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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粉蝶核型多角体病毒的初步研究

杨明挥 林 尤洞 梁世平 哀爱华 孙富林

关 . 润 迁粉躲
、

菜粉蛛
、

核型多角体病毒
、

交又感染

迁粉蝶 (c at oP sl’ll’a
Po 二an

a F
。

)
,

又名铁刀木粉蝶
,

是铁刀木
、

腊肠 树
、

愈疮木等热带

林木的食叶害虫
。

虫情严重时
,

树木仅留下秃枝光杆
。

在海南省
,

该虫一年发生13 ~ 14 代
,

终年危害
。

在广东
、

广西
、

台湾
、

福建等省 (区》也有分布
。

1 9 9 0年
,

在海南尖峰岭热带林业研

究所试验站树木园采到迁粉蝶幼虫自然催病死亡虫尸
,

从中分离出一种核型多角体病毒
。

本

文报道该病毒的分离
、

初步鉴定
、

回接感染和对菜粉蝶 (P‘er is ra pae L
.

) 交 叉感染试验的

结果
。

1 材料和方法

1
.

1 病弃的获得和初步鉴定

野外采集获得迁粉蝶幼虫 自然催病 虫尸
,

外形尚完整
,

轻刺表皮即破
,

流出呈灰白色浓

液
,

无臭味
。

沾取灰白色浓液涂片
、

染色(1
.

0 %苦味酸一。
.

5 % 氨基黑 10 B )
,

显 微 镜 下观

察
,

仅见 多角体样颗粒
。

吸取少量灰白色浓液
,

稍作纯化处理 (加 1 m l蒸馏水吹打洗涤
,

台

式高速离心机5 00 0 r/ m in
, 3 m in 沉淀

。

离心
、

洗涤二轮次)后
,

加等体积的O
。

1 m ol N a声 0
3

一
。

.

16 m ol N a cl
、

p H 10
.

8 的碱液降解
,

不同时间取样制备透射电子显微镜 样 品
,

碱解样品

经 2 %P T A (P H 7
.

0) 负染
,

未碱解样品不负染
。

JEM一 1 0 oC 电子显微镜下作病原形态学鉴

定
。

1
.

2 回接感染试脸

取适量灰 白色浓液
,

加入灭菌水
,

吹打均匀后
,

显微镜下计数
,

测得多角 体 为 1
.

2 x 1 o .

PIB s/ m l
,

涂抹浸润铁刀木嫩枝叶面
,

枝条水养保鲜
,

室内感染 4 00 头 2 一 5 龄期的迁粉蝶

幼 虫
。

供食24 h 后更换充足的新鲜枝叶
。

在同批幼虫中随机取25 头作健康对照
。

记录感病症

状
,

显微镜检查感病组N PV 病死亡虫数及对照组N PV 病 死亡虫数
,

最后计算感病死亡百分率
。

1
.

3 交叉感染莱粉级试脸

回接感染获得的典型 N PV 病死虫尸
,

经粗略纯化处理 (研磨
,

20 0 目尼 龙纱过滤
,

5 00

r / m in 离心 2 m in
,

上清液再经 3 s oo r / m in 离心 2 5 m in
,

取沉淀 )
,

用灭菌蒸馏水(加吐温
一 8 0

到 0
.

2编 )配制成 1
.

2 x 10 . PIBs/ m l的多角体悬液
,

浸润甘兰叶面
,

在室内感染 3 一 5 龄期菜

粉蝶37 头
。

供食24 h 更换新鲜叶
。

对照组 15 头
,

以含。
.

2 喻吐温
一
80 的稀释水浸润甘兰叶代替

1 9 9 1一 07一 0 8收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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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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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毒叶
。

病 死虫逐条涂片在显微镜下检查死因
。

并按 N PV 常规提纯的方法【
’J分别从感染迁

粉蝶和菜粉蝶虫尸中分离N PV
,

在电子显微镜下作两种来源的 N PV 形态学比较
,

分析两者

的异同点
。

2 结果和分析

2
。

1 病毒鉴定结果

自然催病迁粉蝶虫尸液化
、

不臭的现象符合 N PV 病的临床症状
。

电子显微镜下观察到灰

白色浓液中含有大量近似三角形
、

四边形和 圆形的多角体
,

直径 约 。
.

7~ 1
.

6 协m
,

长短直径

比约 1
.

0~ 1
.

3 ,

平均为1
.

1( 图版 I 一 1 )
。

多角体内含有数 目不等
、

粗细不一的杆 状 病 毒 束

(图版 工一 2 )
,

病毒束内含 1 ~ 4 个约 52 n m x 3 50 n m 的杆状核衣壳 (图版 工一 4 )
。

电镜下可

观察到少量异形多角体
,

形似两个多角体而成 (图版 I 一 1 箭头所示 )
。

根据国际分类委员会《病毒分类与命名》的第四次报告
,

从形态学特征可初步鉴定该多角

体属杆状病毒科 A组成员
。

2
.

