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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离 土 壤 放楼 菌 的 方 法

游 提 芬
(中国科学院土壤研究所)

用稀释平板法侧定土壤中放钱菌的数量通常是在淀粉按培养基上进行的
,

但是采用

这种方法在分析某些土壤时
,

常 因扣菌和真菌的迅速蔓延
,

妨碍放袋菌发育
,

以致影响拮

果的准确性
,

同时也不易从中得到钝菌
。

斜对这一尚题
,

国内外并多研究工作者曾在修改

培养基成分即l,

选择抑制剂和运用离心原理[1l 将放筱菌和糊菌
、

具菌分离的方法等进行过

校 多的工作
。

尽管在不 同程度上这些方法应用于某些土壤确能获得较好的效果
,

但是对

另一些土壤则未能达到既梢除具菌和糊菌污染
,

又不致影响放筱菌发育的 目的
。

近来
,

我

佃在研究水稻土和杠壤中放藏菌时
,

发现高斯合成 ] 号培养基中 [3] 加入一定量重路酸钾

对性盾极不相同的土壤基本上能达 到消除耙菌和真菌对放修菌的干扰
。

一
、

献骇材料和方法

献睑选用南京附近下蜀系母盾上发育的水稻土
,

苏北石灰性冲积土及海南杠壤
。

分

别渊土壤悬液用刮刀涂布在高斯 1 号
,

克氏 1 号 〔4 ,淀粉按盐琼脂 〔, ’上
,

这三种培养基各分

两份
,

一份加 6 0 p p m
, 1

一

0 0 p p m
,

1 3 0 p p m 重貉酸押
,

另一份不加
,

作为对照
。

放置 2 8℃
‘

匠

温室中培养 7一加 天
,

补数后将菌落移植于高斯 1 号斜面上
。

按照高斯的方祛鉴别放掖

菌的种粗
。

二
、

桔 果 和 尉箭

1
.

培养基比较

贰硫桔果(表 1 ,

图 1 )表明
,

凡在未加重路酸钾 的培养基上均有扣菌和霉菌干扰
,

加

重路酸钾后在淀粉按上有霉菌出现
。

表 1 不同土盛及不同培养基上放撰苗数量

(加 1 0 0 1, 1、川 K o e r

刃
7

)

口万号按

粉

斯氏高克淀下蜀系母盾上
发育的水稻土

(万 /每克干土 )

1 0 7

主要生长扣菌
7 3

石灰性冲积土

2 l

主要生长翩菌
1

号号按

粉

斯氏高克淀

1 l
几主要生长系田菌

l

号号按

粉

斯氏高克淀

⋯
一

⋯
�

!
�l
几....卜几...
.

宇

除下蜀系母盾上发育的水稻土外
,

其他均为风干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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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lIl 的此较贰
}偷

,

得到的粘染 (图 2 )
.

砧明
,

加 6 o p Pll
l

市路酸押的处理有较 多的韧菌生长
,

加

1 3 0 PI, m 的处理
,

$1l1 菌虽然 几乎耙迹
、

但放拔菌生长亦受到影响
,

唯有加 人 1()0 P1’ll
1

的处理

中韧菌受到 明显抑制
,

放拔菌却生长良好
,

而 目
_

菌落特征明 显
。

Ip
、

未加 查
· ‘t了r刃

7

乙
、

加 1 0(j l , l,川 K
: (二,泛() :

丙
、

加 6 〔) 一、1、 , , . K 。(二。: ( ):

图 2 1

佰t听 l

丁
、

加 l弓() 「, 1、: 、I K : (二,
一

:
0

7

号添 加重路酸钾量的士匕较

一般献为分离放拔菌理 想的培养某应 典有两 个片宇点
:

(l)能避免棚菌和远菌的
一

「扰 :

(2 )放概菌在此培养朵
_

t: 的数量和种类应校其他培养旅为丰富
、

因此在我们拟定培养某

时
一

,

不 仅要考虑
‘

曰尸
l
j的营养条件

; 如最易彼放拔菌吸收
一

利用的氮源 和碳源
。

询斌 为
‘

曰
”

lfll }

造迅速繁殖的环境
,

如活
’

俞的酸度
,

电位
,

培养朵
,

湿度等
!

药斯 1 号加 1 0 0 1’l) m 贡路酸钾

后能够城著的抑制翎菌和滇 菌的生长而 不影响放拔 菌的正
’

常发育井因此获得较多的放彼

菌教量 和种类
,

这点我俨J推测 与重挤酸押加人培养墓后提高了培养某的氧化性进而促进

jjic 拢菌的发育有鞍 人的关系
,

而在淀粉按
“歹克 氏 1 号

_

卜米能获得类似的效果lllj
‘
叮能 与培

养篆的氮源
,

扣N H
、

一N 与 N O J

一 N 以 及碳源中淀粉 与葡萄糖的差异有关
。

3
.

重貉酸押对放楼菌菌落颜色的影响

在研究土壤放拔菌相
.

成时
,

由于杂菌污染的椽故
,

llI] 使初步归扑菌株通常亦需将 皿中

菌落移械到科而上进 行钝化观察
,

工作 准校大
。

根批以
_

L精果
,

放技菌能在有适当浓度重

络酸押的高斯 1
一

号培养某
_

卜良好的生长
,

而 日
.

