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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天山北坡不同盐湖微生物菌群结构及其影响因子

李二阳１，马雪莉１，吕　 杰２，马　 媛１，３，∗，吕光辉１，３

１ 新疆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乌鲁木齐　 ８３００４６

２ 新疆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乌鲁木齐　 ８３００４６

３ 绿洲生态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乌鲁木齐　 ８３００４６

摘要：新疆分布的众多湖泊由于干旱气候成盐作用强烈，近半数已演化到盐湖发展阶段，不同盐湖中也因此蕴含着丰富的耐盐

及嗜盐微生物资源。 为更好的掌握新疆盐湖微生物资源分布规律及对环境因子变化的响应规律，利用高通量测序技术对新疆

天山北坡 ５ 个不同演化阶段盐湖湖底沉积物中细菌、古菌多样性和菌群结构及其主要驱动因子进行研究，探讨盐湖演化过程中

原核微生物群落结构变化规律。 分别采集 ５ 个盐湖湖底沉积物样本，进行理化因子测试与细菌和古菌 １６Ｓ ｒＲＮＡ 扩增子测序分

析，比较不同盐湖理化性质和原核微生物菌群差异，并对原核微生物丰度与环境因子进行关联分析。 实验结果表明：５ 个盐湖

湖底沉积物总盐和 Ｎａ＋含量顺序为：巴里坤湖＞伊吾湖＞艾比湖＞盐湖＞柴窝堡湖，除艾比湖外其他四个盐湖沉积物均呈碱性。
Ａｌｐｈａ 多样性结果显示 ５ 个盐湖细菌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ｃｈａｏ１、ＡＣＥ 和 ｓｈａｎｎｏｎ 丰富度指数均大于古菌相应丰富度指数，不同盐湖细菌丰

富度指数差异较大，古菌丰富度指数差异相对较小。 从 ５ 个盐湖湖底沉积物中共检测获得细菌 ５８ 门、６８ 纲、１３８ 目、２５３ 科和

５６０ 属，古菌 ４ 门、８ 纲、１２ 目、２１ 科和 ６０ 属，细菌以变形菌门为主，古菌以广古菌门为主。 不同盐湖细菌和古菌优势属种类均

不相同，巴里坤湖主要是一些嗜盐和耐盐细菌属，而伊吾湖主要是嗜盐和耐盐古菌属，ＰＣｏＡ 分析结果也表明不同盐湖微生物在

ＯＴＵｓ 水平有其独特菌群结构类型。 ＲＤＡ 和 Ｂｉｏｅｎｖ 分析结果表明，盐湖湖底沉积物中微生物菌群群落结构主要受 Ｎａ＋和总盐

（ＴＳ）浓度的影响，对细菌菌群结构影响较大，而古菌菌群结构可能受多种理化因子共同调节。 此外，盐湖特殊卤水成分会对微

生物群落结构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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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ｌｔ ｌａｋｅ ｂｏｔｔｏｍ ｗａ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Ｎａ＋ ａｎｄ ｔｏｔａｌ ｓａｌｔ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ａｒｃｈａｅ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ｍｉｇｈｔ ｂ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ｍａｎｙ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Ｍｏｒｅ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ｂｒｉｎｅ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ｌｔ ｌａｋｅ ｗｏｕｌｄ ｈａｖｅ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Ｔｉａｎｓｈａｎ ｎｏｒｔｈ ｓｌｏｐｅ； ｓａｌｔ ｌａｋｅ； ｐｒｏｋａｒｙｏｔｉｃ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新疆面积大于 １ ｋｍ２的天然湖泊有 １３９ 个，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以来受干旱气候和上游农业灌溉用水的影响，
成盐作用强烈，近半数湖泊已演化到盐湖发展阶段，许多盐湖甚至发展到自析盐阶段［１⁃３］。 根据湖水含盐量

的大小，可将新疆湖泊划分为淡水湖、微咸水湖（半咸水湖）、咸水湖和盐湖（卤水湖）四大类型，湖水总盐含量

≤１ ｇ ／ Ｌ 称为淡水湖，２—３４ ｇ ／ Ｌ 称为半咸水湖，３５—４９ ｇ ／ Ｌ 称为咸水湖，５０ ｇ ／ Ｌ 以上即为盐湖［１］。 另外新疆

湖泊多形成于盆地及风蚀作用形成的丘间洼地，基岩持续风化和淋滤以及地史上古盐的淋溶，对湖泊盐分不

断进行补给，不同湖泊成盐母质的差异，造成湖水化学成分的差异，形成了包括碳酸盐、硫酸盐、硼酸盐、氯化

物和硝酸盐类多类型蒸发盐类的沉积，特别是硝酸盐类沉积矿物，是新疆盐湖所独有的［１，３］。 盐湖作为高盐

浓度的特殊环境，含有多种极端嗜盐微生物，盐环境下微生物群落适应高盐离子环境，盐离子对微生物群落的

多样性和组成起着重要作用［４］，但不同盐湖水化学性质差异是否制约微生物多样性未见报道。 因此，研究盐

湖水化学性质对微生物菌群结构及演变的影响，同时掌握盐湖微生物种质资源分布规律，对盐湖资源开发利

用具有重要意义［５⁃６］。
新疆不同盐湖中蕴含着丰富的耐盐及嗜盐微生物资源，但针对这一资源的研究较少，早期研究成果多以

嗜盐微生物纯培养工作为主［７⁃８］。 近些年采用克隆文库技术对新疆盐湖微生物菌群结构开展了有意义的研

究，但克隆文库技术通量较小，仅能获得湖泊主要微生物菌群，无法准确获得微生物群落结构与环境因子互作

关系［９⁃１１］。 近几年高通量测序技术快速发展，并成功应用于青藏高原盐湖微生物多样性研究［１２⁃１３］，但利用高

通量测序技术研究新疆盐湖微生物多样性研究鲜有报道。
现有研究显示不同湖泊成盐母质的差异，造成湖水化学成分的差异，从而影响湖泊原核微生物菌群结构。

此外在盐湖发展过程中，随湖水盐浓度变化，微生物菌群结构动态变化过程无法还原。 基于上述研究现状，本
文拟解决以下两个主要科学问题，一是新疆天山北坡 ５ 个不同盐浓度湖泊湖底沉积物细菌和古菌多样性及菌

