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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牛歹乡t 厂t7 

四川雅安 、陕 西长安 的土 传小麦病毒病由小麦棱条斑 花叶病毒 (WSSMV)引起 ，而 

浙江安吉、新 昌、江苏宜兴的病害则曲 WSSMV和土传小 麦花叶病毒 (SBWMV)所致a 

WSSMV和 SBWMV可以同时复合侵染同一株小麦，但在病细胞 申=者彼此 独立分布。 

我 国 WSSMV RNA有 2十基因组，分子量分 别为 2．6×10。和 1．5×10‘， 与 日本小麦黄 

花叶病毒 (WYMV)一致。 

我 

A基 因 组 

e wheat m osaic 

vi rus，SBWMV)和小麦棱条斑花叶病毒 (Wheat spindle str eak mosaic virus， 

WSSMV；或称作小麦黄花叶病毒 Wheat yellow mosaic virus， WYMV)二种。在过 

去的几年中，本人和其他工作者已对这二种病害的发病规律、土传特性、危害程度、防 

治以及病毒粒子形态、血清学、细胞病理学和外壳蛋白组分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a本 

文报道 SBWMV和 WSSMV在小麦病细胞中的定位以及中日 wssMV核酸组分的比较。 

材 料 和 方 法 

一

、 ●■和抗血清 供试的我国毒源分别系四川雅安，陕西长安、 浙江安吉和新 昌、 江苏宜 

等 5个分离物【B’’】。日本 WYMV标准分离物由T．Hiyoshi提供。所有毒源 (除浙江安吉分离 

物先经带毒禾各多 粘菌接 种传毒 纯化【1’1)都 通过病土接种保存 【̈ 。 

WYMV和 WSSMV兔抗血请分剐 由 T．Usugi(日本 )和 K．Z．Haulfer(美国 )赠送-SBW— 

MY单克隆抗体由苏格兰作物所赠送o 

=、免疫电麓 参见文献 【̈ 。捕获抗体为 WSSMV兔抗 血清和 SBWMV单抗混 合液-稀释 

1000倍 ，修 饰抗体分别为 WSSMV兔抗 血请或 SBWMV单抗 ，稀释2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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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W $SMV和 sBW MV在感 病小麦缨胞 中的定 位 病组宝只(病根和病叶 )的固定 、脱水、过 