菌落特征 明 显
,

我们献为如果这种特征与末

加重络酸抑的高斯 1 号抖面
_

!几的特征相f以
.

即J不仅有可能根据其特征值接归井某些菌株
,

而 比亦有可能鉴钊种初
_

。

为此
。

我俏把一些土攘中常 昆的放徒 菌钝培养分圳接种在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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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酸钾的高斯 1 号琼脂平板上
,

和未加重铬酸钾的高斯 1 号琼脂斜面上进行抱子耕和营

养菌林体的颜色特征比较
。

表 3 重 路 酸 钾 对 放棒 菌 簇 色 特 征 的 影 响

菌株号 种 粗 名
未 加 重 路 酸 钾

抱子粉颜色 }营养菌栋体颜色

- 一 丛堕 要塑墅竺一{
对重‘”

抱子栋颜色 ⋯营养菌挑体颜色{钾的反应

色色色色黄黄黄微黄浅橘浅天蓝灰色

浅天蓝色

浅天蓝灰色

浅天蓝灰色

色色色色

黄黄黄

无找橘浅

黄 色

浅 黄 褐 色

黄色(带紫)

黄色(带紫)

色色色色灰灰灰灰色色

褐

黄黄

CCC o 亡r 艺‘le 了c e n sss 浅天蓝色 (月的的
,, ,,

浅天蓝色色
,, ,,

浅天蓝灰色色
,, ,,

浅天蓝灰色色

黄色(带紫)

黄色(带紫)

色色色褐紫黄柴蓝色色褐黄黄6 2 15

6 14 7
产

6 3 9 q

Fr a 沙ia 亡 叙色 (H
;

)

粉扛色

叙色 黄色(带紫)

缸 色

粉杠色

扛 色

色色褐黄黄6弓3 8

63 4 5

H e l沙
0
1“s 释黄色 (K户

灰糠黄色

释黄色

灰黄释色

色色褐黄

紫 色色紫63 15

63 7 6

R o ‘e o 扩了o la c e ll s 叙色 (H
;

)

扛色

赶 色

粉叙色

紫色(带黄)

紫 色

色色色紫紫色 紫色色灰灰灰色色色紫紫紫6 3 8 8

6 3斗9

6 0 3 6

V i
o
la c e , z了

灰色

灰色

灰色

色色

黄

黄褐色色白白色黄 色黄6 1 6 6

6 1 6 了

A lb
o s Po ,丫 “‘

白色 (且户

白色

6 2 9 3 R “右亡r

叙 浅粉叙色

色色色

褐

褐褐紫6 2 6 7

6 0 16

6 0 2 1

C 人,刀”Zo g e n 亡 s 灰 色

灰 色

灰色(带岛紫)

褐 色

褐色(带黄)

紫 褐 色

色色色色
�

黄黄
浅无浅黄色色色色灰灰灰灰色色色色无无无无62 16

62 4 8

6 1 59

63 03

G 矛
·

公‘e 之z ‘

色色褐褐糠释6 0 1 7

6 2 1 8

C为r 夕‘
o
m a ll之多‘ 浅灰色

灰 色

色色褐褐将椽

色色紫黄黄色色无无6 2 3 1

6 2 乡,

L a 粉 e n d z一la 己

浅粉杠色

灰色

灰色

灰色

灰色

灰色

灰色

灰色

浅灰色

灰色

叙色 ( H
;
)

」

叙色

杠 色

杠色(带灰)

比较桔果如表 3 所示
,

在供拭的 12 个种粗 犯株钝培养中其中有 6 个种粗 加 株钝培

养 (“ 多) 对重路酸钾不敏威
,

如 c oe )’u les
‘e。

,

乃“四阮
‘

中几株钝培养在贰管或培养皿中

颜色都比较稳定
。

其余的 6 个种粗 12 株钝培养受重铬酸钾的影响较大
,

如 au
r
翻, 种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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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时
,

64 08 号菌种对重铬酸押不敏威
,

而另一部分如 61 23 号菌株
,

它的营养菌林体在贰

管斜面上的颜色为黄色
,

在培养皿中的颜色为黄带紫色
,

这种紫色有的接种到贰管斜面上

以后就会消失
,

有的剧保留一代或两代
。

有些菌种的颜色受重路酸钾的影响
,

不仅表现在

营养菌林体上
,

有时也会影响到气生菌栋
,

如 ck ro m 口

岁
n 。 种粗中 60 21 号菌种

。

与以上

相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 f
r

心i二
,

g ri 二。 及 lo en 己以ae 等种粗中
。

放拔菌的颜色受培养基的酸度
,

电位
,

湿度以及营养成分的影响
,

因此
,

高斯 1 号加重

铬酸钾后引起了某些种粗中菌落颜色特征的变化是可以理解的
,

由初步拮果看来
,

采用这

种培养基可以在平板上值接将相同的菌株归并
,

但是用来值接鉴定种粗尚须进一步观察

研究
。

三
、

摘 要

1
.

高斯 1 号培养基加 工00 PP m 重铬酸钾能抑制糊菌和霉菌
。

放拔菌在此培养基上生

长繁茂
,

菌落特征明显
,

菌数与种类亦较淀粉按培养基为多而且稳定
。

2
.

应用此培养基
,

可以值接在培养皿中归井类似的菌种
,

减少挑菌的工作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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