群结构变化规律及特点。 二是新疆天山北坡不同盐湖湖底沉积物菌群结构的主要环境驱动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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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样品采集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分别对新疆天山北坡艾比湖（８２°４５′４８″Ｅ， ４４°５５′４″Ｎ）、柴窝堡湖（８７°５３′３５″Ｅ， ４３°３１′２８″Ｎ）、盐湖

（８８°８′１７″Ｅ，４３°２３′３９″Ｎ）、巴里坤湖（９２°４６′５２″Ｅ，４３°３６′２６″Ｎ）和伊吾湖（９４°１４′４６″Ｅ，４３°２１′４７″Ｎ） ５ 个湖泊湖

底沉积物进行采集，５ 个盐湖采样位置如图 １ 所示。 艾比湖、柴窝堡湖、盐湖、巴里坤湖和伊吾湖后文分别按

ＥＢ、ＣＷＢ、ＹＨ、Ｂａｒ 和 ＹＷ 简称表示。 每个湖泊采集湖水下 ３ 份沉积物样本，采集深度为湖底 ０—２０ ｃｍ 湖底

底泥，采集后装入无菌聚丙烯折角袋中均匀混合，每份样品间隔均超过 ３０ ｍ。 沉积物样本车载冰箱 ４℃运载

至实验室。 每个样本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样品进行理化性质测试，另一部分样品进行总 ＤＮＡ 提取进行扩增

子测序分析。

图 １　 采样点位置图

Ｆｉｇ．１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ｓｉｔｅｓ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湖底沉积物理化因子分析

将湖底沉积物自然晾干后 ６０℃烘干，研磨后分别过 １００ 目筛，用于理化性质测定。 酸碱度采用 ｐＨ 计法，
Ｎａ＋、Ｋ＋、Ｍｇ２＋、Ｃａ２＋离子采用火焰光度计法测定，Ｃｌ－、ＳＯ２－

４ 、ＣＯ２－
３ 、ＨＣＯ－

３ 离子采用滴定法，可溶性总盐（ＴＳ）采

用质量法［１４］。

１．２．２　 湖底沉积物基因组 ＤＮＡ 提取

采用 ＦａｓｔＤＮＡ ＳＰＩＮ Ｋｉｔ ｆｏｒ Ｓｏｉｌ 土壤基因组 ＤＮＡ 提取试剂盒对样本中基因组 ＤＮＡ 进行提取，操作步骤

按照试剂盒说明进行。 基因组 ＤＮＡ 利用琼脂糖凝胶检测 ＤＮＡ 的长度和完整性，利用 ＮａｎｏＤｒｏｐ ２０００ 检测

ＤＮＡ 的浓度和纯度，符合要求后委托诺禾致源进行扩增子测序分析。
１．２．３　 ＰＣＲ 扩增及扩增子测序

基于 Ｉｏｎ Ｓ５ＴＭ ＸＬ 测序平台，利用单端测序的方法对样本中细菌和古菌进行扩增子测序分析。 细菌为 １６Ｓ
Ｖ４—Ｖ５ 区，测序引物为 ５１５ｆ ／ ９２６ｒ［１５］。 古菌为 １６Ｓ Ｖ４ 区，测序引物为 Ａｒｃｈ５１９Ｆ ／ Ａｒｃｈ９１５Ｒ［１６⁃１７］。 使用带 １０
ｂｐ Ｂａｒｃｏｄｅ 序列的简并引物对不同的样本进行扩增，根据 ＰＣＲ 产物浓度进行等量混样，混匀后样本进行琼脂

糖胶电泳，切割目标条带，使用 Ｔｈｅｒｍｏ Ｆｉｓｈｅｒ 公司 ＧｅｎｅＪＥＴ 胶回收试剂盒对产物进行回收纯化。 纯化样本使

用 Ｔｈｅｒｍｏ Ｆｉｓｈｅｒ 公司的 Ｉｏｎ Ｐｌｕｓ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Ｋｉｔ 试剂盒进行文库构建，构建好的文库经过 Ｑｕｂｉｔ 定量和

文库检测合格后，进行测序分析。 柴窝堡湖、盐湖、艾比湖、巴里坤湖和伊吾湖细菌注册号为：ＰＲＪＮＡ６６２６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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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菌注册号为：ＰＲＪＮＡ６６２６３２。
１．２．４　 不同盐湖原核微生物菌群结构分析

测序原始数据使用 Ｃｕｔａｄａｐｔ 软件［１８］ 对低质量序列进行剪切，根据 Ｂａｒｃｏｄｅ 序列拆分不同样本，并截去

Ｂａｒｃｏｄｅ 和引物序列。 再使用 ｖｓｅａｒｃｈ［１９］软件将测序数据与物种注释数据库进行比对去除嵌合体序列获得有

效数据用于后续分析。 利用 Ｕｐａｒｓｅ［２０］ 软件对所有样品有效数据按照 ９７％ 进行聚类，聚类生成 ＯＴＵｓ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ａｘｏｎｏｍｉｃ Ｕｎｉｔｓ）数据集，筛选数据集中出现频数最高的序列作为代表序列。 代表序列采用

Ｍｏｔｈｕｒ 软件与 ＳＩＬＶＡ 数据库［２１］进行物种注释，在界、门、纲、目、科、属不同分类水平上进行分析。
１．２．５　 数据分析

用 Ｒ 语言绘制环境因子和 Ａｌｐｈａ 多样性箱线图，门和纲水平百分比堆积图，Ｔｕｋｅｙ ＨＳＤ 检验（ｍｕｌｔｃｏｍｐ
包）进行多重比较，添加显著性（Ｐ≤０．０５）标记；ｐｈｅａｔｍａｐ 函数（ｐｈｅａｔｍａｐ 包）绘制属水平热图；基于 ＵＰＧＭＡ
聚类和 Ｕｎ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Ｕｎｉｆｒａｃ 距离进行 ＰＣｏＡ（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分析；使用环境因子和门水平丰度

数据进行 ＲＤＡ（ｒｅｄｕｎｄａｎ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分析；通过 Ｂｉｏｅｎｖ 函数（ｖｅｇａｎ 包）分析影响盐湖微生物群落结构多样性

的环境因子组合，并进行 ｍａｎｔｅｌ 检验。

２　 结果与分析

图 ２　 五个盐湖湖底沉积物理化因子（ｎ＝ ３）

Ｆｉｇ．２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ａｔ ｔｈｅ ｂｏｔｔｏｍ ｏｆ ｆｉｖｅ ｓａｌｔ ｌａｋｅｓ （ｎ＝ ３）

