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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健饲 类菌质体
, 芜丝子 , 长春花 ; 泡桐丛枝病

芡丝子 (Cus cu ta sp p
.

)是一种寄生植物
,

利用芜丝子为介体可以将植物病毒或类菌原体

(m ye o plas m a lik e o r g a n ism ) 从一株植物传染到另一株植物上 [‘]
。

杨一朗 t’1陈景耀t3 ]分别

用大豆芜丝子和南方冤丝子为媒介成功地将甘薯丛枝病从甘薯传到长春花上
,

产 生 花 器 叶

化
、

侧枝丛生病状
。

饱桐丛枝病是 目前泡桐栽培中一种 极为严重 的病害
。

在传病途径试验中已证实了嫁接传

病
,

传病媒介有茶翅蜷(H a lyo二叮pha p ic : s )和蛇椿 (C , : to p e ltis t e n u fs ) [
‘J

。

泡桐感染类菌原

体病害后
,

其病原在感病韧皮部细胞内分布极不均匀
,

且浓度很低
。

本试验 目的是探索泡桐

丛枝病病原 (M LO )是否能 由冤丝子传染到长春花上
,

井再回接到泡桐上
,

寻找以泡桐丛枝

病 为代表的树木类菌原体病害病原适宜繁殖的草本寄主
。

本文报导了用南方冤丝子 (C盯 cut a

au st 1a ll’s )传染泡桐丛枝病病原类菌原体(M LO )到长春花 (Vl’
。: a o sea ) 上成功的试验结果

,

从而证明长春花是研究泡桐丛枝病病原M LO 的一种理想的菌源试验植物
。

一
、

材 料 与 方 法

(一 ) 冤丝子传病试脸

从河南民权县采集感病严重的丛枝病泡桐病根
,

在温室花盆内育出的病苗为接种源
。

长

春花种子来自海南岛热带作物研究院植保所
,

经催芽
、

播种到移栽生长达 20 c m 左右时进行

试验
。

冤丝子在种子萌发后先接种在健康的大豆上生长繁殖
,

长出蔓生茎时剪取约 2 0c m 长

的冤丝子茎缠绕在泡桐丛枝病苗小枝上
,

半月后
,

将在病枝上生了吸盘的蓖丝子蔓生茎缠绕

在长春花的茎上使其生长
。

传病试验在温室内进行
。

(二 ) 电镜理案

分别取传染发病的长春花小茎
、

叶脉
、

花器叶化叶脉和对照健康长春花叶脉
、

泡桐丛枝

病叶脉及冤丝子蔓生茎共12 个样品
。

按本专题组常用的方法进行戊二醛和饿酸双重固定
,

将

样品转入乙醇梯度脱水
,

用环氧树脂浸透
,

E po n 81 2 包埋后
,

用 L K B 一5 型超薄切 片 机 切

片
,

切片经醋酸铀
、

柠檬酸铅双重染色
,

用Phi liPs E M
一40 0 T 电镜观察

。

本文于 1 9 8 7年 1 1月1 8 日收到
.

参加 本试验的还有汪跃同志
。

本试 脸承本院电俄室徐红
、

李 拍忠同态协助制片及电镜观察
, 南方冤丝于种子 由福

建农业科学院陈景 . 同志提供
,

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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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试 验 结 果

(一) 冤丝子传病结果

19 8 6年 7 月中旬一 8 月上旬
,

用在泡桐丛枝病苗上生长 15 一20 天的芜丝子缠绕在实生健

康的长春花苗上
,

共接种40 株
,

到 19 8 6年12 月初至 1 9 8 7年 8 月中旬长春花相继发病 12 株
,

传

病率为30 %
。

潜育期为 5 个月以上
。

病株表现典型黄化丛枝病状 (图版 I 一 1 一 3 )
。

腋芽不

断萌发长成小枝叶 ; 节间缩短
,

顶部出现簇生状
;
叶片黄化

,

小而窄
,

革质化 ; 紫红色花变

小
,

碎色
;
或花冠变成绿色

,

叶片状
;
病花柱头长成小枝叶

。

严重感病株在高温夏季逐渐枯

死
。

1 9 8 7年 3 一 4 月将生长在长春花病株上的冤丝子新生蔓茎缠绕在健康长春花上
,

共30 株
,

6 月中旬至 8 月中旬相继发病10 株
,

传病率为3 3
。

3 %
。

潜育期为 3 一 4 个月
,

病株表现黄化

丛枝和花器叶化病状
。

(三 ) 电镜观察结果

经传染发病的长春花植株的叶脉
、

小茎及花变叶脉韧皮部筛管细胞内
、

冤丝子及抱桐丛

枝病病叶柄筛管细胞内均发现多型态的 M L O 病原
,

菌体有园形
、

椭园形并出现芽殖
、

二分

裂的形状 (图版 工一 4 ,
5 )

