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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全国微束分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38)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浙江大学、云南省农业科学院、浙江省农业科学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洪健、张仲凯、谢礼、吴建祥、钱亚娟、周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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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植物病毒是一类侵染被子植物、裸子植物和蕨类植物的重要病原生物,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农作

物、果树、花卉、牧草、药用植物的病害,造成产量和品质下降,严重影响人类的生产生活。2016年国际

病毒分类委员会(InternationalCommitteeforTaxonomyofViruses,ICTV)公布的植物病毒涉及4个

目、26个科、5个亚科、118个属,共有1323种。病毒形态学是病毒鉴定和分类的重要依据,根据病毒粒

子的形状、大小、有无包膜、衣壳的对称性、病毒在寄主体内的细胞病理学等特征,同时结合基因组序列

等分子生物学证据可以诊断鉴定病毒到科、属、种。由于植物病毒个体小至数十纳米,可借助透射电子

显微镜方能观察到其形态。为了规范植物病毒形态学检测的技术方法,正确指导植物病毒病原的诊断

和鉴定工作,有必要制定植物病毒透射电子显微镜形态学鉴定方法的国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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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束分析 透射电子显微术 植物病毒
形态学的透射电子显微镜鉴定方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使用透射电子显微镜对植物病毒进行形态学观察和鉴定的步骤、质量要求及鉴定报

告的发布。
本标准适用于各种类型透射电镜对植物病毒形态的观察和鉴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SN/T2122 进出境植物及植物产品检疫抽样方法

SN/T2964 植物病毒检测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病毒 virus
由核酸和蛋白质外壳组成且具有侵染活性并能够在细胞内自我复制的病原生物。

3.2
病毒粒子 virion
成熟的或结构完整、有感染性的病毒个体。

3.3
衣壳 capsid
由集合的蛋白质亚单位组成并包围核酸基因组的对称蛋白质外壳。

3.4
核衣壳 nucleocapsid
由包围病毒核酸的蛋白质衣壳与核酸形成的组合体。

3.5
内含体 inclusionbody
病毒侵染后在寄主细胞中产生的由病毒或者细胞组分共同构成的异常结构。
注:在光学显微镜或透射电镜下内含体显示不同的形态特征。

3.6
抗原 antigen
能刺激动物机体产生抗体和致敏淋巴细胞并能与之发生特异性免疫结合反应的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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