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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生根瘤菌的培养及其增彦效果
”

胡济生 陈椒妈 周平真 趟臀培

〔苹北赓案科学研究所

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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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后魏 公元 一 年 齐民耍析
“

羹可用苗冀
,

苗粪者椽豆为 卜
,

小豆
、

胡麻次

之
,

悉昔五
、

六月播种
,

七
、

八月犁掩毅之
,

为春谷田
,

 献收十石
,

与蚤豆熟粪同
。 ”

可见

利用豆类作物肥 田在我团古奢中早有韶载
。

有些地区的矍民在种植隔筐豆科作物的时

候往往采用
“

客土法
” ,

把已栽种豆科作物的土壤撒翻在新地里可以增逢
。

四川成都平

原有些登民在收攫黄豆之后
,

把少量珑极带着根瘤和泥土捣斓
,

井惨入少量草木灰揉成

小团
,

用稻草包札盼备
,

作明年拌种用
。

这些都是我圈劳动人民利用根瘤菌增遣的宝肯

趣婉
。

至于根瘤菌的登现
,

是俄罗斯学者沃罗事 叩 阳 于十八世耙中叶聆现

的
,

井豁为具有根瘤的豆类作物可以利用空气中的游离氮素作为养料
,

井肥沃土攘而使

自己生畏茂盛
。

年  首先从根瘤中分离出根瘤菌
,

提腌培养
,

井

作了一些形态和生理的研究
。

此后世界各团关于根瘤菌的形态
、

生理特性
、

与豆科作物

的关系以及固氮作用的机能等简题作了很多研究
,

揭聆了静多事实
,

也存在着很 多争

湍
。

砚在虽然有很多理希与实际尚题没有解决
,

但是把根瘤菌作为生物制品的韧菌肥

料工巢已在很多团家中有了相当规模山
。

在增加豆科作物渔量以及土地肥沃力上起 着

重要的作用
。

我团的学者如陈苹癸
、

强患武等早在 年以前便研究了根瘤菌的生理和与豆科

作物的关系等周题
。

年
,

擎北矍桨科学研究所首先把根瘤菌用于生崔
,

制造花生根

瘤菌拌种剂十一万二千献
,

使山东
、

河南
、

河北以及北京郊区的一些登民初次接触到根

瘤菌
,

井且得到每献增淤豹三十斤花生的收豁
」
。

从此
,

根瘤菌的制造和推炭
,

包括大豆
、

紫云英等
,

逐年曹展, 〕
。

迄今花生根瘤菌剂的应用已遍及团内
,

并的有十多个地区 能

自行制造
,

并供应菌剂
,

总的面稍
,

花生根瘤菌达 , , 献
,

成品直量也能达到每克

一 千万个菌数
。

在这个基碰
一 ,

根瘤菌剂制造的数量和箕量不断改继
,

有些研究所和

登爆还登展了棉姿和蔬菜固氮菌接种的工作
。

现将团内对于花生根瘤菌的培养和效果

本文承徐叔奉先生校阴指正
,

曹此志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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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精略述于后
。

一 花生根瘤菌的培养

一 菌种

用普通微生物学的方法
,

从一些选定的豆科根瘤中分离根瘤菌
,

粗过提耗培养和形

态
、

生理等窦定歌袋
,

然后接种通当的豆类作物
,

井在遭当的光照和温度条件下楚考孔盆

栽此较献墩。。
。

观察植株的生是状况井根据干物重
、

含氮量
、

根瘤的数量与大小
、

在根

部分布的部位以及根瘤内汁液的颜色
,

确定菌种的有效性
,

井选择用于大量生雀的
“

有

效菌种
”。

花生根瘤菌属于甄豆族
。

这一族的豆科植物包括很多亚热带和热带 的豆科 崎月

表 菌种选用悄况表

菌菌种种 原 寄 生 梢 物物 菌 体体 接种效能 逸逸

代代 号号号 粘液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 用用
桔桔桔桔桔瘤数数 塞叶叶 菌菌

