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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玉米矮花叶病毒原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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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珐(ELISA)测定 了栗 自J袋西省杨陵、武功 大荔、太 白等地 

的玉米品种及玉米 自交系毒原标样共 58份．结果表明，毒原均为 SCMV—MD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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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矮花叶病 (Maize dwarf mosaic，MDM)首先发现于美国的俄亥俄州，现已成为世 

界性的玉米病害 。我国玉米矮花叶病于 1968年在河南省新乡、安用首次被发现 ，目前 

在我国的 18个省(市)已有分布，而且危害十分严重 。引起玉米矮花叶病的病毒及株系很 

多 ．4_，我国 已报 道 的毒原 有 MDMV B，SCMV，白草花 叶病毒 (FPMV)和 MDMV- 

Gl5 ]。本研究对陕西省具有矮花叶症状的玉米品种及玉米 自交系毒原标样进行 了检测， 

旨在确定陕西省玉米矮花叶病的毒原种类，以便为抗病育种提供依据。 

1 材料和方法 

1．1 毒原标样 

从陕西省杨陵、武功、大荔及太白等地玉米田问采集具有典型矮花叶症状的玉米品种 

及玉米自交系叶片共 58份，其中玉米品种毒原 36份，玉米自交系毒原22份，每份标样附 

以标签(注明采集地点、日期及寄主)，分别存放 ，并于当 日磨擦接种于防虫温室 内 3叶 1 

心 的天 玉 1号 玉米 上 3 d后观察记录发病情 况t发病 10 d后 采收病 叶，分别保存在 
一

60"C低温冰柜 中备用。 

1．2 酶标抗体 

SAR—IgG HRP为华美生物工程公 司产品。 

1．3 抗血清 

SCMV—MDB抗血清由美国伊利诺斯大学的 Richard E．Ford教授惠赠 。 

1．4 ELISA检测 

试验采用间接 ELISA法进行检测 称取病叶各 1 g，分别加人 5 mL包被缓冲液 

(O．05 mol·L-。pH 9．s的碳酸盐缓冲液)于灭菌的研钵中研磨，离心后用包被缓 冲液稀 

释其上清液，其 中玉米 自交系稀释为 20，40，80和 160倍，玉米品种稀释为 20和 60倍 ，分 

别加人 96孔反应板孔穴内，每孔 I50 ，同时设阳性对照(提纯的 SCMV-MDB)、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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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健康玉米汁液)和空白对照(包被缓冲液)。反应板置于 4℃冰箱过夜t次 日倒出样品 

