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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北滨海盐溃土中颇筑性放线菌的分布

游长芬 施亚琴 周德智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坡研究所)

放线菌是土壤微生物的重要组成部分
。

一

与箕它微生物相比
,

它是产生抗菌素较多的

菌类
。
由于医药工业和农业病害防治上的需要

,

长期以来对放线菌的研究
,

几乎都围绕在

领抗性放线菌的筛选工作上
。

有关它们在土壤中的作用
,

特别是对放线菌生态因素方面

的研究
,

国内外报道均甚少 [s. 丫 ,。

本文主要介绍土壤盐渍化对放线菌分布及颜抗特性的

影响
。

一
、

材 料 和 方 法

(一 ) 土滚样品的采集

供试土样采自江苏省滨临黄海的大丰县和射阳县
,

系代表含盐量不同的六种盐渍化

土壤 (表 1)
。

土壤盐份组成以氯化物为主
。

随土壤含盐量不同
,

生长的自然植被有明显

地更替
,

它们由光板地
、

草甸盐土分别演变为强度盐化滨海草甸盐土
、

中度盐化滨海草甸

土
。

生长茅草或芦苇群落的土壤其含盐量已降低至适于开垦田
。

为了验证微生物分析资

料的稳定性
,

我们曾在 l夕7 8 年
、 197 9 年分别三次从田间采集土样进行分析

。

第二次(19”

年 4 月初)采样每种标本有四次重复
。

扣

(二 ) 分离方法

放线菌的分离采用刮刀法
。

将 1 : 10 至 l : 10 0 0的土壤悬液滴在高氏 1 号培养基表面
,

用刮刀涂匀后
,

在 2 8 “

一30 ℃ 下培养 5一 7 天
。

待菌落长成后
,

移至高氏 1 号斜面
,

于上述

温度下培养 10 一 14 天
,

按《链霉菌鉴定手册》进行种组归并山
。

(三 ) 颇抗试验

用固体表面接种法
。

将放线菌接种于黄豆饼粉培养基
,

培养 7 天后
,

用 14 毫米内径

的玻璃管打孔
,

将菌块分别移至测试的细菌和真菌培养基上
。

真菌培养 3 天
,

细菌培养

24 小时
,

按 [( R 一 R :

)/ R
:

〕x 100 多 计算抑菌圈的大小 (R ~ 抑菌圈直径
,

R
:

~ 放线菌

直径)
。

在领抗试验中
,

重点是测试土壤放线菌对病原真菌的领抗特性
,

除金黄色葡萄球菌
、

枯草杆菌
、

白色念珠菌外
,

还增加了赤霉菌
、

纹枯病菌
、

立枯和棉枯几株病原真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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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结 果 与 讨论

奋

(一 ) 不同盐演化土镶中故线菌的分布
.

1
.

放线菌数量分布 试验表明
,

在供试的苏北滨海盐演土中
,

土壤全盐量的多少直接

关系着土壤中放线菌的数量分布
。
图 11

显示了它们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幂函数关系

(Y 一 0
.

2 4 2 x 刁
·

气
r

- 一 0
.

9 8 2 , p < 0
.

0 1 )
。

二次分析结果可以看出
,

反映的规律是一致的
,

此外
,

从图 1 可以看出
, 0

.

2务左右的土壤

含盐量是影响放线菌迅速生长的转折点
,

在全盐量逐渐增大到 0
.

2外这个区间
,

放线菌的

数量几乎成直线迅速改变
,

全盐最超过 0
.

2务
,

放线菌的数量变化已趋于平缓
。

土壤含盐量在 0
.

2多的范围内
,

放线菌数量随土壤全盐量迅速地改变
,

可能是盐份浓

度影响了放线菌的正常生长
。

实际上生长茅草群落的盐土含盐量约在 0
.

2一 0
.

3肠之间
,

一般认为这时它的盐份已减少到可以开垦种植农作物
,

或许这正好是改善土壤中放线菌

生长环境的转折点
。

因此
,

当土壤含盐量超过 0
.

2拓时
,

放线菌生长受抑制就更加明显
,

而全盐量低于 0
.

2 %
,

放线菌的生长就迅速增加
。

茅草地对放线菌生长影响的这种过渡状

态
,

不仅反映在数量上
,

也反映在放线菌的组成及领抗性放线菌的分布上
。

2
.

不同盐渍化土壤中
,

放线菌种组的分布 我们从供试土样中共分离出放线 菌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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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盐演化土壤放线菌数最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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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链霉菌鉴定手册》将它们分为 14 个种组
,

加上无抱子一类
,

共 巧 个种组
。

从表 2

可看出
,

耕地中放线菌种类要比盐荒地多
,

而且不同种组的出现机率也比盐荒地均衡
。

在

供试的四种盐荒地中
,

我们都只分离到很少一部分种组
,

如粉红抱
、

烬灰
、

黄色
、

青色等
。

即使有些种组在这些盐荒地中也能出现
,

如灰红紫
、

灰褐
、

绿色
、

淡紫灰
、

球抱和金色
,

但其

数量很少
。

从表 2 还可以看出
,

盐荒地中占优势的放线菌种组与耕地也不相同
。

总的说

来
,

以粉红抱最多
,

其次是烬灰(含盐量较多的光板地中
,

优势种组是否应属于青色尚待进

一步验证 )
。

经过耕种 20 年已经基本脱盐的丰产地
,

除各放线菌种组出现比较均衡外
,

表

现出以金色种组较多
。

但开垦 2 年的初垦地和茅草地
,

由于它受人为耕作和轻度盐演化

的影响
,

其中各种放线菌的分布
,

既表现有均衡出现的趋势
,

也有与盐荒地相同的优势种

组粉红抱和烬灰
。

砂
(二) 不 同盐浪化土城对放线, 颐抗性影响

1
.