氮氮氮氮氮氮氮氮氮氮氮氮蚤蚤 种种
主主主主主根根 京提提 毫克
大 小

刺铜 夕 多多 必必

狗兑 豆
污
脚 人度 少少

野百合
‘

, , 臼 多多 了了

同 不多多 丫丫

同 多多 了了

同 少少

北京澎豆
,
。犯 菌种接摄豆再再 少少

夕夕

分分分离
,。

             

北京胡枝子 州
“ ,

多多

澡膝了生 动 甸 召。召 很少少

北京燕豆 石 公 彻 多多 召召

, 多多 讨讨

北京紫忍愧   多多 必必

北京了任生
, 班 招 甸加娜 不多多  

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

压 的 不叨户哪
已

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 少少少少少 讨讨

北京花生
, 盆 动“ 召 不多多

一

 

, 不不不不多多
一

对对对照 接种效能比较

其 他 性 状

所选菌种都作生理橄定及染色

反应
,

枯果一致表现如下

格肠氏染色 食 ,

。

全畏沫彦
,

搜福 一

石蕊牛乳培养 碱性反应 叫

魏固
,

黑清环 ,

焉母薯视培养 不生是 ,

甘砚酸赘扭讹拱兼 华德良

龄香蓝 指示反应

稍酸态氮利用 良好
。

勺

系盆栽接种轼欲 株平均数
。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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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
,

和其他各族的接种关系也很不规 
,

在选定
“

有效菌种
”

时包括的范网也比较鹰

泛
。

我仍起初系从团外引准菌种
,

昭年以后便 自选新种
,

逐渐更替旧种
。

选种情况如

表 所示
。

将选定的菌种分别或混合培养
,

然后与草炭粉混合稠制成为多菌种的拌种剂
。

二 制造方法与成品霄量

起初采用培养液的深屠培养法
,

把诚菌的空气打入改装的压力溺或坡璃瓶内 作

为聆酵罐
,

使根瘤菌得到较快的增殖
,

但是由于通气时简不足
,

根瘤菌的生畏很慢
,

一

尾期后每毫升只在一谙上
、

下
,

而且容易有赛气中的雄菌污染
。

昭 年以后便改用固体

培养法即
。

培养基中碳源骨以洗净过滚的粗柿霜液 圆 代替昂肯的
‘

露醉
,

得到很好

的增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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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登巢科学研究所在 1954 及 19 55 年上半陪段制造花生根瘤菌
,

曹用粗柿霜

为碳源
,

由于粗柿霜的洗净过滤比较烦玻
,

精制的柿霜糖饼对于桔瘤有影响
,

握比较藏

麟后以葡萄糖为碳源
,

撅希在生畏或桔瘤情况都有良好效果(表 2
,

3)

表 2 根瘤菌在不同碳源的培养洋菜斜面生是情况

菌 种 代
蔗 ,

}
葡 萄 “

}

.
, 芽 ,

玉 米 粉

了色主 1001

才日全 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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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

十 + +

+ + +

+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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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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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 + +

+ + 十 + +

+ 十 十 + +

十 十

+

+ + +

+ 十

甘 露 醇

+ + + 十

+ + + +

+ + + +

+ 十 十 +

引一

…
轰明

: + + 十 + + 为生是最好
,

菌苔厚
,

生是快 , + + + +
,

+ + +
,

+ 十
,

生畏通次减弱 , + 生是最差
。

, 刁

表 3 花生根瘤菌樱过不同碳源培养基后接种花生形成根瘤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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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明
: + 十 十 十 表示根瘤数最多

