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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麻病毒病害研究 
Ⅱ．芝麻黄花叶病病原鉴定’ 

杨书军 

(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武汉 ．430662) 

提 要 继对芝麻矮化坏死病谭研究之后 ．又对普遍发生的芝麻黄花叶病害分离物(Y 
— I)进行了系统鉴定．该分离物昔遍存在于各芝麻主产区，普通年份发病事为 1～5 ．YMb— I侵 

染芝麻弓f起叶片褪绿及黄绿相问花叶．漳擦接种能够侵染 4科 12种(品种)植物．局部侵染苋色 

黎、昆诺黎}系统侵染大豆、花生、望江南、克氏烟等．该病毒能够由桃蚜、花生蚜、大豆蚜以非持久性 

方式进行传播．ELISA检测其病株种子带毒率为0．5 ．但尚未发现种生病苗．病毒在组织汁蔽中存 

活期 3天l钝化温度55~60"Ct稀释限点{Xl04．提纯病毒为弯曲线状粒体，大小约为 13X730nm． 

并有饭暑凝聚的趋势．病组规中诱导大量典型哪 第一亚组的风轮形和卷筒状细胞质内吉体和步 

敦多边形结晶棱内吉体．血清学上该病毒与花生条致病毒aPs【v)、西瓜花叶病毒一2(蛐 一2)密切 

相关，与花生斑驳病毒、大豆花叶病毒弱相关l与芜菁花叶病毒不相关．但它不侵~wMv-2的寄 

主一黄瓜，并且谈府害田间的发生流行与芝麻、花生的问作方式以及 PSty在花生田间的漉行密切 

芝麻(S~amm indicram)为我国的主要油料作物之一 。近年来 ，芝麻病毒病的发生和危害逐 

渐严重．流行年份局部产区产量损失高选 80 以上．我国早在五十年代就发现有芝麻花叶病 

害的存在u1]。直至八十年代后期，少数研究者对芝麻黄化花叶、黄化卷曲、花叶等症状病害的研 

究表明，它们是rh一线状的马铃薯Y组病害侵染所致[2—3-。由于这些报道对上述病害病源尚未 

最终鉴定并且彼此不同的病害命名给进一步的研究带来了一定的混淆。发病率较低但危害严 

重的芝麻矮化坏死病害已被鉴定为芜菁花叶病毒一株系(n MV—DN)侵染所致[．]．国外严重 

发生的由球状的烟草卷叶病毒引起的芝麻卷叶病害在我国尚未见报道[ 。本研究针对另一普 

遍发生的黄花叶分离物YM_0一I进行了病原及田间发生方面的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材料与方法 

1 分离物的纯化 黄花叶分离物(YMo--I)采自于自然感染的芝麻病株．该分离物经在芝麻接种叶上产生的局 

部褪绿髓 续三次单鼢 离纯化后 ．繁殖保存于大豆上． ． 

2 寄主范国及蚜传测定 大豆病叶用 o．05mol／LpH 0PBS研磨后，漳撩接种 8科 40种(品种)植物 ．阿温室 

观察记载症状表现。厨接大豆、芝麻或lP'L~SA测定是否隐症带毒。脱毒后繁殖的无毒桃蚜(Myz= h )、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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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蚜(Aphi8啪删w疆)和大豆蚜( 曲晒∞)饥饿 3～4小时后，在芝麻离体病叶上饲毒 1～2分钟 ，然后转移至 

