜，GCR一26番茄 )。它 

们对不同 CMV分离物的反应型如表2—1。 

(二 )不同辣椒品种的 “基因型”株系鉴别寄主筛选结果如表1-2。 

表卜2看出，经 5年连续淘汰选择，最后选出5个抗性、生物学性状均有明显差异 

的辣、甜椒品种。LS一8501抗洼最强，CMV的中弱毒株均不能侵染，只有 CMV强毒株 

能侵染，且表现症状很轻，病情指 数不超过 5．00。因此， 推测 LS一8501含有不完全性 

抗 CMV基因 (代号为CR)。LS-8502和 LS-8505对CMV表现中抗，CMV弱毒株不能 

侵染，对中毒株表现耐病 (LS一8503有时表现感病 )。因此，推测LS一8502和 Ls一8503 

含有耐病基 因 (代号为 C r和Ct)。LS一8504和 LS-8505不抗CMV，Ls一8504只对CMV 

弱毒株有一定耐病洼。因此推测LS一8504和LS一8505不合抗 CMV基因。 

二、新鉴别寄主在株系划分上的应用效果 

(一 )致病型株系划分结果如表2-1。 

参照都凡和小室用不同科植物做鉴别寄主划分CMV株系的方法， 用上述筛选确定 

的慈溪大白蚕豆，GCR一26番茄、广东二青黄 瓜，8-8超原甜菜， 胶州白菜组成的鉴别 

寄主谱，分离出以下5个致病型不同的株系群。 

1． 普通黄色株系群。局部 侵染蚕豆 (枯斑直径 1—3mm)与 甜菜 (黄斑直径 3— 

5ram)。番茄、黄瓜、白菜均不被侵染。 

2． 豆科坏死株系群，蚕豆接种 叶产生大型同心褐 斑 (直径5—6mm)，15天左右 

产生叶脉环死或茎坏死，甜菜 接种叶产 生大黄斑 (直径6—7mm)。番茄呈系统花叶至 

线状叶，二青黄瓜产生斑驳花叶，白菜不被侵染。 

3． 茄科、葫芦科重花叶株系群t局部侵染蚕 豆 (拮斑直径2～3mm)与 甜菜(黄 

斑直径4--Smm)，番茄呈线状叶，二青黄瓜呈畸形花叶，白菜不被侵染。 

4． 藜科斑驳株系群l甜菜接种叶 上产生 黄斑 (直径为4—6mm)，20天后呈系统 

花叶。番茄呈系统花叶，黄瓜产生斑驳花叶，蚕豆局部侵染 (褐斑直径为1mm左右 )。 

白菜产生轻微花叶或不侵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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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十字花科斑驳株系群·系统侵染白菜和黄瓜。白菜呈明显花叶，黄瓜呈斑驳花 

