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以指示植物!!!洋酸浆为材料" 将马铃薯 ! 病毒# "#!$接种在洋酸浆叶片上" 对测定

过程中所需最佳温度% 最佳光照周期和光强度的研究表明" 温度控制在 $%!" 光照周期 &’ (" 光照

强度 ’’)) *+ 以及遮光 &% ( 专化性症状最为明显" 进一步证实了在进行马铃薯病毒的生物测定中"
温度与光照是影响测定结果的主要因素&

$%&’ ,#!’ 指示植物洋酸浆’ 温度’ 光照

()*+,’ "-%$ -./01’ # -23,’ &’.$/%’%-4$))05)%/)&0-/)$

& 前 言

在马铃薯检验检测中" 鉴定马铃薯病毒的种类

是非常重要的& 为了测定马铃薯病毒的含量" 一些

生物学% 物理化学以及血清学的方法是经常被采用

的1&2& 但无论过去还是现在" 对测定具有活力的病

毒来说生物学测定法仍是最基本的手段& 其优点是

能够从病毒侵染" 增殖与指示植物显症的角度反应

出马铃薯病毒与寄主之间的内在联系& 其缺点易受

环境条件的影响& 所以在马铃薯病毒生物测定中"
控制环境条件是必要的& 如果环境条件比较稳定"
则各期所得结果基本能达到一致" 便于各处理之间

的相互对比& 影响鉴别寄主症状反应的因素很多"
如病毒与指示植物本身" 温度与光照以及一些其它

物质等& 近年来我们研究了温度与光照与 ,3! 在

指示植物!!!洋酸浆上的专化性症状反应" 特别是

枯斑的呈现" 证实了温度与光照对枯 斑产生的大

小% 快慢及数量影响是明显的&

$ 材料与方法

!"#$ 6 7
晋薯 . 号种薯" 指示植物!!!洋酸浆&

!"!$ 8 9
汁液摩擦接种1$2( 先在洋酸浆充分展开的叶片

上" 均匀喷洒 ’)) 目金刚砂& 用磷酸三钠肥皂水洗

手三次" 以左手拿垫在接种叶片的背面" 用右手食

指蘸取接种物" 在叶面上摩擦& 用力程度以接种及

叶片无明显严重损伤为宜& 接种后用自来水轻轻冲

洗接叶表面" 以除去接种物留在叶片上的纤维等碎

片& 置于调控温室中按试 验设计的温 度" 光照培

养" 观察记载其发病情况&
接种物( 采马铃薯表现 ,3! 症状的叶片作为

接种材料& 用 )4)& 56*78% 9: .4) 的磷酸缓冲液进

行提取病毒# 一次性塑料袋研磨$ &
温室条件( 要求有充足的光照" 保持一定的温

度% 湿度% 防虫& 室内每周定期喷洒杀虫剂# 乐果

等$ & 用直径 &) ;5 的营养钵盆在防虫温室中培养

指示植物& 土壤要富含 <% ,% = 营养" 为具有良

好的透气性" 在土壤中加一定量的蛭石" 土壤和肥

料经过热蒸气灭菌 # 蒸 %$0($ " 塑料花盆用磷酸三

钠肥皂液洗涤消毒" 用水冲洗干净后备用&
温 度 处 理 ( 将 接 种 后 的 洋 酸 浆 " 分 别 放 入

&-!% &>!% $%!% $.!% %&!五个不同水平梯度

的培养室内" 培养观察记载" 以 ’ 月中下旬温室自

然温度为对照" &) 次重复" 每盆为 & 次" 处理和

对照共 ’) 盆" 用开启空调加盖草帘遮阳及通风升

降温度&
遮光处理( 分别设 && (% &% (% &- ( 三个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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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光周期! 对洋酸浆进行接种前暗处理! 以温室自

然光照为对照" !" 次重复! 每盆为 ! 次! 处理加

对照 #" 盆"
光照时间与光强度处理# 分别设光照时间 !" $$

!% $$ !# $$ !& $ 四个不同处理! 处理的光强在光

周期内保持在 &"""’(""" )*! 对照光强度保持在自

然光强水平上" !" 次重复! 每盆为 ! 次! 处理和对

照共 +" 盆"