2 感染迁粉蟋结果

饲 N PV 的第二天
,

幼虫表现食欲不振
,

第三天开始死亡
,

第四天达死亡高峰 , 第六天死

亡率达10 0 %
,

无细菌病因死亡 , 对照组无N PV 病死亡
。

死亡虫尸倒挂
、

液化呈灰白色浓液
,

无臭味
,

与自然催病虫尸症状相 同
,

电子显微镜下病毒形态与原病毒亦相同
。

也含有异形多

角体(图版 工一 3 )
。

该感染结果证明所获 N PV 即为迁粉蝶幼虫 自然催病死亡病原
。

2
.

3 感染菜粉螺结果

饲 N PV 的第二天有幼虫开始化蛹
,

第三天幼虫表现明显食欲不振
,

第四天出现幼虫死亡
至第七天幼虫全部死亡

,

除两头蛹正常羽化外
,

其它蛹亦变黑死亡
。

最终死亡率为96
.

4 %
。 ’

在显微镜下对死亡幼虫逐条检查
,

均见大量多角体颗粒
,

对照组无多角体病死亡
。

幼虫死亡

病症
:
体色由绿色消褪为黄绿色

,

虫体软
,

肿胀不严重
,

内部组织液化
,

无 臭 味
。

蛹 内亦

液化
。

电镜观察证明感染菜粉蝶获得的N PV 与迁粉蝶 N PV 有以下相似处
: ¹ 多角体的大小

、

形态相同
。

º 含有异形多角体 (图版 工一 5 )
。

» 为 多粒包埋型 N PV ,

病毒束内核衣壳 通 常

不超过 4 个
。

核衣壳约为 53 . 5 n m x 344 n m ( 图版 I 一6一7 ) ,

与迁粉蝶原始 N PV 核衣壳 52

n m x 350 n m 相比
,

差异不显著
。

从以上结果分析说明感染菜粉蝶所得 NPV 与迁粉蝶 N PV 具有相似性
,

认为菜粉蝶的玫

死原因为饲 N P V 感染所致
。

3 讨论

对迁粉蝶自然催病病原物的形态学鉴定和回接感染
,

证明所获得的多角体是核型多角体

病毒
。

该病毒对菜粉蝶的感染结果证明也有明显的致死能力
。

在广谱杀虫剂 的研究中
,

该病

毒将是一种有意义的生物资源
。

杆状病毒的异形包涵体
,

在杆状病毒科 B 组即颗粒体病毒中较为多见
。

该病毒的异形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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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体的图像
,

为认识杆状病毒科A 组形态的多样性提供了新的证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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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he n th is N PV w a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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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林 1巧等三个抗溃疡病杨树新品种选育在京通过鉴定

杨树溃疡病是我国杨树干部重要病害之一
,

对杨树生长造成较大危害
,

如1 9 9洲卜北京大兴县主栽的小

美早杨彼疡病发病率达 100 写
。

为了解决杨树生产中的这一问题
,

山中国林科院林业研究所等单位组成的课

题组
,

经过10 多年的联合攻关
,

取得重要成果
。

1 9 93年 1 月 13 日在北京通过鉴定
。

专家们认为
,

此项研究在国内外首次选用69 杨为母本
,

欧亚黑杨及其种内杂种为父本进行了抗杨树溃

疡病杂交育种
,

选 出中林 1 1 5
、

中林 3 了9
、

中林34 三个抗溃疡病杨树新品种
。

经过13 年区域性栽培
、

接种对

比试验
,

与国内外现有良种北京杨
、

I一 2讨杨
、

沙兰杨等品种相比
,

属抗病虫良种
,

并具有速生
、

优质
、

易成活等优点
。

中林1 15 等三个杨树新品种在华北地区进行了大面积推广应少11
,

l盯积达 1 万 hm “。

己列入国家和有关省

地的推广计划
,

取得了显著的经 济效益
。

仅以推广的 1 万 h m “

计算
,

可新增产值7 846 万元
,

年增金额 1 26 9
.

8万

元
,

新增税利 890 万元
。

专家们指出
,

该项研究
,

试验设计合理
,

符合育种程序
,

方法正 确
,

数据可靠
,

在抗溃疡病杨树新 品

种选育方而达列了国际上 同类研究的先进水平
。

(黄鹤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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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粉蝶核型多角体病毒的初步研究 图版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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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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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迁粉蝶 N PV 的 多角休图像
,

箭头指示 一个异形 多角体 ,

2 一个迁粉蝶N PV 多角体的碱降解图像 ;

3 一个迁粉蝶N PV 异形多角体碱 降解图像
,

箭头指示多角体膜 ;

J 迁粉蝶N PV 的病毒束和正在释放的核衣 壳 ,

5 迁粉蝶 N P V 感染菜粉蝶获得的 多角体 图像
,

箭头指示异形 多角体 ,

6
、

7 迁粉蝶 N P V 感染菜粉蝶获得的病毒束和正 在释放的核衣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