不同盐溃化土壤对领抗性放线菌数最的影响 我们从苏北滨海盐土地区共分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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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领抗性放线菌 朽6 株
,

占放线菌总数的 72
.

2多
。

为了弄清土壤盐份对领抗性放线菌的分

布的影响
,

我们曾对耕地和盐荒地领抗性放线菌的分布进行比较
。

从图 2 可以看出
,

放线

菌数量在含盐量低的经过耕种的土壤中要比含盐量高的未经耕种的盐荒地高
,

但颇抗菌

的相对数量则恰好相反
,

而是盐荒地较含盐量低的已耕地高
。

这点与 Co 加
B比Ba 等囚 调

查中亚土壤中领抗性放线菌分布的结论很相似
。

他们认为
,

内陆盐碱土中
,

放线菌数量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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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少
,

而领抗性放线菌的百分数
,

随盐度的增加而提高
。

2
.

土壤盐渍化程度对放线菌领抗特性的影响 对供试土壤中放线菌领抗特性的测定

表明 (表 3 、

表 4 )
,

具有广谱颇抗能力的放线菌
,

几乎只出现在耕地中
,

随着土壤含盐量逐

渐提高
,

放线菌领抗范围则相应减少
。

例如从基本脱盐的丰产地分离的放线菌中
,

可以看

出 以金色
、

灰褐
、

烬灰
、

吸水四个种组的抗菌谱最广
,

它们对七种试验菌均有明显的领抗作

用
。

其次是球抱和灰红紫
。

而在这些放线菌的种组中
,

又以金色和灰褐的领抗能力最强
,

其领抗强度一般均在 40 一70 多
,

有的甚至在 70 务以上
。

初垦地的含盐量略高于丰产地
,

其放线菌颇抗特性也与上述丰产田相似
,

即以金色和

灰揭的抗菌谱最广
,

而粉红抱也表现有较广的领抗性
。

看来有领抗特性的放线菌在盐荒

地中
.

歹只限子粉红抱
、

烬灰
、

青色
、

黄色等少数几个种组
。

虽然它们的领抗百分数比较
一

高
,

但只对细菌中的枯草杆菌
、

金黄色葡萄球菌或酵母中的白色念珠菌有领抗作用
, 而对所侧

试的几株植物病原真菌则很少有领抗作用
。

总的说来
,

,

这一地区领抗性放线菌分布的特

点
,

与海南岛和广东滨海地区耕地及盐荒地有近似的趋势
,

,

即盐荒地放线菌领抗细菌的百

分数高
,

而耕种土壤中放线菌对真菌有领抗作用的比率明显增大
以 ,’] l)o

;1) 游长芬等
,
广东滨海地区颇抗性放线菌的 分布 ( 19 8 0年

,
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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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o te : n u m b e r o f a n ta g o n is t ie s t r a in ‘J

究其原因
,

首先是耕地中土壤微生物数量和种类一般都远比荒地要丰富
,

因此领抗性

微生物的数量和种类也必然增多
。
其次

,

在复杂的生物竞争的土壤环境中
,

很可能只有抗

菌谱广的放线菌才得以生存
。

此外
,

领抗菌的发育不仅取决于环境条件以及与其它微生

物之间的相互关系
,

而且也依赖于它们对营养的要求
【‘,,1 。

故在同一土壤条件下
,

不同种

组间领抗特性的差异
,

是长期受环境中各种因素的影响所决定的
。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

有待进尸步研究
。

三
、

刁
、 结

海

1
.

苏北滨海盐渍土中
,

放线菌数量与土壤含盐量之间呈幂函数关系(Y 一 o
.

2 42 X 刁.6Z
,

, ~ 0
.

98 2*
* , , ~ 1 3 )

。

在全盐量渐增至 0. 2外区间
,

放线菌数量变化趋于平缓
。

2
.

从六种不同供试的盐土中
,

分离放线菌 “2 株
,

其中有领抗作用的 朽 6 株
。

放线菌

数量以含盐量低的耕地高于盐荒地
,

领抗性放线菌占放线菌总数的百分数比例则是盐荒

地 高于耕地
。

3
.

耕地中的放线菌种组数要比盐荒地多
,

其优势种组也不相同
。

耕种 20 年已经基本

脱盐的农田
,

以金色种组相对 占优势
。

在大多数盐荒地中以粉红抱最多
,

其次是烬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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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
斗

.

具有广谱颜抗能力的放线菌种组
,

几乎只分布在耕地中
,

其中抗菌谱最广颇抗能力

也最强的有金色
、

灰褐种组
,

它们对细菌和植物病原真菌均有颜抗作用
,

领抗强度在 40 一

70 多
。

盐荒地中有颜抗性的放线菌种组
,

只有粉红抱
、

烬灰
、

青色和黄色
,

而且仅局限于对

金黄色葡萄球菌
、

枯草杆菌和白色念珠菌有颇抗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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