液 ，用冲洗缓 冲液 (o．01 too{·L pH 7．4的 PBS，内含质量分数 0-O5 Twee“一20- 

PBST)冲洗 3次，每次 3 min。每孔加入 200 封闭液(含质量分数 1 BSA的 PBST)t 

置 37 aC恒 温箱 内 1 h，倾去孔 内封 闭液 t同样方法冲洗 3次。每 孔加入 150．uL 200倍 

SCMV—MDB兔抗血清(用 PBST稀释)，37℃孵育 2 ht再洗 3次，每孔加入 15o PBST 

稀释 2 500倍 的辣根 过氧化物酶标记 的羊抗兔 IgG (SAR—IgG—HRP)，37"C孵育 2 h · 

PBST 冲洗 3次 ，蒸馏水洗 2次，除净孔 内水分，每孔加入邻苯二胺 (OPD)底物溶液 150 

止 ，反应 5～10 rain，加 2 mol·L～ H sO 终止反应，用 DG3022A型酶联免疫测定仪测 

定波长 490 BITI时各孔的吸光值( )，当 A ／ ≥2．0时为阳性，Ap／AN<2-0时为阴性。 

2 结果与分析 

ELISA法测定陕西省玉米品种及玉米 自交系带毒情况分别见表 1，2。 

表 1 玉米品种带毒情况的 ELISA测定值 

。  
稀释倍数 稀释倍数 稀释倍数 

20 60 20 60 20 60 

杨 睦玉米 I I．15 0-98 武功玉米 6 o．78 0-68 武功玉米 I9 0．67 0．63 

杨睦玉米 2 i．54 1．10 武功玉米 7 o．97 0．93 武功玉米 20 i．20 I．19 

杨 睦玉米 3 I．29 I．05 武功玉米 8 i．4i I．3i 武功玉米 2l I．05 0．83 

杨睦玉米 4 I-吡 i．00 武功玉米 9 I．3O I．25 西农玉米 i I．30 I．I7 

杨 睦玉米 5 i．52 i．40 武功玉米 10 0-69 0-58 西农玉米 2 I．37 i．07 

杨睦玉米 6 i．64 0．93 武功玉米 ii I．58 i．2i 西表玉米 3 I．22 I．3 5 

杨睦玉米 7 i．28 I．I3 武功玉米 i2 0-8i o-70 西农玉米 4 I．06 0．99 

杨睦玉米 8 0．91 0．72 武功玉米 i3 1．25 i．09 太荔玉米 i I．42 i．44 

武功玉米 I i．24 i．27 武功玉米 i4 0．47 0．4i 大荔玉米 2 I．50 I．47 

武 功玉米 2 i．24 i．27 武 功 玉米 I5 0．93 0．80 太 白玉 米 I．54 i．54 

武 功玉米 3 i．i1 0．88 武功 玉米 i6 0．62 0．72 阴性 对 照 0．20 

武功玉米 4 0．76 0．75 武功玉米 i7 i．i3 i．O0 阳性对照 I．37 

武功玉米 5 i．20 o．99 武功玉米 i8 i．40 i．I7 

表 2 玉米 自交系带毒情况的 EL1SA 测定值 

稀释倍数 稀释倍数 
20 40 80 160 ⋯  20 40 80 160 

1 1．50 1．39 1．30 1．04 l3 1．26 1．18 0．85 0．68 

2 l_06 0．90 0．70 0．53 14 1．03 0．8{ 0．81 0．81 

3 1．52 l_42 1．26 1．20 15 1．0j 1．02 0．92 0．89 

4 l_45 1．18 l l0 0．88 l6 1．27 0．93 1．07 0．43 

5 1 28 0．92 0 89 0 83 l7 l_29 0．93 O．79 0．69 

6 1．20 0 96 1．13 0 70 18 l_l1 0．96 O．84 0 73 

7 1 14 1．03 0 96 0．76 l9 1．15 0．87 0 90 0 72 

8 1 】7 1 ]6 1 05 0 99 20 0．84 0．62 0．50 0 46 

9 1．O0 0．9l 0．71 0．53 21 1．35 1 35 1．19 1 l1 

10 1．33 1．26 0．81 0．69 22 1 43 1．24 1 24 0．92 

11 1．14 0．82 0．80 0．84 阴性对 照 0 18 

12 0．99 l_05 0．76 0．70 阳性对 照 1．39 

由表 1及表 2知tELISA测定的玉米品种和玉米 自交系毒原标样均为阳性，说明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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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省杨陵、武功、大荔和太白等地的玉米品种及玉米 白交系的矮花叶病均 由SCMV MDB 

