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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在辽宁省阜新市韭菜原始材料圃中发现一种韭菜新病毒。主要症状表现为植株 

生长缓慢，叶片变窄，披散．叶色褪绿，沿中脉形成黄色带，叶尖黄枯。严重时植株矮缩死亡，造 

成严重产量损失。从症 状上看类似病 毒病．于是采集标样进行纯化分离得 一病毒分离物 

CCV—FX—Is．现将其鉴定结果报告如下。 

材料和方法 

1 毒原纯化与繁殖 毒原采 自阜新市辽宁省风沙地改良利用研究所韭菜原始材料圃。按常规法于防虫温室 

内摩擦接种苋色藜(CA~opodl⋯  ticolor)．待其产生枯斑后进行单斑分离纯化 回接韭菜证病及接种普 

通烟 (Nic0tiana tobacum)繁殖毒原。 

2 鉴别寄主谱测定 取防虫温室培育的无病适龄鉴别寄主一套．以接种发病的韭菜(Allium oderum)榨出液 

按常规摩攘法接种鉴别寄主．每种寄主接 5株，重复 3敬 ．记载症状反应。 

3 寄主范围测 定 方法同鉴别寄主谱测定．供试植物 分属 l0个科 31种．对接种后不显症状者回接 苋色藜 

( 如 “ amaranticolor)以确证是否隐症侵染。 

4 体外抗性测定 以苋色藜(Cheno~di marantlcolor)为指示植物，按 常规摩擦接 种法对接种发病的韭 

菜汁液进行稀释限点(DEP)，失毒温度(TIP)及体外保毒期 (L)测定．每一处理 5株．设 3次重复。 

5 传播避径试验 

5 1 蚜传试验 田问采集桃蚜(Myzus persicn )．无毒烟苗上 于温室饲养繁殖 ，取其 F2代进行传毒试验。饲 

毒 15 min后接种健株韭菜．接毒 15 rain．每株韭菜接蚜 5头，防虫温室培育观察记载发病情况。 

5 2 种子及土壤传播试验 将病株采收的韭菜种子播于消毒土 中及将健株采收的韭菜种子播于病土中于温 

室栽培，每一处理 20株，观察发病情况。 

6 病毒粒体形态现案 以叶浸溃法．经 2％PTA负染色后用 JEM-IOOCXII电子显微镜观察。 

结果与讨论 

1 鉴别寄主反应 已知韭菜病毒病的毒原有韭菜萎缩病毒(chinese Chive Virus，CCDV) 。 

与此类似的病毒有引起洋葱病害的洋葱黄萎病毒(0ni。n Yellow Dwarf Virus，OYDV) ，二 

者可通过我们设计的鉴别寄主谱进行比较鉴定加以区分，其比较鉴定结果列入表 1。从表 1 

可以看出．CCV—FX-Is可侵染鉴别寄主谱 中 5种鉴别植物的任何 一种．并且其症状反应与文 

本文于 1995年 7月 18日收到，12月4日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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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报道的 CCDV在同一鉴别寄主谱上的症状反应完全一致，其主要鉴别寄主症状反应如图 

1、2和 3。但 CCV-FX-Is在同一鉴别寄主谱上与 OYDV症状反应差异显著，OYDV 只侵染其 

中的洋葱(Allium cepa)，不侵染韭菜(Allium oderum)等其它 4种植物，韭菜是区别鉴定 OY— 

DV与 CCDV 的重要 鉴别 寄主，OYDV不侵染韭菜 (Allium oderum)，而 CCDV侵 染韭 菜 

((Atlium oderum)⋯，我们的实验结果也是如此，因此可以断定我们所分离到的 CDV—FX-Is 

不是 OYDV，似是 CCDV。 

2 寄主范围 先后接种测定了 1O个科 31种植物(包括鉴别寄主)。结果是 CCV—FX—Is能侵 

染 5个科 8种植物，详见表 1和表 2。 

裹 1 CCDV、OYDV及 CCV-FX-is的鉴别寄主反应 

Table 1 index host react1。n of(VdI)V、OYDV and CCV FX Is 

LN：局部枯斑(L— I】一 ) 

YD：黄化矮墙(Yellow dwarf) 

SM ：系统 花 叶(Sys,~ adc n~2saic) 

一

；无症状(N0 symptoms) 

