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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林芝地区森林和农田土壤中

放线菌的生态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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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西藏林芝森林和新作土攘 中的放线菌数量
、

及其分布类群和其 它生物特性进行 了

研究
。

结果表明 , 这些土攘中放线菌的生态分布有其扮 有的规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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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地处世界屋脊
, 生态条件独特

, 土壤微生物生态系与内地有显著 的 差 异
。

因

此
, 研究西藏地区土壤微生物区系

、

土壤酶活性
、

筛选有益的微生物菌种对工农业生产

都有重要的经济价值
,

同时对填补西藏土壤微生物研究的空白也是很有意义 的
。

作者利

用援藏机会对林芝地区土壤微生物进行了初步研究
, 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

林芝地区位于西藏南部雅鲁藏布江东段 的尼洋河畔
,

海拔 2 9 0 0 米 ,
年 平 均 气 温

9
.

3
aC, 最冷月均温 一 4 ℃

,

最热月均温 1 5
.

8℃
。

年降雨量 55 。一 7 00 m m , 集中 于 5 一 10

月 , 属低温湿润气候类型
。

土壤有机质分解缓慢
,

积累明显
,

土壤微酸性
。

我们对尼洋

河畔一
、

二
、

三阶地的耕作草甸土
、

农闺棕色森林土和不同植被类型
、

不同海拔高度的棕

色森林土壤中放线菌的数量进行了测定
,

分离纯化了近 10 0个菌株
,
对其进行 了 初 步的

分群和生理生化研究
。

方法与结果

(一 ) 土渡样品采翔

耕作土为多点取样
,

深度 。 一 2 c0 m ; 森林土壤去掉拈枝落叶层
,

取表 层 。 ~ 2 c0 m 深

的土壤
。

带农化系万韬调同志参加了部分生理生化测定
,

作者表示感谢
。

带带我校 80 届学生
。

本文于 19 8 5年 1 2月 2 8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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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土壤养分和土坡 p H值的洲定

测定方法
r幻 :

土壤有机质一干热法
; 全氮一扩散定氮法

; 碱解氮一 康维 皿 法 ;

全磷一 H C I O
4

一 H
:
5 0 `法 ; p H值一酸度计测定

。

测定结果
:

两类土壤养分测定结果见表 1
。

表 1 两类土旅养分

土 样
}
有机质 ( % )

j
全氮 %( )

1。 氮 %() 全磷 ( P . O 。% ) } p H值

且U心U月U,上Q自.上

…
36别27

,l,1,1,Un甘心甘,1j .1几甘

…
力OQ口叮目.心厅̀口̀

…
耕作草甸土

农田棕色森林土

棕色森林土

( 三 )
.

放线菌的分离测教与菌株纯化

方法 〔“ ’ “ , :

分离测数所用培养基为高氏一号培养基
, 方法为稀释平板涂抹法

; 菌株

纯化选用高氏一号
、

高氏一号无氮培养基
, 方法为划线分离

。

测数结果见表 2
。

表 2 不同土城中放线菌傲

菌数
(万 /克千土 )

棕色森林土

耕作草甸土 农田棕色森林土

阔叶林 针阔混交林 针叶林

放线菌数 } 1 2 1
.

9 4 8 0
。
9 6 1 0

。
8 0 1 1

,

0 1 2 1
。

7 8

结果还表明
: 1

、

放线菌的主要类群为链霉菌属 ; 2
、

农 田土壤放线菌的数量高于

森林土壤
; 3

、

阔叶林带棕色森林土壤放线菌的数量低于针叶林
; 4

、

森林土壤放线菌数量

与有机质含量的相关系数为 0
.

9 0 3 舟 ,

与碱解氮的相关系数为 0
.

