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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芷花叶病的毒原鉴定

魏宁生 吴云峰

(植保 系 )

摘 要

在陕西杨陵地区
,

从严重受害呈现花叶症状的白芷植株上分离到一种病毒
。

该病毒通过磨擦

接种
,

能侵染 10 科25 种以上植物 , T D P为 65 ℃
,

D E P为 1 0
一 3 ,

L则为 4 天
,

桃蚜及蚕豆蚜不能传

播
,

但能通过种子和汁液进行传播 , 可与烟草环斑病毒 ( T R S V ) 抗血清产生明显的沉淀反应多

该病毒粒子呈圆球形
,

大小 3 o n m
。

此病毒被鉴定为 T R S V
。

关健词
:

白芷 , 花叶病 , 植物病毒; 鉴定 , 烟草环斑病毒 ( T R S V )

白芷 <刀叮
`
1招 “ 己a h llr ` · a

) 属伞形花科 当归属
。

中医学上以根入药
,

主治感冒风寒
、

头

痛
、

眉杖
、

骨痛和牙痛等病
。

但是
,

近年来白芷病毒病极其严重
,

据在陕西杨陵地区几个地块调

查
,

苗期发病率为 25 %
,

成株期可达60 %以上
。

病毒主要通过种子及 田间操作等进行机械性传

播
。

受病毒为害后
,

苗期白芷叶片呈现轻微花 叶
,

并随着生长沿叶缘叶肉褪绿变黄
,

叶缘局

部卷曲
,

叶肉皱缩
,

生长势减弱
,

比健株矮 40 ~ 6 c0 m ,

致使白芷叶片稀少
、

茎杆变细
。

据 统

计有30 %植株在未誉入成熟期时即发生叶片枯落及地上部死亡
,

并导致地下肉质根腐烂
。

与

健株相比平均鲜根减少 26
.

79
,

千重减少 14
.

29
,

种子 的千粒重下降 0
.

9 69
,

直接影响 白芷 产

量及药肘价值
。

我们对这一病毒进行了鉴定
。

1 材料及方法

寄主范围与症状反应的测定 将采集到的具有典型花叶症状 的 白芷 毒 株 ( A
n : 7 一 , ;

A n 。 , 一

份; A
n :

一
工

) 在防虫温室内用常规汁液磨擦法接种心叶烟
、

三生烟 和矮牵牛 进 行 归

类
,

待症状出现后用三生烟病叶汁液再回接无毒的白芷幼苗
,

当出现原有症状后
,

再进一步

测定其寄主范围及症状反应
。

抗性测定 包括致死温度 ( T D P )
、

稀释限点 ( D E P ) 和体外保毒期 ( L ) ; 用 三 生

烟测定
,

方法同常规试验
。

蚜虫传毒试验 用无毒桃蚜 (衬洲
。 、

eP ” f o ae ) 和蚕豆蚜 ( A p从 。 f ab ae ) 分别在防虫

纱笼里进行传毒试验
。

饲毒前饥饿 6 小时
,

然后转移到毒源三生烟植株上饲毒 24 小时
,

再转

移到无毒三生烟和白烟上传毒 24 小时
,

用嗅氰菊醋杀死
。

重复三次
。

种子传毒试验 从发病的三生烟
、

尾穗觅和白芷植株上采收成熟种子
,

播种在消毒的苗

钵土壤中
,

观察其发病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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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清学试验 用 三生烟病叶汁液作为抗原
,

与烟草环斑病毒 ( T R S V )
、

番茄环斑病 毒

( T
。

R S V ) 和番茄黑环病毒 ( T B R V ) 抗血清进行琼脂双扩散试验 〔 3」
。

在室温 ( 20 ~ 22 ℃ )

下经过 24 小时后观察
,

重复三次
。 -

交互保护试验 用 白芷毒原 A n : 6 一 1

与绣球病毒 H y : 6 一 。二者 进 行 交 互 保 护 试 验
。

H y 。 。 一 。

是从绣球上分离到的烟草环斑病毒
,

其特征只在三生烟上产生小枯斑
,

不产生任 何

环斑 , 而 A n 。 。 一 :

则在三生烟接种叶片上产生环斑
,

新生叶片出现绿花叶
。

其方法是将 三 生

烟分为二组
,

第一组先接H y 。 。 一 。 ,

待症状出现后再接种 A n 。 。 一 : ; 另一组 先 接 A n 。 。 一 , ,

后

接 H y : 。 一 。 。

接种后观察症 状表现
,

重复三次
。

电镜观察 选用发病的三生烟作为试材
,

采用摄渍法
〔 2 〕
制成钢网

,

用 2 % P
’

r A p H 6
.

