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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植丛枝病类菌原体(M LO) 的电镜观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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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我国特产果树
,

全国已有十多

个省市栽培山植
,

种植面积不断扩大
,

仅北京市就达10 万亩
,

约4 00 万株
,

成为山区农民致富

的一种重要途径
。

近年来
,

由于山植丛枝病的发生
,

造成山植苗木和大树枝条枯死
,

影响果

实产量
。

据在北京市各区县调查
,

在山植种植地区内
,

病害严重发生的约达 20 %左右
。

该病

1 9 8 8年在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林果所资源圃内发现
,

危害山植品种较多
,

以小植或以小碴为砧

术的品种发病严重
。

病害有不断发展的趋势
,

成为当前山植生产中的一大障碍
。

感病山植早春萌芽迟
,

较正常枝条晚一周左右 (图版 工一 1 )
,

生长后抽生不出明显节 间

的枝条
。

叶片小并簇生似小花
,

伴有黄化 (图 版 工一 2 )
,

萌芽初期症状最为典型
,

进入雨季

症状常表现不同程度的减轻
。

苗木
、

幼树多为整株发病
,

定植大树常是一个或几个枝条先发

病
,

病枝从外围枝条顶端开始逐渐向下和向内蔓延
,

严重感病枝条则逐渐枯死
。

病枝上花器

萎缩退化
,

开花比正常花期晚15 天左右
,

花芽抽不出正常果枝
,

花蕾密集丛生在一起
,

感病

花不能正常开放
,

花形成小米粒状
,

少数能开的花则很小并畸形
,

病花瓣有由白色变为粉红

色或紫红色现象
。

病花均不能结果
。

在病区根部萌孽条常常带病
,

移栽后表现症状严重
,

1

~ 2 年内枯死
。

对山植丛枝病进行电镜观察
,

首次发现了类菌原体(M L O )的存在
。

现将结果报道于后
。

1 材料和方法

从北京市林果所山植资源圃内选典型的山植丛枝病病株
,

取感病枝条的嫩梢
、

叶柄及病

花花梗
,

分别切成 1一Z m m 的小块
,

按常规方法程序制备电镜样品
;
样品经戊二醛

、

锹酸双

重固定后
,

转入乙醇梯度脱水
,

E Po n 一81 2包埋
,

L K B 一 5 型超薄切片机切片
,

切 片用 2 %

醋酸铀
、

柠檬酸铅双重染色
。

Phi II Ps E M
一4 00 T 型电镜观察

。

2 结果与讨论

1 9 8 9 ~ 1 9 9 1年 5 次取山植丛枝病典型病株样品
,

电镜观察结果
,

在嫩梢
、

叶柄及花梗的

本文于 19 9 1年12 月25 日
‘

收到
。

* 本专题为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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韧皮部筛管细胞中均有典型的类菌原体(M ye o p la s m a
一

lik e o r g a n is m s ,

简称 M L O )
。

形态

以球形
、

椭圆形为主
,

多数分布在筛管细胞壁附近或均匀地分布在细胞 内; 菌体大小
:

球形平

均4 3 3 n m
,

最大为7 0 6 n m , 椭圆形平均 4 5 0 n m X 6 09 n m
,

最大为 5 2 9 n m X 6 47 n rn
。

并有明

显的单位膜
,

膜厚约为12 n m 左右
。

菌体内可见纤细的核酸类物质 (图版 I 一 3 一 5 )[ ‘l
。

用山植健康实生苗作对照样品未观察到 M L O 病原
。

1 9 9 1年 7 ~ s 月曾用 5 0 0 p p m 和 1 0 0 0 Pp m 盐酸土霉素溶液喷洒山植病枝三次
,

秋季观

察结果病枝叶由黄转绿
。

由此 可以认为类菌原体是引起山植丛枝病的病原体 [“j
。

山植丛枝病在北京
、

河北
、

吉林等地区危害严重
,

其症状及损失类似于枣疯病I’J,

自然

扩散似乎存在初次侵染源
,

其分布特点常常在发病严重地块有几株山植同时感病
。

此病的传

播可能与媒介昆虫有关
,

有必要对该病的传染途径
、

发病规律及防治措施进行深入的研究和

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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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开漩等
: 山碴丛枝病类菌原体 (M L O )的电镜 观察 图版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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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 植丛 枝病感病枝条 (左 )与健康枝条(右 )的比 较
,

感病 枝条萌芽较健康枝条晚 、 2
.

感病枝条 上叶片小并簇

生 , 3
.

山桔丛枝病 感病枝 条嫩梢韧皮部筛管细饱中的 M L O
s ,

功 以o x ; 4
.

感病枝条叶柄韧皮部筛管细泡中的

M L O
。, 1 7 c c o x 、 5

.

感病枝条花梗韧皮部 筛管细胞中的 M I O
, 2 吕{ c c 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