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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抗原直接包被ELISA对采自重庆11个马铃薯主产区的259份马铃薯病毒病样品进行了黄瓜花叶病毒

Cucumbermosaicvirus,CMV的检测及亚组鉴定.共有233份样品检测到CMV,总检出率达91.60%;其中属

CMVⅠ亚组的样品为197份,占84.55%;另36份样品为CMV Ⅱ亚组侵染,占15.45%;未检测到CMV Ⅰ和

CMVⅡ的复合侵染.这些结果表明,CMVⅠ是重庆地区马铃薯上的优势CMV亚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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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在重庆有悠久的种植历史,是其特色农作物之一,目前种植面积近350万hm2.马铃薯病毒病

是马铃薯的主要病害,其分布广,发生普遍,通常引起块茎品质变劣,产量可降低20%~50%,严重时可

减产80%以上[1].侵染马铃薯的病毒种类很多,在我国已报道的主要有马铃薯X病毒PotatovirusX,

PVX、马铃薯Y病毒PotatovirusY,PVY、马铃薯S病毒PotatovirusS,PVS、马铃薯A病毒Potatovi-
rusA,PVA及马铃薯卷叶病毒Potatoleafrollvirus,PLRV等5种病毒,以及马铃薯纺锤块茎类病毒

Potatospindletuberviroid,PSTVd[2-3].
黄瓜花叶病毒Cucumbermosaicvirus,CMV是雀麦花叶病毒科Bromoviridae黄瓜花叶病毒属Cucu-

movirus的典型成员,寄主范围极其广泛,能引起多种作物和蔬菜严重危害和产量损失,是最具经济重

要性的植物病毒之一[4].国内外许多学者根据其血清学关系及核苷酸序列差异将CMV划分为亚组Ⅰ和

Ⅱ,且基于血清学的分型结果与利用分子生物学等方法所取得的结果基本一致,表明根据血清学关系来

鉴定CMV亚组是可靠的[5-6].我国存在着大量的CMV分离物,目前已从38科120多种植物上分离到

CMV[7-11].由于CMV在多种作物、蔬菜和花卉上危害相当严重,而重庆种植的马铃薯主要为菜用型马

铃薯,因此CMV对马铃薯的危害也不容忽视.目前针对重庆马铃薯病毒病病原种类鉴定的相关研究较

少,国内也仅有一篇关于CMV自然侵染马铃薯的报道[9].为了了解CMV在重庆地区马铃薯上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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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危害情况,以及明确CMV马铃薯分离物的亚组归属,从重庆11个马铃薯主产区采集了259份马铃薯

病毒病样品,采用抗原直接包被ELISA对其进行了CMV的检测和亚类鉴定,本文将分析和报道所取得

的研究结果.

1 材料和方法

1.1 样品采集

2012年和2013年从重庆梁平、万州、云阳、巫溪、北碚、丰都、黔江、彭水、秀山、武隆和巫山等主要

种植马铃薯的区县共采集259份马铃薯病毒病样品.病株主要表现为花叶、黄化、轻微皱缩、叶缘上卷、畸

形及脉坏死等症状,采回的样品保存在-80℃冰箱.

1.2 标准抗原及抗体

CMV亚组 Ⅰ和亚组Ⅱ相应的抗原及单克隆抗体由浙江大学生物技术研究所周雪平教授惠赠,碱性磷

酸酶标记的羊抗鼠IgG购于美国Promega公司.

1.3 病毒检测方法

参考青玲等[12]的方法,采用抗原直接包被ELISA进行病毒检测.

2 结果与分析

2.1 CMV的ELISA检测

分别利用CMV亚组Ⅰ和亚组Ⅱ相应的单克隆抗体对采自梁平等11个重庆马铃薯主产区的259份马

铃薯病毒病样品进行了ELISA检测.检测结果表明,共有233份样品分别与CMV亚组Ⅰ或CMV亚组Ⅱ
的单克隆抗体发生阳性反应,总检出率达91.60%,表明CMV在马铃薯上的侵染相当普遍(表1).且

