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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对武夷山不同类型森林土壤优势细菌
、

丝状真菌属的生态分布进行了初步研究
。

结

果表明 不同类型森林土壤或同一种类型森林土壤剖面的不同层次
,

均有其特殊和优势的异

养细菌
、

丝状真菌
。

大致是
“

肥沃
”

的生境 或小生境 即适宜土壤异养微生物繁殖的环境
,

优势

菌属种类多
、

密度也大
。

从而进一步揭示了生物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和统一性
,

为自然保护区管

理和 开发提供了理论依据
。

关键词 森林土壤
,

武夷山
,

土壤微生物优势菌属

武夷 山脉素有
“

华东屋脊
”

之称
。

该 自然保护区位于福建省武夷
、

建 阳
、

邵武
、

光泽四

县 市 交界处
。

属 中山地貌
,

平均海拔 土壤以山地黄壤 为多数 温暖多雨 年降

水量达  左右
,

云雾缭绕 年均雾 日 天以上 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 占全省种

类 以上 是我国中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中保存较好的代表性类型
,

因而引起人们广

泛注意和重视
。

远在 多年前武夷 山就为 国内外生物学者所瞩 目
,

并有
“

生物世界之

窗
”

的美称
。

年为国家级 自然保护 区
,

年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接纳为世界人与生

物圈保护区
,

年又被确定为具全球保护意义的 级保护区  
。

自建立保护区 以来
,

省

内外有关方面对此进行 了大量调查和研究
,

尤其是对动
、

植物资源做 了更深人探索
,

取得

丰硕成果
。

然而
,

对该区环境生态平衡起极其重要作用 的土壤微生物却很少涉及  
。

为此
,

我们 自 年开始对土壤微生物进行定位和周期的观察研究
,

本文为研究的部分结果
。

材料与方法

样品采集

选择常绿阔叶林
、

暖性竹林和暖性针叶林三个不同森林类型的代表性区域进行定位调查研究
,

同时

以多点 梅花式 方式采集每个区域林下土壤剖面不同层次
—

落叶层
、

腐殖层和土壤层 一 的样

品
,

分别混合后重约 左右
,

带人室内作进一步分析
、

鉴定
。

采样工具 铲
,

拌样用的薄膜垫
,

样品袋等

均事先进行灭菌处理
。

不同森林类型 主要生态条件列于表
。

本项 目得到福建省自然科学基金 和武夷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资助
。

参加研究的还有刘滔
,

黄扣俊等

同志
。

收稿 日期 一 刃
,

收到修改稿日期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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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不同森林类型主要生态条件

编号 地点 土壤 森林类型 优势植被

伪  

海拔
 

坡度

先峰岭 黄壤 常绿阔叶林 甜储林
“

一

大竹岚 黄红壤 暖性竹林 毛竹林 一

桐木 关 黄壤 暖性针叶林 黄 山松 一 一飞。

分离鉴定

分离培养基 细菌用 蛋白陈琼脂培养基 丝状真菌用马丁氏培养基和松针培养基
。

分离方法 倾注平扳法
。

异养细菌取稀释度为 一 平皿挑出的菌株作为该森林类型土壤 或剖

面某一层次 的优势菌属 异养丝状真菌以稀释度为 平皿挑出的菌株为该森林类型土壤 或剖面某一

层次 的优势菌属
。

鉴定方法 菌株经纯化后
,

即按手册 鉴定到属
。

结果与讨论

不同森林类型土壤优势异养细菌属的组成和相对密度

业已证 明土壤异养微生物中以异养细菌类群分布最广
、

数量最多
、

作用又大 一
’

,

” 。

为此
,

我们对这一类异养微生物进行分类鉴定
。

结果列于表
。

表 不同类型森林土坡异养细菌类群菌属组成与相对密度
笼  !

  

一

菌属

记

相对密度 称  
 

一一
八咔,‘,‘且

,芽抱杆菌

微 球 菌

黄单抱菌

假单抱菌

产碱杆菌

固 氮 菌

加
几五‘  

兔云

尸, 亡  !

介  

月取〕

注 本表数据系 的样品
, ,

样品区生态条件见表 相对密度 该属分离得总株数 该区域

分离得细 菌属总株数
,

下表类同
。

从上表可见 不 同森林类型土壤异养细菌类群优势菌属组成和相对密度有 明显不

同
。

先峰岭甜储林  优势菌属种类最多
,

有 个属
,

它们是芽抱杆菌属
,

微球菌

属   ! ! ∀ ,

黄单抱 菌属
 ! ,

假单抱菌属 乃
,

和产碱杆菌属

 其相对密度分别为
, , ,

和
。

大竹岚毛竹林 的优势菌属类

居次
,

有 个属
,

它们是芽抱杆菌属
,

微球菌属
,

固氮菌属
口 ,

和产碱杆菌属 其

相对密度分别是
, ,

和
。

桐木 关以黄山松林 为建群种
,

森林土壤异养细菌类

群的优势菌属种类最少
,

仅 个属
,

为芽抱杆菌属
,

微球菌属
,

和假单袍菌属
,

其相对密度

分别是
,

和
。

而且有其特有的优势菌属
。

如黄单抱菌属为先峰岭甜储林下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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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有的优势菌属
,

其他两种森林类型土壤没有分离到这一优势菌属 固氮菌属则为大竹岚

毛竹林土壤的特有的优势菌属
。

在优势异养细菌类群中
,

芽抱杆菌属和微球菌属是先

峰岭甜储林
、

大竹岚毛竹林及桐木关黄山松林等三种类型林下土壤都共有 的两大类优势

异养细菌属
。

表 不同森林类型土坡异养丝状真菌优势菌属组成与相对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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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该层存在优势菌属
; “ 一 ”

