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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株大豆根系来源的不同类型土著
B ·

J俘P似 Zcu m 菌株的共生特性

卜常松 江木兰 胡小加 张学江
.

(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 武汉 43以场 2

摘 要

本文对未接种的大豆单株根系来派的不同类型 B
.

户户` ` 二 , 株共生效率进行了评价
。

结果表明
,

供试

12 个菌株与 6 个大豆品种都形成有效共生
,

但不同菌株
、

品种和菌株一品种组合间均存在极显著 (F < 0
.

01) 差

异
,

表现共生亲和的多样性
。

菌株结瘤竞争力越强
,

其共生固盆效卒越离
。

讨论了这些来自同一大豆植株根系

的不同菌株类型共生效率的愈义
,

指出大多数 w 组菌落
、

非 LL 19 血清族
、

皿组 D N A 杂交谱和 R 纽脂肪酸组成

的菌株的共生效率均优于相应的 M 型
、
L u , 血清族

、
I型和 D 组菌株

。

关键词 单株大豆 ; 土若怪生根瘤菌类组 ; 共生特性

土著大豆根瘤菌是我国在生产上应用根瘤菌接种以提高大豆产量的一个限制因子
。

因

此
,

人们重视研究大豆一根瘤菌共生特性〔卜
, 1。 但是

,

单一大豆植株根系来源的不同土著 B
.

夕口户勿如m 菌株类型的共生特性方面研究尚无报道
。

本文从这样的小样本范围内阐明大豆品

种一菌株的结瘤
、

固氮差异
,

讨论其不同菌株类型的共生特性的意义
,

这对深人研究我国大豆

根瘤菌资源的生物多样性与利用具有参考价值
。

1 材料和方法

1
.

1 菌株

供试 12 个菌株列于表 1
,

由本实验室提供
。

系从未人工接种的大豆品种中豆 19 一株根

瘤中分离
、

鉴定的不同类型土著大豆慢生根瘤菌 (B m心械泛衣
“ m

.

ia加
2

翻m ) 6[]
。

1
.

2 品种

矮脚早
、

泰兴黑
、

猴子毛
、

中豆 19
、

秋豆 l 号和 6加 7 共 6 个大豆品种均由本所大豆研究室

提供
。

1
.

3 共生特性鉴定

一支 Y M A (酵母粉甘露醇琼脂培养基 )斜面试管 28 ℃生长 9 天的菌株
,

稀释成菌悬液接

种大豆
,

于网室水培法 [ 7 1盆栽鉴定品种一菌株共生特性
。

1
.

3
.

1 结瘤与固氮

.

通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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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l供试 菌株 和类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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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落类型 血清族

L L 19’

LL I少

9 LL 1

L L9 1
+

LL 19
.

L9 L 1
-

L L 19
.

L L 19
+

9 L L 1
.

9 L L 1
.

D NA 杂文谱 脂肪酸组成

RRD RRD RDDDDD

L L 19
+

L L 19
+

WWWMMM WMMMMMS Z
一 2 35

8 S

2 15 (2 5 1血清型 )

12 5 ( 12 5 血清型 )

2 05

3 15 ( 15 3血清型 )

15 0

22 5

15 9 ( 195 血清型 )

5 1 1

9S

S 6

.w 一菌落稀薄
,

M 一 菌落枯祠 ; L 1L 9一 非 L LI , 血清族
,

L 1L 9
令 一 LL 19 血清族 ; 五一 `

.

4 K b 杂交节
,

卜 9
.

6 K b杂交

节 ; R一 细胞脂肪酸主要成分分析双相图相近的菌株
.

