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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用烟草花叶病毒诱发接种 4 种枯斑寄主
:

心叶烟
、

三生 N N 烟
、

珊西 N C 烟 和芝陀 罗
,

可使

接种植物对烟草花叶病毒
、

烟草性纹病毒及 马铃薯 x 病毒的俊 染表现很强的诱发杭性
。

这种杭性主

要表现 为处理的枯斑直径及枯斑数 目比对照减少 50 %一 75 %
。

诱发杭性具有非特异性和广谱性
。

杭

性在诱发接种后 2~ 4 天开始出现
,
7~ 8 天达 到最 高杭性水平

,

且至少保特 25 天 以上
。

关祖词 T M v ; T E v ; P v x ;
诱发杭性

对诱发抗性的研究
,

Y ar w o od 首报烟草花叶病毒 (T M v )接种菜豆叶片后
,

坏死病斑周围即

产生对 T M v 再次侵染的局部诱发抗性
。

其后
,

L oe be sn iet lln 〕又在感染 T M v 的蔓陀罗和马铃薯

X 病毒 ( P v x ) 的千 日红上观察到诱发抗性
。

80 年代以来
,

诱发抗性的研究又涉及到微生物和

化学诱导物
。

本文主要报道 T M v 在枯斑寄主上所产生的系统诱发抗性及其特性
。

1 材料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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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防虫温室中

培养到 7~ 10 片真叶时备用
。

TMv 和烟草蚀纹病毒 ( T Ev )经枯斑纯化后
,

分别增殖在普通烟和心叶烟上
; P v X 经纯化

后增殖在蔓陀罗上
,

待增殖寄主充分发病后
,

做接种毒源用
。

诱发接种用汁液摩擦法
,

将 T M v

接种在心叶烟
、

三生 N N 烟
、

珊西 N C 烟和蔓陀罗上
,

测定寄主未受感染组织对挑战病毒 T M v
、

T E v
、

P v x 的抗性
。

挑战接种方法有
:

①半叶法
,

先用 T M y 接种 1 2/ 叶片
,

7天后再对另外 l 2/

叶片进行挑战接种
,

挑战接种 9 天后统计枯斑直径和数目
,

测定诱发抗性强弱
; ②多叶法

,

用

T M v 接种植株下部叶片
,

7 天后选上部 2 叶进行挑战接种
,

统计方法同①
。

抗性持久性测定
,

以 28 株蔓陀罗诱发接种后的 2
、

4
、

7
、

1 0
、

20
、

2 5
、

3 0 天
,

再用 T M V 挑战接

种
,

检测抗性产生时间
,

达到最大抗性所需时间以及抗性保持时间
。

抗性广谱性试验
,

T M v 在

珊西 N C 上诱发接种后
,

再用 T E v
、

P v x
、

T M v
、

进行挑战接种
,

测定诱发抗性的特异性
。

2 结果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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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TM v诱发抗性的效果
TM v在心叶烟

、

蔓陀罗
、

三生 N N烟和珊西 N c烟上均表现为过敏性枯斑反应
。

接种 4天

后
,

在入侵点即引起坏死反应
,

使病毒粒子仅局限在枯斑内
。

随后在植株未受感染的半叶和上

部叶进行 T M v
、

TE v
、

VP
x 的挑战接种

。

结果 4 种植物都表现出更强烈的抗性
,

使再次侵染所

产生的枯斑直径和数量 比对照 (直接用 TM v 或 P v x 或 TE v 接种 )减少 50 %一 75 % (表 1 )
。

这

是由于在枯斑周 围毗邻细胞产生的抗性物质
,

从产生部位向植株其它部位传递
,

从而使未受感

染的叶肉组织表现出抗性
。

这种抗性除对 T M V 有效外
,

对 P v x
、

T EV 同样有效
。

说明 T M v 诱

发接种产生的抗性具有广谱性
,

并非特异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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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抗性的产生及其持久性

在蔓陀罗上测定结果表明
,

诱发接种后第 2 天植株开始显示微弱抗性
,

第 4天后抗性迅速

发展
,

7 ~ 8 天达到最高水平
。

此时处理与对照平均病斑直径比率最小
,

随着时间延长
,

该比率

不断提高
,

抗性也随之减弱
。

3 讨论

植物对病毒的抵抗
,

一般先表现为局部枯斑 (过敏性坏死反应 )
,

使病毒局限于坏死斑内
,

并逐渐在枯斑内死亡 3j[
。

这主要与侵染点周围细胞的超微结构变化及有毒物质的产生有关
。

如

胞间连丝封闭41[
、

线粒体数目增加
、

代谢活动加强
、

质壁分离
、

膜破裂
、

多酚氧化酶活性提高以

及植物抗毒素和抗毒物质的产生等 5j[
,

它们使初次侵染植物的病毒在入侵点周围死亡
,

从而使

植物的其它部位免遭侵染
。

试验表明
,

植物在受到第 1 次侵染后
,

侵染点周围很快形成枯斑
,

使病毒的侵入和危害仅

局限在少数细胞中
,

2 天以后
,

植株的大部分组织细胞也表现出更强的抗性
。

这种抗性由于植

物受侵染后在侵染点周围细胞内合成了一种抗病毒物质
,

病毒复制抑制物— W R川
。

VI R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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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通过植物的细胞间液和维管束系统进行短距离和长距离运转
,

到达各个部位
,

从而使植物

获得系统抗性
。

这一结论通过胞间液的提取
、

抗性测定和电泳分析已得到证实
。

iM sa hg 户〕指出
,

用放线菌素 D 处理诱发植物
,

则会阻止诱发抗性的产生
。

因为放线菌素 D

阻止了新蛋白的产生
,

即诱发抗性是诱发物激活了植物基因组某些部位的活性
,

使植物细胞合

成了新蛋白—
I v R 而提高了植物的抗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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