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9卷 第1期 

1991年3月 

西北农业大学学搬 

Acta Univ．Agric．Borca]i— occidcntalis 

VOI-l9 N0 1 

M arch l99l 

几种花卉病毒病害的鉴定 

魏宁生 吴云峰 

(担保聂) 

翦 蒌 对陕西境内 l0种花卉病毒病的毒原进行了寄主范围、症状厦应．蚜虫他'睛， 

种子传埔 且请学和电子显搬位理察等试验表明：荧^聋花叶病，美^蒜黄色斑驳病．美^ 

蔫白色采点花叶癀 唐菖蒲条纹花叶病、店片蒲环斑病，巾红花叶府、早金莲花叶肃，大理 

花明弥花叶肃，大理花环斑痈和鸡冠花花叶病的毒原fIi敬为美^捕花叶病毒，美^j0【c黄色斑 

驳肃毒，黄瓜花叶癀毒，菜豆黄色花叶疠毒．烟草环斑痛毒，黄瓜花叶病毒，黄瓜花叶癀 

毒，大理花花叶肃毒，番茄斑羹房毒和黄瓜花叶病 ．另外．在大理花府株中检捌到黄瓜花 

叶病毒． 

美键词 花卉，病毒癀害。鉴定 

中圈分类号 $436．8 

我国自从开展植物病毒病研究以来．很少涉及花卉病毒病，直到1985年才有一些 

研究报道 “’，其后作者系统鉴定了 I6种常见花卉的病毒病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 

进展和人民生活的日益挺高．花卉受到A们的舟遍喜爱，由于大量的无性繁殖致使花卉 

病毒病的蔓延．因此，现今紧迫的任务就是迅速查明各种花卉病毒病的毒原种类，为组 

培脱毒和快速絮殖打下良好的基础． 

1 材料及方法 

将采集到的各种毒原。按常规汁液磨擦接种法接种在枯斑寄主上进行单斑分离．用 

纯化毒原测定寄主范围和疵状反应。血清学鉴定采用琼脂双扩敞法．抗性测定 蚜虫传 

播，种子传播和电镜观察法。与花卉病毒病害的鉴定——(U)相同． 

2 结果与分析 

2．I 美人蕉病毒病 

美人蕉 (Canna geaeralls及 C．indica)病毒病非常严重．按症状可分为 3种：毒株 

CanI·呈现均匀花叶．进人夏季后叶片发生向背卷曲，但株高正常．这一类型占 

65％；Can2叶J}表现黄色斑驳 (图版 A)．后期斑驳变揭并发展 为坏死条斑．直至整J} 

叶枯死·植株矮化．在田问此类约占25％：Can}先在ut‘片中脉处出现褪绿斑．进而发 

展为扩敞性浅绿斑块及白绿斑块．随后叶”皱缩．白色斑块变褐坏死。井拌有生长点扭 

曲 干缩以及不能显花等症状．后一类约占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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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罔版 毒瘸症状和瘸 粒 了 

A  ̂ ：一 邑奈垃肼驳埘．B J,ti 蒲 讲艏；C人 芘吨uj捕． 

D^理花科：斑病．E夫理 花科：BE病的捕毒性了 

用 Can。毒原接种烟草～周后在接种叫”上出现枯斑，但新生叶Jl『_不表现症状；在金 

盏花 (Calendula fficlalis)上形成系统花ul‘．Can 与马铃薯 Y病毒 (PVY)抗 清 

发生用性反应 (表 1)．在电镜 F观察到大小为 750nm×1 3nm的线状粒子．以上攀定 

结果与文 (4，5)报道的荚人豫花“』病毒 (Canna inosaic virus)基本～致 ． 

用 Can2病 叶 汁 液磨 擦 接种 多 种 筘 别 寄生 均 未 表现 疵 状 ． 用橇 蚜 (Myzus 

mrsicae)饲 毒后接种烟草、黄瓜 (CJtclnni~sati~tus)和番茄 (～coperslcum esculentum) 

也均未发病．用经 PEG箍【提的病毒佯品制备钋引q．在电镜 F观察到有少量的 130nm× 

25nm的短杆状粒子．依据病毒在美人 上产生的壮状，以及能被蚜虫传播，不能磨擦 

接种和粒子大小等特性，初步认为这一病 毒与山 r修一报道的美人蕉黄色斑驳病毒 

(Canna yellow mottle virus) 柑I司． 

Can 3能顺利通过病株汁液磨擦接种 1 3个科的 22种植物 ．接种 7d后，心叶烟叶" 