２．１　 不同盐湖湖底沉积物理化性质

５ 个盐湖湖底沉积物理化性质如图 ２ 所示，其中伊吾湖和巴里坤湖可溶性总盐含量最高，柴窝堡湖总盐

含量最低，不同盐湖采样点平均总盐含量大小为：巴里坤湖（１９３．４０ ｍｇ ／ ｇ） ＞伊吾湖（１８５．６０ ｍｇ ／ ｇ） ＞艾比湖

（９６．３０ ｍｇ ／ ｇ）＞盐湖（１９．３１ ｍｇ ／ ｇ） ＞柴窝堡湖（２．５０ ｍｇ ／ ｇ）。 新疆盐湖湖水中阳离子以 Ｎａ＋为主，阴离子多以

Ｃｌ－和 ＳＯ２－
４ 为主。 巴里坤湖浅水相中含有大量芒硝（Ｎａ２ＳＯ４·１０Ｈ２Ｏ） ［２２］，从图 ２ 可以发现巴里坤湖 Ｎ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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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２－
４ 离子浓度显著高于其它湖泊。 另外艾比湖富含氯镁石（ＭｇＣｌ２·８Ｈ２Ｏ）、水氯镁石（ＭｇＣｌ２·６Ｈ２Ｏ）和白云

石（ＣａＭｇ（ＣＯ３） ２） ［３］，从图 ２ 可以看到艾比湖中 Ｋ＋、Ｃａ２＋和 Ｍｇ２＋离子显著高于其它湖泊，Ｃｌ－含量也较高。 除

艾比湖外，其余四个盐湖湖水或沉积物均呈碱性。
２．２　 不同盐湖湖底沉积物原核微生物多样性及群落结构

２．２．１　 测序数据分析

５ 个盐湖湖底沉积物细菌和古菌 １６Ｓ ｒＲＮＡ 扩增子测序原始数据每个样本为 ８ 万条左右，经质控，聚类及

物种注释，绘制稀释曲线。 从稀有度曲线来看，所有样本在测序范围内均趋于饱和，表明测序量合理，能够比

较真实地反映沉积物中原核微生物群落结构。 细菌和古菌测序引物均扩增出了细菌和古菌两界微生物，细菌

测序结果中古菌 ＯＴＵｓ 比例较低，但古菌测序结果中细菌 ＯＴＵｓ 比例较高，为了更好的研究湖底沉积物中细菌

和古菌菌群结构变化趋势，在分析时剔除相应古菌和细菌 ＯＴＵｓ，抽平后进行分析。 另外细菌和古菌测序覆盖

率均高于 ９９％，表明测序深度能代表样本的真实情况。
２．２．２　 沉积物中原核微生物多样性

Ａｌｐｈａ 多样性计算结果显示（图 ３），５ 个盐湖湖底沉积物中细菌和古菌的多样性指数随总盐浓度的变化

趋势不同。 细菌的 ６ 个多样性指数与湖底沉积物总盐浓度呈相反的变化趋势（巴里坤湖除外），总盐浓度增

大则细菌多样性下降；古菌的 ６ 个多样性指数在总盐浓度最高或最低时多样性更大。 伊吾湖湖底沉积物细菌

的 Ａｌｐｈａ 多样性最低，多个丰富度指数显示其细菌群落丰度较低，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显示其细菌菌群结构不均匀，
ＰＤ（ＰＤ ｗｈｏｌｅ ｔｒｅｅ）指数显示其菌群进化差异最小；古菌的群落丰度和进化差异和细菌一致，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显

示其古菌菌群结构比较均匀。 巴里坤湖细菌多个丰富度指数和 ＰＤ 指数较低，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反而高，显示其细

菌群落丰富度和进化差异尽管低，但是群落结构比较均匀；古菌的 Ａｌｐｈａ 多样性指数皆较高，显示其不仅古菌

群落丰富度和进化差异较大，而且群落结构均匀。 柴窝堡湖细菌 Ａｌｐｈａ 多样性指数最高，古菌 Ａｌｐｈａ 多样性

指数都较高，显示其细菌和古菌群落丰富度和进化差异较大，群落结构均匀。 此外 ５ 个湖泊细菌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ｃｈａｏ１ 和 ＡＣＥ 丰富度指数远高于古菌，且细菌丰富度指数差异较大，古菌多样性指数差异相对较小。

图 ３　 ５ 个盐湖湖底沉积中细菌和古菌 α多样性指数（ｎ＝ ３）

Ｆｉｇ．３　 Ａｌｐｈａ⁃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ｉｃｅｓ ｏｆ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ａｒｃｈａｅ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ｆｉｖｅ ｓａｌｔ ｌａｋｅｓ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ｎ＝ ３）

ＡＣＥ：基于丰度的覆盖估计值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ｂａｓｅｄ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ｏｒ；ＰＤ：系统发育多样性 Ｐｈｙｌｏｇｅｎｅｔｉｃ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２．３　 沉积物中原核微生物群落组成和结构

将 ５ 个盐湖湖底沉积物样本中的 ＯＴＵｓ 代表性序列在 ＳＩＬＶＡ 数据库中进行比对，在门、纲、目、科、属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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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类水平进行统计，共检测获得细菌 ５８ 门、６８ 纲、１３８ 目、２５３ 科和 ５６０ 属；古菌 ４ 门、８ 纲、１２ 目、２１ 科和 ６０
属。 如图 ４ 所示，５ 个盐湖细菌在门水平上相对丰度排名前 １０ 的分别为变形菌门（Ｐｒｏｔｅ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蓝藻门

（Ｃｙａｎ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拟杆菌门（Ｂａｃｔｅｒｏｉｄｅｔｅｓ）、芽单胞菌门（Ｇｅｍｍａｔｉｍｏｎａｄｅｔｅｓ）、厚壁菌门（Ｆｉｒｍｉｃｕｔｅｓ）、绿弯菌门

（Ｃｈｌｏｒｏｆｌｅｘｉ）、未鉴定细菌（ｕｎ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ｂａｃｔｅｒｉａ）、放线菌门（Ａｃｔｉｎ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异常球菌⁃栖热菌门（Ｄｅｉｎｏｃｏｃｃｕｓ⁃
Ｔｈｅｒｍｕｓ）和酸杆菌门（Ａｃｉｄ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其中变形菌门为主要类群，在伊吾湖相对丰度达 ９２％，在盐湖相对丰