CMV在不同地区的分布也有差异,其中在梁平、万州、云阳、秀山和武隆等5个地区的样品中CMV的检

出率都高达100.00%;其次是巫溪和黔江,其检出率分别为97.50%和97.06%;在巫山的检出率为

85.71%;即使在侵染程度相对较轻的丰都、彭水和北碚,CMV检出率也在70%以上.由此可见,重庆马

铃薯主产区CMV侵染普遍.
表1 重庆地区侵染马铃薯的CMV检测

地点 样品数量 阳性样品数量 检出百分比/% 地点 样品数量 阳性样品数量 检出百分比/%

梁平 14 14 100.00 黔江 34 33 97.06

万州 4 4 100.00 彭水 4 3 75.00

云阳 9 9 100.00 秀山 46 46 100.00

巫溪 40 39 97.50 武隆 2 2 100.00

北碚 51 38 74.51 巫山 28 24 85.71

丰都 27 21 77.78 合计或平均 259 233 91.60

2.2 CMV的亚组鉴定

对233份阳性样品进行CMV的亚类分析,结果表明有197份样品受CMV Ⅰ侵染,仅36份样品为

CMVⅡ侵染,CMVⅠ和CMVⅡ的检出率分别为84.55%和15.45%,表明在重庆受CMV侵染的马铃薯

植株中CMVⅠ属绝对的优势类型,CMV Ⅱ侵染较少.另外,CMV Ⅰ和CMV Ⅱ在重庆不同地区的分布

也有所不同,在万州、云阳、黔江、彭水、秀山和武隆6个区县的马铃薯样品中只检测到CMV Ⅰ,未发现

有CMVⅡ侵染.而在梁平、巫溪、北碚、巫山和丰都等5个地区的马铃薯样品中均检测到2种CMV亚组

侵染,其中CMVⅠ的检出率分别为92.86%,87.18%,78.95%,54.17%和47.62%,但在这些样品中未发

现CMVⅠ和CMVⅡ的复合侵染(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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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重庆不同地区马铃薯上CMVⅠ和CMVⅡ的检出率

3 讨 论

CMV在我国发生普遍,尤其在蔬菜上危害相当严重.有关重庆马铃薯病毒病病原种类鉴定的报道较

少,研究也仅针对几种主要的马铃薯病毒[3,13].本研究对重庆不同区县的马铃薯病毒病样品进行检测发

现,CMV在重庆马铃薯上已普遍发生,检出率高达90%以上,在部分区县样品中的检出率甚至为100%,

表明CMV侵染马铃薯已相当严重.除已报道的国内发生普遍的几种主要马铃薯病毒外,CMV可能已上升

为一种优势病原,因而其在重庆的分布及潜在危害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我国栽培的作物种类繁多,生态环境复杂,存在着大量的CMV分离物.已报道我国CMV分离物大多

属亚组Ⅰ,但不同亚组分离物在CMV群体中的比例及对不同作物的侵染危害程度还不清楚[7-8,10,14-15],

因此加强重庆地区马铃薯及蔬菜上CMV亚组鉴定有着重要的意义.本研究首次开展了CMV马铃薯分离

物的亚组鉴定,结果表明重庆地区马铃薯上存在CMV2个亚组分离物,其中CMVⅠ型占优势地位,检出

率为84.55%,这个结果与国内已报道CMV分离物以CMV亚组Ⅰ为主相吻合.本研究为广泛开展重庆地

区CMV侵染重要蔬菜、经济作物的调查和亚组鉴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研究结果可为CMV引起的马铃

薯病毒病害的诊断及制定相应的防治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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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wohundredandfifty-ninepotatoleafsampleswithviralsymptomswerecollectedfromeleven

potato-growingcountiesinChongqingandweretestedfordetectingCucumbermosaicvirus(CMV)andits
subgroupsbyusingdirectantigencoatedenzymelinkedimmunosorbentassay(ELISA).Twohundredand

thirty-threesampleswereshowntobeinfectedbyCMV,whichwas91.60%ofthetotalsamples.Ofthe

CMV-positivesamples,84.55% wereinfectedbyCMVsubgroupI(CMVI)and15.45%byCMVsub-
groupII(CMVII).Noco-infectionofCMVIandCMVIIwasdetected.Theseresultsindicatedthat

CMVIwasthedominantsubgroupofCMVinfectingpotatocropsinChongqing,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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