引起 。 

3 讨 论 

玉米病毒病种类很多 ，在我国以玉米为主要寄主或人工接种能够侵染玉米的病毒病 

有 12种，陕西省已报道的有 3种 ，其 中玉米矮花叶病毒和玉米粗缩病毒分布最广 危 

害最为严重。关于玉米矮花叶病的毒原问题，史春霖等 对京郊玉米及高粱上的毒原鉴定 

为玉米矮花叶病毒 B株系 (MDMV—B)；杨士华等 将山西省玉米花叶条纹病 的毒原诊 

断为玉米矮花叶病毒 ；邓汀钦 鉴定台湾玉米矮花叶病毒为 B株系 (MDMV—B)；朱福成 

等 对采 自甘肃、陕西、山西 、山东、四川、广西、浙江和北京等 8省市的玉米毒原鉴定为 

MDMV—B，SCMV和FPMV，其 中陕西省 18个玉米标样毒原均为 MDMV—B；石银鹿等 

鉴定山西省引起玉米矮花叶病的白草分离物为玉米矮花叶病毒 G株系 ；杨家秀等[6]鉴定 

四川省玉米矮花叶的毒原为 SCMV和 MDMV—B。从地域分布上看 ，SCMV只分布于我 

国南方，FPMV(或 MDMV—G)只分布于北方，而 MDMV—B南北方均有 作者测定了陕西 

省玉米矮花叶 58个毒原标样 ，磨擦接种天玉 1号玉米后均产生典型花叶症状 ，ELISA检 

测时都与美国的SCMV—MDB抗血清呈阳性反应，其值随稀释倍数的增加而变小。鉴别寄 

主天玉 1号上的典型症状反应表明并没有其他病毒的混合侵染，ELISA 阳性反应结果表 

明陕西省玉米矮花叶毒原是 SCMV—MDB，其结果与朱福成等 对陕西省毒原鉴定结论 
一

致。由于作者采集毒原的数量及地域有限，陕西省是否存在有引起玉米矮花叶病的其他 

病毒及株系，仍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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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ction of maize dwarf m osaic pathogenicity 

in Shaanxi Province 

G AO W en—chen ．W EI N ing—sheng 

L1(．'oltege nf la'fe Sci~zce．Be p'eg Normal Un zt~rs ·B iing 100875，China) 

(2 z~epartmen!of Plant P f rⅢ．Northers!Science Technology Uah,erdty ， 

A⋯ ic ／zure and F0rPstr'~．Ya~egting．Shaang7"1121O0，Chi，Ⅲ1 

Abstract：ELISA was used to detect the fifty eight virus sam ples of maize cultivars 

and maize inbred lines which came from Yangling．W ugong．Dali and Taihai counties in 

Shaanx[Province and the result indicated that the virus causing maize dwarf mosaic 

disease wiis sugarcane mosaic virus M DB strain， 

Key words：maize dwarf mosaic disease；plant virus；detection of plant virus 

· 简 讯 · 

复配农药新品种 32 辛硫 ·异丙乳油研制成功 

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无公害农药研究服务中心和西安硫酸厂合作进行的“高效棉铃 

虫防治剂研究”课题 ，日前通过陕西省石化局和省教委组织的成果鉴定 ，复配农药新品种 

“32 辛硫 ·异丙乳油”随之问世 。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无公害农药研究服务中心从 1990年开始陕西棉花害虫的抗药性 

监测及治理研究，先后研究出30 胺 ·西 ·氯氰乳油等混配药剂 。在此基础上，科研人员 

在前期对棉铃虫等害虫抗药性系统监测和大量生物活性测试的基础上，选定 害虫敏感的 

杀虫剂异丙威·与杀虫机制不同的杀虫剂辛硫磷以科学方法混配 ．经过 2年多努力 ，终于 

研制出复配农药新 品种 32 辛硫 ·异丙乳油。 

室内、室外药剂试验研究表 明，32 辛硫 ·异丙乳油对抗性棉铃虫、棉蚜、桃蚜及小菜 

蛾等主要作物害虫均有良好防教，且毒性低 ，是一种广谱杀虫剂。该药剂不但适用于棉铃 

虫、棉蚜等抗性害虫，对蔬菜、果树 、烟草及其他多种农作物害虫也可使用。 

由于32 辛硫 异丙乳油低毒．对人畜、环境危害小．因而符合“高效、低毒、经济、安 

全”的发展方向，具有广阔的市场开发前景。 

(温晓平 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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