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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陕西 大豆上 引致花叶的是大豆花叶病毒 (S M V )
。

根据病毒在东农64 一 3 5 1 3 大 豆

品种上的症状可认为是三个不同的新类型
:

花叶 类型S M V 一M
,

泡疹类型S M V 一H
,

项枯类型S M V 一 T
。

关中地区引起茉豆
、

肛豆及扁豆花叶
、

皱坟等症状的是黄 瓜 花叶

病毒 (C M V )
,

属豆科 系统群
。

左血豆上分 离的黄瓜花叶病毒 (C M V ) 除致死温度低

(7 3一75 ℃)
、

种子能带毒
、

不感染蚕豆外
,

寄主范围及其反应
、

绮虫传毒
、

免渡双扩

教等结果同于 茉豆上分离的黄瓜花叶病毒 (C M V )
。

关健词 豆科植物病毒
, 花叶类型 S M V

一

M ; 泡疹类型S M V
一

H , 顶枯类型S M V
一

T

大豆
、

菜豆
、

戴豆是重要的粮食和蔬菜作物
,

其病毒病近年来有不断蔓延和发展的

趋势
。

这在一些年份能够造成大幅度减产
,

特别是关中地区病毒病非常流行的菜豆和虹

豆常常导致严重的损失
。

有关危害这些作物的病毒病在国外有较多的研究
仁“’ , , 。

国内从五十年代 开 始
,

裘

维蕃
、

周家炽
、

刘仪等
〔‘’‘’ . ,

先后报道 了大豆花叶病毒的症状
、

传播及电镜观察
。

近年

来有
.

人鉴定了东北和南京地 区的大豆花叶病毒
〔: , 3 , 。

危害戴豆的病毒病除俞大 缓
‘. ,
在

1 9 3 9年报道的南京地区虹豆花叶病毒外
,

包括菜豆在内的国内工作很少
。

为了查清我省这些作物病毒病的毒原种类
,

为以后的研究和防治提供依据
,

我们于

1 9 7 9 ~ 81 年进行了毒原鉴定
。

一
、

材料和方法

1
.

生物鉴定

鉴定的大豆毒原是从陕西省各地大显
.

七各种类型的病株 (或带毒种子 ) 得到的
,

菜

豆
、

虹亘及扁豆毒原主要是从关中地区蔬菜田中采得的
。

得到的毒原在尼龙纱防 虫网室

或无虫温室内经生物纯化后繁殖扩大
。

大豆毒原 在东农 6 4一3 5 1 3品种上繁殖
,

菜豆
、

虹

.

在试验中曾得到西安市农科所郑贵彬同志
,

农业部植检所张成良
、

张作芳
、

胡伟负 同 志 的帮

助
,

特此致谢
。

本文于 1 9 8 5年1 1月 6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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谊
、

扁豆上的毒原在心叶烟
、

普通烟上繁殖
。

根据各个毒原在主要 鉴别寄主上的致病力

和引起的症状进行刊步归类
,

各类取代丧毒原
,

测定其在鉴别寄主上的 反 应 寄主范

围
、
‘心染 方大 越稳纂性吞

‘

⋯
‘

二汁浓接种
、

抗性测定
、

蚜虫传毒同于常规试验
。

种子带毒试验
,

是在感病植株 (或分
_

五、 中
、

下兰个部位 ) 上收种
,

在温室或尼龙

纱棚 内播种
、

苗期观察记 载
,

计算发病率
。

在一些种子传毒试验中
,

包括一些 毒 原鉴

定
,

为了防止污染
,

瓦盆
、

营养土均在1
.

5一 2个大气庄的高压灭菌锅中进行 1一 2小时湿

热灭菌
。

2
.

病毒的初提纯

大豆花叶病毒 (S M V ) 的提纯参考 R os s的方法 , 黄瓜花叶病毒 ( C M V ) 的提纯

参 考L ot 的方法声
〕 。

·

3 ‘C M V
、

S M V 病毒粒体的电镜观察

取上述提纯的病毒溶液
,

用铜网滴样
,

后用 1 %
、

p H 7
.

5的磷钨酸负染 2 一 5 分钟
,

干燥后 电镜现察。

一

,
.

免疫双扩散试验

(1) 称取精琼脂粉 (川本进日 琼刀动 1
.