叶。局部侵染蚕豆 (枯斑直径为1ram)和甜菜，不侵染番茄。 

(二 ) “基因型”株系划分结果如表2—2。 

用以上筛出的5个抗 性差 异显著的辣椒品种做鉴别寄主，根据 CMV对其抗感程度 

的不同，把59个 CMV分离 物分为 CMV-P0，CMV-P1，CMV-P2，CMV—P3，CMV—P4 

5个 “基因型 株系。 

1． CMV—P0株系I不能侵染中抗 以上的 LS一8501，LS一8502，LS-8503~个类型辣 

椒，只能侵染感病的 LS-8504和 LS-8505二个大椒品种。 

2． CMV—P1株系t不 能侵染抗病品种 LS一8501，能侵染中抗和感病品种，其 中中 

抗品种 LS一8502和LS一8503表现耐病I LS一8504和 LS一8505表现高度感病。 

3． CMV—P2株系。不能侵染抗病品种 LS一8501， 但中抗 和感病品种 均被 系统侵 

染，表现为高度感病型。 

4． CMV-P3株系t 5个鉴别寄主均被侵染，但抗病品种 LS一8501表现为耐病型， 

中抗和感病品种 LS-8502，LS一8503，LS一8504，LS一8505均表现惑病型。 

5． CMV—P4株系t 5个鉴别寄主品种均被系统侵染并表现高度感病型。 

讨 论 

1． 本研究采用两种划分 CMV株系方法，均划分出5个 CMV株系。通过生物学比 

较，我们划分的 “基因型”株系与 日本小室划分的 “致病型”株系的性状，有一定相似 

性，但也有不 同之处 (见表 3)。 

2． 前人划分的致病型株系，对制订栽培防病措施和病毒分类有实用意义，但不适 

应抗病育种需要。不过，要准确她按 “基因对基因”理论研究CMV基因株系，目前还没 

有像研究番茄上烟草花叶病毒 (TMV)株系那样， 有一套国际通用的 GCR番茄品系鉴 

别寄主谱。本研究用人工接种筛选方法，从大量的辣椒品种 (系 )中，选出抗性、生物 

学性状乃至起源均有明显差别的品种，虽然尚未进行准确的基因定性、定位分析，但可 

以推测，这些品种间的差异是受不 同基因控制的。利用这套有差异的品种组成鉴别寄主 

谱，反复应用证明，它们对不同 CMV分离物有较 强的分辨能力，基本上可反映出病原 

病毒与品种抗性 间的 基因对基因 关系。我们认为， 就我国目 前的科技 水平，这种 

CMV株系划分对抗病育种有较大的实用性。当然，在应用中有必要对这套新鉴别寄主的 

“基因”定性、定位进行深入研究。 

3． 5个株系的致病力差异较大 (表4)，分布也不均衡(表 5)，从危害程度及捡 

出率上分析，CMV—P2、CMV—P3分布广、危害大，是辣椒 CMV的两个最主要 株 系I 

CMV—P4致病性虽强，但目前分布较少，也很少引起坏死症， 目前危害不大 ，是需注意 

防止发展的株系j CMV—P1和 CMV—P0虽然分布也较广，但 目前危害程度轻 ，如不混合 

发生，不致造成大的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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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 卜1 瓣mcMv~M!株jlI鉴别寄主前进蟮累 

Table 1一i S creeaiag differential ho st~ to distingui sh CMV 

pathogen type o p pPcr 

(1986-1987 吉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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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l一2 m~,cMvl匠基蛛幕t剐矗圭筛啦掂暴 (1189吉# ) 

Tabl。 L一2 Sereeaing di％feTentiEI ho5t e t。 disti~gu1日h CMV strain3。f 

gezotyl3e on 13epper in 1989 

参筛品种 

⋯ i i⋯ ⅡpPUed 

59个 CMV分离物在辣椒 

上表现类型 

m  I phe~aotype 59 

CMV isolal● 0n pepper 

筛出的新鉴别寄主 

⋯ diff⋯ Ⅱli Ai v·r ly 

B⋯  d 

直立型羊角椒 

sheep—cm  eⅢ 15．1- n  B 1 1 l YM．F mM —  l 

ô。popper of 30．00 SN (Vc) (raM) 

ere t p~aau 

ITp0 

大辣椒 3D．1- 2P8 32 4 2 1 YM．F mM 1 

big ôt popper 4D．00 SN (R|j 

太甜椒 
bis 5_ eI Pep一 》 201 4 2 1 1 YM ．F RiM VeM 1 Hs 0 Ls一85O6 

”r 40．10 鲫 (Ma1) 

符号： 丑M一轻花叶 v 职脉 YM一黄色花叶 N．s P．环死点 M 1一奇形花叶 

●，mboI。| m。derBte 皿¨ *ie Tei4 el。-rin yellow mosti。 aee：esi日 ‘Pot m 1frDⅢ Ii。m 

F-蒇叶 sIr_N一条斑 Ri一环蕞 $N-系统环死 -．’无疰 

Perng lea％ ourelh neer~oie Tins 。pot ●，日tamlc necr。●i 日ympt。 1⋯  

HR一高抗 R-抗精 耐精 s一癌寤 Hs一商惑 

high re slsl a~t resistant toleraa~e eu oeeptthIe high ●q‘。 ptih1。 

Cft抗病基因 C r-中抗病基因 ct一耐病 基因 。一不合抗病基因 

EⅢ of Te{ieI 。 呲 nf m0 ⋯ le ⋯ i日I 。 m  of 10l⋯ n DDT。ji3 · Bm  

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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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 2-1 奠 cMVt■蕾棒蒜分化蕾暴 (1988．吉# ) 