,

菌体大小为 2 80 一 5 80 x 3 2 。一 8 6 Onln
,

外表有 10 nm 厚度 的单位

膜
。

长春花病株细胞内的 M LO 密度远远超过泡桐丛枝病株内的数量
,

较多的细 胞充 满着

M LO菌体
,

且排列得很紧密
。

三
、

结 论 与讨论

1
.

试验结果表明泡桐丛枝病病原MLO可由南方莞丝子传递到长春花
,

且在长春花病株

和菌源株抱桐丛枝病韧皮部筛管细胞内都观察到形态相同的 M LO
,

因此可以认为南方芜 丝

子所传递的就是泡桐丛枝病的病原类菌原体
。

2
.

长春花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
,

芜丝子传递泡桐丛枝病病原到长春花上获得 成 功
,

使泡桐丛枝病 M LO病 原体能在长春花植株内大量繁殖
、

保存
,

这一试验结果为研究抱桐丛

枝病等树木类菌原体 (M LO ) 病原的提纯
、

制备抗血清
、

诊断和纯培养提供了较理想的菌源

试验植物
。

3
.

泡桐丛枝病经芜丝子传染到长春花较甘薯丛枝病传病表现病伏潜育期要长一些
,

这可

能与莞丝子带毒量
、

传病季节和苗木大小有一定关系
。

从 1 9 87 年传病试验苗看
,

如果提早进

行冤丝子传病
,

可以提前发病
。

从长春花回接泡桐试验正在进行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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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O PE R IW INKLE B Y D OD D E R

Jin K a ix u a n

(T he R e s e a r e h I o st‘to te o
f F o : e : tr夕 C A F )

A b str妞Ct

Pe r iw in k le (V i, : : a : 0 5 。a )w a s first in o e u la ted w it h t h e m ye o Pla s m a
一

lik e o rg a n i
-

s m s (M L O ) o f Pa u lo w n ia w ite h e s
,

b r o o m fro m Pa u lo w n ia b y s o u th e rn d o d d e r

(C“ seu ta a 左: t , a lis ) in 1 9 8 6 , e a u s in g t h e ty Pie a l sy m Pto m s w it h y e llo w ish lea v e s ,

w iteh e s
,

b r o o m a n d P hyllo d y o f flo w e r Pa rt s
.

T h e r e su lts o f t he e x Pe r im e n t

sh o w e d th a t 2 2 o f 7 7 in o e u la ted Pla nt s o f Pe riw in k le w e r e d is ea se d a n d t h e

in o c u la tio n p e r io d s w e r e 1 4 0 t o 3 7 0 d a ys
.

T h e s ie v e e e lls o f d ise a s ed Pe r iw in k le

w ith t y p ie a l p hyllo d y o f flo w e r p a r ts , u n d e r t ra n sm iss io n e le e t ro n m ie r o se o Pe ,

w e r e fu ll o f m o re M L 0 s th a n th o s e o f d is ea s e d Pa u lo w n ia
.

T h e y w e re m ea su red

2 8 0 一 5 8 0 n m )( 3 2 0 二8 6 0 n m in s iz e ,

w ith sP he rie a l
, e lliPtie a l a n d b in a r y fiss io n ,

a n d e a e h w a s Pro v id e d w ith a u n it m e m b ra n e e 1 0 n m in thie k n ess
.

T h e M LO 。

in t h e u lt r a thin s ee t io n o f Pe r iw in k le w e re m o r Ph o lo g ie a lly a n d u ltr a st ru e tu r a lly

m o st s im ila r t o t h a t o f Pa u lo w n ia
。

th e y h a v e n o t b e e n fo u n d in h ea lth y

Pe r iw in k le sa m Ple
.

K ey w o r d s : m ye o Pla sm a lik e o rg a n isn l (M LO ) : d o d d e r ; Pe r iw in k le :

Pa u lo w n ia w ite h s
’

b ro o 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