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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三．靖瓜牝叶病毒．蓖菁花叶病毒．脱毒 脚 中磊喜 方f 

矮牵牛是一种草本花卉，主要用来布置花坛．但病毒侵染却严重地影响其观赏价值。国内 

外有关危害矮牵牛的病毒报道较多 ，但较系统研究矮牵牛病毒病的报道较少，本文从矮牵 

牛病毒鉴定、优蛰病毒种类确定硬防治矮牵牛病毒病进行了初步研究，现报道如下： 

材料与方法 

1 病毒的鉴定 

IH摩擦接种方法从 128个标 巾分驾m 畸鲎墒毒分离物．即(1)P 14；(2)p-a． P 33 蚜虫传毒试螭、种 

子带毒试验、电镜观察制样均按常规方缓世行 P i 4舟离物的提纯是参照 1+ol 1-t等 的打隰进行 P 14分 

离物抗血清制备足用部分提纯的 p-l4牲体免疫家免授得的 免痤电镜修饰法是参照 Slephen A．HRI” 的方 

法进行 黄瓜花叶病毒抗 ⅢL清由复旦大学于善 教授提供．芜菁花叶病毒抗皿情di L海农科院植保所袁贤溶 

先 生供 给。 

2 脱毒组织培养 

取感染 P．14分离物朝矮牵牛不同部位进行组织培养，或先将病株进行高温处理后取材料培养。培养叶 

片和花茅的培养基是：MS十NAA0 2mg／i十BA2 0rag．／I ；培荐(茎尖)的培养基是：1／2MS+NAA0 1 rag／I_+ 

BA1 0mg／I (液 )；生根培养肇是：MS NAA0 01 rag／I 

结果与讨论 

P．14、P．a．和 P-33分离物的鉴定 

用 P 14分离物接种 7科 2s种植物，可侵染其中的22种植物，在蚕豆、苋色藜上为局部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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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在心叶烟、普通烟上为花叶；可通过桃蚜、棉蚜进行非持久性传播，但不能通过种子传播；粒 

体为均一的等轴球状病毒，大小为28～30 nm．见图 l；琼脂积扩散试验表日且，P 14分离物与黄 

瓜花叶病毒抗血清之间形成沉淀线，并与 CMV和 CMV抗血清间形成的沉淀线相融合，据此， 

P一14分离物与 CM'V有相同的抗原决定簇，根据以上特点、f，l4分离物被鉴定为 CMV 

分别用 P~ dI和 P一33分离物接种9科 35种植物，结果表明：P aI可侵染 6科 14种植物，P 

33可侵染6科 l2种植物。P_．1】和 P一33侵染蚕豆为局部枯斑，在苋色藜和昆藜上为系统褪绿 

斑，在心叶烟上为花叶和系统褪绿斑，芜 上为系统褪绿和叶脉变褐 然而 P一33币惺染四月 

蔓和三仙姻，侵染乌塌菜为花叶，对番杏为隐性侵染，而 P 侵染四月整为花叶和矮fh，侵染 

三仙烟为局部枯斑，侵染番杏为局部褪绿，对乌塌葵不侵染，．P—gt 和 P一33的体外抗性分别为： 

TIP为 50～60℃和 45～55℃．DEP为 l(1=～1【) 和 l[) ～1(】 ，I IV 为 2～5 d和 3。。。6 d，两 

者均能以桃蚜非持久性传毒，P_al粒体为略呈弯曲的线状病毒，长度平均为 723 If．r1]，见图 2 

P 33也为线状病毒，长度主菩在72{1～730[till之问；P 的内禽体为风轮状卡̈条状， 图3 

例 】 

阿 2 

闸 3 

圈 4 

Fig 4 

P一14粒体电镜照片( 200 000) Fig1 E1叫一 mitt,~raph of P一14 particles( 2(HI(HlO] 

P—a 粒体电镜照片( 48 o(1o) Fig 2 E]ec~mn mlc graph of P al parti~le~( 40 OIll1) 

P ；II 含体电娩J}c! l {l】riO0) nE 3 E1川 m．1_Ⅲ?rn r ph．If P— l inclusi ，h l1I 30O(Ⅲ， 

P一 托怍赦 FuMV抗 讶修饰电镜照¨( hfl 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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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MV抗血清修饰结果表明：P 、P一33和 TuMV的粒体被强烈地修饰，见图 4。根据以上特 

征，P a，和 P一33两分离物被鉴定为 TuMV，但它们在少数寄主上症状有所差异，故认为它们是 

TuMV的不同分离物。 

经琼脂双扩散试验，用 P 14分离物制备的抗血清效价可达到 1／256．间接 ELISA检测法 

较生物检测法要灵敏 32～640倍，说明可用ELISA法对早期脱毒苗进行检测。用生物检测法 

检测 79个标样，CMV占81％，TuMv占 12 7％、用间接 ELISA法检测 30份呈花叶的标样， 

CMV占7O％，说明危害矮牵牛的优势病毒是 CMV。接种试验结果表明：矮牵牛很容易感染 

cMV，但感染愈早危害就愈重。 

2 无毒苗技术研究 

2．1 叶片和花芽的脱毒培养 

用 0．5～1．0 C1TI叶片培养获得 28块愈伤组织，用 0．2～0 5mm的花茅培养得到 33块愈 

伤组织，经生物和 EI ISA俭测均带有病毒。 

2 2 茎尖脱毒培养 

从病株上分别切取 0．15～0 25mm、0 3～0．5mm和 1 O n 茎尖各 4O～5O个培养，结 

果表明只有用0 15--0．25 mm茎尖培养方可获得 6．6％的无毒苗。 

3．3 热娃理结合茎失脱毒培养 

将病株先进行不同热处理后再切取茎尖培养，结果见表 1。从表 1可知．病株经高温处理 

后可甩较大的茎尖培养而获得无毒苗。且获得脱毒苗的比例较高，但高温处理对病株的伤害较 

大，而变温处理则比连续高温处理对病株伤害要小。从温度处理对植株存活率、茎尖存活率 

及脱毒率等综合来看，以变温处理 16 d后再切取0．3--0．5mm茎尖培养为佳。 
表 I 不同热处理结合茎熹培养脱I募cMv鳆果比较 

TaMe l Comparison of CMV-f⋯ ate in tip culture after dilferent heat Lr aun∞ts oI di~ased plants 

注 变温处理 为 38t1 8h+22 16h Varying heatt⋯ ⋯ tis 38℃ 8h+22℃ 16h 

由于矮章牛易快速繁殖，可将无毒苗作为原原种进行保存，陡繁后用于生产上，因矮牵牛 

苗期感染会严重影响其观赏价值，固此注意防治苗期感染很重要。关于如何防止无毒苗再感 

染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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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wo kinds of virus isolates P 14 and P．a1．P 33 were 1solated from the mosaic，crinkled 

and stunted petunia(Petunia hybrida Vila)plants The isolate P．14 was identified as cucumber 

mosaic virus(CMV)and the isolates P．al and P 33 as turnip mosaic virus(TuMV)CMV was 

the prevai~．ing virus in petunia Virus—free research results showed as follows：(1)CMV—free 

plantlets were not obtained when the leaves．flower-buds and meristem．tips(Fflore than )3mm ) 

were cultured；(2)CMV．free plantlets were gained when()15—0 25 mm rneristem—tips from 

the infeeted plants or 0 3—0 5 mm meristem．tips from the infected plants after different heat 

treatm ents were cultured 

Key words Viral diseases of petunia，Identificatiotl，CM V，TuM V，CM V-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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