8

染色 2 分钟
,

待铜网干后用 J E M
一 I OOC X I 电镜观察

。

2 结果与讨论

寄主范围及症状反应

采集 儿
一

;类型的三个白芷毒株 A ” : 。 一 ; ,
A n 。 , 一 ;

和 A “ :

卜
7 ,

经过寄主范围及症 状 反应

测定
,

三者基本一致
。

该病 毒能侵染 1。科 25 种以上植物
。

接种三生烟
、

白烟
、

番杏 和 西 葫

芦
,

5 天左右在三生烟及 白明上产生坏死斑
,

新生叶片呈现绿色花叶
; 10 天左右西葫芦和番杏

产生褪绿环斑
; 后期西葫芦又呈现系统褪绿或主黄绿症状

。

觅色黎和斑豆则表现枯斑 (见附

表 )

抗福竺汉若定结果

用三生烟测得 白芷花 叶病毒的 f D P为 65 ℃
,

D E P为 10
一 “ ,

L则为 4 天
。

蚜虫传毒试验结果

用挑蚜和黄豆蚜在二生烟上多次传毒
,

均无一株发病
。

种子传毒试验结果

白芷种传 补达 3 7
.

1%
,

尾穗兑和三生烟则分别为 6 5
.

0% 和4 2
.

5%
。

血清学试 检结黑

该病毒与 T R 3 V
,

T 。 R S V 和 f B R V 抗血清测试
,

结果仅与 T R S V抗血清产生明显的沉淀

反应
。

交互保护该验结果

先在三生烟上接种 H y 。 。 一 。
后再接种 A n 。 。 一 ,

与单纯接种 H y 。 。 一 。
的症状相 同

,

只在叶片上

产生小枯斑
,

而未出现环斑
。

另一试验先在三生烟上接种 A n s 。 一 ,

后接种 H y 。 。 一 。

与 只 接 种

A n 。 。 一 广
的症状相同

,

叶片呈现系统环斑
,

无任何枯斑产生
。

说明 H y 。 。 一 。

与 A n : 。 一 ,

间有交 互

保护效应
。

即 H y 。 。 一 。
和 A n 。 。 一 ,

同为 明草环斑病 毒的不同株系
。

电镜观察结果

用发病的三生炯叶片汁液制得铜网
,

在 电镜下观察到 3 0n m 大小的球状粒子
。

白芷病毒病国内尚未有过报道
。

在杨陵采集的花叶类型白芷依据鉴定结果
,

判明本病毒

寄主范围及症状反 应与 f 又压V 汇` , ` ’ 相同 , 抗性测定和血清学测定结果表明
,

此病毒不同于性

质相似的番茄环斑病毒和番旅 晨环病毒 ; 能通过种予传播而不被蚜 虫传播的特性也与 T R S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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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 1一致 , 其粒子大小和形态则与 T R S V完全相同
。

根据以上鉴定
,

我们认为引起白芷花叶病
、

的毒原是 T R S V
。

附衰 白芷毒原与 T R S V 的寄主反应比软

症 状 反 应

寄 主 范 围

人 n .

8 6一 1

心 叶 烟 (龙 ` e o t ` a n a 夕l u*` n o o a )

三 生 烟 ( N
.

t o b a c e “ nt C V
.

S a m s u n )

白 烟 (对
.

r o b a e o u 协 C V
.