,
+ + +

,

……泥次减少
,

O 表示不生根瘤
。

按照以上的培养情况
,

每个克氏瓶的菌数 (装豹 70 毫升培养基)不少于 370 0 谙
。

以四个克氏瓶中培养基面登育的根瘤菌
,

加水制成膝液 (与洋菜培养基一拜打碎)
,

混拌

50 斤草炭粉制成的根瘤菌剂在赊藏期不超过四个月的条件下
,

可以拌种 30 00 献花生
。

这个制品在应用时可以使每粒花生种子沽着不少于 5万个根瘤菌
。

当权瘤菌憋液混合

草炭后
,

在合通的条件下
,

根瘤菌还能大量繁殖
。

在盼藏过程中每隔十天上下抽样作不

同的稀释度
,

井分另廿接种在诚菌过的沙杯中
,

播种表面曹握诚菌的花生种子
,

以后观察

花生幼苗的生是情况
,

豹一月后偷查根部桔瘤情况
。

以下的桔果
,

靛明这种成品在赊藏

期中 (室温在加
“

C 以下)根瘤菌的增是
,

一个月后桔瘤的能力增是十倍
,

.

稚持这个时期

达一个月
,

赊藏三个月后仍然能在百万分之一的稀释度下登生根瘤
,

拜且比较初始混拌

时期所桔根瘤数多即
,

效果更好
。

用扁平培养法ffilJ 数每克成品中的根瘤菌数不少于 5千万个D幻
。

由于权瘤菌在拌入

草炭后的尚能大量繁殖
,

因此改善根瘤菌剂中的通气
、

水分
、

营养等条件以加强根瘤菌

的活罐性是保征成品直量的重耍环筋.习
。

下面的桔果是就墩把筋韧的煤缝灰加入草炭

菌剂或腐熟堆肥粉菌剂后
,

根瘤菌的增殖情况tl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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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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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格标准Ll1 ,
。

由于草炭未艇诚菌
,

如果用新袋包装
,

有牛霉或者变干的砚象
,

这就大

大地减低了菌剂的置量E10 〕
。

因此
,

我仍强稠用玻璃瓶包装来克服这些缺点
。

由于草炭

骨是畏期浸埋在潮湿地下
,

采掘后晒干
,

不会有什么特殊为害花生的病菌
,

井且粗过根

瘤菌剂的稀释培养渝查
,

靓明根瘤菌还能在里面很好的增殖朗
。

即使草炭中可能生存着

拮抗微生物或噬菌体
,

因为根瘤菌剂中的菌种是
“

多菌种
” ,

数量大
,

这些不利的影响也

是不大的印j
。

按照我圃目前的情况
,

还是可以采用的制造方法
。

(三) 制造数里

花生根瘤菌剂的制造数量在 19 链年以后大为增加 (圆助
,

一方面是由于在大面稍

花生生逢中靓明了它的增童效果
,

已在群众中建立了威信[l3
, ’日

。

另一方面是全团登巢

合作化已达高潮
,

登巢技析有了很大登展的条件
,

苹北登巢科学研究所亦即遭时地采用

了把制造技俯逐潮傅授移交各省掌握的方卦
。

确

二
.
花生根瘤菌的增崖效果

我团几年来魔泛拭徽和推鹰的桔果
,

征明花生根瘤菌的接种效果很好
。

我团魔大

的苹北J也区
,

花生多栽种在有机鬓较少的沙地里
。

由于春旱
,

土壤的沓夜温差很大
,

以

及夙力
、

水力冲刷的影响
,

都不利于原遣存在土壤中根瘤菌的成活
,

或者数量较少需要

接种以有效的菌种
。

从苹北的土壤性熨 (物理和化学的) 来看
,

对于接种花生根瘤菌也

是有利的
。

此外
,

花生本身的良好生畏是根瘤菌聆挥作用的先决条件
,

当然
“

有效菌种
”

也能促淮花生得到更好的生是
。

1 9 的年开始把花生根瘤菌交拾群众在大田生淤中贰撇〔143
。

采用点面桔合的方法
,

作鹰泛的对此献麟。习
。

在一般群众地里用普查的方法
,

即每瑰地各采挖几穴花生株
,

此

较高度
、

颜色
、

瘤数
、

荚数和籽粒饱满的程度
,

估爵增走或不增彦
。

在有条件的登锡
、

劳

模
、

生彦能手或技析粗里
,

采用祥查的办法
,

划等分地
,

翠收单秤
,

卦算走量及出籽率
。

此

洲

表 6 膨年增崖效果

少|一

…
年 份

对照崖量

斤/献

接 种 后 增 蓬
典 型 拭 歇

,

数
斤/献

Jll�

:

,几月‘
2

9自‘1Jl

八甘
28

…
d占d1
8
门‘0口“舀介UO自

闷|

!