2克
,

在沸水浴 中溶于 1 00 毫升硼酸 缓冲液

(p l }3
. 卜; ,

高 护强度0
.

0 2 6 ) 。1: ,

少下
二

加入。
.

1 %叠氮化钠
,

配制成 1
.

2 %琼脂凝胶
。

(力 用吸 炸吸联适量的琼脂凝胶
,

均匀铺在玻璃片上
,

使凝胶层厚度达2毫米
,

待

凝固后放在样品孔排列内样上
,

用金属打孔器挖孔 (孔直 径 为4 毫米
,

各 孔 间 距 4毫

米)
,

并剔 除孔内琼脂凝胶
。

(3 ) 将抗血清加 入巾间孔
,

已知 (对照) 抗原和待检样品加 人外围孔中
,

一

将 玻璃

板放 入带盖瓷盘
, 5一 7小时以后 (或过夜) 在具有黑色背景的日光灯下观察沉淀线出现

的詹况
,

待沉淀线基本稳定后记载结果
。

扩散试验中S M V
、

C M V 抗血清系由农牧渔业部植物检疫实验所提供
。

CM V 抗血清

是由澳大利亚引进的标准毒原制备
,

S M V 抗血清由东北 S M V 毒原制备
。

二
、

试验结果

(一) 症状观察和产t 损失

1
.

大亘病毒病的症状 : 有沿叶脉两侧出现泡状突起
,

未突起部分颜色变淡 (图版 I

一 1 )
。

有的叶片皱缩
,

叶而出现大小不等
、

形状不同的隆起 (因版 I一幻
。

出六
一

的表

现花叶
,

先形成明脉
,

脉区失绿
,

以后又消失
,

继而出现斑驳和花叶症状
。

在一些品种
_

E可出现叶脉变褐
。

、

病株 上的种子常产生斑纹
。

斑纹的有无与大耳品种种皮的颇色有很大的 关系
。

种皮

为深褐色或黑色 (红滚豆
、

黑滚豆 ) 的无斑纹 ; 种皮为绿色 (绿水豆) 的品种可形成黑

褐色斑纹
; 淡绿色种皮 (绿赖 豆) 形成红褐色斑纹

; 黄色种皮 (东农创一防 1 3 ) 形成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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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斑纹
。

斑纹的形状和在种皮上的位置 也因品种而异
。

有的呈
“八 ”

端
,

有的则呈放射状
、

片状
、

带状以 及扇形状分布在种脐
、

种脊两侧

不同品种褐斑率不一样
。

2
.

菜豆病毒病的症状

l ? 叹

字形分布在种脐

( 图 )饭 I一 4 )

菜豆上的病毒病
,

是在叶子上出现镶嵌斑驳
,

叶子小时容易呈现畸形
,

其中也有许

多斑驳不明显而成皱缩状的
。

早期感染植株变得矮小
,

很少开花
,

即使开花
,

也多数凋

谢
,

结荚不多
,

对产量影响很大 (图版 I 一 6
、

8
、

9)
。

3
.

戴豆病毒病的症状

在幼嫩的叶子上出现斑驳皱缩
,

老的叶子上主要是皱缩
。

而比较耐病品种上
,

先是

斑驳
,

后变为失绿块
。

在一些易感病品种上产生褐色坏死
,

有的豆荚畸形
,

豆荚上有黑

褐色坏死斑
,

植株极度矮缩
,

很少结荚
,

可造成严重的产量损失 (图版 I一 5
、

图版 I 一7)
,

4
.

扁豆 (D o lieh o s L a b不ab) 病毒病

在幼嫩的叶子上产生花叶斑驳
,

也有畸形
,

中
、

下部成令叶沿脉严震皱缩
,

有时出

现植株矮化
,

结英少
。

(二) 毒原的初步归类

从 1 9 7 9一1 9 8 1年
,

采集大豆
、

菜豆
、

虹豆
、

扁豆各种类型病株 (或带毒种子 ) 标样

141 个
,

其中大豆34 个
,

菜豆50 个
,

可豆52 个
,

扁豆 5个
。

全部标样在主要鉴别寄主上作

常规汁液接种
,

并根据其病状特点进行初步归类
,

共归为 I (l
、

2
、

3)
,

I (4
、

5 )

类
, 5组 (见表 1)