度不足 ２５％， 在 不 同 盐 浓 度 的 湖 泊 当 中 所 占 比 例 差 异 较 大。 变 形 菌 门 共 包 含 γ⁃变 形 菌 纲

（Ｇａｍｍａｐｒｏｔｅ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Δ⁃变形菌纲（Ｄｅｌｔａｐｒｏｔｅ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和 α⁃变形菌纲（Ａｌｐｈａｐｒｏｔｅ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３ 个纲，γ⁃变形菌

纲所占比例最大。 除变形菌门以外，拟杆菌门和蓝藻门相对丰度在不同盐湖当中差别不大。 从结果中可以看

出，不同盐湖细菌丰度较高前 １０ 个门的相对丰度变化并非仅随总盐浓度高低发生规律性变化。

图 ４　 ５ 个盐湖湖底沉积中微生物相对丰度

Ｆｉｇ．４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ｆｉｖｅ ｓａｌｔ ｌａｋｅｓ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５ 个盐湖古菌在门水平进行分类，结果为广古菌门（Ｅｕｒｙａｒｃｈａｅｏｔａ）、Ｏｔｈｅｓ、未鉴定古菌（ ｕｎ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Ａｒｃｈａｅａ）、泉古菌门（Ｃｒｅｎａｒｃｈａｅｏｔａ）、Ｄｉａｐｈｅｒｏｔｒｉｔｅｓ 和奇古菌门（Ｔｈａｕｍａｒｃｈａｅｏｔａ） （图 ４）。 从 ５ 个盐湖湖底沉

积物中鉴定出 ４ 个门的古菌，其中广古菌门为盐湖、艾比湖和伊吾湖古菌主要类群，泉古菌门为柴窝堡湖古菌

主要类群，巴里坤湖多以未鉴定的古菌和其他门类为主。 ５ 个湖泊相对丰度最高广古菌门共包含盐杆菌纲

（Ｈａｌ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热原体纲（Ｔｈｅｒｍｏｐｌａｓｍａｔａ）、甲烷微菌纲（Ｍｅｔｈａｎｏｍｉｃｒｏｂｉａ）、甲烷杆菌纲（Ｍｅｔｈａｎ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热
球菌纲（Ｔｈｅｒｍｏｃｏｃｃｉ）和古丸菌纲（Ａｒｃｈａｅｏｇｌｏｂｉ）７ 个古菌纲，其中 Ｈａｌ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纲占有很高的比例（图 ４）。 从

结果中同样可以得出，不同盐湖古菌丰度较高门的相对丰度也不随总盐浓度高低发生规律性变化，不考虑总

盐浓度最低的柴窝堡湖的话，随总盐浓度增大，广古菌门所占比例在降低，未鉴定的古菌门所占比例在增大。
根据 ５ 个盐湖湖底沉积物样本在属水平的物种注释及丰度信息，选取丰度排名前 ３５ 的属，在样本和物种

两个层面进行聚类分析，分别绘制细菌和古菌属水平聚类热图。 湖底沉积物样本中细菌属水平菌群结构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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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图如图 ５ 所示，丰度前 ３５ 个属分别属于细菌的 ６ 个门，其中放线菌门包含 １ 个属、拟杆菌门 ９ 个属、蓝藻门

１ 个属、异常球菌⁃栖热菌门 １ 个属、厚壁菌门 ３ 个属、变形菌门 １９ 个属和未鉴定细菌 １ 个属。 古菌属水平聚

类热图如图 ５ 所示，丰度前 ３５ 个属分别属于古菌的 ３ 个门，泉古菌门 ２ 个属、Ｄｉａｐｈｅｒｏｔｒｉｔｅｓ １ 个属、广古菌门

２９ 个属、未鉴定古菌 １ 个属和 Ｕｎａｓｓｉｇｎｅｄ ２ 个属。 聚类结果还显示不同盐湖均出现了相应的微生物菌群，不
同盐湖细菌和古菌优势属种类均不相同，有其独特菌群结构类型。 指示物种分析（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显示 ５ 个湖泊优势细菌属数量大小为：巴里坤湖＞盐湖＞艾比湖＞柴窝堡湖＞伊吾湖；５ 个湖泊优势古菌属数量

大小为： 伊 吾 湖 ＞ 艾 比 湖 ＞ 巴 里 坤 湖 ＞ 盐 湖 ＝ 柴 窝 堡 湖。 其 中 伊 吾 湖 的 优 势 细 菌 属 只 有 １ 个

（Ｓｔｅｎｏｔｒｏｐｈｏｍｏｎａｓ），而古菌优势属有 ８ 个。 巴里坤湖的优势细菌属有 Ｈａｌｏｔｈｉ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Ｄｅｓｕｌｆｏｓａｌｓｉｍｏｎａｓ、
Ｄｅｓｕｌｆｏｖｅｒｍｉｃｕｌｕｓ、 Ｔｈｉｏａｌｋａｌｉｖｉｂｒｉｏ、 Ｔａｎｇｆｅｉｆａｎｉａ、 Ｄｅｔｈｉｏｓｕｌｆａｔｉｂａｃｔｅｒ、 Ｒｏｓｅｏｖａｒｉｕｓ、 Ｄｅｓｕｌｆｏｎａｔｒｏｎｏｂａｃｔｅｒ 和

Ｄｅｓｕｌｆｏｔｉｇｎｕｍ，优势细菌属均为嗜盐微生物属，其中一些属与硫元素代谢相关［２３］。 巴里坤湖的优势古菌属有

Ｍｅｔｈａｎｏｌｏｂｕｓ 和 Ｍｅｔｈａｎｏｈａｌｏｐｈｉｌｕｓ，与甲烷代谢相关［２４］。 伊吾湖古菌中 Ｈａｌｏｌａｍｉｎａ、Ｈａｌｏｒｕｂｅｌｌｕｓ、Ｈａｌａｐｒｉｃｕｍ、
Ｈａｌｏｐｌａｎｕｓ、Ｈａｌｏｄｅｓｕｌｆｕｒａｒｃｈａｅｕｍ、Ｎａｔｒｏｎｏａｒｃｈａｅｕｍ 和 Ｈａｌｏｑｕａｄｒａｔｕｍ 属占优势，也均是一些嗜盐古菌属。 盐浓