D 一 细胞脂肪酸主要成分分析双相图硫远的菌株
。

设 B 口邢创如m 菌株 12 株
,

分别接种 6 个不同品种
,

并设不接种对照
,

共 78 个处理
,

4 次

重复
,

随机区组设计
。

大豆生长 40 天后收获
,

称取烘干地上部植株干重 ;同时
,

还称取其中用

已知血清型的 4 个菌株 (表 1) 接种的大豆根瘤干重
,

用文献【91 方法测定植株全氮和植株酞脉

含量
。

固氮作用计算
:

固氮值 ( m g /株 ) 二 〔接种植株全氮 ( % ) x 接种植株干重 (岁株 ) 一对照植株全氮 ( % ) x 对

照植株干重 ( g /株 ) ] X 1 000

酞脉值 (m g /株 ) = 接种干重 ( g /株 ) 一 称样 0
.

s g x 定溶 50 m l令 取样 0
.

2而 X 仪器读数

(mn
o le ) X 酞脉分子量 15 8 (m g / n m o l e )

酞脉差值 ( mg /株 ) = 接种植株酞脉值一对照植株酞脉值

1
.

3
.

2 竞争力与固氮

收获上述设计的已知血清型的 4 个菌株分别接种
、

及其等量混合后接种原寄主品种中豆

19 根系根瘤各 50 个
,

共 250 个根瘤
。

取每个根瘤压碎汁 (约 s n
刃根瘤 )与该 4 个菌株相对应

的抗血清反应
,

用 E IL sA 法 8[] 测定各接种菌株的回收率
,

比较它们的结瘤竞争力和固氮作用
。

2 结果与分析
2

.

1 不同菌株
、

品种和菌株一品种组合的共生特性
不同来源的菌株与不同品种的共生特性有着明显差异 [3 1

。

本实验用同一根系来源的 B
.

少口户劝加m 菌株接种不同品种
,

结果列于表 o2

从表 2 看
,

根瘤干重
、

地上部植株干重
、

固定氮和酞脉差值共 4 个参数测定结果
,

证明供试

同一来源的 4 个血清型菌株与不同品种的共生特性
,

也有明显差异
。

其中
,

在供试的 6 个品种

中
,

菌株 52 1一 21 5 与 5 个品种的共生特性均表现较强的结瘤
、

固氮能力
,

但与另一品种狄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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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号的共生特性则表现较差
。

这是因为品种不同和菌株一品种组合不同的原因
。

表 2已知血清型菌株接种大豆的结瘤
、

固氮作用及相关分析

品种 菌株
根瘤干重

(呷 /株 )

地上部干重

( g/株 )

固定氮

(啊 /株 )

酸服差值

(叮 /株 )

7662529050604638304028

:60
4240.4110.60880206568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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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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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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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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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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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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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人nU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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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丘12.412.2么L让仓2
,二自J夕00户O,才O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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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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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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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八6nU

J.lJ.i,口ó勺ù丹J
. .二,̀,孟,̀凡j,̀,且,̀,̀舟J
,厂二内̀司工

八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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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豆 1 号

15
.

3

5
.

3

12
.

5

27
.

5

J.二用五司 .二,̀rJ,̀. .五1人内̀

S 了1 一 12 5

13 5

19 5

2 1 5

S了1 一 12 5

1 3 5

1 9 5

2 1 5
.

叮 1 一 12 5

1 3 5

1 9 5

2 1 5
.

叮 1 一 12 5

1 3 5

1 9 5

2 1 5

5 2 1 一 12 5

1 3 5

1 9 5

2 1 5
.

业 1 一 12 5

1 3 5

1 9 5

2 1 5

根瘤干重

地上部干重

固定氮

酞脉差值

1

0
.

7 7 17 二

0
.

7 00 7
’ .

0
.

6 4 72 二

1

0
.

88 23
’ .

0
.

68 70 二 0
.

83 6 1

相关分析证明
,

根瘤干重
、

植株干重
、

固定氮和酞脉差值之间均呈极显著 ( P < 0
·

01 )正相

关关系
。

为叙述简便
,

表 3 以植株干重作为鉴定不同菌株
、

品种和菌株一品种组合的共生特性

的参数
。

结果表明
:

不同品种
、

菌株和品种一菌株组合极显著 (尸 < 0
.