呈现系统明脉，而于白烟则产生花卟，番杏 (Tetragonla extmnsa)接种 10d后接种ul’出 

现揭斑．用昆诺藜测定了病毒 的体外抗性 (裘 2)．Can 与黄瓜花 u}病毒 (CMV)抗 

血清具有明显的沉淀反应 (表 1)．在电镜 l 观 察到直径约为 30Bin 的球状牲子．故 

此，这一病毒应浆定为 CMV．此外，用 PVY及 CMV抗 清对 50多株美人热病株检 

铡时，发现其中有 17株为 CMV和美人照7E ur病毒混合偿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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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唐菖蒲条纹花叶病和环斑病 

在陕西除已报道的 CMV引起的店菖蒲 (Gladioh~s grand(flotusJ毫§条纹花叶病 

外，现又发现丁唐菖蒲环斑病和另一种条纹花叫病．用这种条纹花叶病的毒 (G】，) 

接种番杏和尾穗 苋 (Amaranthus caudatu$)均在接种叶片上发生枯斑 ．在菜豆 

( aseolus rulgaris)接种叶上产生黄 色花叶．病林所结豆荚表面也有深绿色斑块．Gl， 

仅与菜豆黄 包花11P病毒 (BYMV)抗血清起阳性反应．在电镜 F观察到长度为 750rim 

×1 3rim 的线状粒子．因此，可将 G1，鉴定为 BYMV ． 

唐菖蒲环斑病株 (G】 )在春季时叶"上呈现浅黄色褪绿斑，进入夏季后病斑发展 

为环死性环斑 (图版 B)．汁液接种苋色藜形成环斑．经单斑分离后回接唐菖蒲幼苗 5d 

后在接种叶上出现翅绿环斑．接种番杏后叶"表现系统环斑，在干日红 (GⅢ 肼rena 

globosa 、蔓陀罗 (Datura$1ramotlium)和番茄上未表现疵状．G】 毒原不能通过蚜虫传 

播．用多种病毒抗帆清与 G13进行琼脂双扩敬试验，结果仅与ToRSV抗m清产生沉淀 

反应 (表 l】．用昆诺黎’测定了病毒的体外抗性 (表 2)．用普通烟及唐菖蒲病叶汁液制 

备铜网，在电镜下观察到f午多直径为 30nm 的球状粒子．依据以上研究结果．初步认为 

l起唐菖蒲环斑病的毒原是 ToRSV或 ToRSV的一个株系 “ ．此外，用 BYMV， 

CMV和 ToRSV抗血清对大量店菖蒲毒株进行检测时，发现单独侵染的病毒以 BYMV 

为最高，占 15％～17％：其次为 CMV． I 5％～10％；ToRSV仅 J与3％左右．而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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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店莒蒲受多种病毒混台为害． 

2．3 串红花叶病 

在陕西杨陵有 35％串红 (Salvia splendens)发生花叶病．初夏时病株 (Sa1)uI ” 