度高的巴里坤湖拥有更多的优势细菌属，盐浓度高的伊吾湖拥有更多的优势古菌属，盐浓度低的柴窝堡湖拥

有的优势菌属较少。 Ｓｉｍａｃｈｅｗ 等［２５］在盐浓度梯度增加时的研究显示两个最丰富的 ＯＴＵ 在属水平上分别分

为 Ｈａｌｏｒｕｂｒｕｍ 和 Ｈａｌｏｒｈａｂｄｕｓ，它们都属于古细菌嗜盐菌科。 巴丹吉林沙漠盐湖沉积物中属水平上高丰度聚

类分支主要集中在盐单胞菌科 （ Ｓｙｎｔｒｏｐｈｏｍｏｎａｄａｃｅａｅ ）， 超高盐度沉积物中的优势菌属是 ｎｏｒａｎｋ ＿
Ｓｙｎｔｒｏｐｈｏｍｏｎａｄａｃｅａｅ，该菌属属于盐单胞菌科（Ｓｙｎｔｒｏｐｈｏｍｏｎａｄａｃｅａｅ） ［２６］。 可以推断，随着盐湖盐浓度的升高，
微生物群落会由不耐盐的微生物群落向耐盐或嗜盐微生物群落进行演化。
２．２．４　 不同盐湖原核微生物群落构成比较分析

根据 ５ 个盐湖湖底沉积物样本所获 ＯＴＵｓ 的丰度信息，基于 Ｕｎ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Ｕｎｉｆｒａｃ 距离进行 ＰＣｏＡ（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分析，结果显示 ５ 个盐湖湖底沉积物中原核微生物菌群在进化上的相似性及差异性。
ＰＣｏＡ 分析结果如图 ６ 所示，５ 个盐湖湖底沉积物中细菌在 ＯＴＵｓ 水平均表现为伊吾湖和巴里坤湖菌群结构较

为相似，盐湖和柴窝堡湖菌群结构较为相似；古菌则是伊吾湖和盐湖菌群结构较为相似。
２．３ 不同盐湖原核微生物多样性与环境因子相关性分析

用 Ｒ 语言将 ５ 个盐湖湖底沉积物样本中细菌丰度前 １０ 门和古菌丰度前 ４ 门与沉积物理化因子进行微生

物环境因子分析，采用协方差矩阵进行计算，结果如图 ７ 所示。 细菌群落 ＲＤＡ 分析结果如图 ７ 所示，湖底沉

积物理化性质会对细菌群落组成造成不同影响。 ＣＯ２－
３ 、ＴＳ、Ｎａ＋、Ｃｌ－和 ＳＯ２－

４ 离子浓度对伊吾湖细菌群落影响

程度要大于巴里坤湖、艾比湖、盐湖和柴窝堡湖，ＣＯ２－
３ 、ＴＳ、Ｎａ＋和 Ｃｌ－作用要大于 ＳＯ２－

４ ，对变形菌门微生物影响

作用较为明显。 此外 Ｋ＋、Ｍｇ２＋和 Ｃａ２＋对艾比湖细菌群落结构作用较大。 古菌群落 ＲＤＡ 分析结果如图 ７ 所

示，Ｃｌ－、ＳＯ２－
４ 和 ＨＣＯ－

３ 影响了 ５ 个盐湖古菌群落结构，ＳＯ２－
４ 和 ＨＣＯ－

３ 对巴里坤湖古菌群落结构影响较大，Ｃｌ－、
ＣＯ２－

３ 和 Ｎａ＋对伊吾湖古菌群落结构影响较大，Ｋ＋、Ｍｇ２＋和 Ｃａ２＋对艾比湖和盐湖古菌群落结构影响较大，此外

多数理化因子与泉古菌门是负相关的，尤其是 Ｃｌ－、ＣＯ２－
３ 、ＴＳ 和 Ｎａ＋。

２．４　 环境因子对盐湖湖底沉积物菌群结构的影响

采用 Ｂｉｏｅｎｖ 函数计算不同盐湖湖底沉积物中原核微生物群落结构的距离矩阵和不同环境因子的距离矩

阵，计算两个距离之间的相关系数，分析影响盐湖微生物群落结构多样性的环境因子组合。 结果如表 １、表 ２
所示，其中经度和纬度数据使用邻体矩阵主坐标分析（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 ｏｆ ｎｅｉｇｈｂｏｕｒ ｍａｔｒｉｃｅｓ， ＰＣＮＭ）的方

法转换成空间变量矩阵。 Ｍｇ２＋、Ｎａ＋ 和 ＴＳ 的集合对细菌群落变化影响最为明显，相关系数最高为 ０．８９２０，
Ｍａｎｔｅｌ 检验显示该组合对细菌群落变化的影响具有极显著性（Ｐ ＝ ０．００１）。 Ｃｌ－、ＳＯ２－

４ 、Ｃａ２＋、Ｍｇ＋、Ｎａ＋、ＴＳ 和

ｌａｔｉｔｕｄｅ 的组合对古菌群落变化影响最为明显，相关系数最高为 ０．７０４８，Ｍａｎｔｅｌ 检验显示这些环境因子组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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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５ 个盐湖湖底沉积中微生物属水平相对丰度聚类热图

Ｆｉｇ．５　 Ｔｏｐ ３５ ｇｅｎｅｒａ ｈｅａｔｍａｐｓ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ｆｉｖｅ ｓａｌｔ ｌａｋｅｓ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属图例 （自上而下、自左至右，仅列出有对应中文名称的属）：盐厌氧菌属 Ｈａｌａｎａｅｒｏｂｉｕｍ； 玫瑰杆菌属 Ｒｏｓｅｏｖａｒｉｕｓ； 硫碱弧菌属
Ｔｈｉｏａｌｋａｌｉｖｉｂｒｉｏ；盐硫杆菌属 Ｈａｌｏｔｈｉ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盐单胞菌属 Ｈａｌｏｍｏｎａｓ； 小纺锤状菌属 Ｆｕｓｉｂａｃｔｅｒ； 冷弯菌属 Ｐｓｙｃｈｒｏｆｌｅｘｕｓ； 嗜酸菌属 Ａｃｉｄｏｖｏｒａｘ；
硫杆菌属 Ｔｈｉ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土杆菌属 Ｇｅｏｂａｃｔｅｒ； 寡养单胞菌属 Ｓｔｅｎｏｔｒｏｐｈｏｍｏｎａｓ； 特吕珀菌属 Ｔｒｕｅｐｅｒａ； 盐盒菌属 Ｈａｌｏａｒｃｕｌａ； 盐红菌属
Ｈａｌｏｒｕｂｒｕｍ； 盐薄片菌属 Ｈａｌｏｌａｍｉｎａ； 盐盘菌属 Ｈａｌｏｐｌａｎｕｓ； 盐碱单孢菌属 Ｎａｔｒｏｎｏｍｏｎａｓ； 盐方菌属 Ｈａｌｏｑｕａｄｒａｔｕｍ； 甲烷嗜盐菌属
Ｍｅｔｈａｎｏｈａｌｏｐｈｉｌｕｓ； 甲烷叶菌属 Ｍｅｔｈａｎｏｌｏｂｕｓ； 甲烷鬃菌属 Ｍｅｔｈａｎｏｓａｅｔａ； 甲烷杆菌属 Ｍｅｔｈａｎ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 甲烷八叠球菌属 Ｍｅｔｈａｎｏｓａｒｃ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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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５ 个盐湖湖底沉积物中微生物 ＯＴＵｓ ＵＰＧＭＡ 聚类和主坐标分析