芝麻健株。5～lO头／株．24小时后喷抗蚜威杀蚜。 

3 病毒的提纯t与 Ⅸ 一I提纯步辣基本相同[．]．采集新蛘大豆病叶，低温冷冻后 ，1：2加入 0．3mol／L pH8．8 

辞酸钾溶液(含0．01~ ／LDIE,CA和 0．1 巯基乙醇)匀浆，纱布过滤．15 氯仿乳化，低速离心澄清。上清液用 

n 2％ it讲Ⅸ 一l0o处理后 ．7O∞0s离心2小时．沉淀悬浮于O．o2咖 ／L pH8．5磷酸钾缓冲液中(含 O．5dd，L 

尿翥和 0．1 ME)．2o 蔗糖液垫底．再差速离心一次．最后经 40 蔗糖密度梯度 114000B离心 1．5小时， 

取病毒带，希释后 34000r／m离心沉淀病毒． 

‘ 抗血清制备及血清学试验 提纯病毒 lms／,~与等体积 Freund完全佐剂乳化．肌肉注射家兔．此后二周内， 

分剐用不完全佐剂乳化抗原并肌肉注射 2次，最后加强注射—次。血清学试验采用琼脂双扩散和间接 EL1SA 

方法(步骤略)。 

结 果 

l YMo--[的田间症状表现及寄主范围 

几年来的田问调查和不同症状样品的血清学测定表明：YMo—I在田问芝麻上引起的症状 

比较稳定。表现为叶片均匀淡绿、或黄绿相问花叶，植株稍矮化。对 50多个品种进行田问小区 

人工接种．其症状基本一致，表现为黄花叶症状。YMo—I摩擦接种 8科 40种(品种)植物，引起 

接种叶局部褪绿斑的有苋色藜(cIlen0p0d m amaranticolor)，昆诺藜(c．quint)和大豆(徐豆 2 

号)； I起新生 叶系统 花叶或卷 叶的有 ：克氏烟 (Nk~t／ana~levelzmdii)、大豆 (Gly~ine max cv- 

1138—2)、花生(Arach~hypogaea)、望江南(ca occidental／s)及 cyam0psis tetrz~onbi cv．Pvsa； 

陷拄的有豌豆(P~um sativum)，杂三叶草(Trifolium hybridum cv．Alaska)和 N．bentharniaIla． 

此外 YM0一I不侵染下列植物：普通烟(N．~ cum)，心叶烟 (N．glutinosa)，黄烟(N． 

r~tica)，N．。ocfdentalis，辣椒 (Capsicum跏 luum cv．华农青椒)，蔓陀萝(Da~ura scram0n如m)，酸浆 

(Physans~lkckcnsD．白花矮牵牛(Petunia hybrida)，蔷茄(Lycopersicon escu1en七um cv．佛洛雷特)， 

菜豆(Phaseolus vuig~rls“．西宁豆 、龙早豆 、Topcrop)．绿豆(P．radmms)，豇豆(Vjgna sincnsis ． 

红嘴燕 、自鳝鱼骨、c一152)．蚕豆 (vicia faba)，木豆 Qjanus ca扭n)，鹰嘴豆 (CircerasierJnum)， 

决明(c．tara)，自三叶草(T．”pens)，红三叶草(T．pfatcrIse)．田莆(Ses~ ta c,'mna~na)，菽麻(Cro 

t~ariajuncca)，黄 瓜 (Cucumls sanvus cv．一 串连 )，百 日菊 (Zinnia elegam)，油 菜 (Bfis．~ica 

carnpest血)，白菜(B．chinem~is)，干日红(G~mphrena gl0b0sa)等。 

在芝麻上 ，接种叶局部褪绿斑 ，新生叶黄绿相 问花叶 ，继而整个叶片浊绿 ，稍下卷。植株稍 

矮化不能正常开花结实。 

2 蚜虫传播 

对桃蚜、花生蚜和大豆蚜分别蚜接测定芝麻 93株、1 6株和 4 0株。结果表明该病毒分离株 

能够分别由上述蚜虫以非持久性方式在芝麻植株问以较高传毒效率进行传播 ，其传毒率分别 

为57 ，37 和 27．5 。同时，该病毒也能够由大豆蚜从花生病株传播至芝麻上 

3 体外稳定性状 

YMo—I在 0．01mol／L pH7．0磷酸缓冲的植株汁液中．其体外保毒期为 3天 ；钝化温度为 

55~60℃(10分钟)；稀释限点为 4x l 。 

‘ 病毒粒依及病组织的超薄切片电镜观察 

病毒样品经线性蔗糖密度梯度离心，其组份为位于离心管中部的单一带。因而该分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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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单分体病毒类型，提纯病毒的紫外吸收光谱接近于典塑核蛋白吸收曲线，A260／A280~1． 

17。由此计算的病毒核酸含量在PVY组病毒的核酸含量范 围之 内。纯化病毒电镜观察 ，可见大 

量夸曲线状病毒粒体 10~20个首尾及侧面相聚呈巨大网络状(图 1)。病毒粒体直径为 12～ 

14rim，长度约为73Onto．该提纯方法可获得的病毒产量为 15n~／公斤组织。 

田l 捷炖岳的YMo--I病毒粒体(54000X) 

F-嗥 1 pu删 vi几B pB喇 盘d Y 一I(54000X) 

图2 YMb—I诱导的风轮形细胞质内台体(45000)() 

Fig．2 1k p wh I t。坤tm吐 d|骂jo惦 indtmed YMO—l(450o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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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Mo--I侵染的芝麻病组织中，可见典型的风轮状及卷筒状细胞质内含体(图 2)．风轮状 

内含体的中心孔径为26~33mn．其风轮叶片最多为9个，其峡距为5．0nm。卷筒状或管状内含 

体外径约为 345~456rrm，内径为 l55～1 62rim。该内含体为典型的Edwardson第一亚组类型啪． 

切片中亦可观察到不规则多边形晶状核内含体和大量分布于细胞质中的聚集成柬的病毒粒 

体。 

5 YMo—I的血；II学性质 

5．1 血清学试验 采用几种马镥薯 Y组病毒的抗血清 ，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LL~A)对此分离 