。

各类取代表毒原
,

测定其在鉴别寄主上的反应
、

寄主范围
、

传染方

式及稳定性等
。

裹 1 各类毒原在鉴定寄主上的反应

普普通烟烟 心叶烟烟 曼陀罗罗览色菜菜 黄 瓜瓜 大 豆豆 虹豆豆豆 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豆豆

诬诬月飞刁限 仪卜 \\\ 111 !!! lr _ ___
} {{{}}} }}} ! 一一l {{{! lll}}}

大大豆豆豆 nnn 000 000 000 000 沟皮皮 000 nnn nnn
母母母. . . ~口 . . . . . . . . . 电电

一万--- 一万一一
. . .. . .. .

~ -
.

.
叫.
口

. 自. . , . . . ...

-丁
一一 nnn . ‘石J 门p少少 nnn 一万万 ;;;OOOOOOOOOOO nnnnnnn 一- 一一

~ ,,,,,

JJJJJJJJJJJJJJJJJ七 旧
.........

一一一

一立一一
UUU

一生一一 {{{
UUU UUU 1 七 H 肠肠

二一一 UUU UUU

.......

-
. , .

叫
. , ‘‘. . . 口...........

,
丫吧之至 , .......

一一一3333333 000 000 UUU UUU UUU J贝枯枯 UUU 000 000

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

菜菜菜菜 MMM MMM L NNN L NNN 一MMM 000 MMM MMM MMM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

扁扁豆豆豆 MMM MMM L NNN L NNN MMM 000 MMM MMM

大大豆豆 111 OOO 000 000 000 000 泡疹疹 000 000

2222222 000 000 000 000 000 花叶叶 000 000 000

3333333 000 000 000 000 000 顶枯枯 000 000 000

菜菜豆豆 444 MMM MMM L NNN L NNN MMM 000 MMM MMM MMM

扁扁豆豆豆 MMM MMM L NNN L NNN MMM 000 MMM MMM MMM

虹虹豆豆 555 MMM MMM L NNN L NNN MMM 000 MMM MMM 000

卜N一局部坏死
; M一花叶 , O 一无症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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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各类分离物的寄主范围
、

寄主反应及物理性质

第 I 类

1
.

寄主范围及寄主反应 : 这类三个组的毒原 寄主范围是很窄的
,

它们只能系统侵染

大豆 (G 忿y e in e 优a x )
。

在菜豆 (P儿a

seo 乙u s V u 落g a r is) 品种家雀蛋
、

奇异豆 (K e ”t“e
却

W 讯d er p 。比 婀x)
、

T oP c r

oP
、

河南肉豆
、

延安豆
、

红旗豆
、

泰国豆土均无症状
。

不能侵染扁

豆 (D o 忿fe ho s 乙ab 了a七)
、

虹豆 (V ig 九a sf作en s is )
、

莞 豆 ( P isu价 : ta 招m )
、

普 通
.

烟

(N fe o rt’a 作a t ab a e “机)
、

心叶烟 (N fe o tia件a 9 1“tf作0 50 )
、

览色黎 (C h e件o p od i“附 哪
a -

a”t介。不o r )
、

曼陀罗 (Da ru ra s tr a邢o n ni 琳 )
、

蚕豆 ( V fe :’a fo ba ) 等
。

三组 病 毒分离

物在一整套鉴别寄主上的反应基本是一致的
,

仅在东农 64 一 3 5 1 3大豆品种上的症状不 同

区别为三个类型
: (l) 泡疹 , (2) 花叶 , (3) 顶枯

。

经多次转接症状是固定的
。

2
.

传播
:

很容易汁液接种
,

一般接种发病率在 70 % 以上
。

种子可传毒
,

带毒率常因

品种而发生变化 (见表2)
。

衰2 大豆不同品种不同部位种子带毒情况

1一
兰燮一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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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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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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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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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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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一 },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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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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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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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阵竺卜里生{
-

土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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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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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一生

一

卜兰
-

{二一}一兰阵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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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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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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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9 { “8

{ 了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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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8
⋯
“8 {“o {

88888

竺⋯
望{
燮}
望}

1 5 6
{

3 6 }1 8
。

6

8 13
。

5

ha }
表 2说明

,

不同品种种子带毒率不一样
,

同一品种茉同部位带毒率也有差别
。

总的趋

势是中
、

下部种子带毒率高于上部
。

测定了蚜虫传毒
,

结果三个毒株都可以通过棉蚜 (A p h枯 go ss y加l’)
、

桃蚜 (M y zu
‘

p e r sfe ae )
、

菜 蚜 ( R 人o p a不o s 1’p脉n p se “do br a ss ie a e )
、

大 豆蚜 ( A p入fs g 己夕e i”e ) 传

毒
。

3
.

