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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桔黄龙病原住染长春花和回接成功
’

钱 唐伟文 范怀忠

(植物病毒研究室 )

提 典

柑 桔 黄龙 病 原 类细菌 L ) B ( o由草地芜丝子 (cu su e t ac a, ,

沁
t r `5 Y u n e k ) 传染

到长春花 ( V ` n c a r os 即 L
。

) 上和回接成功
。

用 透 视电镜和扫描电镜检 查发病长春花和回

接发病的甜橙苗的韧皮部筛管细胞
,

均 发 现 黄 龙病原 B L O ,

长度为 360 ~ 6D o n .
,

直径为

1 0 0一 i 2 0 n m
,

细胞壁厚为2 5~ 30 n m
。

关扭佣 类细菌 , 类菌原体

扮
草地冤终子寄主范围很广

: ` ’ ,

自从 1 9 4 1年首次利用来传递翠菊黄化病成功后
’ . ’ ,

就

被广 泛地利用来传递植物菌原体病害
。

长春花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
,

由于植物菌原体能在长春花内大量繁殖
` 3 1 「 7 , ,

因

而成为研究植物菌原体病害的理想植物
`

” 「 ”
。

柑桔黄龙病原类细菌 B L o 是否也能 由草地范丝子传染到长春花上
,

并再回接到柑桔

上去
、

从而证明长春花也是研究黄龙病原 B L O 的一理想试验植物
,

这将
_

极大堆促进对黄

龙病 B L o 的分离培养及其它进一步研究工作的进 展
。 B o v 。 尹 在1 9 8 3年

’ 。 ’
和柯冲在 19 毗

年
3 ’ 已成功地分别把柑桔青果病原B L o 和柑桔黄龙病原 B L O 用草地冤丝子传染到长春

花上
,

但迄今未有回接成功的报道
。

从 1 9 8 3年开始我们进行这项试验
,

本文报道用草地范丝子传染黄龙病原珍L o 到长春

花上 并回接成功的试验结果
。

脚
材 料 和 方 法

柑桔黄龙病菌源株采自广州市郊黄破果园
。

新梢叶片黄化
,

驳
。

在网室嫁接在健康的甜橙实生苗上
,

发病后作菌源株用
。

蕉柑和甜橙健康实生苗是用种子经过 56 ℃温水处理 50 分钟
,

1 5一 2 c0 m时进行接种试验
。

变小
,

一

变 硬
,

一

老 叶斑

播种在网室内
,

当株高

, 罗马尼亚植 保所菌原体研究室提供试验材并种子
,
谨此致谢

。

1 9 8 7年 4月 2 3 日收稿

峨



价

飞 6华南农业大学学报 8( 4 )9 1 87

草地范丝子和长春花种子是罗马尼亚植物保护研究所菌原体研究室提供的
。

(一 )传病试验方法
:

在网室内当盆栽长春花长到 5 1 ~2 c 0m高时
,

把茧丝子种子播 在

长春花劳石苑丝子药发后像自动缠绕和生长在长春花上
,

当其荃生茎在长春花上长出后
.

