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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1983--1991年间，国家“65—75 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协作组，在京、津、辽、苏、吉、新六个地区， 

采集辣(甜)椴病毒病标样3618个，采用三常规(生物、血清、电镜)鉴定手段分离出烟草花叶病毒 

(TMV)、黄瓜花叶病毒 (CMV)，马铃薯 x病毒(pvx)、马特薯 Y病毒 (PVY)、烟草蚀皱病毒 

(TEV)、苜蓿花叶病毒(AMV)、蚕豆萎蔫病毒(BBWV)，烟草脆裂病毒(TRV)等八种病毒；描述了 

它们的生物学、血清学、电镱学性抗及危害辣(甜)掇的特性}分析了各类病毒在不同地区、季节的消 

全 世界辣 (甜)椒栽培面积广泛 ．分布60多个国家。自Doclittle(1 923)发现黄 瓜花叶病 毒 

(CMV)侵染辣椒以来，至今已报道38种病毒能侵染辣椒。我国自七十年代 来，辣(甜)搬病毒 

病不断加重 ，减产幅度约占30—70 ，甚至绝收 ．已是辣(甜)椒生产中的突出障碍。1983年国家 

将辣(甜)椒的抗病育种列为重点科技攻关项 目。本文为病毒病原及种群研究的报告之一。 

材料与方法 

材料 

毒源标样 1983--1991年，在京、津，苏，辽’七、新六十地区的发病季节(6—9月份)，从不同品种，不同病 

车义于1993年6H7日收到，1995年6B20~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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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娃状及不同植株部位(叶、茎、果)采集标样3618个(见表1)。 

裹1 辣(甜)椒扁毒病}尉羊殛其来一 

T曲 k 1 Num~ rs of hot and w。n pepper dbe曲B s呦 pI船 andtheir vegic~a 

I．2 鉴别寄主 病毒种群鉴别寄主12种，寄主范围指示植物12科55种。 甜般( aP删 m， 妇。辨s)为验证 

指示植物。鉴别寄主种子均用1 磷酸三钠消毒15分钟，育苗土经高温消毒。在防虫室内育苗t3—5叶期接种。 

I 3 抗血清 有CMV、TMV、pVX、PVY、TEV、BBwV、AMV、TRV8种由中国科学院微生物所、农业部植 

检所和【}I国农科院蔬菜花卉所等单位提供 

2 试验方法 

2．I 血清学检测 用琼脂双扩散、ELISA、对流免疫电泳等三种方法。 

2．2 生物学橙测 用常规摩擦接种法。每种鉴别寄主接种5株，3次重复。接种后3_一5天调查局部症状，12—15 

天调查系统症状 根据症状表现型进行分类；用枯斑寄主测定体外稳定性；用系统寄主进行橇蚜(肘 ⋯  

e)传毒试验。 

2．3 电镜学观察 在血清学、生物学检测的基础上．选出代表毒株在活体上繁殖12—15天·采收病叶t用dip 

法便染(负染蔽为1 醋酸钠或2F4 瞬钨酸)，电镜观察病毒粒子形态。 

结 果 

辣(甜)椒病毒在鉴别寄主上症状反应 

结果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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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寄主范围 蚜传及稳定性测定结果 见表3。 

表3 辣(甜) 上八种府毒寄主范围 蚜传殛稳定性潮定结果 
T曲 3 1n吲  n r~ults about host ranges dissem at~on by Myz~s 

pc怵 畦 and sta~ ty of 8Khlds of v~'gs or[sweet(hot)peDpc： 

3 血清试验结果 

在 CMV、TMV、PVx、TEV和 BBWV的琼脂双扩散试验中均有相应沉淀线 出现(罔1) 

S  S 0  L  L  S S  

S  S S  L  L S  S  

S S  S L L  S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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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LISA和对流电泳 中也均为阳性反应。 

图i 琼脂双扩散试验结果 
Fig i Ag doub~ di越 口 Ⅱte 

1 粒体 态殛尺度 见表4和图2—9。 

衰4 辣(甜)椒上八种病l粒子形杏噩太小 

T~blc 4 Virions shape and s of 8 k~nds ot viru．~∞ ≈w (hot) r 

5 各种群的分布殛其比率 结果见表5 

表5 

Table 5 

蟑(甜)椒上八种病毒种群的分布丑垃出率 

PopuLations distvi~ution and detection t砒 of 8 

kinds of r哪 ∞ swa t(hot)pep r 

：乜r舌复 台僵 l呲llJⅡu1g mmll iofc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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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TMV粒于 (67i倍 ) 

图4 PVX粒子(3万倍) 

Fie,2 TM V n0IIs(× 60000) 

Fis 4 PVx vtrions(x 30000) 

图3 CMV粒子 (12万倍 ) 

