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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桐 ’’ 是优 良的速生用材树种
,

在我国总栽植量达 亿株
。

泡桐丛枝病

是泡桐最重要的病害
,

在我国泡桐主栽 区
,

平均 发病率约
,

造成严重的危害 
,

已成为泡

桐发展的主要障碍
。

病原类菌原体严格寄生于寄主植物韧皮部
,

不能进行体外培养
,

无法用柯

赫氏法则进行检测
。

多年来
,

我国一直沿用传统的电镜检测和组织化学检测
〔’」,

这些方法检测

灵敏度较低
,

不能满足植物检疫的要求
。

血清学方法 由于难以获得高纯度的 抗原
,

很难

制备高效价的抗血清〔, 一 日〕
。

分子克隆在泡桐丛枝病病原检测方面虽已取得一定进展
,

但尚不能

应用于实践
。

因此泡桐丛枝病类菌原体的检测成为泡桐丛枝病研究的关键环节
。

近年发展起来的
 ! 技术为病害诊断提供了高灵敏度的检

测方法
。

它是在 合成聚合酶 聚合酶 作用下
,

模拟 体 内复制过程的体外

扩增技术
。

理论上
,

可以检测到一个 分子
。

和 川研究表明
,

检测植

物类菌原体的灵敏度是用克隆 探针进行点杂交检测的 倍
。

本文首次报道

用 扩增  特殊片段检测泡桐丛枝病类菌原体研究结果
。

材料和方法

提取

从 田间采取具有泡桐丛枝病典型症状 的嫩病枝
,

通过室内组织培养获得泡桐丛枝病组培

苗 〔’
。

泡桐健康组培苗是经过培养泡桐无病种子
,

再进行脱毒培养而得
’〕

。

取病株样本 个
,

健株样本 个
,

每个样本 一
。

将各样本在液氮 中研磨
,

加 寸 提取液  
· 一 ‘

一 , · 一 ‘ , · 一 ’  及适量的蛋 白酶
,

十二烷基

硫酸钠 和十二烷基肌胺酸钠
,

在 ℃水浴 中保温提取
,

离心 取上清液加

 乙醇沉淀  
。

离心后
,

用 缓冲液溶解
,

加入少量的 及蛋 白酶
,

在

水浴 中保温消解
。

然后加 一 拌
· 一 ’

和
,

℃保温
。

离心取上清液
,

先用苯酚 氯仿 异戊醇 提取
,

再用氯仿 异戊醇

提取
,

然后加入  乙醇沉淀
。

离心后用 “  缓冲液溶解
,

即得较纯的
。

 ! 浓度测定

将提取的 稀释 倍
,

用紫外分光光度计分别在 和 处测定其吸光

值
,

 和 的比值应大于
。

一 一 收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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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法用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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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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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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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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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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