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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草毡土中放线菌资源与分类研究 

张立璐 鲞篮 薛泉宏 
(西北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系，陕西杨凌 712100) 

摘 要 对采自西藏拉孜、那曲、唐古拉3个地区的草毡土壤样品，用4种培养基分离纯 

化出158株放线菌，按常规方法进行了初步鉴定。根据形态特征和生理生化特牲，除2株菌尚 

难定属，其余分别归入8个属，其中链霉菌属占绝对优势。此外还对西藏草毡土中放线苗的数 

量和组成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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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 自治区面积达 120多万平方公里，气候冬寒夏凉，封冻期长，无霜期短，海拔高， 

空气稀薄，降水量少。西藏复杂而独特的生态环境条件决定了西藏微生物区系具有其独特 

性。对西藏土壤放线菌资源的研究目前尚属空白。本研究对拉孜、那曲、唐古拉3 地区 

土壤中放线菌的数量进行了测定，共分离纯化出 158个菌株，并对它们进行了初步分类鉴 

定和生理生化特性研究，以期为该地区土壤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 ． 

土壤样品 1988年 6月至 9月在西藏拉孜、那曲和唐古拉地区，采集 0～32 cm深的 

土样，供分离放线菌用 

救线茵的分离纯化与鉴定 分离纯化选用4种培养基：高氏一号、改良高氏一号、高 

氏4号和甘油精氨酸培养基。以稀释平板涂抹法分离纯化菌株，按形态特征鉴定到属n。]。 

菌株编号前2位为土样号，后面的位数为由该土样中分离的菌株顺序号。生理生化特性按 

文献Eli中要求的主要项目和方法进行测定与描述。测定项目包括：明胶液化、牛奶的凝固 

与胨化、淀粉水解、纤维素水解、硫化氢试验和拮抗性试验。 

土壤有机质和土壤pH值的测定 土壤有机质测定采用重铬酸钾容量法(Tyurin 

法)，土壤 pH值用贝克曼酸度计测定。 ’ 

2 结果与讨论 

2．1 放线菌的数量 

采白作为草场利用的西藏拉孜、那曲和唐古拉地区的草毡土[“ ，是无林高山带嵩草 

草甸植被下发育的土类。在高山垂直带谱中，上承寒冻土带、下接黑毡土带，为高原亚寒带 

半湿润气候，年均气温偏低，土壤表层有机质含量较丰富。 

用高氏一号培养基测定了3个土样中的放线菌数，结果列于表1 表1显示3个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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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毡土中的放线菌数量差异较大。数量最多的是拉孜地区的草毡土，为 j9．4O万个／g干 

土，其次是那曲草毡土为1．31万个 干土，唐古拉草毡土中数量最少，仅 0．33万个／g干 

土。土壤是成土因素综合影响的产物，土壤中的微生物数量是土壤水、热、植被等因素的综 

合反映。绝大多数为异养性微生物的放线苗，在土壤中的活动受着土壤温度、水分、pH及 

有机质含量的影响。由测试结果看，3个土样的有机质含量由高至低，依次为唐古拉草毡 

土>那曲草毡土>拉孜草毡土，与放线菌数量恰呈相反趋势。表明3个土样中的有机质对 

放线菌数量影响不大。年降水量唐古拉和那曲均在 400—700 mm，拉孜为 300~400 mE， 

可能因放线菌较细菌耐旱，所以在一定条件下降水量不会显现出对放线菌数量的明显影 

响。但土壤放线菌菌数却有随土样的立地海拔高度升高而降低，随pH值升高而升高的趋 

势。由土壤的垂直分布看，海拔高度实际表征各土样问土壤温度、水分与植被的差异。3个 

土样中拉孜草毡土海拔高度最低，加之 pH值适宜于放线菌括动，所以数量最多。唐古拉 

草毡土海拔高度达4 700 m，封冻期长达半年 上，影响放线菌恬动，致使菌数偏低。 

表1 西藏草毡土中敬线菌的数量 
．  

注：放线苗数量以每克干土中的个数记。 

2．2 放线菌的组成 

在 3个土样中共分离纯化出158株放线菌，经鉴定、分类 列于表 2 

表 2 西藏草毡土中放线菌组成 株 

⋯  ±# ⋯  ± 号 
⋯ 02 05 09 ⋯  02 05 。9 

链霉菌屏 ㈣ 哪 幛 镕菖胃M一  舯 口 】 】 

自 群 №̂，P㈣  12 1 4 诺卡氏苗属 岫 5 】 

球孢粪群(P．dospa-a 7 2 十 自 № r“出 2 

黄色粪群Flar~ 9 3 3 马杜拉放线苗属 舢 】 

m 6 链孢羹苗属s唧椰 州一 2 

裢紫燕娄群 憎j 幽r d 2 】 链轮堂菌属s 州 珊 ，J 】 

青色娄群G w 12 游动飘孢苗属 船 鲫 】(1 74,号) 

烬 群0 — 2 未定一 J(0 号， 

缘色类群Vtddls 12 来定二 1(0922号) 

