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石竹 (D ia n th us ca ry 叩hy llu
s L )

,

又名康乃馨 (C am ati on ) 为石竹科石

竹属多年生草本植物
,

是世界最著名的传统切花之一
,

因其花姿优美
、

花色艳丽
、

品种多
、

瓶养保鲜期长而深受消费者青睐
。

但由于病毒病的影响
,

产量质量不断

下降
。

香石竹病毒种类很多
,

并产生于世界各国种植区
。

据北京
、

上海
、

昆明等

地研究表明
,

香石竹斑驳病毒为田间流行的主要病毒种类之一
,

近年来我省花卉

业不断发展
,

香石竹销路看旺
,

引种面积逐步扩大
,

由于缺乏严格检疫
,

香石竹

病毒随之侵入我省
。

受感染植株表现生长衰弱
,

花朵变小
,

花苞开裂
,

花色暗淡

等危害症状
,

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
。

本文简要报道我省香石竹斑驳病毒 (C aMV )

的发生及脱除研究
。

美洲商陆抗病毒蛋白基因转化矮牵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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矮牵牛 (Pe tu ni 。
匆石

r

ida ) 作为城市绿化
、

美化环境的主要花坛材料
,

广泛

用于园林建设
,

在维持和改善城市生态环境
、

净化空气和减少污染等方面起着重

要作用
。

矮牵牛对很多病毒病都很敏感
,

由烟草花叶病毒 (To ba cc 口 m os ai c vi rus )

和黄瓜花叶病毒 (co cu m be ; m os ai 。 vi rus ) 引起矮牵牛花叶病
,

发病植株出现叶

片斑驳状
,

并常伴有叶卷曲
,

生长势减弱
,

花畸形及叶变小等症状
。

另外 T M V

还可通过摩擦传毒
,

吸烟者如果手上感染有 T M V
,

再接触矮牵牛
,

就有可能将

TM V 传开
。

高毒和高残留的有机农药和气味难闻的农药在城市中的使用受到很

大的限制
。

来源于美洲商陆 (孙夕to la cc
o a m er ica na ) 的 R Ap 蛋白对 7 类植物病

毒如 T M V
、

CM V
、

PV Y
、

PV X 等具有抑制作用
,

而且对真菌
、

细菌及人类免疫

缺陷型病毒 (HW ) 等都具有一定的抑制效果
。

本文将缺失无毒型 RAP 基因转入

矮牵牛
,

获得了转化再生植株
。

重庆主栽柑桔品种衰退病毒组群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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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桔衰退病毒(CT v )存在着许多生物学特性不同的株系
。

通过铲除感染强毒

株植株或利用弱毒株交叉保护的方式来防治柑桔衰退病都需要对 C T V 株系进行



准确
、

可靠的鉴定
。

本文根据对 CT V 衣壳蛋白基因 (CPG ) 的限制性片段长度

多态性(R FLP )分析
,

发现在重庆主栽柑桔品种的衰退病毒主要以 CP/I介n f 1 R FLP

第 1
、

3 和 6 组群为主
,

并且在田间以多株系混合感染为主
。

柑桔衰退病毒株系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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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桔衰退病毒 (a tr us tr is
teza

vir us
,

C ry ) 存在着复杂的株系分化现象
,

因

此在使用 MSCP 时
,

需要快速
、

准确地识别 CT V 的各种分离株
。

国外常采用限

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 (R FLP ) 和序列分析的方法对 CT V 的生物学特性进行初步

判断
。

目前尚无我国 CT V 分离株与国外进行比对的报道
,

本研究运用 R FLP 和

序列分析的方法对国内外 n 个 Cl
,

V 分离株的 p25
、

p23 和 pls 基因进行了分析
,

这将为筛选我国适用的保护株和引进国外株系提供参考
。

利用 R T
.

PC R 检测柑橘碎叶病毒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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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橘碎叶病毒 (C 介us ta tte
; le of vi r

us, CT Lv ) 的传统检测方法是指示植物鉴

定
,

该方法检测周期较长
,

且需要温
、

网室等配套设施
;
酶联免疫吸附方法

(E U SA ) 可用于检测 CT LV
,

但使用的是针对苹果茎沟病毒 (AS G V ) 的抗体
,

虽然 C l
,

LV 和 A S G V 的亲缘关系已经得到证实
,

但到目前为止没有对中国的分

离株进行实验验证
,

这在一定程度上 影 响了结果的可靠性
。

本研究应 用

D. L
.

Hali st on es 等建立的半巢式 R l’-PC R 技术对已感病柑橘品种进行了周年检测
,

现将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

应用原位 R T
.

PC R 技术检测果树病毒的方法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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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己知带有苹果褪绿叶斑病毒的香梨和无病毒实生苗叶片为材料
,

开展了原

位 R下PC R 研究
。

系统研究了 A M V 逆转录酶
、

d N T Ps
、

R N as in 及互补引物 P1

浓度对
c D NA 合成的影响和退火温度

、

Ta qD NA 聚合酶
、

M犷
十 、

引物浓度及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