图5 PVY粒于(37i倍) 

F远 3 CMV virions(×120000) 

Fie,5 PV~ vitiot~ (×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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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6 TEV粒子(3万倍) 

F 6 TEV viriom (×30000) 

母7 AMV粒子(12万倍) 

F电 7 AM V vidol1 (× 60000) 

图8 BBWV粒子(3万倍) 

F 8 BB、w  vitions(× 30000) 

图9 TRV粒子(4O万倍) 

F逸 9 TRV virlo~ (×400000) 

讨 论 

综合 }二述鉴定结果 ，并参考前 人的研究认为．第一类型与 Mayer(1886)、Warmkc(1 968)、 

Holmes(19 4 6)及小室康雄(1954)等 人描述的 TMV基本相同 因此认为是 Tobacc0 mosaic 

virus 第二类型与 Doollttlc(1 921)、Finch(1967)及小室康雄(1954)等人描述的 CMV的性状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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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相同【卜f 。因此认定为是 Cucumber mosaic virus。第三类型与 Smith(1931)及 Brandes和 

Berks(1965)描述 的 PVX相似D-s,5]，因此认定 为是 Potato virus Y。第五类 型与 Oreenleaf 

(【953)描述的 TEV相似D,S]，因此 ，认定为 Tobacco etch virus．。第六类型与 WeiIner(1931)、 

Oibbs等 人(1963)描述的 AMY基本相似[] ：，因此认定为是 Alfaifa mosaic virus。第七类型与 

Stubbs(I947)、井本征史 (1973)等人描述的 BBWV相似[ s]，因此认定为是 Broad bean wilt 

virus。第八类型与 Harrison(1958)描述的TRV相似口～，因此认定为是 Tobacco rattle virus。 

在生物学鉴定中，还发现同一类型内分离物之间，对辣椒的致病性有明显的差异 ，可能有 

同种病毒的不同株系存在 ，需进一步进行株系分化后确定 

同地 区、不同年份各类型检出率虽有一些差异 ，但多数地区都以 CMV和 TMV两病毒 

为主，其次是 PVX和 PvY病毒 ，而 AMV、BBWV、TEV和 TRV 等病毒，目前 出现频率 

较少(见表3)，分布也不普遍[5 。 ”。因此，当前的辣(甜)椒抗病育种及判定综合防治措簏时， 

应以 CMV和 TMV 为主要 靶标 。 ． 

CMV和 TMV在不 同季节出现的额率。在我国北方，田问 TMV出现较早，6月 F旬达到 

高峰，以后 TMV稍有下降而 CMV逐渐增多，7月下旬至8月中旬上升到高峰。同时出现 CMV 

和 TMV或 CMV和 PVX的混合侵染 ，更应予以重视[ I3_ 

辣(甜)椒病毒病的田间症状比较复杂，除因病毒病原种类及其株系不同而异外，还受环境 

条件、传染方式、侵染部位、寄主品种等影响而变化。因此 ，不能 只从 田问症状来确定其病毒毒 

原类型，必须通过科学鉴定，才能作出正确诊断，并制定相应的防治措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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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port on the Research of Virus Populations 

Oil Pepper(Capslctnnfruteswns L)and Thek 

Distributions in Six Provinces or Cities  of China 

lYang Y0ⅡE1inl Yan shuzen Tian Ruyan。 

Feng Lanxiang 匝五互 国 。Wang Ziyuan 
(J m ln~ ute of Vege~able 8ciesce，Changc 日130031) 

( “ oy Vegetable Crops fled Flowers,lhe Cheese 

Academ of AgT~ULtUTal盛 4∞8，Beifiag 100081) 

(Beij~g A Twultural U~iversity，Beijmg 100094) 

From l983 to 1991·our collaborating resem-ch group of the project(one of the main state 

projec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reseau-ch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Sixth—Seventh Five Year 

plan )collected an d studied 3618 portions of samples of hot or sweet pepper virus disease in Bei一 

】mg，Ti~njin，Nianjing，Liaonin and Xinjiang．Eisht kinds of virus(TMV CM V PVX PVY TEV 

A M V BBW V an d TRV )were isolated from the sam ples by three routine methods of identifica- 

tion (biological，seroloical an d electron micr~ eopical method )．In the pepper，the biological，ser0一 

logical an d electron m icr~ copical characters of thes e viruses an d symptom s they caused on hot or 

sweet peppers were des cribed，the alternating laws between decune an d in crease of all kinds of 

virus in vari0us both region an d seas ons for seven year s were analysed—the kinds of dom inan t 

virus on pepper in each region was studied clearly．T he res ults would provide scientific founda- 

tions for both antiviral breeding an d m aking of the intergrated control plan ． 

Key words Pepper，V irus，Pop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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