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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病原真菌放线菌的筛选及其生化特性

颜 霞
,

秦宝福
,

刘林丽
,

刘 蔷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

,

陕西 杨凌

〔摘 要 〕 从杨凌郊区采集的搂土土样中共分离得到 株放线菌
,

定名为
一 一 。

研究了这 株放线

菌对玉米大斑病菌 ￡二 , 儿 。 ’
、

辣椒疫霉 尸九 叻人 人 。 、

南瓜枯萎病菌
、

苹

果干腐病菌 , 从萝 “ 和苹果轮纹病菌 材口 八 “ 二 “ 种作物病原真菌的抑制活性
。

结

果表明
,

菌株
一

和
一

对病原真菌抑制效果明显
。 一

对 种病原真菌的抑菌圈直径都在 以上
,

最大

可达
一

对辣椒疫霉和南瓜枯萎病菌的抑菌圈直径分别为 和
。

通过对供试放线菌生化特性

的研究发现
,

供试放线菌的淀粉水解和明胶液化能力较强
,

的菌株可 使明胶全部或大部分液化
,

菌株

的淀粉水解圈与菌落直径的比值大于 牛奶凝固
、

陈化和纤维素分解能力较弱
,

只有 的菌株可使牛奶全部

凝 固
,

的菌株可使牛奶全部陈化和纤维素全部分解
。

分类结果表 明供试放线 菌大多属链霉菌属

” ‘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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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病原真菌引起的植物病害是植物的第一大病

害
,

给粮食生产造成了巨大损失
。

目前
,

对植物病害

的防治以化学防治为主
,

但化学农药易毒害非靶标

生物
,

使有害生物产生抗药性
,

且污染环境 乃。

因

此
,

生物防治方法被认为是一条有效的植物病害防

治途径
,

而获得高效拮抗菌是生物防治的基础仁一 。

在众多拮抗菌中放线菌是研究最多 的一类微生物
,

近 来年从微生物中发现的新活性物质中由放线

菌产生的占 以上川
。

本研究对土壤中的放线菌

进行了分离
,

筛选到对几种作物病原真菌有强拮抗

性的菌株
,

并对其进行了生化特性研究和初步分类
,

以为生防菌制剂的研制和抑菌物质的分离提取提供

参考
。

材料与方法
,

材 料

供试放线菌 由采 自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北

门外荒地的搂土中分离得到
。

拮 杭 试验供 试病 原 真 菌 玉 米 大斑 病 菌
、

辣椒 疫 霉 勿 ,
、

南瓜枯萎病菌 ‘ 阴
、

苹

果轮纹病菌 材口 犷 切 和苹果干腐

病菌 。 , ,

由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工教研组菌种室提供
。

培养基 放线菌分离 高氏一号培养基川
。

拮抗性试验 马铃薯葡萄糖琼脂培养基川
。

放线菌发

酵培养基 黄豆粉
,

可溶性淀粉
· ,

, , · ,

, · ,

琼脂 一
,

蒸馏水
。

生理生化试验 明胶液化培养基川
、

牛奶凝固陈

化培养基川
、

淀粉水解琼脂培养基川
、

纤维素水解培

养基仁卫。

方 法

放线菌分 离
、

纯化 向高氏一号培养基中加

人 重 铬 酸 钾 至
,

用 平 板 稀 释 涂 抹 法 分

离 〔 〕。

培养
,

根据菌落形态选取不同菌株
,

经纯化后转接至高氏一号斜面上保存
。

拮抗性试验 供试放线菌接种到液体发酵

培养基中
,

置于摇床上
、

振荡
,

用

无菌滤纸片蘸取供试放线菌发酵液后
,

置于涂布有

各病原菌的培养皿 中
,

每皿 内对称放置 片
,

恒温培养 后观察
,

如果滤纸片周围有透明圈
,

表

明该放线菌产生 了抑制病原真菌生长的物质
。

透明

圈的大小反映抑菌能力的强弱
。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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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 霞 一

,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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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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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线 菌鉴定 根据形态和培养特征为主
、