01 )地影响其共生效应
。

其中
,

在供试 6 个品种中
,

猴子毛和秋豆 1 号的地上植株干重最大 ;在供试 12 个菌株中
,

均比

不接种对照极显著地增加地上植株干重 (平均值 )
,

以 52 1 一 23 5 表现最好
,

其次是 52 1 一 85

和 52 1 一 21 5 ;在供试 72 对品种一菌株组合中
,

菌株 52 1 一 23 5
、

52 1 一 21 5 分别与品种秋豆 1

号
、

猴子毛表现为最佳组合
,

品种 x 菌株互作因子形成品种一菌株组合的共生亲和多样性
。

2
.

2 竞争力与固氮作用

不同来源的菌株之间有明显的结瘤竞争力差异〔, ,
。

本实验用同一根系来源的 B
.

aof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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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疏 m 4个已知血清型菌株接种原寄主品种中豆 19
,

接种回收率的测定结果列表 4
。

表 3 B
.

少助阴盆翻明 ( 12 个菌株 )接种大豆 (6 个品种 )的共生效应

(地上植株干重以株 )

品 种

菌株

—
平均

矮脚早 泰兴黑 狠子毛 中豆 19 秋豆 1号 6 2 07

5 2 1一 2 3 5 1
.

1 6 1
.

9 7 1
.

9 5 1
.

77 3
.

12 1
.

89 1
.

9 8

8 5 1
.

4 4 2
.

0 7 2
.

4 7 2
.

肠 2
.

04 1
.

34 1
.

卯

2 15 1
.

2 7 2
.

4 3 2
.

7 4 1
.

50 2
.

0 1 1
.

4 5 1
.

9()

12 5 1
.

2 4 1
.

6 1 2
.

3 5 1
.

82 2
.

3 3 1
.

22 1
.

7 6

20 5 0
.

62 1
.

5 0 2
.

3 3 1
.

26 2
.

64 1
.

9 5 1
.

7 2

13 5 0
.

9 1 1
.

5 8 2
.

4 1 1
.

3 1 2
.

5 1 1
.

0 5 1
.

6 3

10 5 0
.

6 1 2
.

0 2 2
.

2 8 1
.

9 3 1
.

87 1
.

1 8 1
.

6()

22 5 0
.

8 7 1
.

7 1 2
.

2 9 1
.

6 7 2
.

15 1
.

1 4 1
.

5 9

19 5 0
.

5 2 2
.

12 2
.

3 5 1
.

3 5 1
.

96 1
.

1 6 1
.

57

1 15 0
,

6 1 1
.

6 1 1
.

9 7 1
.

7 0 2
.

1 0 1
,

13 1
.

5 0

9 5 1
.

15 1
.

84 1
.

6 2 1
.

5 0 1
.

6 2 1
.

0 5 1
.

46

6 5 1
.

1 7 1
.

6 7 1
.

7 6 1
.

4 8 1
.

7 2 0
.

9 1 1
.

4 5

C K 0
.

2 5 1
.

0 7 1
.

18 0
.

83 1
.

3 6 0
.

8 8 1
.

06

平均 0
.

9 1 1
.

7 8 2
.

1 3 1
.

55 2
.

11 1
.

2 6

品种间 OF
.

ol = 1 00
0

00 ” “ 场
.

01 = .0 18

菌株间 0F
刀 , = 11

.

6 7二 L S D o
,

。 , = .0 26

品种 x 菌株 OF
.

。 , = 3
.

33 ” “ D o
.

。: = 。
·

63

表 4 4 个已知血清型菌株的结瘤回收率

抗血清反应根瘤数 / 回收率 (% )

菌株 供试根瘤数

52 1一 12 5 5 2 1一 13 5 5 2 1 一 19 5 52 1 一 2 1 5

)),̀0/0/丫肠认以

nUnnUU

ó

矛了
.