滤、巷析 、包埋和聚合等步骤参见文献 【 】 其 中的病毒通 过免疫胶休金标记法进行标 记。超薄切 

片经 BSA-TBS(含 J和小 牛血清，0．5raol／L NaCl，0．5ml，／L Tween 20和 lg／L NnNs和 Tri 

Hcl缓 冲液 室温下封 片15分钟，稀释i000倍 的 WSSMV兔 抗血清 (或 SBWMV照抗 )室 温下处 

理 5分 铮，BsA_TBS冲洗 ，稀释80倍 的 电抗兔 lgG 金结台物 (直径 10rim，Sigma公司 ) 或羊抗 

鼠 IgG~盒结台物 (直 径20rim，Sigma公司 )室温下处理 3分钟，BSA-TBS冲 冼， 最后经醋酸铀 

和柠檬酸铅双染色 ，置于 电镜 观察。 

四 、W SSMV提纯及 RNA电洙 提纯果月新鲜病叶 ，方法参见文献 【 。取 WSSMV提 纯 液 

各30ul，分别 加入20师 SDS 2 ktl，上样于含有 0．5~g／ml EB的1．0啊琼 脂糖 凝胶．70V下电}j(2小 

时。 电泳晕用 TBE缓 冲液系统。 

结 果 

一

、 毒源中病毒种类 供试的我国 5个小麦毒源，其病叶经免疫电镜检测，其中四 

川雅安、陕西长安分离物仅 含有 WSSMV(图版Ⅲ 1)，而浙江安吉、新昌和江苏宜兴 

分 离物中除有 WSSMV外， 还台有 SBWMV (图版Ⅲ 2)，但SBWMV含量比 WSSMV 

低。SBWMV有两种长度的粒子，长度分别为 280nm 和 140—150nm，其中短粒子数量 

比长粒子大。 

二 WSSMV和 SBWMV在病细胞中定位 取浙江安吉和江苏宜 的病叶和病根经 

戊二醛固定，L．R．Whit e树脂包理，其超薄切片中可见许 多风轮状内舍体， 柱状体 

和板状集结体以及网状体。图版XI 3为根表皮细胞中所见很大且充满整个细胞的风轮状 

内含体和板状集结体。经胶体金颗粒特异性标记的 WSSMV颗粒束分布于风轮体和叛状 

集结体周围 (图版Ⅺ 3)。不论是病叶叶肉细胞还是病根表皮细胞中，都可见大量经特 

异性金颗粒标记的 WSSMV和 SBWMV，两种病毒 都以束状出现，但彼此独立分布 (图 

版 XI 4、 5)。 

三、WSSMV RNA组分 供试的四川雅安、 陕西长安、 浙江安吉和 日本毒源按文 

献 方 法提纯 后， 获得的病 毒制剂在电镜下可 见大量粗细均匀的线状病毒粒子，很少 

有杂质，也没有 SBWMV(但在其他几次提纯制剂中，安吉毒源常含有少量 SBWMV)， 

黎外测定呈 WSSMV吸收曲线。病毒制剂经 SDS裂解，琼脂糖凝胶电泳， EB染色后， 

四J}I雅安、陕西长安、浙江安吉和 日本分离物均呈 2个 RNA带，且各分离物的RNA 1 

和RNA 2的分子量基本一致 (图版 x 6)，根据 Usugl等 对日本分离 物的测定， 分 

子量分别为2．6×10‘和1．5×10‘。 

讨 论 

WSSMV由 sI ykhuis(1969)m 在加拿大发现。wYMV 由Sawada于1g27年在 日 

本首次发现，其病原于l968年得到鉴定⋯ 。 在加拿大、 美 和法国， WSSMV仅侵染 

小麦 Triticumt ，而 日本 WYMV除侵染小麦外，还可经摩擦接种侵染黑麦 J但二 

者在发病规律、传毒特性，粒子形态 血清学 和细胞病 理学等方面 极为相似。 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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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ugi等认为 WSSMV县有 2个外壳蛋白组分 (33kd和26．5kd)，而 ~ryblv只有一个 

外壳蛋白组分 (33kd)⋯)，进一步研究表明，WSSMV的26．5kd蛋 白是 33kd的 降 解 

产物，从而二种病毒具有相同的外壳蛋白组分 】。尽管各研究者 报道的 WSSMV外壳 

蛋 白分子量有异，分别为 36kdC““”，33kdt“ 和30kdt ，但这可能是各实验室工作条 

件不同或椿系不同之故。Usugi等 (1989) “ 报道，美国WSSMV分离物RNA 2分子量 

仅为1．4×io‘，比日本 ~ryblv分离物 RNA 2分子量略小。我们的研究也获得类似结果 

(未发表 )。然而，在 Usugl等人和我们的 研究中所采用 的美国 WSSMV分离 物都经 

长期摩擦接种保存，从而有可能 RNA 2发生缺失突变。这在大麦和性花叶病和sBwMV 

已得到证实。 因此 ，二者的差异是真实的，还是 因缺失突变所致，有必要深入研究。总 

之，综合各方面的结果，认为 ~ryblv和wSSMV为同一种病毒或同一种病毒 的不同株 

系“”是确切的。由于 WSSMV已于1976年在 《植物病毒描述 》 (Dese r JptioI1 of Plant 

Virllfle~)介绍过 ，认为把这种 病毒的 名统一为 WSSMV较为 合适 (B．D． Harrl son 

和 A．F． Mur~tnt，私人通讯 )。 

和大麦黄花叶病毒 (Barley Yellow Mosaic Virus，BaYblV)一样，WSSNV因其 

粒子为线状， 并编码 形成风 轮状内 台体而 曾归于 马铃薯 Y病毒 组 。 然而， 由于 

WSSMV具有两种长度的粒子和两个 III~A基因组，且由禾谷多粘菌传播 (蚜虫不传)， 

表明与马铃薯 Y病毒组成员不同。再则，WSSMV与40多种线状病毒 (其中23种为马铃 

薯 Y病毒组成员 )无一存在血清学关系⋯“】，为此， Usugi等提出 BaYMV， WSSMV 

等土传线状病毒应从马铃薯 Y病毒组中划分出来，建立大 麦黄花叶病毒组 ”。 

同一块小麦田中，可以同时发生 WSSMV和 SBWMV。我们的工作表明同一株小麦 

中可以同时检测到 WSSMV和 SBWMV，但二者独立分布于同一惑病细胞中，彼此互不 

干扰，其原因则不清楚。此外，同一个禾谷多粘菌孢予是否同时携带两种病毒，并传播 

给小麦寄主，还是禾谷多粘菌对不同病毒的传播具有专化性，则有待于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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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ization of W heat Soil～borne Viruses in Infected 

W heat and RNA Species of W heat Spindle Streak 

Mosaic Virus(W SSMV) 

Chen Jian-ping 

(Virology Laboratory．Zhejiang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s，Flanglhou． iO0~f1) 

W heat soll-hom e virUS dis eas es in Ya an， Sichuan and Chang all。Shanxi 

(PRC )wet e caus ed hy wheat pindle 日treak mosaic vlr~s(W SSMV)and 

those in Anji and Xiehang，Zhejiang and Yixlng，]iangsu w er e caus ed by 

cornplex of WSSMV t酬 soil—borne wh*Bt m asaic virus(SBW MV)infection． 

Both viruaes could CO—infect the 8am e wheat plant but independently distri— 

buted inside infeeted cells． Chines e W SSM V contained 2 pecies of RNA 

with tool eculaz weight of 2．6× 10‘and 1．5× 10‘， id entical or Bim ilar to 

that of lapanes e isolat e． 

Key w ordsI Wheat Spindle Streak Mos aic Virus Soil—born e Whent 

M OSaic Virus Virus lOelt】iz8tion RNA speci 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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