抗性测定
: 根据多次测定

,

花叶
、

泡疹
、

顶枯毒株的结果是相同的
,

致死温度为

55 一 60 ℃
,

稀释限点为1 0
“ 之
一 1 0

“‘,

体外保毒期为 4一6天
。

4
.

交互保护作用
: 先将花叶型毒株接种在东农 64 一 3 5 1 3幼苗上

,

待植 株出 现花叶

后
,

部分毒株作为对照
,

其余病株接种顶枯与泡疹毒株
,

同时设单独接顶枯
、

泡庵作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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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
。

结果 (表 3 ) 说明
,

花叶毒株与顶枯毒株之间有交互保护作用
,

花叶毒株与泡疹

毒株也有交互保护作用
。

裹 3 花叶与顶枯
、

泡瘩毒株的交互保护作用

毒毒原种类类 发 病 株 数数

}}}}}
花 叶叶 顶 枯枯 泡 疹疹

IIIIIII

1
!!!

1
111

1
!!!

1
111

1
!!!

对对对 花叶叶 2 9 / 3 555 1 6 / 2 000 000 000 000 000

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
顶顶顶枯枯 000 000 1 3 / 1 999 6八000 000 000

泡泡泡疹疹 000 000 000 000 1 5八 555 1 0 / 1 000

花花叶 + 顶枯枯 1 1 / 1 111 6 / 666 000 000 000 000

花花叶 十 泡疹疹 1 3 / 1 333 6 / 666 000 000 000 000

5
.

电镜下病毒粒体的形态
: 提纯的泡疹毒株病毒溶液经铜网滴样和负染以后进行电

镜观察
,

镜下可见到约7 0 o n m x 13 n m 纤维状弯曲的病毒粒子 (图3)
。

6
.

免疫双向扩散试验
: 试验结果表明

,

在抗血清与各供测样品孔间都 形 成 了沉淀

线
,

并且各沉淀线完全融合
,

说明一类三个毒株与东北大豆上的S M V 抗 原 性 完 全 相

同
。

第 I 类

这一类毒原是来 自菜豆
、

扁豆 (第四组) 和虹豆 (第五组)
。

下面是来 自菜豆的第

四组毒原的寄主范围和抗性等
。

1
.

寄主范围和寄主反应
: 用汁液接种 6个科17 种植物

,

证明其中5个科10 种植物可被

病毒侵染
。

表 4列出了这些植物对第四 组毒原的反应与症状
。

未表现症状的有
:
小扁豆 (L跳s 。“Iin 口r i: )

、

大豆 (G 妙e公玲。 5 0沁)
、

绿豆 (p 瓦a -

se o忿“s “哪
s )

、

小豆 ( P ha s已O忿“s 而邪断fs )
、

箭 括 豌 豆 ( V fc ia sa tfva )
、

芹 菜

(A p孔f“邢 g r av eo 不哪s)
、

辣椒 (C a p s ie“协 眺件““挑)
。

2
。

传播途径

(1) 病毒很容易磨擦接种传毒
。

(2 )
‘

测定了蚜虫传毒情况
,

结果表明桃蚜 (M 夕z“ 5 9 0 5妙p该i)
、

菜蚜 ( R 孔o p‘o , -

fP加份 尸翻澎d曲阳ss icae ) 都可以传染病毒
。

(3) 种子传毒
:
在田间自然感病和温室人工接种感病的菜豆 (河南肉豆 ) 植株上

收获种子1 84 粒
,

播种在温室 内
,

连续观察五十天
,

未发现感病植株
,

说 明 种 子 不传

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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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第四组毒原的寄主范围及寄主反应

