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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片j生物接种 血清学反应和电子显微镜观察等方法 ，对大田发生的玉米矮花 

叶病毒源进行了鉴定。利用超薄切片系统研究 r=叵米受 MDMV侵染后超微结构的变化。在 

细胞质中观察到J札轮状 卷叶状、束状、圆柱状内岔体和简单的囊拖到高度卷曲的膜系统 

受侵细胞产生陌种不同类型的胞问连丝，a型为正常胞间连丝，b型的胞问连丝伸出指状突 

起、这可能是细胞限制病毒在寄主体 内运转 的 一种结构。壁旁体的出现 寄主细胞壁加厚及 

封闭胞问连丝有关。 

关键词 墨 丝 堕·病考血清学反应 胞间违丝、塑堂§ 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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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 Williams等 “ 在田间发现了玉米矮花叶病，于 1965年首次报道 r玉米 ： 

的这种新病毒，并定名为玉米矮花叶病毒(MDMV)。至70年代该病已蔓延成为世界范 

围内的主要病害。1980年 甘肃农科院朱福成等 。 在国内对玉米矮花叶病的鉴定 危 

害及其防治作了首次报道 本文在对杨陵区玉米矮花叶病毒源进行鉴定的基础上，系统 

研究了玉米受侵叶片超微结构的变化，为搞清寄主一病毒之间的相互关系及研究寄主的 

抗病性机制提供参考依据 

l 材料与方法 

生物接种 将鉴别寄主玉米(陕单七号)和高粱(熊岳 191)分别播人口径 8～10cm的花 

盆内，每盆 3株 置防虫温室中培育，出苗后 15 d左右开始接种。介体蚜虫为保持在普 

通烟上的无毒桃蚜。采集杨陵区田间发病的新鲜病叶，剪碎后，在研钵中加少量磷酸盐 

缓冲液(0．05 mol／L PBS，pH7 0)和金钢砂充分研磨，用手蘸取病叶液摩擦接种在鉴别寄 

l丰上，与此同时，用无毒桃蚜(Myz~spersicae)在新鲜病叶上饲毒 10rain后，转移到玉米 

和高粱上，每株接蚜虫 10头，传毒饲育 10 min后，先用毛笔挑出蚜虫，随后喷杀灭菊 

酯进一步灭蚜。将用两种方法接种后的植株都放在20～25℃的防虫温室中培养。 

血清学测定 为了进 ，·步鉴定该病原，用田间和温室中的病汁液分别和 4种抗血清 

进行琼脂双扩散试验(1％的琼脂糖溶解 于PBS缓冲液中)。这 4种抗血清为玉米矮花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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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MDMV1．甘蔗花叶病毒(SCMV)、商梁钉：条纹病毒(SRSV)．~H大麦黄矮病毒 

(BRDV)抗血清，均由德国农林生物研究中心病毒所 W．Hnth博士提供。 

电镜观察 片{直接制片法格病升液滴在铺有 Format膜的铜网上，吸附 5 rain后． 

以双重蒸溜水冲洗 l0滴．用滤纸吸千，再加 2％的磷钨酸钾(PTA)负染 4rain．吸去多 

余液体 燥后立即在 JEM一100CxⅡ型电镜下透射观察。 

超微结椅观察 为 MDMV只出现在薄壁组织细胞中，所以将不同时期的病叶 

去掉粗叶脉后，采刚常规方法固定、脱水、提透、包埋．切片 用醋酸双氧铀和拧撩酸 

铝将切片双重染色后．嚣 JEM一100 C×Ⅱ型电镜 F观察并照相。 

2 结 果 

2．1 MDM V的鉴定 

将病叶通过汁液摩擦接种和蚜虫非持久性接种后，在玉米上表现为斑驳和褪绿条 

纹，在高梁上表现为红色条斑，蚜虫可进行非持久性传毒，这些特性都初步表明所测毒 

源为 MDMV 用田问和温室的病汁液分别与MDMV，SCMV．SRSV，BYDV的抗 

血清进行琼脂双扩散试验表明，该毒源仅和 MDMV抗血清有明显的融合沉淀线，进 
一 步确定所测毒源为 MDMV．病汁液在电镜下可观察到弯曲线状的病毒颗粒 ，大小约 

700 iom×14 nm(圈 I-1 3 o综上所述，田问所采毒源为 MDMV，属马铃薯 Y病毒组成 

员 

2．2 受侵细胞的超微结构变化 

MDMV在受侵细胞中的内含体 电镜观察受侵叶片的超薄切片，在细胞质中看到 

了大量分散分布和排列成束状的病毒粒子(图 I— 同时还有各种内含体(图卜3)．有胍 

轮状(Pinwheels)、卷叶状(Scrol1)、束状(bundle)和圆柱状(Cylindrica1)。这些内含体的 

不同形状主要是 由丁=内台体在细胞质中存在的位置 同或被切片的方向不同而形成的。 
一 般来讲，在纵切片 ．常可看到束状和圆柱状，而在横切片上则为风轮状和卷叶状。 