9 5 0二
。

( 四 ) 链称菌属的初步分群

分群依据
:

根据 《链霉菌鉴定手册》 〔幻 中要求的 主要 项 目进行形态和培养特征观

察
,
将农 田和森林土壤两大类型划分类群

。

分群结果表明
,
农 田土壤中以含金色类群和

粉红抱类群为主
,
次为绿色类群和灰褐类群

。

球抱
、

青色类群和轮生类群较少
。

森林土

壤中主要是白抱类群一白抱亚群和金色类群
;
灰褐

、

粉红袍
、

灰红紫类群较少
。

(五 ) 生理生化特征

测定方法
〔幻 采用 《链霉菌鉴定手册》 中列出的主要项 目和方法 进 行

,

结 果 见 表

3 。

测定结果还表明
,

所测试的菌株
,
淀粉水解能力均较强

, 而森林土壤中
,
放线菌淀

粉水解能力略高于农田土的菌株
, 明胶液化能力的测定结果

, 森林土壤中放线菌较农田

土壤放线菌强
。

(六 ) 固抓曲活性的洲定

我们用倾注法
、

涂抹法
、

土粒法 山 分离土壤好气 性 自 生固氮菌时发现
,
在 爱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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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两类土壤中放线菌生理 生化特征

抗生试验 (抑菌圈半径二m )
, 亡茬了

—供试菌株
淀粉水解

( 水解圈半径 m m )
明胶液化程度
(培养 5 天 ) 金黄色葡萄球菌} 大肠杆菌 酵母菌

棉枯姿
病菌

水解圈半径在 5 一 15 】1 一 5 天 内明胶 !测试的50 % 菌株1多数菌株有抑菌」抑菌作用很 }抑菌作用

之间的菌 株
,

占}全部液化的菌株 }有抑菌作用 抑 }作用 最大的抑 }弱 很弱
农田土壤
放钱菌

试验菌总数50 % 以上 }占试验菌数 4 3
.

3}菌圈半径最大者 !菌圈 半 径 达 8

% , 中度液化的 {达 12 m m

占 3 0%

水解圈半径 在 10 m m

森林土镶
放线菌

以上的菌株占55 %

1一 5天 内使明胶

全部液化的菌株

占8 7
.

4% , 中度

液化的 占12 %

〔注〕 抗生试验选用的金黄色葡萄球菌
、

大肠杆菌
、

酵母菌为我 组菌种室 保存的菌株
,

棉枯萎病

菌由我校植保系李君彦老师赠送
。

比无氮培养基表面或浅表层下
, 生长着大量的放线菌菌落

,

特别是森林土壤
夕

38 %的土

粒周 围生长有放线菌
,
而细菌则很少

。

因此 ,
我们对分离的放线菌菌株于高氏一号无氮

培养基上纯化
,
并进行了固氮酶活性测定

。

测定方法 : 用高氏 一号 无 氮培养液恒温振荡培养 20 天 , 每个菌株重复三次
, 设空

白对照
。

培养后用蕙酮比色法测定还原糖
, 用靛酚蓝法测氮

。

结果见表 4
。

所测 50 多种

菌株中
, 固氮酶活性

。

多在 1
.

1~ 3
.

5毫克氮 /克葡萄糖 之间
, 5 毫克氮 以上者仅 占 10 %

左右
。

表 4 两类土坡固氮阵活性

竺
固氮酶活性 (毫克氮 /克葡萄糖 )

固氮酶活范围

酶活平均值 最低 最高
r卜以I日卜
.

农田土壤

森林土壤

2
。

6

2
。
9

1

! 0
。
8

。
4~ 3

.

s m g N 占 61
。
0%

.

1一 3
.

3m g N占 6 5
.

0%

结果与讨论

1
、

林芝森林土和耕作土镶中
,

放线菌的主要类群为链霉菌属
。

森林土壤中以 白饱

类群一白抱亚群为主
,
耕作土壤中以金色类群为主

。

放线菌数量和类群分布 受 植 被类

型
、

海拔高度和耕作现状因素的影响
。

从放线菌数量看
,
阶地耕作草甸土的菌数最多

,

农田棕色森林土次之
,

棕色森林土较少
,

这说 明放线菌的数量与土壤熟化度有较明显的相

关性
。



第四期 西藏林芝地区森林和农田土壤中放线菌的生态分布 8 3

2
、

测试的菌株固氮酶活性多在 1
.

1一 3
.

5毫克氨 /克葡萄精之问
。

在好气性 自生固氮

细菌存在极少的土壤中
, 具有一定固氮酶活性的放线详、对丰富土壤氛素无筑是有益的

。

西藏土地辽阔
, 生态条件复杂

, 对微生物生查系进行研究 发 侧有经济价值的新的

微生物 资源
,
有其十分广阔的前 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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