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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 18 个花生根瘤菌菌株 (其中的H zl 和H l。忿由作者筛选
,

其余 由国内外有关单位 引进 )进行 了三年田间比较试

验
。

结果表明
,

在 我市的土壤条件下
,

以 H : l 、

97 一 1及 8 B 6三个菌种表现较好
。

它们具有结瘤 早
、

多和固犯蕊活性

强 的优 点凡接种此类菌剂 的花生均 有果多
、

果重 和籽粒饱满的效果
。

为选出适应本地区的
,

固氮酶活性高的
,

侵染力强的花生根瘤菌菌种
,

我们从 1 9 8 2年起

就开展了此项工作
, 1 9 8 3年又纳入

“

江苏省根瘤菌应用技术和提高其共生固氮效益
”

课题组的

研究内容之一
。

经三年田间对比试验
,

在 18 个供试的根瘤菌菌株中以97 一 1
、

H
: ,
和 S B

。
三个菌株表现

较好
,

适合我市的气候
,

土壤条件
。

一
、

试验方法

(一 )根瘤菌的分离和初筛 从涟水
、

泅洪等 8 个县的20 多个栽培花生的老区土壤中采集

了花生根瘤或土壤
。

土壤经稀释
,

水培后采瘤
、

分离并纯化
。

共获根瘤菌 30 0多株
,

再经水培

试验〔 1〕 ,

从花生根瘤中选出结瘤早
、

多的菌株进行田间试验
,

又从中选出结瘤早
、

固氮酶活

性强的H : :
和 H

: 。 :
两个菌

。

此外
,

我们还从中国农科院油料所引进 0 1
、

0 2
、

0 0 9
、

0 1 1
、

0 3 6
、

9 7一 1
、

3 2 H : (美国 )
、

C B , 。 。 (澳大利离 )
、

C
: 。 ` (阿根廷 )等 10 个菌株 , 从中国农科院土肥所引进美国的 T H A

: 。 : 、

T A K
: 。 。 、

T A L “ 。 、
T A L

。 。 、

S B
。
和混合菌株及山东农业大学分离的 1 0 3 5 , 从广东 省 农

科院引进 C : 。

即总共有 18 个菌株参加全省的区试工作
。

(二 )接种回收率测定 按中国农科院土肥所生物固氮组介绍的方法进行 〔幻
。

将从 接种

不同菌株的花生根瘤中分离到的抗原与相应的抗血清起交叉凝集反应
,
从同源 比率中减去对

照中出现的比率
,

作为该菌株侵染
。

(三 ) 固氮酶活性的测定 按上海植生所固氮室介绍的方法进行〔 2〕 ,

取稍带根的根瘤
,

装

入适当大小的血清瓶
,

加入相当于瓶体积 5 %的乙炔
,

反应 60 分钟左右
,

用 100 型气相层析仪

测定
。

(四 )盆栽试验 每盆装入添加有 6 克过磷酸钙的供试土壤 7
.

5公斤
。

将花生 (品种为徐系

. 参加工作的还有石彦兵
、

白风秀
、

花春英
、

潘承英同志
,

采样分离根瘤菌及田间试脸得到当地同志的帮助
,

土城养分 由

本所土肥室测定
,

对 上述同志深表岛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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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号 )接种根瘤菌菌剂后播入
。

每盆最后留 3株花生苗
,

重复 4 次
。

(五 )
、

田间试验 分别在砂壤土
、

中壤土和重壤土中进行的
。

供试土壤的肥力水平中等
。

试验小区的面积为1 9
.