, 结果与分析

!"# $%&!"#$%&’()*+,-./01

由 表 ! 可 以 看 出 ! 枯 斑 比 率 当 温 度 控 制 在

!+! 时! 洋酸浆症状不明显! 处于潜症阶段" 温

度 !-! 时比对照增加 (.#/! 温度 %,! 时比对 照

增加 %0.&/! 温度 %(! 时比对照增加 !.%/! 温度

,!! 时较对照低 #.%/" 由此可以说明! 温度是影

响 123 在洋酸浆上产生枯斑多少的重要因素! 特

别表现在接种后这一阶段! 在温度偏高或偏低条件

下! 病毒不呈现症状! 或枯 斑较少" 试验 结果得

出! 123 接种在洋酸浆上! 温度以 %,! 培养枯斑

症状最为明显"
!"’ $%&23" $%&45 6789:;<=>
?,()*+/01

从表 % 可以看出! 当接种前将洋酸浆遮光% 黑

暗处理& ! 均可以增加枯斑的数目" 枯斑比率遮光

!! $ 比 对 照 增 加 -.(/ ! 遮 光 !, $ 比 对 照 增 加

%,.!/! 遮光 !+ $ 比对照增加 ,.(/! 这很可能是

接种前的黑暗处理使洋酸浆的感受点增加! 不过遮

光时间太长又会抑制病毒的侵入! 试验结果证明!
洋酸浆接种 123 前遮光处理 !, $ 效果最佳"

!"! @A=B:;CDE=BF.G$%&3"
$%&/HI

由表 , 可以看出! 随着光照时间的延长和光照

强度的加强! 枯斑的数目逐渐增加" 枯斑比率光照

!" $ 比 对 照 增 加 !!.!/! 光 照 !% $ 比 对 照 增 加

!#.(/! 光 照 !# $ 比 对 照 增 加 %+.+/! 光 照 !& $
比对照增加 %0.!/" 光是植物进行光合作用的主要

能源! 它不仅影响植物的代谢作用! 同时也影响病

毒的侵入"

# 结 论

在马铃薯病毒进行生物测定中控制温度是必要

的! 温度是影响专化性症状枯斑产生多少的重要因

素! 特别表现在接种后这一阶段" 在温度偏低的条

件下! 病毒呈现症状不明显! 温度偏高时又不利于

枯斑的产生" 这是否与细胞的感受力增减有关" 经

试验 123 接种在洋酸浆上! 温度控制在 %,!时枯

斑呈现最明显"
在接种鉴定 前将洋酸浆 进行遮光处 理不同时

间! 对 123 鉴定结果不同! 接种前的黑暗有可能

使洋酸浆的感受点增加! 但遮光时间要适度! 以黑

暗处理 !, $ 后接种! 枯斑呈现效果最佳"
长的光周期 和充足的光 照! 均可以增 加枯斑

的 数 目 ! 作 用 机 制 很 可 能 是 接 种 后 延 长 光 照 和

增 加 强 度 有 利 于 破 坏 碘 代 乙 酸 盐 等 抑 制 病 毒 侵

入的物质4"5" 试验证明光周期和光强度控制在 !& $$
&&"" )* 枯斑最多"

在进行马铃薯病毒的生物测定中! 温度与光照

是影响结果的主要因素! 但接种的磨料! 稀释液的

浓度! 接种技术等也会影响测定结果! 这些都应引

起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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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温度% !& !+ !- %, %( ,! 79

枯斑比率% :& %.! !-.# #".& !,.% (.% !%."

表 ! 不同温度与 123 在洋酸浆叶片上枯斑的数量

注# 接种 !" ; 后观察鉴定结果"

表 % 洋酸浆遮光处理后接种 123 的鉴定结果

遮光时间% $& !! !, !+ 79

枯斑比率% /& %!.% ,#.& !+.% !!.+

注# 接种 !" ; 后观察记载统计结果"

注# 处理的光强度在光周期内保持在 &&"" )* 最佳! 对照的光

强度保持在自然光强水平上 % 日均 #",, )*& ! 接种 !" ; 后观察 记

载统计结果"

表 , 光照时间和强度与洋酸浆接种 123 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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