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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参对土壤微生物生态的影响 
EFFECT ON THE ECOLOGICAL DISTRIBUTION。0F SOIL 

MlCR0ORGANI$MS BY GINSENG—CULTlVATlNG 

本实验对吉林省吉安双岔林场不同年l愤参地上壤微生物进行了初步的分析井进一步调查了不 同年份参 

地微生物和人参根际： 壤真菌的种类及数量变化 试图为今后老参地的研究和 改 造提供依据。 

一

， 材 料 和 方 法 

1．样品采集 (1)地点：吉林省吉安市双岔}̂场参地；(2)日期：1988年 8、9月；(3)取样方式t选不 

同年份的参地，每块地对角线取lO点3—8厘米的土层，混匀凡后装八无菌试管内 将不同年份的根酝土壤 

及人参一起低温取回，尽量保持新鲜状态。 

2．分析顶 且 (1)不同参地土壤微生物主要类群 的组成t采用琼脂平板浩 ，分别涮定不同参地土壤中 

细菌、放线菌和真菌的数量。采用牛离汁蛋白胨、马铃薯蔗糖和高氏一号三种不同培养基 ⋯ I(2)不 同 参 

地中细菌主要类群和放线菌主要娄群的组成：采用各种选择性培养基和插片法。(3)不同参地和根际的真菌 

主要类群的组成：采用显傲镜形态观察法及载玻片培养法 

二 、结 果 

1．不同参地土壤徽生物主要类群的组成 

在^参不同的生长时期中，土壤微生物主要由细菌、放线菌、真菌等几大类群组成。从表1看出，在土 

壤微生物类群中缅菌的总数比率最大，其次是放线菌，而真菌的比率最小 

人参的栽培，三年为参苗期。此后移栽到未栽过参的新地生长两年，再移栽到新地又生长两年后收获。所 

谓新林地为未耘参的土地，1年参地、4年参地和 6年参地均为剐鼗参 1年的土地 老参地为超过参的土地。 

图l表明，微生物数量 趋势是随着人参生长年艰的增加，土壤中细菌和救线菌的数量逐年减少，而真菌的数 

量逐年增加。本结果与李世昌等人的微生物数量总趋势相同，这种现象可能是；f起人参地老化的原因之一。 

2．不周参地中细菌、放缝菌主要类群组成 

在土壤中细菌主要分为氯化细菌 固氯细菌、硝化细苗 纤维素分解菌。从新林地和栽参地 不 同土壤 

中细菌类群的分布情况看，栽参的土壤中存在着更多的有益于植物生长的细菌。这些细菌参与土壤中各种物 

质转化，而这些生化过程的强弱，可直接反映土壤中的有效养分的转化状'兄和土壤肥力水平。 

从不同参地放线菌类群组成看出均分为：链霉菌羁、放线菌辫、寡孢茁科和其它放线菌。总的 数量上 

看，链霉菌和救线菌高于寡孢菌和其它放线菌．而在1—7年参地中链霉菌的数量有逐渐下降的 趋势。这种 

现象可能与结果1中放线菌逐渐下降的趋势有密切关系。 

5，苇周参地和根际的真菌主要类群的组成 

参地±壤中真菌基本分为：青霉属、曲霉属、术霉届 毛霉艟、镰刀菌僖和其它真菌。其中木霉以新林 

地 占优势，植参后逐年减少；毛霉和镰刀菌的数量逐年增加。但由于七年参地毛霉所占比l硎高选7o ，可 

能影响到镶刀菌的正常分离，镰刀菌数值偏低。 

从土壤和报际两种群类的比较中可以看出，根际上几乎没确木霉菌，种类明显减少了，而数量明显增加 

了 以青霉菌。镰刀菌和其它真菌占绝对优势。而且操瑟上所于镰刀藩和其它真菌的数量增加了，使得真菌 

总数量上升。关于栽参土壤和根际上真菌种类和数量的『夏别．Ef前在国内还未见报道。我们认为，这可能与 

人参根系分泌物有关，根际分泌物有选择地刺激了某些生物种类的繁殖，而对另～些微生物又可 作为更有 

刊的营养条件，使根际微生物的种黄和数量有所变化。另外在』 参生美期3年 5年根鬲 卜，镰刀蓖 比率的 

- 王．正香 耻 运琪在 南开 大学生物 系工作 。率立 琅生物 系溺 兆遗先 生审闷， 特此致 。 

本 文子 1989年 2月 5日收到． 

● 

● 
t 

● 

，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々 

● 
， 

- 

3筋 郭淑华等：栽参对土壤微生物生态的 响 

寰 1 不同参地撒生物主要粪群的组成 

(菌落个数／克干土) 