8一 3 3m
2 。

重复 3 次
,

随机排列
。

各小区之间用沟或空地 ( 8 c0 m宽 )隔

开
。

供试花生为小油果或徐系一号品种
。

,

二
、

试验结果

(一 )抗原特性 部分供试菌株的抗原与抗血清的交叉凝集反应状况列于表 1
。

由表可见
,

卿
杭 原

部 分 供 试 菌 株 的 抗 原 特 性

抗 血 清

H 2 1

3 2 0 0

8 0 0

9 7一 1 H 1 0 2

H 2 1

9 7 ee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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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供试的 9 个菌株的抗原中
,

除与自身的抗血清凝集效价达到 3 2 0 0以外
,

其余均低于 8。。 ,

甚

或没有凝集反应
。

H
: ,
与 T H A : 。 : ; H , 。 :

与 0 09 ; S B 。
与 009 菌株之间的凝集效价分别为 8。。 ; 奋

40 。和 1 0。 ,

表明在这些菌株血清中的蛋白质在组成上有部分相似性
。

(二 )侵染结瘤能力 接种不同的根瘤菌菌株的花生
,

其受侵染结瘤的情况列 于 表 2
。

由

表可见
,

接种 S B
。

或 H : :
根瘤菌菌株的花生

,

其根部结根瘤较多
,

且根瘤重与根瘤数呈正相

关
。

例如
,

赣榆县龙河乡接种上述两菌株的花生
,

其根瘤重分别为 0
.

69 克 /株和 0
.

5克 /株
,

而

未接种根瘤菌的花生
,

其根瘤重仅。
.

29 克 /株
。

表 2 接 种 不 同 根 瘤 菌菌 株 的 花 生 的 根 瘤 数 (个 /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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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
,

花生根瘤的形成是接种的根瘤菌株与土壤中原有的土著根瘤菌共同侵染的结

果
。

为了确定接种根瘤菌菌株的侵染情况
, 1 9 8 5年我们借盆栽试验测定了各个菌株的回收率

,

结果列于表 3
。

由表可见
,

以 S B 。
菌株的回收率为最高

。

若在花生花期 ( 7 月中旬 )测定
,

其

件 回收率则更高
。

但一般而言
,

盆栽试验中测得菌株回收率常大于田间试 验中的回收率
。

表 3 花 生 接 种 根 瘤 菌 菌 株 后 的 菌 株 回 收 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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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固氮酶活性 由表 4 可见
,

各菌株的固氮酶活性以 9 7一 1和 H
: ,
两个菌株为最高

。

表 4 花 生 根 瘤 菌 菌 株 的 固 氮 酶 活 性

(毫微克分子 乙 烯 /株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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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对花生生长 的影响 花生接种根瘤菌后
,

在一般情况下难以用肉眼分辨出花生在生

长上的差异
。

但实测时发现
,

花生植株的干重
、

果针数
、

荚果数
、

百果重以及百仁重等方面

都明显地高于未接种根瘤菌的花生
。

例如
,

接种 97 一 1
、

H : , 、

S B 。
根瘤菌菌株的花生

,

其单

株果针数分别为 12
.

0
、

1 1
.

3和 1 0
.

6 ,

而未接种的花生仅为 9
.

0
。

(五 )增产效果 在大多数情况下
,

花生接种根瘤菌菌株都有明显地增产效果
。

主要试验

结果列于表 5
。

综上所述
,

H
Z , 、 9 7一 1及 S B

。三个根瘤菌菌株本身素质较好
,

对花生的增产效果也较明

显
。

其中97 一 1菌株已在我区 应用多年
,

而 H
: :
及 S B 。

两菌株看来也有扩大应用的可能
。

近三

年来
,

我市接种根瘤菌的花生 已达 23 万亩左右
,

据 66 个试验点的统计
,

凡接种根瘤菌的花生

挤 田块
,

可亩产花生 19 9公斤 ,未接种者
,

仅亩产17 5公斤
。

接种根瘤菌者较未接种者增产 13
.

6% ;

约折人民币 3
.

6元 /亩
,

若扣除根瘤菌费用 ( 0
.

5元 /斤 )
,

全市可增收 50 0多万元
。



表{ 5 拒 生 接 种 不 同 根 瘤 菌 菌 株 的 增 产 效 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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