将它缠绕在柑桔病株上 30 ~ 4 5天
,

其后摘除长春花上的蓝丝子
。

(二 ) 回接试验方法与传病试验方法相同
,

但反过来是用发病长春花上的范丝子童生

茎级绕在健稼蕉柑和甜橙实生苗上 3。~ 4 5天
,

其后摘除柑桔苗上的全部范丝子
。

(三 )扫描电镜观察方法
:
分别取传染发病的长春花和回接发病的甜橙叶叶脉

,

切成

约 1 o m长
,

用 4 %戊二醛和 1 %镶酸双固定后
,

经乙醉系列脱水
,
样本进行临界干澡

,

纵切
,

喷金后
,

用 J S M一 25 5扫描电镜观察
。

对照用健叶叶脉作用样处理
。

( 四 》透视电镜观察方法
:
分别取传染发病的长春花和回接发病的甜橙叶叶脉

,

切 成

1立方毫米大小
,

用 3 %戊二醛和 1 %锹酸双固定后
,

经乙醇系列脱水
, E op sn lZ 包 埋

,

超薄切片后
,

用 P ih l i sP 一 4 00 电镜观察
。

对照用健株叶脉作同样处理
。

试 验 结 果

(一 )位自实脸
二 19 8 3年 5 月

,

19 8 5年 6 月和 1 9 8 6年 5 月分别三批将冤丝子从健康的长春花缝绕到柑

桔黄龙病病株上
。

三 批 长 春 花试株的发病情况分别是 3 八 O ( 发病株数 /接种株数 )
,

4八 2和 4 l/ 2
。

而对照分别为 0 / 10 和 O / 1 2
。

发病的长春花往往是个别枝条先发病
,

然

后其它枝条才陆续发病
,

发病枝条叶片起初局部黄化
,

然后沿叶边缘变黄
,

中脉附近叶

肉绿色
,

花变小 ` 图版一 1 ) 把发病的长春花嫁接到健康的长春花上
,

后者出现的症状

与上面描述的症状完全一致
。

在 1 9 8 3年和 1 9 8 5年两批试验中
,

长春花试株除了表现上述

症状外
,

还有少数病株的叶片局部黄化
,

然后沿叶缘逐渐变黄
,

中脉附近的叶肉绿色
,

花冠变成绿色
、

叶片状
。

( 图版一 2 ) 两次的发病率分别为 2 八。和 2 / 1 20

(二 ) 回接实验

1 9 8 4年 3 月至 1 9 8 6年三次从发病的长春花回接到健康的 甜 橙 实苗生上
。

三批的发

病情况是 2 / 4
,

2 / 5 和 2 / 5
,

而对照的发病情况分别是 O / 4 和 O / 5 发病的甜祖实

生苗新抽出来的叶片黄化
,

不能正 常转绿
,

叶脉绿色
,

叶片硬
,

小而窄
。

(图版一 3
。

4)

病株经范丝子再传到长春花上
,

其症状与传病试验时所表现的症状完全一致
。

(三 )扫电 , 砚鑫结果

在传染发病的长春花植株和回接发病的甜检苗韧皮部筛管细胞内均发现杆状 B L o ,

直径均为 1 10 ~ 1 8 o n m
,

长度均为 4 7 0~ 6 6 o n m
。

(图 版一 7 )
。

而在没有表现症状的长

春花和甜橙菌的韧皮部里则没有发现 上述类细菌
。

(四 )通视电镜观鑫结果

在传染发病的长春花植株和回接发病的甜橙苗韧皮部 筛 管 细胞内均发现黄龙病原

B L O 、

多态型
,

直径为 1 0 0~ 1 5 0 n m
,

长 度为 3 6 0~ 6 0 0n m
,

细胞壁厚为 2 5~ 3 0 n m
,

(图

版一 5
、
6 )

,

而在健株韧皮部筛管里则均没有发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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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伟文等
:

柑桔黄龙病原侵染长春花和回接成功

结 论 与 讨 论

侮

本试验结果表明
,

柑桔黄龙病原 B L o 可由草地范丝子传递到长春花
,

也可由长春花回

接到健康的甜橙实生苗上
。

由于回接成功的甜橙凿所表现的症状与菌源株所表现的典型

黄龙病症状基本一致
,

而且在长春花病株和回接发病的甜橙苗病株韧皮部筛管细胞内都

观察到形态 相同的 B L O
,

这样就确证草地冤丝子所传递的就是柑桔黄龙病的病原B L O ,

而长春花是 柑桔黄龙病 B L O的人工接种寄主植物 J 这一试验的成功为进一步研究黄龙病

病原 B L O的分离培养和诊断提供了较理想的菌源植物和试验植物
。

在长春花上柑桔黄龙病的症状与B vo e, ( 1 9 8 3) t . ’
描述的柑桔青果病的症状基 本一

致
,

表明这两种原病 B L O可能有较密切的亲缘关系
。

在 19 8 3年和 1 9 8 5年两次传病试验中 ( 见试验结果 )
,

部分长春花试株出现叶片初时

局部黄化
、

然后沿叶边缘变黄
,

中脉附近叶肉绿色
,

花变绿色和叶片状
。

这种症状与苦

( M
` I ia Qz ed 。 ” 认 L

.

)丛枝病原通过草地冤丝子传到长春花上所引起的症 状 基本相
,

而苦株丛枝病现已证明是 B L O和类菌原体 ( M L O ) 复合侵染所致
` ” t ` , ,

同 时
,

花

棣同

奄
变色叶片状一般认为是植物菌原体引致的特异性症状

` 7 ’ 。

因此
,

柑桔黄龙病也有可能 由

B L O和 M L O复合侵染或分别侵染所致
。

进一步研究在进行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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