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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与植物共生关系是生命科学中当前一个活跃的研究领域, 特别是固氮共生体

系。人们在这方面已经有了相当深入的认识,尤其在固氮共生结构的组织学及其形成机

理方面[ 1]。载于5土壤学报62001年第 38卷第 3期 379~ 382的/ 茄子及西红柿诱发根瘤
内生菌的观察研究0一文存在模糊的概念,对研究材料没有具体确切的描述,数据可疑,结

论牵强附会。现提出下面几点质疑与学术界同行讨论。

1.试验材料是研究的基础,应尽可能描述清楚。我们都知道许多植物根系在一定条

件下形成瘤状物或畸形体,如根瘤菌和弗兰克氏菌形成的固氮根瘤、土壤杆菌(Agrobacte-

ria)形成的肿瘤和根发、线虫寄生导致的根结、激素诱发的根肿和畸形生长、某些豆科植物

的假瘤等
[ 2, 3]
。它们有的是互利共生体系, 有的则是植物的病害。土壤中植物和微生物

同在,微生物不但出现在瘤状体中,而且植物组织的地下和地上部分存在内生菌是常见的

情况
[ 4, 5]
。衰老和行将死亡的植物组织则很容易被各种微生物侵入。该文所言 G实验室

诱导的根系是什么性质, 没有引用相关的文献, 且取样前后时间有 5个月,包括了从幼苗

至衰亡的各时期,文章中看不到植物生长情况的描述,也没有样品数量及其部位的记载。

因而所得结果无法作合理分析。

2. 发表的图版除了两幅根系照片外, 其它 14幅照片都未指出哪些来自茄子哪些来自

西红柿,更没有说明它们的瘤龄和部位。作者在研究材料为根瘤样品的切片中看到了/中

柱0。我们知道中柱一般是植物根和茎的组成部分,放线菌根瘤虽然有类似中柱的结构,
但其中是不含共生体的。微生物进入根的中柱内部同植物的年龄和生长情况有关。所有

切片的照片都未说明来自哪种植物(茄子或西红柿)、瘤龄多大及其在根系的哪个部位,读

者不明白试验样品是生长中的根瘤还是衰亡中的根体。

3. 作者在根瘤切片中看到了多种微生物, 包括杆菌、球菌、孢囊和孢囊孢子, 但没有说

明是在茄子还是在西红柿中看到的,是同一根瘤中看到的还是不同根瘤中看到的。如果

是在不同根瘤中看到的, 那么它们来自何种瘤龄的样品? 对此所有图版都未作说明。

4.论文没有介绍内生菌的分离和纯化程序(培养基和分离纯化方法) ,也没有阐明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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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体的确认。作者仅对看到的菌体作了形态和培养特征观察,并没有进行严格的细菌

鉴定,就认定看到的杆菌是 Beijerinkia属的一个种, 而球菌是Azotobacter chroococcum, 这是

很武断的。不可能只凭形态和过氧化氢酶活性就能将细菌鉴定到种。某种细菌能在不加

氮源的培养基上长出菌落并不就意味着有固定分子态氮的能力,除非使用高度纯净的琼

脂和各种化学成分,并且是在洗净的无任何痕迹氮化物的空气中培养。微生物学工作者

都有经验,分离土壤微生物时在无氮培养基上出现的菌落并非都是固氮微生物,而有些则

是微嗜氮菌。细菌和共生体系的固氮能力必需用科学方法[ 6]进行严格的试验来确证。

5. 作者没有对分离的菌进行回接试验,仅根据零碎的观察和未确证的数据得出结论

说/细胞的膨大乃至根瘤的形成,是共生的结果0, 这是根据不足、缺乏说服力的。我们知

道,某种微生物是否为高等生物的共生体或病原菌,只有按科赫法则[ 7]的要求来验证才能

得到确认。接种的是什么? 分离的是什么? 再接种、再分离,是否为相同的培养体? 互利

共生关系的确定也应有具体的试验数据来证实,例如用分离体接种对植物生长的影响等。

作者没有根据相关试验结果就得出这样的结论,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6. 作者在报告的第一段中宣称他们的肥料能使 130多种植物形成根瘤。不知道是什

么样的/根瘤0? 研究报告发表在何种期刊上? 应该列出参考文献。
以上看法正确与否, 请同行们批评指正。我想这种讨论应是有益于明辨是非,并促进

科学进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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