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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染辣椒的烟草蚀纹病毒的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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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 

乞 

1990年在杨陵从表现花叶畸形的辣椒上分离到H90-2分离物。汁液摩擦接种6科i7种 

租 物 ， 病毒可 侵 染 2科 8种植物 ，在 自肋烟 、三生 烟上 出现 环死蚀发 ，在辣椒 、 心叶 

翅 、曼陀罗上 出现花 叶畸形，在 苋 色攀上 出现局 薄 枯 斑。 该 分离物 的 致 死 温度为5O— 

s5℃，稀释艰点10 一 3×10一，体外保毒期 3— 5天，桃蚜可传毒。病毒粒体为线状， 

稍弯 曲，长720--750nm，宽 13am，与烟草 蚀发病毒 的抗血清有 明显 的阳性反应 。根据这 

些特性 ，经 初步 鉴定该病毒 属于 马铃薯Y病毒 组的 烟草 蚀绞 病毒 (TEV )。 

关键词 辣 教 烟草 蚀发病毒
． 为— 殇 、 

烟草蚀纹病毒 (Tolaacoo~teh virus，TE~)属于马铃薯y病毒组的成员，在世界各 

地均有分布，主要为害茄科植物，包括辣椒、 番茄以及烟草等 。在美国， TEV是 辣 

(甜 )椒生产一个 重要限制因子，常常使产量和质量大幅度降低 “ 。 

在我国，i985年以来，谢联辉 、李慧琴 在福建、陕西的烟草上以及韦石泉⋯在 

沈阳的 烟草 和辣椒上 发现了类似烟草蚀纹病毒的为害，但都来作 过系统 研究。 1989 

年，魏宁生等 对陕西渭北烟草上的烟草蚀纹 病毒作了较为详细的生物学和理化特性的 

研究。】990年，作者在陕西杨陵地区辣椒上 也发现了烟草蚀纹病毒， 并作了 生物学特 

性、病毒的分离和提纯、电予显微镜观察以及血清学方面的工作，本文报道了鉴定的结 

果 。 

材 料 和 方 法 

一
、 毒 源的采寨、纯化夏繁殖 1990年夏季，在陕西杨陵地 医辣椒上采得l0株病 毒标 样，先 

接种在 白肋 烟 (．~／icofiana tt{bc~cum C white BurleY)上 ，结果有两株在接韩 叶上产生坏死 固 

斑 ，在非接种 升上 产生 蚀红 用枯斑分离后转接 在心叶烟上 ，待表现 症状后 ，尼 龙纱 罩内保 留备 

用。用 Samsun烟 作为繁 殖寄主。这 两株分离物分鄹 稚为 Hg0—1和H90-2 

二、代 表毒源 的生物 测定 试验 用I"I90-2分离物 。寄主范陋 、寄主 反应 、抗性 测定 以及蚜虫传 

毒试验参考妊成良I 肖挂 进行。寄主范围及寄主反鱼试验1 6科17种植物， 抗性测定用枯斑寄主 

本文予1091年10月28日收到，1092年 6月粕 日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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苋 色藜，每 处理接种 l0—1s株 ，重复 2— 3次。 用sa血sun烟作 为蚜 虫传毒 试验寄主 ，测定的 蚜虫 