寄主名称

茄 科

普 通 烟

心 叶 烟

番 茄

蔓 陀 罗

葫 芦 科

黄瓜 ( 咸阳地黄瓜

豆 科

瓜 豆

菜 豆

豌 豆

草 科
一

览 色 菊

览 科

千 日 红

症状与反应

5 0 ! a昨ae 己a e

N fe o tfa 托a 忿a b a e u 沉

N fe o 云滚a柞a g乙u 艺i件o s a

乙y e o P er sie “机 e se“ le牡t“执

D a t“r a s tro 批。”i“解

Cu e u 比ita ee ae

C u e u m 公5 s a tiv u s

L eg “机fn o s a e

V fg 玲a sf九e儿sfs

P h ase o 工“5 V u 王g a r is

P is u m sa t i娘琳

C九en
o Po d l’a卿

e

C人跳
o Po d iu 附 a爪a艺诚 tie o lo r

A 优毋口n th a e eQ e

Go m Phr吮
a g lo b o sa

S M

S M
M

.

考h r

L N

M
.

M t

S M

M t
.

M
。 s h r

M
。

V b

L N

M t
.

D

且合..‘.....‘...‘....

lee!leeeeeslsesell
se

、少

L N一一局部枯斑

S M一一系统花叶

M t一一斑驭

S h r
一一叶皱缩

M一一花叶

D 一一崎形

V b一一沿脉失绿

3
.

抗性测定
:

寄主植物为曼陀罗
,

每处理 10 株
,

测定结果
,

病毒的致死温度是 75 一

78 ℃
,

稀释限点为 1 0 一 4 一1 0
’ “,

体外保毒期 6一8天
。

4. 电镜下病毒粒体的形态
:

用提纯的 1 类 4组菜豆上的毒原
,

经铜网滴样和 磷 钨酸

负染后电镜观察
,

镜下可见到直径约30 n m 的病毒粒体
,

末见到其它病毒粒体
。

5
.

免疫双扩散试验 : 结果在抗血清与各供测样品孔间形成沉淀线
,

沉淀 线 完 全融

合
,

说明两类四组毒原与标准C M V 有完全相 同的抗原性
。

同时
,

我们又取来 自扁豆 (D ‘ic 九os 比b不的) 的这一类同组毒原
、

鉴定结果
,

同样

可感染茄科
、

豆科
、

览科
、

菊科等植物
。

在普通烟
、

心叶烟
、

黄瓜
、

菜豆
、

弧豆
、

蕃

茄
、

千 日红土表现花叶
,

曼陀罗
、

览色菊上产生局部枯斑
。

大豆
、

绿直等不能被感染
。

汁液
、

棉蚜
、

桃蚜可传染
。

从感病植株上收得带毒种子 87 粒
,

播种于温室内
,

连续观察

未见发病
。

抗性测定结果
:

致死温度75 一78 ℃
,

稀释限点 1 0
一 ‘

一 1 0
“ 6 ,

体外保毒 期 4一 8

·

天
。

琼脂扩散试验说明
一

与标准的C M V 有相同的抗原性
。

本类第五组毒原是来 自虹豆
。

这组毒原除抗性低 (7 3一 75 ℃ )
,

种子能带毒 (见表

6 )
,

不能感染蚕豆外
,

其它如寄主范围
,

寄主反应
,

扩散试验
,

传染方式等结果
,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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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同于第四组
。

表5 死豆种子传毒试验结果表

品种名称 带 。学种出苗株数 发病株数 ,,%病率 (% ) 试验时间

1 2 5

干阳绿皮

111 777

111 333

2 6
.

1

〔2
。

了

1 9 8勺

1 9吕1

2 1
。

7 1 9 8 1

1 8
.

8 1 9 8 1

第 I类毒原全来 自大豆
。

虽然在 田问情况下产生皱缩
、

花叶
、

沿叶脉泡状凸起等症

状
,

但经接种和系统观察
,

一

证明它们基本是由同一种病原病毒引起的病害
。

根据文献报

道
,

危害大豆的主要病毒种类有
:

大豆花 叶 病 毒 (S M V )
,

菜 豆 黄 色 花 叶 病 毒

(B Y M V )
、

烟草环斑病毒 (T R S V )
、

烟草条纹病 毒 ( T S V )
、

豆 荚 斑 驳 病 毒

(B PM V )
、

可豆花叶病毒 (C p M V )
、

首稽花叶病毒 ( A M V )
、

花 生 矮 化 病 毒

(PS V ) 等
。

上述各种病毒
,

比较明显的区别是病毒粒体形态
,

寄主范围和特殊症状的表现
。

以

粒体形态可分线状和球状两类
,

电镜观察表明
,

I类毒原病毒粒体是线状的
。

在大豆上

病毒粒体为线状的有大豆花叶病毒 (S M V ) 和菜豆黄色花 叶 病 毒 ( B Y M V ) 两种
。

S M V 可以种子带毒
,

寄主范围很窄
,

只能侵染大豆属几种植物
。

而B Y M V 不 能 由 大豆

种子传毒
,

能侵染多种豆科植物如
: 菜豆

、

绿豆
、

莞豆
、

蚕豆
、

香莞豆等
。

本试验的结

果与前者一致
,

所以 I 类毒原应属大豆花叶病毒 (S M V )
。

从寄主范围看
,

病 毒 不能

侵染普通烟
、

且豆和 觅色葬
,

因此
,

它不是烟草环斑病毒 (T R S V )
、

烟草 条 纹 病毒

(T S V )
,

还不能侵染菜豆
、

莞豆
,

也不可能 是菜豆黄色花叶病毒 ( B Y M V )
、

首着花

叶病毒(A M V )或江豆花叶病毒 (C P M v )
,

与大豆花叶病毒 很相似
。

又根据免疫双向

扩散试验结果
,

东北 S M V 和 I 类毒原 与抗血清形 成的沉淀线完全融合
,

说 明 I类 毒原

与东北大豆上S M V 抗原性完全相同
。

因此
,

根据 陕西省危害大豆最普遍
,

表现为皱缩
_

、

花叶
、

沿脉泡状 凸起等症状的毒原病毒应该是大豆花叶病毒 (S M V )
,

属于 马 铃 薯Y

病毒组
。

但根据在东农 64 一 3 5 1 3 品种上的症状
,

可分为三个类型
: 顶枯

、

泡疹
、

花叶
。

这三类毒株所引起的症状彼此间有明显而稳定的差别
,

它们和国内外以往所报道的普了

株系以 及其它株系有明显的不同
。

在菜万品种
’

T oP
c r o p 上不 』“生枯斑

,

而区别 于E u i一

k y 。。 C ho 等 「川 报道的S M V 7 个株 系
。

顶枯毒株与东北的S M V 一 T 相似
,

也引起植株

J页端坏死
。

.

但陕西省发生的病 毒有
一

个班要的特点就是在菜豆品种家雀蛋上不产生枯斑

而 与其相区别
。

种 子能传毒
,

也不 间于南朝鲜报道的 S M V 一 N株系 〔“J 。

泡疹毒 株 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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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R o s s 〔‘o ,
报道的 S M V 一 B相似

,

但在K e n t u e k y w o n d e r p o le w a x 菜豆品种上不出

现枯斑而相区别
。

交互保护反应试验证明
,

花叶毒株与顶枯和泡疹毒株有保护作用
。

琼

脂扩散试验说明
,

这三个毒株与东 北 S M V 抗血清能形成沉淀线
,

并且相融合
。

因此认为是

三个不 同的新类型
,

即花叶类型S M V 一M
,

顶枯类型 S M V 一 T
,

泡疹类 型S M V 一H
。

第 l 类第四组毒原是来 自菜豆
、

扁豆
。

根据以 上试验结果
,

从病毒粒体的形态
、

琼

脂扩故
、

寄主范围和其它一些生物学特性看
,

病毒与国内外报道的黄瓜花叶病毒极为相

似 ““” 3J
。

对照国内外资料
,

可以认为引起菜豆和扁豆病毒病的毒原 是黄瓜 花 叶 病毒

(C M V )
。

根据 日本小室以C M V 的寄生性的分化在植物的科范围上来 整 理C M V 的系

统的现点
,

属于黄瓜花叶病毒 (C M V ) 豆科系统群
。

这类第五组毒原是来 自孤豆
。

这组毒原除致死温度低 (7 3一75 ℃ )
、

种子可带毒
、

在香豆上无症状外
,

其它如粒子形态
、

寄主范围等同于第四组
,

也属于黄瓜花叶病毒豆

科系统群
。

在试验中采得的毒原都用汁液接种来繁殖
。

以上几种植物上是否存在仅昆虫能传播

的病毒有待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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