株的亲缘关系进行了测定。结果表明该病毒与花生条纹病毒(PStV)和西瓜花叶病毒(WMV-- 

2)具有强阳性反应(+++)，与大豆花叶病毒(SMV)和花生斑驳病毒(PMV)具有弱阳性反应 

(+)，与芜菁花叶病毒(TuMV)无反应。 

SDS--aSar双扩散测定结果与 EI．,ISA相同。YMo--I能够与PStV，wMV一2和 PMV抗血清 

形成明显免疫沉淀线。与 TuM'V抗血清则无沉淀线形成。 

5．2 抗血清御备及其效价 提纯的 YM 一I免疫兔所获得的抗血清 ，琼脂双扩散形成明显沉 

淀线的效价为 l-2。具有强阳性反应的该抗血清最大 ．~ISA稀释度为 1 t 8000。 

圈； YMb—I和P&v与PSIV抗^清反应矗度比较 

甩 3 s~olo#ca]cornw atlon betw~n P and_rM0一I 

usb~g PsIV ¨t 啪  

5‘5’5 5 5 5‘5 5‘5’抗原稀释 畦 xl0 

图4 Y胁 一I和PsIv与YMb—l抗血清反应强度比较 

Fis．4 TDc Bcl螂 c o0mp啪 l n between~Mo一1 and 

P& V LBiI喀 YM0一 l anlbe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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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YMo—I与花生条纹病毒的血清学同源性比较 分别采用制备的 YMo—I抗血清和 PStV 