则没有
。

2. 2 不同森林类型土壤优势异养丝状真菌属的组成和相对密度

研究证明
,

丝状真菌是酸性环境 中腐解的主要微生物[8, 川
。

因此
,

将其作为一个重点类

群来研究
。

结果列于表 3
,

表 4o

从表 3可见
,

不 同森林类型土壤异养丝状真菌优势菌属组成和相对密度都不相同
。

甜

储林土壤 以青霉 属 (凡
nieill ium )

,

木 霉属 (Tr i
eh ode

rm a)
,

曲霉 属 伽
‘

, e烤ill us)
,

和枝 泡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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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
a
dO 胡

oriu。)等 4 个属为优 势菌 属
,

它 们的相 对密 度 (% )分别为 45
.
62

,

1 7

.

3 9

,

8

.

6 9 和

8
.
69
;毛竹林土壤 的优势菌属是青霉属

,

木霉属
,

毛霉属 (Mu
co r)

,

和 曲霉属等 4 个属
,

其相

对密度 (% )分别为 39
.
0 2

,

1 4

.

6 3

,

1 2

.

1 9 和 9
.
7 5;黄山松林土壤优势菌属是青霉属 (凡

nieilliu)
,

木霉属
,

曲霉属和交链抱属 (Al te rn ar ia) 等 4 个属
,

其相对密度分别是 27
.
22

,

21

.

81

,

18

.

18 和

9. 09
。

不 同森林类型土壤异 养丝状真菌有其特有 的优势菌属
:
甜储林 土壤是弯抱 霉属

(cu
;vu la ri a)

,

毛竹林土壤是毛霉属和根霉属 (助iz oP us )
,

黄 山松林是交链抱霉属
,

虽然在

该稀释度下
,

在其它两个森林类型土壤 中也检出了
,

但其相对密度都有显著差 异
:
桐木类

是 9. 09
,

而先峰岭
、

大竹岚两者仅为 2
.
17 和 2. 44

。

青霉属
,

木霉属和曲霉属等 3 个属是各森

林类型土壤 中分布广
、

密度大的主要优势菌属
。

从表 4 进一步表明
,

即使在同一森林类型土壤剖面
,

但不同层次异养丝状真菌优势菌

属分布也有很大差别
:
落 叶层菌属数量最多

,

有 9 个属
;
腐殖层其次

,

有 7个属
;土壤层最

少
,

仅 5个属
。

青霉属
,

木霉属
,

曲霉属
,

芽枝霉属 (Bla
sto ““di a)

,

和交链抱霉属等 5 个属是

剖面各层次都有的优势菌属
。

土壤剖面一些层次还有其特殊的优势菌属
:
落叶层有弯抱

(霉 )属 (Cu
rvu laria)

,

镰包 (霉)属 (Fu
sarium )

,

和基点霉属 (Ph
o ,。 a s

)等 3个菌属
;
腐殖层仅

轮枝抱属 (ve
r
ti’. ill iu m )l 个属

;然而 土壤层在此稀释度下
,

尚未检 出特殊的优势菌属
。

此

外
,

腐质霉属 (Hu m
ico la )是落叶层

、

腐殖层这两个层次都有分布而土壤层没有的共有优势

菌属
。

综上结果说明
:
不同森林类型环境条件

,

甚至同一种森林类型的不同小生境都 显著地

影响土壤异养细菌类群和异养丝状真菌类群的组成和相对密度
。

这是因为
:

(l) 不 同类群异养微生物有其最适宜的生繁条件
,

同一类群 中的不同种属对环境条

件要求也有差别
。

在不同环境 (或小生境)中生繁的微生物
,

必然是那些对该环境 (或小生

境)最适宜 的类群得到迅速发展
,

最后构成优势菌属和类群
,

并达到一定的相对密度卜
5]。

这一结果
,

与我们在该区域对异养微生物数量和类群分布的研究结论一致[
’
0]

。

至于异养丝状真菌虽然在三个不 同森林类型土壤 中
,

它们优势菌属数 目一样
,

但菌属

类型构成却不一样
。

此外
,

同一森林类型下土壤 剖面不同层次 (小生境 )理化 因子明显的

差别
,

反映在异养丝状真菌菌属数目也极为不同
,

其数目大小顺序是
:
落叶层 > 腐殖

层 > 土壤层 (9:7:5)
。

( 2) 每一森林类型下土壤有其相对密度较大的异养微生物类群
,

显然
,

这些相对密度

大的优势菌属是各森林类型土壤中参与物质循环
,

肥力组建起 主导作用的异养微生物类

群
。

当然
,

它们对该环境土壤肥力影响强度是不 同的
。

同时
,

那些在三大森林类型土壤中都分布并居主要地位 (相对密度大 )的芽袍杆 菌属

相对密度高达 40一50 %
,

青霉属相对密度 27 一45 %
。

说明它们是对环境适应力
、

抗逆性强

的类群
。

这一生理特性
,

才使其得到广泛分布并成为主要优势菌属
。

上述林下土壤异养微生物主要优势菌属分布基本特征与国内外一些研究结果是 一致

的[,
,
4

,

”一 ’“]
。

总之
,

上述三大类型森林土壤生境及同一生境土壤剖面不同小生境
,

主要异养微生物

—
细菌和丝状真菌类群优势属的组成

、

相对密度 以及特有的菌属都有 明显差别
。

这种

差别与其生境 (或小生境)特征密切相关
。

而这种相关性是错综复杂的
。

其规律性有待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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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深人地研究
,

为保护区管理和进一步开发利用提供理论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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