种 类有桃蚜 (Myzus perslcae)、 目兰 蚜 (Brevicoryne brassicae)、 萝 卜蚜 (Rhopalosiph一 

p Ⅱ 06r0 ic0口)以及麦二 叉 蚜 (Schizaphis graminum )。 蚜 虫均为室 内培 养的 无 毒蚜 

虫。每 种蚜 虫按 ls栋，每株 接 l0头 ，吸毒 时间 1— 2小 时，接毒 2— 4小 时后， 用药剂 杀蚜 ，置 

无虫温室砥察记载发病情况，每处理各重复二次。 

兰 、病毒 的提纯 烟草蚀纹 病毒 的提纯方 法参考Dougherty， ．G．【TI进行 ，部分 过程略有 

修改。H90-2分离物在S,~．1mSum烟上繁殖。用pH7．5I~HEPES缓冲液。8和的PEG(6000)和0．1mol／L 

NaC1沉降两次 ，结台 差速离心 (5000— 10000r／血)得到病毒悬液。 

提 纯后的 病毒在UVIKONS10型紫外分光光 度计上 进行紫外扫描 ，渊定 扁毒 的紫外吸收 光谱。 

同时，将提纯的病毒悬液在有Formvar膜的铜网上滴样，用 2喃磷 钨酸 (pH7．0)负染叠一 3分钟 

后，在电镜下观察，并铡量粒子大小及计算各种长度粒子所 占比例。 

四、H90—2靠毒 抗血jl的嗣鲁 耳静脉注 射用提纯 的病毒悬液作为抗原 。肌肉注射是在 病毒 悬 

液中加等量Freund完全佐剂 【西德进口)充分乳化后，对体重约 3公斤的健康公 兔进彳亍免疫 前 

三次用肌肉注射，每次问隔二星期，采血前一周再作一次耳静脉注射， 注射量依次为3mg、4血g、 

4mg、3mg。在耳静脉采血，凝固后放于37℃温箱 i一 2小时收集抗血清，扭25嘞NaN拍擎液二滴， 

4℃球箱保存备用。 

五、sDs一琼脂双扩散试验 舟质组成为0．8晒琼脂 。0．5晒SDS．0．1嘞NaN3，2晒牛血清白蛋白o 

H90-2病叶汁液经3000r／血离心后的上请液加等量 3晒SDS，宣温下 放置 l小 时后在琼脂凝胶 孔内 

加样。其它操作方法同文献I 。试验中所用TEV、PDX、FDY、TMV、 WMV一2抗血清 均为本病 

毒研究室提供。PVX、PV y、TMV、WMV一2病毒也为病毒研究室分离保存毒原。 

结 果 

一

、 带毒毒源的生物学测定 

1． 寄主范围及寄主反应 H90—2分离物在Samsun烟 上繁殖后，摩擦接种在 6个科 

1 7种植物上，表 l是测定的结果。 结果表明，有 2科 8种植物能被Hg0—2侵染。茄 科的 

白烟 (图 1 A、B)、三生烟 出现坏死蚀纹症状，心叶烟 (图1．C．)、曼陀罗 辣椒 出 

现花叶和畸形}番茄和矮牵牛出现斑驳花 叶， 藜科的苋色藜出现局部枯斑 (图1．D)。 

其它植物均未出现症状，回接苋色藜后也同样无症状。 

2． 体外性状 ：Hg0—2分离物在烟 叶汁液中的致 死温度为50—55℃， 稀释 限点为 

lO～一3×]0一t,j体外保毒期 3— 5天 (2O一22℃ )。 

3． 蚜 虫传毒：用桃蚜 甘兰蚜、萝 蚜以及麦二叉蚜作传毒试验表明，仅槐蚜能 

传播Hg0—2，传毒率为26 。甘兰蚜、萝 蚜以及麦二叉蚜均不能传毒。 

二、病毒提纯和电子显微镜观察 

将提纯的H90—2病毒悬液用0．01mo]／L，pH7．0的PBs缓冲液稀释后，在 自动记录的 

UVIKON810型紫外分光光度讣 上进 行紫外 扫描， 测定其吸收曲线。最大吸收 峰为259 

nm，最小吸收峰为241．2hal，A260／2S0=1．28，结果见图 4。 

在； 镜下看班病毒粒体形态为线状，稍 弯曲，粒子宽度为13nm， 粒子长度 差别 

较大，其中以700-- 750nm为数最多， 约 占60 左右，结果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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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H90 2病毒紫外吸收 曲线 

Fig 4． UV ah eorptian c⋯ e of H90— 

5． SDS-琼脂双扩散试验 

1．中间孔；TEV抗血清 2．其它孔：H90—2 

Fig5 SDS-mgar dDu ble diffu ei。Ⅱ tOSt 

1 miaale hD】。t TEV 4ntiserum 

P． 0I e r hole j Hg0— 

三、抗血清教价的测定 

试用管沉淀法测定，H90—2病毒制备的抗血清效价为1／512。 

四、SDS-琼脂双向扩散试验 

H9O一2分离物在琼腊扩散中与TEV抗 血清呈明显的阳性反应，图 5是试验的结果。 

而与马铃薯y病毒 (PVy)、 马铃暮 x病毒 (PVX) 烟草花 叶病 毒 (TMV) 西瓜 

花叶病毒 2号 (WMV一2)抗血清均无反应。用H90—2分离物制备的抗血清 只与Hg0—2分 

离物有强阳性反应，而与 FVy、FVX、TMV、WMV一2四种病毒无反应。 

讨 论 

从辣椒上分离的Hg0—2分 离物 的病毒粒体为线状，稍有弯曲，长720--750nm，宽13 

nm。在琼脂双扩散中与烟草蚀纹病毒(TEV)抗血清呈阳性反应。寄主范围、寄主反应、 

体外抗性以及蚜 虫传毒铡定与烟草蚀纹 病毒极为相似。根据以上特性，可以将 Hg0—2 

分离物初步鉴定为烟草蚀纹病毒。 

在 电镜下 看到病毒粒子长短差 别较大，其中有 14％的病毒粒子长度在 200--300rim 

之间， 4 的病毒粒子在 100--200nm之间 这些短粒子可能是提纯过程中出现断裂的 

结 果 。 

1 985年，我们从烟草上分离到烟草蚀 纹病毒 ，烟草和辣椒上分离的烟草蚀纹病毒 

是否有株系分化，尚待进一步研究。 

烟草蚀纹病毒能够在辣椒上形成严重症状，影响辣椒产量和质量，因而调查其发病 

情况、为害程度以及造成的经济损失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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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fication of Tobacco Etch Virus Infecting 

Capsicum annuum 

Zhang M anliang W e i l~ingsheng 

(Departm ent 0f Planl Protection·Northw e st ern Ag ricuItural University 

Ya Hg ，Shaanxi T12100) 

An isolate of virus was obtained from Capsicum 口“n m in Yangling 

of Shaanxi P rovince． Virus infected 8 plant specie? f ram families out of 17 

plant specie s from 6 fam ilies tested． Virus C aused system atic lesion etch OlD． 

N icotiana ~obacum white Bu rley and N ．~obacum samsug， and mosaic and 

distorsion on Datura 8lramo~ium and Capsicum ayJ~uum， and IocaI lesions 

on Cheuopodium am aranticolor．Its the rmaI inactivation point was 50— 55℃  

dilutlon end point was 1000-- 3000， and longevity in Vit ro was 3— 5 days
． 

M yzus persicae was demonstrated as aphid victor． Virus pa rticles we re 

filam entous， about 720— 750 nm x 13 nlr1． The Vi rus reacted positively with 

the antiserum of Tobacco etch Virus by im munodiffusion tests
．
On the b 4自i自 

of these characte ristics， the Virus isolate was conside red to be identical to 

TEV of potyvirus group
． 

。  

K cy W ordsl Tobacco etch virus Capsicum aull~ m 

j  n n n ； J ]  “ “ “  ̈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