裹 2 CCV FXIs的寄主范围 

Fig 2 Host ra e of CCV-FX-Is 

寄主植物 症状 寄主植物 症状 

H皤 t pLant Symptoms Hut plan, Syrapton．s 

藜 科 Chenopodiaceae 葫芦科 Cucurbitaceae 

奎宁藜 Chenopodlum quin~ LN 黄 瓜 Cu~mis satin s - 

菠 菜 m~cia ． 西葫芦 Lagemnxd~lgaris 一 

甜 菜 Beta vulgaris 一 m L ：>4indoca 

豆 科 Legumin~ e u 西 瓜 Cit~llus valgaris 

蚕 豆 Vivia知 LN 菊 辩 Comlxxsitae 

荽 豆 Phas~iust,ulgao's - 百 日菊 21nn*a 一 

豇 豆 Vigna sinen~is 一 十字花科 Cm~ifera'~ 

茄 科 Sola~ceae 小白菜 Br~sica chtmmds 一 

普 通烟 N t0bacⅡ优 SM 萝 h Raphavs越 州 

心叶烟 N 曲 船m 一 芜 菁 Br~sica rapa 

番 茄 Lya*per~con esc~lentum 甘 Br~sica ⋯ m 一 

Cap~um ⋯  一 伞形科 Apiaceae 

子 5oi⋯  D 口 ． 芹 菜 Apium gravelens 一 

矮牵牛 Petunia ￡Ⅲ  一 百合科 Liliaceae 

酸 襞 Phymilsfloo'da~ 一 百 合 LiGum to*glflo~  一 

曼陀罗 Datum “⋯ ni m ． 太 蒜 Liliummti~m - 

LN：局部枯l~(Local le*imm) SM：系统花叶(Systa tic~ salc) 一 ：无症状(N。sympto~ ) 

3 体外抗性 经测定 CCV—FX-Is的失毒温度(TIP)为 65～70℃，稀释限点(DEP)为 1O一．体 

外保毒期(L)为 5 d，与 CCDV一致 ，但与 OYDV差异较大，OYDV的 TIP为 75～8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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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为 10 上 ，L为 5～7 d【 。 

4 传播途径 试验确认，CCV-FX Is可由汁液摩擦及桃蚜(Myzus persicae)传播。田间还可 

明显看出能通过割刀传播，但不能经种子和土壤传播．结果与文献 t 报道．_致。 

5 病毒粒子形态 电镜下可从韭菜汁液中观察到 650x 13--i5nm的线状病毒粒体，形态大 

小与 CCDV一致，但比750 x13 nrn的 OYDV粒体[ 川短 ioo rim．见图 4。 ． 

图 1 ccv．Fx．Is在韭菜上的盎状反应 

Fig 1 The symptom reactic~of 0cvlFx．Is off^口 。 

图 2 (3CV~FX．Is在 番杏 上的症 状反应 

Fig 2 The symptom re~cfion 【 Fx_Is∞ Tezrago~da 

图 3 CCV-FX．Is在苋色藜上的症状反应 

Fig 3 The s
．
wmptca~reaction of(3CV-FX Is on chenopodi~m a~ ramicolor 

图4 CCV FX．Is粒体电镜照片(×580~KI) 

Fig 4 Elect~ micrographs of CCV-Fx-Is particl~【X5 ㈨0) 

根据上述 CCV-FX—Is在鉴别寄主反应 、寄主范围、体外抗性、传播途径及病毒粒子形态等 

方面．与 CCDV和 OYDV比较鉴定实验结果，我们将辽宁省阜新 市分离到的引起韭菜萎缩霜 

的毒原 CCV—Fx—Is鉴定为 CCDV，目前为止，国内尚未见韭菜病毒病研究的报道，国外 只有 日 

本报道从韭菜上分离鉴定出了 CCDV[ ．故我们从韭菜上分离鉴定出 CCDV这一研究结果为 

国内首次报道。 目前我们正在对此病的发生发展规律，防治方法及病毒属性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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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fication of a Virus Isolate of Chinese Chive 

Fang Dechun‘ Wang Zhendong Tong Chengfu2 Lu Qingxuan3 

(Department of Plant Protection．Shenya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henyang 110161) 

2(Institute of Wind-Sand Land lmprovemem and Utilization of Liaoning Province．Ft~ring 

123000) 

Shenyang Institute ofGardening Science，Shenyang 110015) 

An identification of a virus isolate of chinese chive which occurs in Fuxing city of Liaoning 

was carried OUt during 1993——1995．The isolate Call be transmitted by mechanical inoculation and 

aphid(Myzus persicae)，but cannot be transmitted by seed and soil．The isolate only infected 8 

species of plant OUt of 3l species from 10 families tested．The inder host reaction of the isolate was 

identical with Chinese chive dwarf virus(CCDV)．In Chinese chive sap，it properties weTe thermal 

inactivation point(TIP)between 65～70℃ ．dilution end point(DEP)was 10一．1ongevity of leaf 

extract at room ．temperature(>25℃ )was 5 d An  dectmn microscopic observation by dip method 

reveals the particle of山 e virus as rod-shape d with size of 650× 12～ 13 眦 ，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ymptom，physical properties，host range，index host peaation ，transmi ssion and 

particle of the virus．we consider this virus ．as CCDV ．This result iS the first report in China 

Key words Virus disease of Chinese chive．Identification．Chinese chive dwarf vir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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