抗血清对 YM。一I和 PStV二抗原的 5倍系列稀释度进行 EL~SA反应 ，晟后进行反应强度消光 

值测定．SMV作为对照病毒。PStV和YM0一I毒株无论是与PStV抗血清或是与YMo—I抗血 

清反应 ．二者的反应强度无明显差异。不同抗原稀释度Am吸收曲线基本吻合。而对照病毒与 

两抗血清则有很弱的反应强度(见图 3，图 d)。另一方面 ，在琼脂双扩散测定中，YMo—I和 

PStV与两抗血清的沉淀 线皆无刺突形成．因此说明两病毒具有很高的同源性。 

0 Y1~o--I和 PSiV田问发生相关性研究 

选择 12个不同芝麻品种，分小区夹种、隔种或擞种于花生田中。其现蕾期调查发病率：夹 

种芝麻小区的发病率(8．7 )明显高于 20米之外四周并有芝麻相隔的同样品种组合的发病率 

(1．8 )。特别是花生田中散种芝麻，其发病率可高迭 82．13 。而本年度其它田块现蕾期发病 

率平均为 1～3％。该结果说明：芝麻黄花叶病害的田问发生与花生和芝麻二作物间的种植方 

式密切相关． 

另一方面 ，把 YIv[o--[和 PStV的新鲜病叶汁液分别接种芝麻 、大豆 、花生 、克氏烟等寄主 

进行比较 。两病毒在上述寄主上的症状发展和表现完全一致。 

7 种子传毒力测定 

人工接种苗期发病芝麻植株 ，其种子在 25℃下保湿萌发 2d小时后，用制备的该病毒抗血 

清进行间接 ELISA测定。在所测定的 1242粒种子中 ．有 8粒为阳性反应 ，平均带毒率为 O． 

6 ．而田问自然病株种子在所测定的 1400粒种子中．有 7孔呈阳性反应，带毒率为 0．5 。上 

述病株种子经防虫阿室直播测定 4700株 ，皆未发现带毒病苗。 

B 田间病害发生及不同症状病株样品的ELISA渊定 

田问苗期调查(四片真叶期)，病株症状主要有三种类型，即斑驳型(病株率 3．d )、黄化 

型(2．7 )和矮化坏死型(0．8 )。芝麻田问经问苗和定苗生长至成株期则主要以褪绿斑驳型 

为主 ，平均发病率为 l～3 ，局部可达 5．8 。同样为 YMo—I侵染 ，由于生长条件及被侵染时 

期的不同，而表现出略有不同的症状类型：均匀褪绿、褪绿斑驳及其部分枝等症状。在对来自 

驻马店 、武 昌等地的褪绿斑驳 、黄化、矮化坏死等症状的 7d个样品的 PStV和 TuMV抗血清测 

定中，有 43个样品与PStV抗血清存在阳性反应。其中仅有 7个样品与 TuMV抗血清呈阳性反 

应。因而可知 ：田问芝麻主要发生的为 PStV侵染所gi起的褪绿斑驳及黄花叶症状病窖。 

讨 论 

已有报道认为，普遍发生于我国的芝麻黄花叶病害，是由PVY组病毒侵染所引起[ _3]。本 

研究在病原方面的系统鉴定的结果表明：芝麻黄花叶病毒病窖分离物(YMo--I)属于花生条纹 

病毒(PStV)一株系。暂定为花生条纹病毒的芝麻黄花叶分离株(PStV—YM)。 

从侵染性方面来看；YMo--I与PStV在芝麻、大豆、花生、克氏烟等鉴别寄主上的症状表现 

和危害程度完全一致。同时二病毒对其它有关寄主的侵染能力也基本一致嗍。在血清学上 ， 

YMo—I与 PStV密切相关。用 YMo—I和 PStV抗血清对 Yh10一I和 PStV进行血清学同源性相 

互比较时，二者的反应强度曲线也基本一致．与PStV相同[ ，YMo—I在病组织中也诱导典型 

的马锋薯 Y组第一亚组风轮形和卷筒形细胞质内台体。 

虽然血清学上YM0一I与wMV一2抗血清也有密切的相关性，并且wMV一2亦有报道能 

- ‘一 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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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自然侵染芝麻引起花叶和坏死[']，但其区另 在于wMV一2可以系统侵染黄瓜而 YMo—I不 

能I并且wMv一2在病组纲中诱导Edwardson第三亚组类塑胞质内含体口]，而 YMo—I在病组 

纲中诱导第一亚组类型胞质内含体。Y 。一I和wM 2人工接种芝麻，前者接种叶为局部褪 

绿斑 ，新生褪绿花叶，而后者接种叶上无症状 ，新生叶系统花叶或坏死[．]。Y 。一I与花生斑驳 

病毒(PMV)之问有弱的血清学关系 ，但是 PMV不能侵染时对 YMo—I等多种病毒敏感的苋色 

藜。PMV的内含体也不同于YM。一I而分属于第三亚组类塑．马铃薯Y组病毒诱导细胞质内 

含体是由较多的病毒基因所控制，它的形态类塑及血清学性质可反映出病毒本身固有特性 ， 

因而可以作为该组病毒鉴定和诊断的可靠依据。 

芝麻黄花叶病窖田闻发生与PSt'V侵染花生引起的轻斑驳病害的流行相关现象也表明两 

种病窖的病源很可能为同一种病毒。尽管芝麻病株种子不太可能形成次年带毒植株，但在花 

生与芝麻混种地区，流行于花生上的PSt'V极易由花生蚜和桃蚜传播至芝麻上而成为田闻的主 

要初侵染源．特另4是花生条纹病毒流行时期恰与芝麻易感苗期相吻台。因此，实际生产上 ，要 

注意对花生和芝麻进行合理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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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il Sesame Virus Diseases 

1 ， Identification ofthe Pathogen  of 

Sesan1e Yellow M osaic Disease 

Yah8Shujun Yu Zilin Xu Zeyenng 

( P,mem~k矗幽 ，CA,4S，Wze~m．430062) 

Following the successful identifica tion of segan1e dwarf necrosis disease．this study focused on 

the Menflfica t~n of sesm e yellow llio~ c disease which widely spreadod all over the sesam e— grown 

一  产——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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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as in China with general TmfectiI1g rate of about 5 ．The virus(YMo-I)iI1fected sesame(S~amum 

mdioan)plantinducing symptomsof eventIy chlorotic，yellowingmosaicm mottle ofkaV鹉 with slight 

plant stunt．YMo_I could inf~t mechanically 12 p】ant species or cultivars of 4 families．Its local hosts 

wereChenopodium amaranficolor，C．quinoa)andits systematic hostswere pean ut，soybean，Ca~iaocci 

dentalis and Nicotiana c velatldii．It wa trartsrnittecl by Myzus pe rsicae，Aphis craccivora and A、 

g cine non~rsistantly from sesam~or pcanu~to sest~le． longevRy of the virus in vitro was 3 

days，the dilution end point was 4× lO-‘and the thermal inactivation po int was 55～ 6O℃．The pu 

fled virus particles wereflexu~atsfiIanⅫ 佃 u晕andwere l3× 730rim in size．Theisolateinducedtypical 

pinwheel and scroll cytoplasmic m clumot~ an d crystal nuclear inclusions in diseased ses&tno tissues． 

YMo_1 w closely related to Peanut Stripe Virus，W at~melon Mosaic Virus-2；weakly to Soybean Mo 

saic Virus，Peanut Mottle Virus；an d not to Turnip Mbsaic Virus in 舶 墙唱y．The oocu打瑚loe of this凼  

easein fieldwas c．~ elated with b0tllthe cropping pattern b nveen s目 and pearlut crops andthe epi 

demic of PStV in peanut．According to all the ~esults．YM o_1 was ideattfed∞ _a stm _n of peanut s~ipe  

virus．Thetransmission rate ofthe vfrl~throtIgh seedsfrom diseased plantWas 0．6 by ELISAtest． 

But there were not an y diseased seedslin&s to develop formthe seeds． 

1【ey words： S~ ame yellow lnof~ c disease Peanut slXipe  vi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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