W五i t e B u r l e y )

克 氏 烟 (万
。 c l e o e l a ” d ` f )

番 茄 ( L 夕 e o P e r o f e o ” e o e “ l e ” t“ m )

蔓 陀 萝 ( D a t u r a o t r a m o ” f u m )

矮 牵 牛 ( P e t“ 。 f a 人夕b r f d a )

番 杏 ( T e t r a g o n r a e 二 p a n ; a )

百 日 草 (Z r ” ” ` a e l e g a n 。 )

菠 菜 ( S P f n a e ` a o l e r a c e a )

茄 子 ( S o l a 作“ 协 脚 e l o n夕 e ” a )

觅 色 葬 ( C h e n o P o d f “ m a m a r a ” * ` e o l o r )

昆 诺 葬 ( C
.

g “ r n o a )

三 色 茧 (厂 r o l a t r f c o l o r )

就 豆 (犷 f夕 n a 3 ` ” e ” : f 占 )

菜 豆 ( P ha ` e o l
u : 打 u l g a r r占 )

西 葫 芦 ( C “ e 。 , b r t a 夕e p o )

黄 瓜 ( C o e u nt f 。 。 a r` 。 u。 )

丝 瓜 ( L o
j j a e 夕 I f , d r f c a )

千 日 红 ( G o fn P h r e ” a g l o b o s a )

尾 穗 览 (汉 m a r a n t h“ 占 e a u d a t u J )

干 穗 谷 ( A
.

h夕 b r r d “ 。 犷a r .

h y p o e h o ” d r f a c 。

金 鱼 草 ( A n t f r r h f ” u m o a j u 。 )

白 芷 ( A n g e l ` e a d a h r犷c a )

辣 椒 ( C a p 占 f e 。 优 a , n “ u 川 )

N , C r +

R
十 十 , G M

R
十 +

S M
+ +

G M
十

A n 。

87一 1 , 7 T R S V

N
+

S

R
十 , M N , R

R
+

N , R

SM
+ +

S

一 , N

N
+ +

G M
+

N
+

M
辛 一 V N

十

R
+ + +

V C
+ +

N
十 , Y S

干

N , C h l

M o , NM+NN

R
十 十

N

N
十 十 , G M

R
十 干 , M

N , S N

N , R

R
干 辛

N

C h l
+

R
干 +

N
+

M
+ , V N

+

R
+

V C
卒 +

N
十一 Y N

M

N
+

N
十 +

R
干 +

N

N , G M

R
+ +

一乡 R
+

N , -

C五l

R
+ , N

+

N
+ + +

C h l , M o

M
干 一 C r 十 M

于 十 , C r 十

M M

注 : 1 ) M一花叶 ; C
r
一致缩 ; G M一绿 色花叶 ; R一环斑 ; N一枯班 ;

V C一明脉 ; Y S一黄斑 ; V N we 脉坏无 ;

一无 应状 ; C

卜
褪绿 ;

2 ) T R SV一为烟 苹环斑病毒
。

参双 〔 4 〕 歹
.

! 出
,

其中 S仅代衣系统疚状
-

S M一系统花叶 ;

M O
一斑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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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 e a d a h u r f e a s h o w i n g s e v e r e m o s a i e s y m p -

t o m s i n Y a n g l i n g a r e a 15 i d e n t i f i e d a s t o b a e e o r i n g s P o t v i r u s
( T R S V ) b a s e d

o n f o l l o w i n g P r o P e r t i e s :
T h e v i r u s e a n i n f e e t m o r e t h a n 2 5 P l a n t s P e e i e s

a m o n g 1 0 f a m i l i e s .

I t s s t a b i l i t i e s a r e T D P 6 5℃
,

D E P 1 0
一 3 a n d L 4 d a y s

-

T h e v i r u s 15 t r a n s m i t t e d b y s e e d a n d s a P b u t n o t b y 材少之 u , P e r : f e a e a n d 通 P h f :

f a b a e 。

A g a r d o u b l e d i f f u s i o n t e s t i n d i e a t e s t h e v i r u s r e a e t s w i t h a n t i s e r u m

o f T R S V o n ly
.

a b o u t 3 0 n m i n

K e y w o r d s
:

E l e e t r o n

d i a m e t e r .

A n 夕。
l

` 。 a

T o b a e e o

m i c r o s c o p ; r e v e a l s , h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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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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