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栽培种六叶草玉米与其它栽培种玉米以及玉米

草都有相类似的图谱，说明在进化及驯化过程

中，组份I蛋白的基因组的确是比较稳一定的。

另外，我国栽培种普通烟草与国外栽培种也相

类似，反映引种到我国后，可能未发生基因上的

变异。

总的说来，本方法是分析组份 I蛋白大小

亚基颇为微量的方法，半克甚至更少的叶片或

愈伤组织就可进行分析测定。不过，实验过程

中要注意实验条件的恒定和处理迅速。 例如，

抗原抗体复合物在尿素溶液中进行解离及叛甲

基化作用后，应该尽快进行电泳，放置一天以上

的样品，往往在大亚基的下方出现新的条带。

这显然是尿素分解产物氛化物与氨基酸残基侧

链乍用后降低大亚基等电点所产生的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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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瓜花叶病毒CMV--Ca分离株单克隆抗体的
制备及其在株系鉴别上的初步应用

于善谦 张若平 王鸣峡
（复旦大学生物系，上海）

黄瓜花叶病毒是寄主范围极其广泛的一种

植物病毒。已报道有近60个变异株，然而这些

变异株的主要鉴别依据是寄主范围和症状。变

异株之间的常规血清（多克隆抗体）反应差异甚

微，有时仅表现在少数株系之间，多数的株系间

常规血清学反应并无差别。为此，我们使用杂交

瘤技术，以黄瓜花叶病毒一个分离株 CMV-Ca

免疫的 BALB/。小鼠脾淋巴细胞与小鼠骨髓瘤

Sp2/o细胞，以聚乙二醉 (PEG,MW, 1,000）融

合法融合，经筛选、分离得到杂交瘤细胞株3A2,
其染色体数一般较普通瘤细胞中的多一倍以

上。用此杂交瘤回接 BALB/。小鼠腹腔，得到

腹水。用间接酶免疫吸附试验 (ELISA)法测定

其单克隆抗体效价为1:2.5 X 106。以此单克隆

抗体比较了黄瓜花叶病毒4个生物学上不同的

分离株 CMV-Ca, CMV-P, CMV-37, CMV-m

的血清学关系。琼脂双扩散和免疫电泳的实验

结果显示3A2单克隆抗体与同源抗原CMV-C$

能形成1条沉淀线，而与其他3个分离株皆无

沉淀反应。 CMV-C。 的常规抗体与这 3个分

离株都有沉淀反应。ELISA法比较测定的结果

显示，3A2单克隆抗体与同源抗原反应强烈，而

与另外3个分离株的反应微弱，而且只有在病毒

浓度较高的条件下才能进行。 这些结果表明，

3A2杂交瘤分泌的单克隆抗体对 CMV-Ca分

离株有很高的特异性，可用于黄瓜花叶病毒的

株系鉴别。不同株系在琼脂双扩散与 ELISA法

中反应的差别，可能是病毒蛋白亚基上的抗原

决定簇某些组分或者空间结构位置发生部分改

变，单克隆抗体可能成为检查这些改变的有效

探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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