Ｆｉｇ．６　 ＵＰＧＭＡ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ａｎｄ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ｔ ＯＴＵ ｌｅｖｅｌｓ ｉｎ ｆｉｖｅ ｓａｌｔ ｌａｋｅｓ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古菌菌群变化的影响具有极显著性（Ｐ＝ ０．００１）。 Ｂｉｏｅｎｖ 分析结果显示，盐湖湖底沉积物理化因子组合与原核

微生物菌群结构的相关性程度要大于地理位置及海拔。

表 １　 不同环境因子组合与细菌群落结构的相关关系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ａｎｄ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因子组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相关系数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Ｍａｎｔｅｌ 检验

ｒＭ Ｐ

Ｎａ＋ ０．８２１ ０．５８０７ ０．００１
Ｎａ＋＋ＴＳ ０．８２７３ ０．５６１４ ０．００１
Ｍｇ２＋＋Ｎａ＋＋ＴＳ ０．８９２ ０．５８７９ ０．００１
Ｃｌ－＋Ｍｇ２＋＋Ｎａ＋＋ＴＳ ０．８６５７ ０．７１５５ ０．００１
Ｃｌ－＋Ｍｇ２＋＋Ｎａ＋＋ＣＯ２－

３ ＋ＴＳ ０．８７３１ ０．６９７ ０．００１
Ｃｌ－＋Ｍｇ２＋＋Ｎａ＋＋ＣＯ２－

３ ＋ＴＳ＋经度 ０．８３４２ ０．７６１１ ０．００１
Ｃｌ－＋ＳＯ２－

４ ＋Ｃａ２＋＋Ｍｇ２＋＋Ｎａ＋＋ＣＯ２－
３ ＋ＴＳ ０．８８６３ ０．７０９ ０．００１

Ｃｌ－＋ＳＯ２－
４ ＋Ｃａ２＋＋Ｍｇ２＋＋Ｎａ＋＋ＣＯ２－

３ ＋ＴＳ＋经度 ０．８２４６ ０．７６４２ ０．００１
Ｃｌ－＋ＳＯ２－

４ ＋Ｃａ２＋＋Ｍｇ２＋＋Ｎａ＋＋ＣＯ２－
３ ＋ＴＳ＋纬度＋经度 ０．７８２５ ０．７４８７ ０．００１

Ｃｌ－＋ＳＯ２－
４ ＋Ｃａ２＋＋Ｍｇ２＋＋Ｎａ＋＋ＨＣＯ－

３ ＋ＣＯ２－
３ ＋ＴＳ＋纬度＋经度 ０．７６１３ ０．７４７１ ０．００１

Ｃｌ－＋ＳＯ２－
４ ＋Ｃａ２＋＋Ｋ＋Ｍｇ２＋＋Ｎａ＋＋ＨＣＯ－

３ ＋ＣＯ２－
３ ＋ＴＳ＋纬度＋经度 ０．６５２６ ０．７２３６ ０．００１

ｐＨ＋Ｃｌ－＋ＳＯ２－
４ ＋Ｃａ２＋＋Ｋ＋Ｍｇ２＋＋Ｎａ＋＋ＨＣＯ－

３ ＋ＣＯ２－
３ ＋ＴＳ＋纬度＋经度 ０．５４７２ ０．７００５ ０．００１

ｐＨ＋Ｃｌ－＋ＳＯ２－
４ ＋Ｃａ２＋＋Ｋ＋Ｍｇ２＋＋Ｎａ＋＋ＨＣＯ－

３ ＋ＣＯ２－
３ ＋ＴＳ＋纬度＋经度＋海拔 ０．４５７３ ０．６７１１ ０．００１

　 　 ＴＳ：总盐 Ｔｏｔａｌ ｓａｌ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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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５ 个盐湖湖底沉积物中原核微生物种类与理化因子相关性分析

Ｆｉｇ．７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ｒｏｋａｒｙｏｔｉｃ ｍｉｃｒｏ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ｓ ａｎ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ｉｎ ｆｉｖｅ ｓａｌｔ ｌａｋｅｓ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３　 讨论

分子生态学研究能够很好的揭示不同地域、不同湖泊现有演化阶段条件下微生物群落特征，但很难针对

一个特定盐湖，研究它在历史进化（咸化或淡化）过程中微生物群落结构的变化。 ２０１４ 年 Ｉｚｈｉｔｓｋｉｙ 等［２７］ 采集

了咸海不同湖泊样本进行分析，发现不同湖泊虽起源相同，但水流补给等因素不同，导致不同湖泊盐度存在较

大差异，微生物群落结构也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Ｓｈｕｒｉｇｉｎ 等［２８］ 也发现大咸海中具有独特的群落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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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ｍａｃｈｅｗ 等［２５］在研究苏打浓缩池中盐浓度增加时原核微生物多样性时发现随着盐度的增加，观察到从细菌

到古菌的显着群落转移。 目前的研究代表了时间和空间上的“快照”，微生物的多样性可能会随着季节和持

续的干旱或降雨而改变［２８］，无法经历湖泊整个进化过程，所以只有通过现代湖泊微生物群落结构的研究推演

盐湖进化过程中微生物菌落结构变化规律［２９］。 因此，本文采用高通量测序技术研究新疆天山北坡 ５ 个不同

盐浓度湖泊湖底沉积物微生物菌群结构，从而推演新疆天山北坡盐湖进化过程中微生物菌群结构演变成因。

表 ２　 不同环境因子组合与古菌群落结构的相关关系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ａｎｄ Ａｒｃｈａｅ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因子组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相关系数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Ｍａｎｔｅｌ 检验