1950
1951
1952
1953
1954
1955

170.0
147.9
224
231
2仑1 .0
2 3 2

.
7

3 7
.
5

乏弓7
一

7

1 7

.

0

1
6

.

2

8 3

1 1 1 3

9 0

6
( 山东

、

福建平均)

8 7

13 (河北省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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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

各省都逆行了花生根瘤菌在各种情况
一

「表现的效果的稠查
。

同时总桔全面增紊花

生的周题
。

1

.

胚年增彦的效果 (全团各地
,

表 6)
。

2

.

在各省表现的增渔效果
:
将山东

、

河南
、

河北三省 264 个典型献墩及其他肇东
、

西北
、

中南
、

东北等 48 个典型献墩的桔果
,

按照增麦百分率分粗
,

然后换算各献墩数的

百分率作成下 (圆 3 )
。

束

执

‘

I,;
·

、

;
11;、

、

、
..~
二
‘

一丫\

,I乙
.
一

504030

典型藏敌形

心

七
.
犷

.
7

,/
、

’ .

、
·

“、甲一、
.

、
、

·
_

、 二
、

- , 一

、
\ \.
、 一 一 一 ~

)

。

7

。

7

产口
.

夕
.
夕r
Z

J乙了厅泛沪

谨
,

1 0 2 0 3 0 4 0 5 0 6 0 6 0以上

增逢形

圆 3 各省区花生菌剂接种的增奎情况

如上圆所示
,

花生根瘤菌的增淤效果在 10 一加弘 者最多
,

如果按小于 5弘 为不增

HlJ 河南省所占的此值较大
,

可能是由于孩省的花生遥地地力过于解薄 (平均献彦不

」



另期 胡济生等
:
花生根瘤菌的培养及其增魔效果 191

后
,

各省都逆行了花生根瘤菌在各种情况
一

「表现的效果的稠查
。

同时总桔全面增紊花

生的周题
。

1

.

胚年增彦的效果 (全团各地
,

表 6)
。

2

.

在各省表现的增渔效果
:
将山东

、

河南
、

河北三省 264 个典型献墩及其他肇东
、

西北
、

中南
、

东北等 48 个典型献墩的桔果
,

按照增麦百分率分粗
,

然后换算各献墩数的

百分率作成下 (圆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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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 3 各省区花生菌剂接种的增奎情况

如上圆所示
,

花生根瘤菌的增淤效果在 10 一加弘 者最多
,

如果按小于 5弘 为不增

HlJ 河南省所占的此值较大
,

可能是由于孩省的花生遥地地力过于解薄 (平均献彦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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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效果
,

各省在总桔材料上也有报告〔旧
,

甚至速年在一瑰地
_
上使用花生根瘤菌剂

仍然表现增麦。刃
。

但是速作花生一般容易受病害的影响
。

6

.

高嵌区与低谨区
:
根据山东省登巢科学研究所的邓 个原始材料整理精果

,

指

出花生在高滋区和低崖区因接种根瘤菌剂而增走的效果是有不同的
。

表 10 高逢区和低逢区接种的增崖悄况

卜

巨竺鹦二盘笠兰全日
-
二

二…}高藻区 6“
’

3

{

‘。
.
3

}

”‘

{

‘2

}

}

低崖区 “8“ 】
33’‘

1

2 2
.
,

)

‘6

}

上表指 出
,

虽然高逢区的增康率较低
,

但是实际每献增彦斤数还是高的
,

这个增嵌

率的数字在田简用 目侧是不容易辨豁的
。

7

.