生

理生化特征为辅的原则鉴定到属
‘ , 。

形态特征
。

采用高氏一 号琼脂插片法
,

在

〔
一

下培 养
, , , 。,

后各取 片子
,

在光学显

微镜下观察记录菌丝形态
,

气生菌丝和基内菌丝生

长情况 饱子 的有无
、

着生状况和排列方式
,

抱子形

状和大小 抱囊的有无及形状
、

大小和形成方式
。

培养特征
。

将供试放线菌接种在高氏一 号培

养基 仁
,

置 〔
’

下培养
, ,

后
,

分别观察 记

录饱子丝 和饱子 成熟抱 子堆的颜色
、

气生菌丝体
、

基质菌丝体和可溶性色素的颜色
厂 ”‘

及菌落特征
。

生理生化试验
。

牛奶凝固 与陈化 将供试放

线菌接人灭 菌脱脂牛奶中
,

〔培养
,

在
· , ,

,

各观察 次
,

参考对照记录凝 固和膝化情

况
。

明胶液化 将供试放线菌菌种接种于火菌明胶培

养基表面
,

于 下培养
,

在
, ,

各观察

次
。

观察前将试管在 自来水槽中冷却 、 ,

待对

照完全凝固后
,

再观察记录其液化程度
。

淀粉水解

用点接法将供试放线菌菌种点接在淀粉水解培养从

平板 卜
,

培养 后
,

将碘液滴在培养基 卜
,

测址菌

落和水解圈直径
。

纤维素分解 将菌种接种在试管中

的一 半浸在无碳源合成培养基内的滤纸条 上
,

心

培养
,

第 天时观察
。

结果与分析

供试放线菌拮抗性试验结果

由表 可见
,

供试放线菌对 种作物病原真菌

均有一定抗性
,

其中多数放线菌对南瓜枯萎病菌和

辣椒疫霉病菌都有抑制作用
。

对辣椒疫霉病菌和南

瓜枯萎病菌的抑菌圈直径 的菌株分别有

株
,

少供试放线 菌的 对 苹果 干腐病菌表现

出较强拮抗性的有 株放线菌 对 玉 米大斑病菌和

苹果轮纹病菌有较强拮抗性的放线菌分别只有 株

和 株
。

供试放线菌中菌株
, 一

对辣椒疫霉和南瓜枯

萎病菌抑制作用较强
,

抑菌圈 直径分别达 和
。

菌株
一

玲 对 种病原真菌都有很强的抗性

对辣椒疫霉病 菌
、

苹果轮纹病菌
、

长米大斑病菌
、

南

瓜枯萎病菌 和 苹果
二
腐病菌的抑菌圈 直径分别为

, , ,

和 该菌抑菌谱了
’ ‘ ,

对多种病原

真菌的抑制力较强
,

有进 步研究的价值
。

表 供试放线菌拮抗性试验结果统计
’ ’

一 仁 ‘

供试放线菌
一

飞 一

辣椒疫霉
力,

,

, 人 习

‘“ , ,‘

苹果轮纹病菌
从

之‘ 功六。一尹‘才

“ ,“ 、资一 “ 矛

、米大斑病菌
艺 再扩 矛 建一矛正

之亡八了〔
一

矛刀子

南瓜拈萎病菌
之一万“ 心矛,

诬 尹 户 一矛 ,

苹果 于腐病 菌
召。八们动加

“

加 尹衬尸 “ “

一

川 十十 斗 寸”

一

一
一卜

一

卜 一 十

十
一十 一

。 斗 丰 十 十

们三 十

一

干 。一

未
一

干 一‘

一 一 一

长

一
十 十 十 十 一 十

厂门 书 十

厂 十 一 十 十

一

十 十
一

十

一

十 丰 二 十
一

朴 一

一

十 十 十 十 一 十

厂 十 十 十 一

一

王 一

十 十 十 ,

一

十 十 十 十 二 一

一

十 子
一

斗 斗 中 一 一

一

干十 十 十 斗 干

注 十 抑菌圈直径小于 十 抑菌圈直径 抑菌圈直径 一 朽
,

十 十 抑菌圈直径大 于 一 无抑

菌圈

丫。生 一 , 十 卞

工 ‘一 ￡ ‘ 吧 改 十 十 , 〔 了 忿子 是 龙 一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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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试放线菌的分类

