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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桃蚜体内病毒附着位点 ( v A S )为 “ ~ 80 拌m
,

距下额 口针尖端约 40 拜m
,

能亲

和 C M V
一

T
,

而无能力获得 C M V
一

N T
.

伴刀豆凝集素 ( oC
n A )仅能与口针表面的 V A S 发生亲

和作用
,

推测 v A S 是一种具有病毒受体属性的糖蛋白物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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蚜传病毒是植物病毒中一类重要病毒
.

据 H a r ir s 〔 ’ 〕
统计

,

全世界有 1 93 种蚜虫可以传

播 1 64 种植物病毒
,

其中 1 09 种为非特性 口针传病毒
。

基于非持久性病毒能够迅速被蚜虫

获得和传播这一现象
,

许多研究者认为
,

蚜虫的取食和对寄主植物的选择习性在非持久性

病毒的传播中起了重要作用
,

并将非持久性病毒的传播归为简单的
、

被动的 口针污染
,

提

出了
“
吸食

一

回吐传毒
”
假说 〔’ 〕 .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病毒可以通过口 针传播
,

另外一些病毒

则不能
。

iK k u m ot 。 〔 3」
认为

,

一些病毒不能通过 口针传播是由于在刺吸时 口针无能力获得

这些病毒
,

因而不能传毒
。

那么
,

作为 口针传毒的蚜虫
,

是否口针上存在某些病毒附着位点

( v A s )或病毒受体 ( v R )参与了获 毒和传毒
。

在国外
,

利用免疫乳胶
〔 ,j 和

’ 25 115 〕
标记法对

V A S 有过探讨
,

但尚无一致观点
,

本研究选用桃蚜
一

C M V 组合
,

利用免疫荧光抗体 (I m
-

m u n o f lu o r 一 e s e e n e e a n t i b o d y )标记病毒的方法
〔` ]

,

间接地确定 T 蚜虫 口针中病毒附着位

点
,

为进一步开展 V A S 的分离
、

V A S 基因克隆和序列分析
、

体外表达及功能分析
、

传毒识

别机制 (理论 )的完善和蚜传病毒病的综合防治提供了新的途径
。

1 材料及方法

1
.

1 蚜虫的饲养及饲毒方法

桃蚜。方户

uz
:

eP sr i ca 。 ) 由西北农业大学昆虫生态室提供
.

饲养在防虫网室内的无毒普

通烟叶 ( N t’c ot l’a an at ba cu m )上
,

经 3次克隆后备用
.

按常规饲毒方法让蚜虫分别在 C M v
-

T 和 C M v
一

N T 毒源植物上稳定饲毒 5 m in
,

然后立即用液态氮杀死
,

转移在 2
.

5 %戊二醛
一

o
·

0 1 m o l
·

L 一 ’
P B S 中固定

。

1
·

2 Ig G 及 F I T C
一

I g G 的制备

取 1 m L C M V 抗血清 (效价 5 1 2 ) 加 g m L 蒸馏水稀释
,

再加 l o m L 8 o % ( N H
杏

)
2
5 0

;

在室温下保持 l h
,

然后低速离心收集沉淀
,

用 1 m L 0
.

85 % N a CI 溶液悬浮
,

再经 D E A E
-

纤维素离子交换柱层析收集 I g G
,

透析后备用
。

免疫荧光抗体的制 备及纯化方法
:

将 Ig G

用 O O5 m o l
·

L `
硼 酸 缓 冲 液 ( p H g

.

5 )稀 释 为 l o m g
·

m L ’
(或 O D Z: 。

= 1
.

4 5 )
,

再按

收稿 日期
: 1 9 9 4 一 0 3一 2 5

* 植物病虫害生物学国家重点 实验室开放基金资助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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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2V A S 属性分析

用 C o n A
一

F IT C 对桃蚜下额 口针 表面的 V A S 做亲和相关性分 析
,

结果表明
,

C on A

能与 V A S 发生亲和
,

W G A 不能与 V A S 结合
。

C o n A 和 W G A 仅与下额 口针中的 V A S 结

合
,

与其他组织无反应 (附图
一

4 )
。

证明 V A S 含有
Q 一 D

一

甘露糖基
,

具有特异性识别功能
.

3 讨 论

自从 D oo ilt d e
等

〔 , 〕用 桃蚜将 C M v 传给健康植株首次完成了蚜虫传毒实验以来
,

人

们就认识到蚜虫口针在非持久性病毒的传播中起了重要作用
。

1 9 8 7 年 iP
r
on

e 〔’ 丁在总结了

L im 〔` 〕和 eB
r g e r 〔 5」

等人的研究后
,

提 出
“

蚜虫 口针受体位点 ( R e e e p t o r s i t e s i n t h e a p h id
` s

m ou ht p a r t s )的观点
,

但迄今尚无直接的研究证据
。

本文利用免疫荧光标记法成功地确定了桃蚜下颗 口针表面 V A S 的位置
; 根据 V A S

能传带 C M V
一

T 而不能传带 C M V
一

N T
,

推测 V A S 与病毒之间存在识别亲和过程
,

而不是

被动的 口针污染
.

进一步 用 C on A 对 V A S 做了亲和性分析
,

证实了在下颗 口针表面
,

V A S 具有独特的分子组成
.

本研究在国内首次肯定了 V A S 的地位和作用 l0[
,

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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