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部分 病毒及病毒病害

温州蜜柑萎缩病毒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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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克隆与序列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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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蜜柑萎缩病毒(sa ts u m a d沁a
rf

v

~
,

SD V) 是一种对柑橘产量造成损害的病原之一
,

主

要为害温州蜜柑
。

自从 1937 年发现以来已经遍及各个柑橘产区
。

据报道
,

我国发生的 SD V 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从日本引种过程中
,

引进了携带 SD V 的柑橘品种造成的
。

随后
,

随着引进品种

的推广而在我国扩散
。

日本 199 8 年
,

已经对其 S
一

8 株系进行了全序列报道
。

而在我国
,

SD V

传入后
,

经过长期的环境适应
,

其基因序列是否发生变异
,

目前国内尚无人报道
。

我们对采自

浙江黄岩和重庆奉节的 4 个感染 SD V 柑橘样品 (保存在中国农业科学院柑桔研究所)进行了 3
’

末端克隆分析
。

从 4 个样品中获得的 SD v 3
’

末端序列测定表明
,

其长度均为 975bP
,

其中包括

了完整的 sD V 小外壳蛋白序列 (sm a ll eo a t pro te in
,

SCP)
。

用 D NA sta r 软件把 4 个样品中 SD V

3
’

末端序列与 G en ban k 登录的日本报道的 SD V S
一

8 株系序列 (AB 00 99 59) 进行对比分析
。

结

果表明
,

B 和 B l与 S
一

8 的同源性均为 99
.

7%
,

A l与 S
一

8 的同源性为 98
.

7%
,

A 与 S
一

8 的同源性

为 98 .4 %
。

4 个样品中包含的 sCP 大小均为 654b p
,

预测编码 21 8个氨基酸
,

与 s
一

8 的 sCP 大

小一致
。

氨基酸序列对比显示
,

只有 A 和 A l与 S
一

8 有 99
.

5% 的同源性
,

只有 A 和 A l 与 S
一

8

在第 54 残基处有一个氨基酸发生突变
,

由 A 突变为 V
。

B 和 B l 与 S
一

8 有 10 0 %的同源性
,

表

明 4 个样品中 S D V 序列在 SCP 处的碱基突变多为无意突变
。

基于对比序列的 SCP 氨基酸生成

的系统发育树提示
,

浙江黄岩本宫品种感染的 SD V 与 S
一

8 系同一株系
,

而重庆奉节宫川品种上

感染的 SD V 可能是由于 S
一

8 株系引进我国后
,

在适应环境或品种的过程中发生了变异
。

这种变

异是否在我国其他地区或其他品种上发生
,

还要进一步采样分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