根据培养特征和形态特征为主
,

生理生化特征

为辅的经典分类标准
,

供试放线菌共分为 个属
,

其

中链霉菌属 基质菌丝丰富
,

气生菌丝分化形成抱子

丝
,

波曲或螺旋状 的最多
,

有 株放线菌
,

占放线

菌总数的
,

包括拮抗性最强的菌株
一

和
一

链抱囊菌属 基质菌丝
、

气生菌丝丰富
,

抱子丝

顶端卷曲成抱囊 和轮枝链霉菌属 基质菌丝丰富
,

气生菌丝分化形成抱子丝
,

轮生 的较少
,

分别有

和 株
,

占放线菌总数的 和
。

这与

放线菌中链霉菌属 占绝大多数的情况是相符的仁’‘门
。

供试放线菌的生化特性

由表 可见
,

供试放线菌对明胶液化和淀粉水

解的能力普遍较强
,

作用较强的菌株分别 占供试放

线菌总数的 和
,

说明其产生淀粉酶

和蛋 白酶的能力较强 供试放线菌凝乳酶和纤维素

酶产生能力较弱
,

只有 的菌株可使牛奶全部

凝 固
, ,

的菌株可使纤维素全部分解 可使牛

奶全部豚化的菌株占
。

表 供试放线菌的生化特性

飞 、

项 目

一
一

一一 一一

程度
天

标准 占总放线菌的比例

工,,一

⋯⋯
︸,浦伪诬一了,一亡‘

牛奶凝固

牛奶陈化
一

明胶液化

上

淀粉水解
之

纤维素分解
、

强 艺

,
护

弱

强

中

弱

强

中

弱

强 、

中

弱

强

中

弱

全部凝固

部分凝固

未凝固

全部陈化

部分膝化

未脉化

全部或大部分液化 。

少数液化

未液化

一

全部分解

部分分解

未分解

注
,

分别为水解圈和菌落直径 。 。

, , 、

菌株
一

和
一

的形态特征和生化特性

培养特征 菌株
一

在高氏一号培养基上

生长良好
,

基质菌丝黑
,

气生菌丝较少
,

灰黑色
,

可溶

性色素灰色 菌株 在高氏一号培养基上基质菌

丝黄色
,

气生菌丝较少
,

灰 白色
,

无可溶性色素
。

形 态特征 菌株
一

抱子链长
,

呈螺旋状
,

饱 子椭 圆形 菌株
一

抱 子链 长
,

呈直线 型
,

有些

顶端呈圆形弯曲
,

抱子为椭圆形
。

生化特性 菌株
一

和 卜 的生化试验

结果见表
。

表 菌株
一

和 卜玲 的生化特性
一 一 一

菌株
淀粉水解 圈
直径 牛奶凝 固

牛奶陈化 明胶液化 纤维素水解

一

一 一 十

一

十 一 十

注 一 反应呈阴性 十 阳性反应
。

一
’‘ 士 ” 〕 “ 一 ”

由表 可见
,

菌株
一

可使牛奶脉化
,

但不能

使牛奶凝固和明胶液化 菌株
一

”可使牛奶凝 固
、

明胶液化
,

但对牛奶无陈化能力
。 一

和
一

菌株

均有较强的淀粉和纤维素水解能力
,

淀粉水解圈直

径分别达 和
。



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第 卷

讨 论
放线菌是抗生素的主要产生菌

,

现 已使用 的抗

生素大部分是 由放线菌产生的
。

除产生抗生素外
,

放

线菌也产生其他的生物活性物质
。

本研究筛选到的

两株放线菌
一

和
一

对病原真菌普遍有强拮抗

作用
,

尤其是对辣椒疫霉均有较强抑制作用
。

辣椒疫

霉病是辣椒生产上 的一种毁灭性病害
,

在我国南北

方均 有 分 布
,

对辣 椒 产 量 影 响 很 大
,

甚 至 造 成绝

收仁” 。

在辣椒产区无条件轮作的情况下
,

利用生防

可抑制该病发生
,

所以这两株放线菌有较好 的进一

步研究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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