ｒＭ Ｐ

Ｎａ＋ ０．６０８６ ０．４６２９ ０．００４

Ｎａ＋＋ＴＳ ０．６０１ ０．４８４４ ０．００１

ＳＯ２－
４ ＋Ｃａ２＋＋ＣＯ２－

３ ０．６７５ ０．７１７４ ０．００１

Ｃｌ－＋ＳＯ２－
４ ＋Ｃａ２＋＋ＴＳ ０．６８８３ ０．６８４５ ０．００１

Ｃｌ－＋ＳＯ２－
４ ＋Ｃａ２＋＋Ｎａ＋＋纬度 ０．７０１９ ０．７５０１ ０．００１

ＳＯ２－
４ ＋Ｃａ２＋＋Ｋ＋Ｎａ＋＋ＣＯ２－

３ ＋ＴＳ ０．６９９４ ０．６８９８ ０．００１

Ｃｌ－＋ＳＯ２－
４ ＋Ｃａ２＋＋Ｍｇ２＋＋Ｎａ＋＋ＴＳ＋纬度 ０．７０４８ ０．７３５６ ０．００１

Ｃｌ－＋ＳＯ２－
４ ＋Ｃａ２＋＋Ｍｇ２＋＋Ｎａ＋＋ＨＣＯ－

３ ＋ＴＳ＋纬度 ０．７００２ ０．７３０４ ０．００１

Ｃｌ－＋ＳＯ２－
４ ＋Ｃａ２＋＋Ｍｇ２＋＋Ｎａ＋＋ＨＣＯ－

３ ＋ＣＯ２－
３ ＋ＴＳ＋纬度 ０．６８２７ ０．７２ ０．００１

Ｃｌ－＋ＳＯ２－
４ ＋Ｃａ２＋＋Ｋ＋Ｍｇ２＋＋Ｎａ＋＋ＨＣＯ－

３ ＋ＣＯ２－
３ ＋ＴＳ＋纬度 ０．６４５１ ０．７２１８ ０．００１

Ｃｌ－＋ＳＯ２－
４ ＋Ｃａ２＋＋Ｋ＋Ｍｇ２＋＋Ｎａ＋＋ＨＣＯ－

３ ＋ＣＯ２－
３ ＋ＴＳ＋纬度＋海拔 ０．５４４５ ０．７１３３ ０．００１

ｐＨ＋Ｃｌ－＋ＳＯ２－
４ ＋Ｃａ２＋＋Ｋ＋Ｍｇ２＋＋Ｎａ＋＋ＨＣＯ－

３ ＋ＣＯ２－
３ ＋ＴＳ＋纬度＋海拔 ０．４６１５ ０．７１８４ ０．００１

ｐＨ＋Ｃｌ－＋ＳＯ２－
４ ＋Ｃａ２＋＋Ｋ＋Ｍｇ２＋＋Ｎａ＋＋ＨＣＯ－

３ ＋ＣＯ２－
３ ＋ＴＳ＋纬度＋经度＋海拔 ０．３８９９ ０．７２７７ ０．００１

３．１　 盐湖湖底沉积物微生物多样性与结构

天山以北的准噶尔盆地，地形向西北开口，未完全封闭，使得来自大西洋的盛行西风和来自北冰洋的气

流，能够顺着山口进入，向南碰到天山北坡抬升，从而形成地形雨，产生降水。 天山北坡的降水量要多于天山

南坡，使得天山北坡的水分条件比南坡要好。 此外天山北坡中山带生长有针叶森林，针叶森林涵养了大量水

源，也正因如此天山北坡形成较多的天然湖泊。 实验选取的天山北坡 ５ 个盐湖细菌在门水平上相对丰度依次

为变形菌门、蓝藻门、拟杆菌门、芽单胞菌门、厚壁菌门、绿弯菌门、放线菌门、异常球菌－栖热菌门以及酸杆菌

门，其中变形菌门为主要类群。 张彦茹［３０］采用克隆文库法研究内蒙古浑善达克地区桑根达来、达各淖和扎格

斯台淖三个盐碱湖湖水细菌群落结构时发现，桑根达来盐碱湖细菌群落主要以变形菌门为主，达各淖盐湖主

要以蓝藻门为主，扎格斯台淖盐湖主要以放线菌门为主。 Ｂｅｎ 等［３１］ 采用高通量扩增子测序的方法研究突尼

斯南部杰里德大盐湖雨季湖底沉积物微生物菌群结构时，结果显示沉积物中细菌群落以变形菌门为主。 多个

研究发现，盐湖细菌类群中多以变形菌门、厚壁菌门、拟杆菌门和酸杆菌门为主［３２］，但因各个盐湖理化成分差

异，造成优势类群比例方面有所不同。 将本研究 ５ 个盐湖与青藏高原茶卡盐湖和小柴旦盐湖湖底沉积物中细

菌菌群结构研究结果进行比对，青藏高原两个盐湖海拔分别为 ３０１７ ｍ 和 ３１７１ ｍ，厚壁菌门为主要细菌类群，
因此推测除理化成分影响外，海拔也会对菌群结构造成影响。

５ 个盐湖古菌在门水平上相对丰度依次为广古菌门、泉古菌门、Ｄｉａｐｈｅｒｏｔｒｉｔｅｓ 和奇古菌门。 张欣等［１２］ 在

研究茶卡盐湖湖底沉积物古菌类群时发现，古菌主要属于广古菌门（９６．５％）、盐纳古菌门（１．１３％）和未确定

分类地位的古菌门（２．１６％）。 刘静等［１３］在研究小柴旦盐湖湖底沉积物中古菌群落结构时，主要类群为沃斯

古菌门（８０．８４％）、广古菌门（７．５５％）、奇古菌门（０．９５％）和其他（０．６７％）。 此外，邵冠军［３３］ 对艾比湖湖底沉

积物的古菌多样性进行研究，发现古菌类群多集中在广古菌门（９６．６％），其次为盐纳古菌门（１．１％）。 而本次

研究 ５ 个湖泊中均未扩增出盐纳古菌门，分析发现进行研究所采用的简并引物不同，会造成研究结果的不同，
甚至会导致研究结果物种相对丰度有所差异［３４］。 此外对 ５ 个盐湖的古菌 Ａｌｐｈａ 多样性指数比较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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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ｉｃｈｎｅｓｓ、ＡＣＥ 和 ｃｈａｏ１ 丰富度指数不像细菌对应丰富度指数那样存在很大的差异，这与孙超［３５］研究新疆玛纳