了矛
碑产矛

on
ójIù

八曰八”八曰八Unùó、曰悦曰ù、é产JrJ
52 1一 1 2 5

52 1 一 1 3 5

52 1 一 1 9 5

兑 1一 2 1 5

4M S
.

5 0 / 10 0 0 / 0

50 / 1 0 0

22 / 44

0 / 0

0 / 0

50 / 1 00

0 / 0

6 / 1 2

0 / 0

0 / 0

0 / 0

5 0 / 10()

12 / 2 4

, 4 个菌株等 t 混合

从表 4 看出
,

供试 4 个已知血清型菌株的结瘤竞争力差异为 5 21 一 12 (S 44 % ) > 52 1一 2 15

( 2 4 % ) ) 5 2 1 一 1 3 5 = 5 2 1一 19 5 ( 1 2% )
。

将此 4 个 B J d户臼Z ic 。 m 菌株在中豆 19 上的结瘤竞争力 (表 4) 与地上植株干重
、

固定氮及

酞脉差值等固氮参数 (表 2) 作比较
,

四者之间呈现一致趋势
,

即菌株结瘤竞争力越强
,

其共生

固氮效率越高
。

这与文献报道的研究是一致的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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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既然同一大豆根系来源的 B J 口户勿 ic u m

类型与共生效率之间关系如何 ?

根据本文试验数据
,

比较不同类型菌株

的共生特性 (表 5) 看出
,

菌落类型
、

血清族
、

DN A 杂交谱和脂 肪酸组 成与接种后地上

植株干重之 间均呈相关关系 ( 分别为
: =

0
.

7 1 0 8
,

P ( 0
.

0 1 : r = 0
.

7 4 1 6
,

P ( 0
.

0 1 ;

r = 0
.

6 7 4 8
,

P ( 0
.

0 5 ; r = 0
.

72 7 1
,

P ( 0
.

0 1 )
,

证明 W 型菌落
、

非 L L 19 血清族
、

n 型 D N A

杂交谱和 R 型脂肪酸组成的大多数菌株共

生效率均优于相应的 M 型
、

L 1L 9 血清族
、

工

型和 D 型菌株
。

F u h mr
a 。
报道〔川 w 型菌落的菌株比 M

型菌株共生效率低
,

与本文结果相反
。

aS
-

dow sk y 等人【̀“ 〕用 P MJ 12S 探针已成功地预测

1 2 3血清组菌株的结瘤限制性
,

本文亦用此

菌株类型有不同的共生特性
,

那么这些不同菌株

表 5 不同菌株类型的共生特性

(地上植株干重以株)

菌株类型 供试菌株数 共生特性

菌落类型

t 侧试

W

M

血清族

L L I犷

L L1 9
+

NDA 杂文谱

ll

I

脂肪酸组成

1
.

8 5

1
.

59

1
.

8 5

1
.

5 8

1
.

7 7

1
.

5 3

R 5 1
.

石乙

D 7 1
.

5 7

探针杂交结果未发现不是 123 血清型菌珠的限制结瘤
。

诚然
,

土壤中优势土著菌株并非就是

最好的
。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61[
,

从一株大豆根系来源的土著 B
.

户户劝奴m 菌株中
,

L 1L 9 血

清族是一类占优势的菌株
,

但本研究中
,

其共生有效性却低于非 L L 19 血清族菌株
。

菌株脂肪

酸主要成分的不同引起其共生效率的明显差异
,

如 R 型优于 D 型 (表 5)
,

这还是本文第一次提

出
。

不同菌株类型与共生固氮效率的关系
,

尚需进一步研究和验证
。

如果获得与共生特性有

关的标记 (包括大
、

小共生体两方面 )
,

则对认识共生固氮遗传
、

菌株一品种选择
、

鉴定具有重要

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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