两种不同类型的细胞连丝 超薄切片在电镜 F观察到许多胞闻连丝平行而密集地排 

列在 一起，这种现象基本 【：可分为两种类型：a型胞问连丝，直接连通细胞壁和细胞质 

嗔(图 I—4)．表现出lF常胞阃连蝗的特征；b型胞 连丝伸出指状突起，不与细胞质膜 

相连通(图 t-5，6)。 

壁旁体和卷曲的膜系统 在细胞壁与细胞质膜之间分散或聚集着 ·些膜颗粒．膜袋 

或膜包等(图Ⅱ ，81，它们是寄主细胞壁的延续，这些膜颗粒 、膜袋或膜包中充满 r 

稠密的、无定形的电子明亮物质 有些颗粒分布在胞问连丝周围 井与胞问连丝的指状 

突起相连通(图 I一6) 我们将这些细咆壁旁的膜状物称为壁旁体(Paramural 6ody)。在 

细胞质中存在着卷曲的膜系统(图1J一9J，从简单的囊泡到高度卷曲的膜系统的形成过程 

均可看到，这些膜系统周围有分散或呈束状的病毒粒子 

叶缘体的变化 叶绿体的变化非常明显，主要表现为叶绿体内淀粉粒的增多，融台 

膨大，甚至取代 了类囊体 片层，追使叶绿体膨大变形，最后导致叶绿体膜破裂(图 Ⅱ． 

10～【2)，致使叶片褪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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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I 病毒粒子、内含体及受侵叶片的超微结构 

I病升液直接用 2％ PIA 负染所观察 到的病 毒粒 子，×80 0001 2 散布任细胞 质中的病毒粒 iLiVi~× 

2 320；3 腻轮状内含体，×3 840； 4 a型胞 连照和细瞻质中分敞的病毒丰立于， ×2 880；5～6 b 胞 

0Ⅱ连丝和指状突起IFp】、x 8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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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Ⅱ 病毒粒子、内含体及受侵叶片的超微结构 

7—8 细胞壁与蜃膜之间的壁旁体 ×8 000；9 细胞质中軎种卷曲的楼系统t,Ms)，x 5 760；】0 叶绿体fc hJ 

变 形及增 多的淀粉托csg】，x 5 760； iI 膨大的i宅粉粒 占据 了摹粒片层，叶绿体 艟在某些 部位踮 剁 × 

I 120． I2 叶绿体 崩解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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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一 般认为胞间连丝是细胞之间的物质交换通道，也是病毒在细胞阈运转的重要通 

道。在本观察中，胞间连丝基本上可分为两种类型：a型胞问连丝和细胞质膜相连，可 

见物质在其巾进行正常的胞问交换现象，在图I—4中可见到通过胞问连丝连接的细胞 

中存在大量的病毒粒子：b型胞间连丝，即有指状突起的胞问连丝，这种指状突起井不 

与细胞质膜相连通，在有 b型胞问连丝周围的细胞中，并没有发现病毒粒子，这可能 

是由于密封的指状突起限制了病毒的运转，这一结果与 Allsion 研究马铃薯×病毒侵 

染于H红时有复杂型胞间连丝相类似，他认为这种复杂型胞问连丝是寄主抵抗病毒浸染 

的一种反应 有哇胞闻连丝的指状突起与分布于细胞壁和膜之间的双层膜颗粒相连(圈 

I-6)，大部分的双层膜颗粒是分散或聚集在细胞壁与膜之间的(图Ⅱ一7)，存在这些双层 

膜颗粒的细胞中，也没有发现病毒粒子。作者认为，这些都可能是植物限制病毒在细胞 

间运转的一种结构反应。 

关于壁旁体的报道 较多，一般认为，壁旁体是寄主细胞壁的延续或本身的 一 

部分，它们是同原生质体相联系的卷曲膜状或囊状结构，可见于感病细胞的壁与膜之 

间。有人认为 ，壁旁体与细胞壁的额外增厚有关 ，这使壁旁体附近 的胞阈连丝阻 

断 。植物病毒的侵染不同于病原真菌，植物病毒没有附着胞和侵染栓，它不能产生 

机械压力，所以寄主细胞壁也不发生明显的乳状突起 ，担寄主细胞可通过壁旁体来 

加厚细胞壁或封闭胞间连丝来阻止稿毒的扩展。值得指出的是，在细胞质中也存在着高 

度卷曲的膜系统，图1I一9显示了这种膜系统的形成过程，即从低度盘绕到高度卷曲依 

次递变，在这些膜系统周围分散有许多病毒粒子，Lake利用维多利亚长蠕孢毒素 

(Victorin)处理燕麦根系细胞 ” ，魏宁生等在研究小麦受 BYDv侵染的小麦叶片中也 

观察到 r类似结构 。因此可以说这是一种病理性反应 

叶绿体变形及极度膨大可能同淀粉粒的聚集融合膨大直接有关，淀粉粒的积累，融 

合膨大，取代了类囊体系统，并最终导致叶绿体膜的破裂 另一方面，由于淀粉粒由叶 

绿体向外运输是主动运输，需要大量的能量，而病毒侵染后，光合作用减弱，使叶绿体 

中台成的淀粉无能量向外运输而积累于叶绿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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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fication and U ltrastructure of Corn 

Disease Induced by M DM V 

An Derong W ei Ningsheng M u Xiaoqian Xiang Yu 

Department Plant Protection．Northwest Agricultural Uaiversily Yangling．Shaanxi 712100 

M a Yuanli 

}sh。f7nxl 4eadcm~ 4gr~ulmralStiences Y~ e／ine Shaanvi 7121000) 

Abstract The maize dwarf mosaic virus(MDM V)was identified using biological 

inoculation． serological reaction and electronic microscope． etc． Tbe pathological 

changes in ultrastructure in maize lear tissue irifected with M DM V were systematically 

studied by electronic microscooe observation of ultra-thin section．Numerous inclusions 

and kinky membranae system were observed in cytoplasm．The mesophyn cel̈ rifected 

with the virus produced two different types of plasmodesmata： one is normal 

plasmodesmata —type)；the other is b-type plasmodesmata with finger-fike protrusion 

that prevents the translocation of the viruses．The presence of paramuraI bodies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ick—walled cells and the blocking of plasmodesmata． 

Key words maize． mosaic disease virus serological reactions， plasmodesma， 

ultraslructures，plant viru 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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