蕊红紫类群 nl z 口Ⅱj 14 2 

蕊揭粪群0  ̂ I1 】 2 

盘色类群Alrta~ 20 4 

总置 109 】] 2】 

由表 2结果可见，拉孜土壤的放线菌组成复杂，共分为7个属；而那曲、唐古拉土壤中 

放线菌组成相对简单，分别分离到0个属和3个属。这是因为拉孜的生态环境条件相对比 

较适宜于放线菌的生长。而那曲和唐古拉地区海拔较高，不利于放线菌括动。西藏草毡土 

中，链霉菌属占绝对优势·为放线菌总数的84．4 -其次是诺卡氏菌属。小单孢菌属也是 

土壤中常见放线菌。链霉菌属按照《链霉菌鉴定手册》 的分群标准共分为 1]个类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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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主要类群为金色类群，未见蓝色类群和吸水类群。 

所获菌株中的0244号菌株，形态特征接近游动双孢菌属，但其孢囊孢子个数为 2或 

4个，这与游动双孢菌属所描述的孢囊孢子为2个n 尚有出人，因此，将其暂归人此属 此 

外，0217和 0922号菌株形态也很特殊，在现有记载中未见描述，有待进一步鉴定 

2．3 生理生化特征 

分离得到的 158株放线菌垒部进行了生理生化特征测定，将某些酶活性或拮抗性较 

强的链霉菌和几株特殊菌的生理生化特性结果列于表 3． 

表 3 供试部分链霉菌和特殊菌的生理生化特征 

注：1-水解淀粉能力用水解饵与茁落半径之差(mtl1，来表示。2．牛奶凝周与臁化6 d后测定-明胶液化在 l0 d后测 

定 3- ’代表反应胡性； +、++、+++、++十+ 分别代表阳性反应由弱到强-4-试验用菌种由本拉散 

生物教研组提供。 

可以看出，西藏草毡土中的放线菌，其淀粉酶、蛋白酶和凝乳酶活性均较强 所有供试 

菌中仅有 12 的菌株不水解淀粉，水解圈与菌落半径之差>5 mrI1的菌株 占试验菌株总 

数的 56．3 ，其中 0223号菌株淀粉水解能力最强，水解圈与菌落半径的差值为 21．3 

rilm；在牛奶凝固与胨化试验中，6 d后大约 5O 的菌株均出现凝固与胨化现象，30 d后． 

垒胨化牛奶的菌株占总数的81．6 ；此外，供试菌还表现出了较强的明胶液化能力，10 d 

后液化明胶的菌株占试验菌株总数的48．4 ，30 d后明胶全部液化的菌株为50．3 ；3 

个土样中，那曲草毡土的放线菌淀粉酶、蛋白酶和凝乳酶活性最强，水解淀粉和胨化牛奶 

的菌株分别为81．3 和 93．3 ；唐古拉草毡土中的放线菌明胶液化能力在 3个土样中表 

现最强，有 79．2 的菌株液化明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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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结果还表明：3个土样中，放线菌的 H。S产生能力和纤维素分船能力相对较弱． 

产生H：S的菌株仅占总数的24．8 ．而仅 35．4 的菌株具有微弱的纤维素分解能力。这 

可能是由于西藏草毡土一般为牧地，植被类型为嵩草草甸，而这种植被易于被其他微生物 

分解，因此，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下生存的土壤放线菌相应地纤维素分解能力比较弱 

放线菌是抗生素的主要产生菌，从拮抗性结果来看，分离的 158抹菌对真菌的拮抗性 

普遍较弱。仅一株菌(0293号)对米曲霉表现出较明显的抑制作用·其抑菌圈半径为11．3 

mm，其余均无抑菌圈或微弱。此外，其抗棉枯萎病原菌的活性也较弱，具明显抑菌圈的菌 

株占8．9 ．值得一提的是供试菌株对金黄色葡萄球菌表现出了较强的抗菌性，具明显抑 

菌圈的菌株占总数的30．3 ，其中有2l株菌的抑菌圈半径大于 15 mm，02131号菌株产 

生的抑菌圈最大．为33．3 mil1．供试菌抗大肠杆菌的活性相对较弱，具明显抑菌圈的菌株 

占11．0 ．总的看来，西藏草毡土中放线菌对细菌的拮抗性能高于对真菌的拮抗性，对革 

兰氏阳性菌的拮抗性大于对革兰氏阴性菌的拮抗性。 

上述结果说明，西藏草毡土中多种放线菌可以产生有用的物质，因此．对其进一步辣 

入研究，选育产淀粉酶．蛋白酶以及抗生素能力强的菌株，对经济建设有重要的实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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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Classification and Resources of Actinomy— 

cetes from Alpine Meadow Soil in Tibet 

Zhang XiaoIin Zhu Ming'e Xue Quanhong 

(Depa~mog of Resoum'es and E， Science·Northwestern n cultural 

Units“ ，Yangling Sh~nn"，7121oo) 

Abstract In this paper．158 strains of actinomycetes were isolated from Alpine 

meadow soil samples collected in Lazi，Naqu and Tang Gola Region in Tibet by spread— 

ing the samples on five kinds of agar media．Isolates weTe identified by conventional prO- 

eedures．Except for the two undeterminable strains of actinomyeetes，the test strains 

were classified into eight genus on 1he basis of morphological and physiological charae— 

teristics．Streptomyces occupied an absolutely dominant position．The amount and com— 

position of the actinomycetes in the Alpine meadow soil samples in Tibet were also dis— 

cussed． 

Key words Tibet，Alpine meadow sol1，soi1 actinomyee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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