Table 1 Colaposition of principal microorganism 

groups in different ginseng cultivation soil 

组菌 l 放战菌 I真菌 l橄生钉 

t}蕊 t网 tl 总数 
新 地 626O．O 95．8I 258．0 3．g5 1O．7 0．16 6528．T 

l 6350．0 06．引 245．0 3．8 4．O 0．06 6599．0 

生 2 5752．0 95．g 234．0 3．0 11．2 0．18 5997．0 

3 5450．O 95．8’228．0 4．0 7．3 0．13 5685．3 长 

4 4gOD O 06．3『ig4．0 3．B 6 5 0．12 50g0．5 
越  95

．
0} 1B2．0 4．3 27．0 0．64 41 99．0 5 3990．0 

限 B 3tOO．O 03．7{l明 ．0 6．0 B．6 0 26 3307．6 

7 3360．0 94．6I 168．0 4．7 24．8 0．60 3552．8 

老刍地 ：690．0 03．2l 1T6．0 6．1 20．1 0．70、2886．1 

一 

矗 
曲 
霉 

拦 

l 3 5 

生长年限 

287 

圈 l 不 同参 地微生 物主要 差群 的组成 

Fig．1 Composition of principal microorganism 

groups in different ginseng cultivation 

SoiI 

寰 2 不同参地中真曹主要篓群的组成(菌落个数／克干土) 

Table 2 Composition of principal futgous groups in different glaso ng cultlvatlcn soil 

薯 青霉 监霉 来 霉 毛 譬 镶刀菌 其它真菌 
±样 ＼  敦量 比率 数量 比率 数量 比率 致量 比率 敦量 比率 数量 比率 

蕾 地 】9．0 40．O 3 2．3 4．7 } 36 33．3 

生 1 5 g 一 29．4 2 ￡．0 】1．7 47．1 

长 3 31 0 一 1 3．8 10 l3．B 】3．8 27 5 

年 5 (7
．7 2 B 3．0 62 23．1 6．7 5．8 限 

7 】6．0 4 0 —  174 0 O t 4．0 6．0 

老 参 地 146 I 72
．
5 10．0 7．5 3 7 B．3 

寰 5 不同参地桓际真曹主要篓群的组成(菌落个数／克干±) 

Teble ； Com position of principal rhk ospbere fungous grou~s in different 

ginseng cultivation soll 

青 霉 曲 霉 未 霉 毛 霉 镰 刀 苗 其 它真菌 

敦量 比率 数量 比率 数量 比率 数量 比率 数量 } 比率 数量 比率 

生 l 19．2 ～ 一 24 7·6 72 1 

长 3 6 0 —— 一  76 33．3 61．1 

年 一 65 22
·  4D．9 限 5 31．8 4．5 

7 g 4 一  l】 3 62 I P．̂  69．B 

远远高于 1年7年比率。返可能是由于人参在生长旺盛期间分泌物的增多更有利_丁镰刀菌的繁殖。因此，我 

们初步认为 ，̂ 参根际微生物种类和数量变化与人参的代谢产物可能有直接关系。这种觋象与人参根腐病的 

关系如何?术霉与镰刀菌等是否有拮抗作用?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郭淑华 王玉譬‘ 取运寰‘ 王毒中 

G UO Shuhua W ang Yuxiang Gong Yunqi W ang Yanzho~g 

(南开 大学涮 试计算 中心， 天 津) 

【Test and Computation C emre，N0H格乜i Universfty，Tfanj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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