Table 2-1 Diffezent[ation 。f CM V etrLiae of pat'~ofeaetie type on 

pepper iⅡ 1988 

CMV分离物 

i日o1atê of CM V 

代表毒株 毒株敛 

repre．e~- a~mbers 。f 

tati e CMV CMV str8i 

●tira；n● 

鉴剐寄主症状 

．ymptoms of dlfferent；al host s 

蚕豆 白菜 黄瓜 甜菜 番茄 

Vicla Brasslca Cucumls Beta Lycopersi— 

faba p eklnen- s口c{ "s spasrsa CUre escul。 

L． sfs Rupr L． Berk． enlum Mi[ 

株系名称 

m e of CMV 

strti口0 

87831—8 9 L．SP M M L．SP 

L．sP mM(一) M M’／sP SM 

L SP —  M ●I’ LYh 

80701．3 18 NT‘LCo —  M LYh SM 

87803-8 4 L．SP —  LYb 

十字花辩斑驳株系群 

Cruelferte m0tt1e 

stra~ group 

黎科斑驳株系群 

Cb eⅡ。Poditcê e m ottle 

strain g⋯ P 

茄科 、葫芦科株系群 

SoIIⅡ日eene ．ad cu CDT- 

hit̂ 0tte 日Irtin g P 

豆科坏嚣株系群 

L。gum IⅡ0mi s●e ae~rosi日 

．tral gⅢ p 

普通黄色株系群 

GⅢ r l yel1o- 

日trsln g~e．p 

符号说田。L．SP一局部枯斑； L．CO一局郏同心斑； NV一脉环死 

5ymbele Io~a1 ．pot 10e●1 coaceatrie ．pot I 日î of ei 

M．花叶； mH．轻花叶 M-1一畸形花叶 Yh一局部黄斑； Li-线状叶； 

m ai motierat e malfo rmation yellow blotch． 1inea r leaf 

(一)一无盎 一划分株系群的主要鉴别寄主 

‘ymptemlese 9riaeipa[dlfferea|ial hoet e di stingufshed stzaia gTo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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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2-2 R~CMV ‘基日曼’株幕分化结果 c 1989--1989．吉林) 

Tnb]e 2。2 Differentien of CMV strain 0f genotyp㈨ pepper dnri。R 1988—1989 

符号 ： 

日vm h01} 

R一抗病 T一耐病； 

tDl er目口 0 

S一惑病 

裹 5 棘~1．hciv鲁株幕所占比率f ) 

Txb]e 5 Rntio of CMV st rain that o ccurred D“ pepp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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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eening and Application of Differential Hosts to 

Cucumber Mosaic Virus Strains on Pepper 

Yang Yong—Iin Yah Su—zhen W ang Hui Chen Zheng—hua 

(Jifi J"s±iitttP of vegetabfe sci cP’Ch口ngch“ 1 309 31) 

According to Flor’日 “Gene to Gene theory and Omaro and Tomaru’s 

method to distinguish CMV strains． we studied “strains of gene type and 

astrains of pathogenetic type”
．

5 rarities were selected as differential va— 

riety spectrum from 373 sweet or hot pepper
．

They were numhered LS一8501 

(HR)， LS一8502(R)， LS一8503(T)， LS一8504(S) and LS-8505(HS)． 59 CMV 

isolates were divided into 5 strains by 

5 strains by the spectrum and nam ed 

the spectrum
．

They were divided into 

CMV—P0， CMV-P1， CMV—P2， CMV 

— P3， and CMV—P4． 7 hosts were selected as differential host spectrum from 

39 species in 7 families of plants． 59 CMV isolates were divided into 5 

strain groups hy the spectrum， i．e．Cruciferae strain group， Chenopodium 

strain group， Solanaceae and Cucurbitaceae strain group， Legum inosae strain 

group and general yellow mosaic strain group． The relationship betwee：a pa’ 

thogenetic type of strain and phenotype of pepper in two distinctiTe methods 

were com pared
．

The interaction among three dominant strains was described
． 

The academic and practical value of new differential spectrum and new method 

to distinguish CMV strains were also discussed． The correlativity of five 

strains with international C V strains Waq compared
． 

K ey w ordsI Pepper (Capsicum Ⅱn m L．) Cucumber mosaic 

virus(CMV ) Strain Differential h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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