呈现花叶，进人高温季节，则叶"变窄和发生偏生．毒原分离后人工接种心叶烟．3d 

后接种叶出现褪绿，随后呈现系坑轻花叶，在蔓陀罗接种叶J}发生局部褪绿斑，后期叶 

片发展为系统花叶．用槐蚜饲毒后接种心叶烟一用后叶J 出现花叶症状．用CMV抗口II 

清与 Sa。进行血清学测定时产生一条明显的沉淀线 (表 1)．用昆诺黎测定了病毒的体 

外抗性 (表 2)．这一研究结果与王小风等人报道的串红花ul。病的毒原基本一致．我们 

将这一病毒确认 为 cMV． 

2．4 旱金莲花叶病 

早金莲 (Tropaeolum ， l )病株 Na。初期叶”呈现轻花u卜1后期发展为系统花 

叶，在心叶烟接种叶片上引起双环斑，而上部叶J}发展为系坑花 r，苋色藜接种 3d后 

uI．片出现环斑，新生叶 }则出现丛生现象，此病毒能经桃蚜以半持久方式在昔通烟上传 

播．用 Na 与多种病毒抗m清进行血清学测定时，仅与 CMV抗日II清产生一条明显的 

沉淀线 (表 1)．用许迎烟病叶汁液科备铜同时．在电镜下观察到许多 30nm大小的球 

状粒子．赦此。可以认为 I起旱金莲花 j‘病的毒耀也是 CMV．CMV 自然侵染旱金莲 

在国内为首次报道． 

2．5 大理花花叶病和环斑病 

大理花 (DaM~a pln．ale)普遍受病毒的为害．花ul。病 (Da．)的发生率较高，约占 

2／3。Da。在春季表现为褪绿花u卜’随后发艘为脉问失绿，进人夏季后叶J}呈现皱缩明 

脒 (圈版 c)．经人工接种三生烟、苋色黎和克 氏烟，仅在克氏烟 叶J}上产生坏死条 

纹。其后ul‘"出现系统黄色褪绿斑。其它寄主未发生疵状．回接大理花后叶片出现脉问 

失绿，l瞌后发展为系统花叶．依据 Da。毒娘寄主范凼窄且较难通过汁液磨撺方式传播 

等特点与 Russell和 Piron~捕述的大理花花口I_病毒 (Dahlia mosaic virus)[5．~1相类似．囡 

此。可初步将 Da。划归为太理花花u}病毒．此外，用 CMV抗血清对一些q r片卷曲和 

明脉花叶的太理花病株 (Da，)检测时，发现有与 CMV混合侵染的现象． 

大理花环斑病 ‘闰版13)的发生率仅占l／3，用Da 病株汁液接种番茄后初期叶 

片发黄．再发展为偏生．上部新生叶"表现皱缩花叶。接着植株顼部生长点萎缩坏死， 

在黄瓜接种叶上出现枯斑，其它叶J}却呈现系统褪绿斑．用黄l瓜测定了 Da，毒原的体 

外抗性 (表 2)．在大理花环斑病株 Da，和接种后发病的番茄ü }．计液中均观察到直径 

约 85nm，且有包膜的球状粒子 (圈版 E)．故此，将大理花环斑病的毒原确认为番茄 

斑萎病毒 (TSWV)O0]．在国内TsWv侵染大理花为首次报道． 

2．6 鸡冠花花叶病 

有 25％鸡冠花 (C~losia cristata)受一种病毒为害后，苗期 ̈ r表现轻花叶，后期 

叶J}卷缩，在黄花品种和红花品种上的痖状基本一致．经铡定该病毒主要经过桃蚜传 

播．将此病毒 (Ce。)人工接种心叶熘，克氏烟及三生烟叶"一周后均出现花u 在黄 

瓜及苋色藜上接种 20d后，接种叶 产生褪绿斑，回接鸡冠花 10d后。在接种ü 『_出 

现褪绿现象，以后发展为 系统花叶．Ge。仅与 CMV抗 m 清有明显的沉淀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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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在电镜下观察毒原 Cc．为 30nm 的球状粒子．因此，我们初步 队为引起鸡冠花 

花ul‘病的毒原是 cMV．本研究在国 内首次肯定 了 CMV对鸡冠 花韵 为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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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fication of Flower Virus Diseases 

W ei Ningsheng W u Yunfcng 

(Depatdntenl of Plaai P；otecL~on) 

Abstra~ Through 4 years invcstigations in Sha'anxi， W c have identificd l0 kinds 

of flower virus discas~ by conventional mcthods，vueh as symptomatology．host 

range，transmission manner，serology and EM ．1 c results rcvcal that thc canna(Canna 

generalis or C．1ndica)mild mosaic，the canna yellow．m ottlc，thc canna white streak，thc 

gladiolus(Gladiolus grandi．torus)stripc mosaic，the gladiolus rigspot，thc salvia (sah,ia 

splendens)mosaic，thc nasturtium(Tropaeolum ，” ，us)mosaic．the dahlia(Dahlia pinnate 

mosaic，the dahlia ringspot and the cockscomb(Celosia eristata)mn~ic disease are caused 

by canna mosaic virus，canna yellow mottle virus，cucumber mosaie virus(CM V>，bcan 

yellow mosaic virus，tobacco ringspot virus(ToRSV)，CMV．CMV，dahlia mosaic virus， 

tomato spotted wilt virus and CM V respectively．In additLon，WC have dctcx：ted CM V 

in thc mosaie dahlia by serological method 

Key words Flower virus，disease。 identif]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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