与磷钾肥的关系
:
极瘤菌剂表现的效果和土壤中豆科作物养分的含 鼠关 系很

大
,

巳握有很多试麟总桔了施肥的影响吻,2l J 。

l

一

11 东谬东地区一般作物施用乾灰琳走
,

使

用花生根瘤菌剂配合磷钾肥 可以提高效果
。

下表数字系根据山东矍某科学研究所的材

料
。

表 n 磷钾肥料对根瘤菌接种效果的影响

一…喇
一一

禽下争…
出籽
郸
…二二

.
竺- -

-

…一…一…一…一卜~ ~.
竺遭一一

-
卜
-竺生

一

阵兰一{二竺一!
—
}2, 过磷酸钙每献30斤

、

竺竺色一
一一

卜望兰卜竺一
‘

{

竺竺一{

—
}3, 草木灰每献 ‘5 0 斤

礴
、

钾及根瘤菌 1
”8 0

)
6 0

!
1 8

·

8

! }

薰…音…孚…早…亨…
同
一
_

荣城暇食锡

瞬

着山于嵘廷申

户

在新泰
、

楼霞
、

脸城等躲藏麟均有类似的桔果
,

虽然增加数字井不很高
,

这与土地本

身的肥力关系很大
。

8

.

与硫酸铁和冀肥的关系
:
根瘤菌在开始侵入幼苗根系时拜不能和孩豆科作物

遭行固氮作用
,

因此在过于赓薄的沙地中配合根瘤菌剂与花生种籽或其他豆科种子同



当
1胜 士 壤 学 报 盛卷

时施用少量氮肥或豆爵等促使花生很快的渡过
“

氮素缺之期
” ,

可以提高根瘤菌的效能
。

有很多材料现明薄地种花生同时用有机宜肥料
,

可以使根瘤菌收到更高的效果 [16 ,20 〕
。

当然在过于肥沃的土壤或施过量氮肥情况下
,

土壤中稍酸态氮素的横果将阻碍根瘤菌

侵入根系〔哟
。

但是我团一般花生地的地力十分清薄
,

施有机矍肥料甚至硫酸谷等对于

根瘤菌是有利的
,

下表即挽明这个情况〔旧
。

表 12 硫酸按对根瘤菌接种效果的影响

籽。·

…
·

1) 粗沙璧士

2) 硫酸按按每献十斤
,

播动时

开满施
,

作基肥

Jnj.0nUS8.7.压8.丹b门0db妇b

!

腼|一

|

皮果崖量

斤/献

增 走

斤/献

八nJl�U

…
口at才月‘j工勺曰

000

…
尸O曰�口口匀

5
0自OU

对 照

硫 酸 按

根 瘤 菌

硫酸按及根瘤菌

352
.
5

4 07
.
5

377
.
5

447
.
5

表 13 翼肥对根瘤菌接种效果的影响

一
皮果逢量

斤/献

增 崖

斤/献

1) 飘熟各处理重复四大
,

枯果趋

向一致
,

表列系平均数字

2) 冀按爱家梢用的数鱼和胃最

3) 1951年邃西食锡的枯果

2Jl曰‘9书扮
口廿Q口甘a几O一�碑

。
l币

竺 粤 }
3, ”
…

竺
_.
熟 }

414 }
一 很 窟 甲 …

”70
}

} 根摺菌及冀 }
4 54

}

然数查料蔽明花生接种根瘤菌后
,

都得到了增崔效果
,

而且费用椒为低廉 (每献接

种所费不过 2一3 分缓)
。

为 了今后提高根瘤菌剂的效能
,

应敌从下述儿方面着手
:

(1) 提高菌剂鬓量
,

摘大应用范圆—
如改准制备技俯

,

选育新种
,

研究豆科植物

与根瘤菌接种的关系等
。

(幻 改准使用技析—
如注意防止毅虫药剂的毒害和作物种皮某种物置对根瘤菌

的抑制作用等
。

( 3) 加强根瘤菌固氮的条件和屋程的研究
。

摘 要

本文总桔了六年来花生根瘤菌剂生谨和应用的情况
,

研究如何从菌种
、

制造方法
、

成品规格方面提高直量
。

本文引远了近年来花生根瘤菌剂在不同地区
、

不同条件下
,

田固效果的具体查料
,

并提出了遭一步提高根瘤菌效率的途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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