斯盐湖和阿洪库鲁木湖原核微生物多样性类似。 ５ 个盐湖中细菌的多样性远高于古菌，与赵婉雨［３６］ 在达布

逊盐湖和刘静［１３］在小柴旦盐湖的研究一致。
巴里坤湖的优势细菌属中 Ｈａｌｏｔｈｉ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有部分菌株是嗜盐的［３７］；Ｄｅｓｕｌｆｏｓａｌｓｉｍｏｎａｓ［３８］ 从盐湖沉积物中

分离出，具有嗜盐、硫酸盐还原能力；Ｄｅｓｕｌｆｏｖｅｒｍｉｃｕｌｕｓ［３９］ 兼性化能自养、中度嗜盐、具有硫酸盐还原能力；
Ｄｅｓｕｌｆｏｎａｔｒｏｎｏｂａｃｔｅｒ［４０］ 是来自苏打盐湖的嗜盐异养硫酸盐还原菌，这与巴里坤湖湖底沉积物中的盐浓度和

ＳＯ２－
４ 也是 ５ 个湖泊中最高的相互印证，说明盐湖特殊卤水成分会对微生物群落结构产生重大影响，盐碱湖中

的微生物硫循环特别活跃［２６］。 巴里坤湖和伊吾湖的共有优势细菌属为盐厌氧菌 （Ｈａｌａｎａｅｒｏｂｉｕｍ），
Ｈａｌａｎａｅｒｏｂｉｕｍ 是盐湖沉积物中常见的专性厌氧嗜盐菌［４１］；巴里坤湖和伊吾湖未发现具有显著性的共有优势

古菌属。 巴里坤湖和伊吾湖都有高的盐浓度，但属水平菌群结构差异很大，巴里坤湖主要在细菌界出现嗜盐

或耐盐菌属，而伊吾湖主要在古菌界出现嗜盐或耐盐菌属，如 Ｈａｌｏｒｕｂｅｌｌｕｓ［４２］、Ｈａｌａｐｒｉｃｕｍ［４３］、Ｈａｌｏｐｌａｎｕｓ
等［４４］。 盐浓度较低的盐湖、柴窝堡湖和艾比湖则没有出现较多的嗜盐或耐盐菌属。 盐单胞菌属（Ｈａｌｏｍｏｎａｓ）
是盐湖的优势属之一，吴海平等［４５］ 发现 Ｈａｌｏｍｏｎａｓ 在新疆达坂盐湖、罗布泊盐湖和四川大古盐井中均有分

布，并且都属于优势菌群。 杨珊珊等［４６］通过分离培养的方法研究巴里坤湖沉积土壤中细菌发现芽孢杆菌属

（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占 ６８．００％）是巴里坤湖的绝对优势菌属而我们通过高通量测序的方式发现 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属丰度特别低。
３．２　 ５ 个盐湖湖泊菌群结构主要驱动因子

本研究所包含的 ５ 个盐湖中盐湖、柴窝堡湖、巴里坤湖和伊吾湖均属于天山山间盆地湖泊，艾比湖属于准

噶尔盆地中的湖泊。 除艾比湖有河流对湖水进行补给外，其余四个天山山间盆地湖泊湖水主要依赖天山冰雪

融水渗入地下后，沿湖由地下水、泉水形成沼泽小溪进行补给［４７］。 ５ 个湖泊沉积物中 ＣＯ２－
３ 和 ＨＣＯ－

３ 含量均较

低，冰雪融水携带阴阳离子在岩层中交替吸附作用，因此盐湖中阳离子以 Ｎａ＋为主，阴离子多以 Ｃｌ－和 ＳＯ２－
４ 为

主，因此新疆盐湖多以氯化物盐湖、硫酸⁃氯化物盐湖为主。 但也因为地史古盐湖化学成分的差异，造成现代

盐湖化学成分差异，如本研究中艾比湖。 研究结果显示细菌在 Ｍｇ２＋、Ｎａ＋和 ＴＳ 的组合下相关性达到最大为

０．８９２０，古菌在 Ｃｌ－、ＳＯ２－
４ 、Ｃａ２＋、Ｍｇ＋、Ｎａ＋、ＴＳ 和纬度组合下相关性达到最大为 ０．７０４８，说明 Ｎａ＋和 ＴＳ 浓度对细

菌菌群结构影响较大，而古菌菌群结构可能受多种理化因子共同调节。 该研究结果与李璐等［４８］ 在研究沙漠

盐湖微生物多样性中发现矿化度是碱性盐湖中细菌群落结构的控制因素，古菌的分布是由多个环境因子综合

影响的一致。 李悦在研究巴丹吉林沙漠盐碱湖沉积物微生物多样性时发现，古菌多样性受到多种因素综合影

响，且与盐度没有明显关联［２６］，我们在门水平的 ＲＤＡ 分析中也发现盐度对古菌的相关性不显著。 此外 ＲＤＡ
分析结果显示 Ｋ＋、Ｍｇ２＋和 Ｃａ２＋对艾比湖原核微生物菌群结构影响最为显著，指标物种分析显示 ＳＯ２－

４ 浓度最

高的巴里坤湖优势细菌属多是与硫代谢相关的，表明当湖水化学成分出现差异，会导致菌群结构特异演化。
盐浓度高的巴里坤湖和伊吾湖出现更多的嗜盐或耐盐菌属，并且占优势，盐浓度较低的盐湖和柴窝堡湖则没

有，从菌群属水平说明了盐度是这 ５ 个湖泊菌群结构的主要驱动因子。

４　 结论

新疆湖泊受干旱气候等因素的影响，成盐作用强烈，加之近半个世纪湖泊上游农业引水灌溉，加剧了盐湖

的演化过程。 盐湖在演化发展过程中，极端嗜盐菌可能会在低盐离子浓度环境中存活，但可能不占据优势生

长地位，从而造成在不同环境中种类的差异［４９］。 因此本研究结果显示新疆天山北坡盐湖湖底沉积物中细菌

群落结构主要受 Ｎａ＋和 ＴＳ 浓度影响，古菌群落结构主要受 Ｎａ＋和 ＴＳ 浓度影响外，还受其他理化因子共同影

响，５ 个盐湖均演化出了相应的微生物菌群，不同盐湖细菌和古菌优势属种类均不相同，有其独特菌群结构类

型。 其中盐湖中特殊卤水成分会对微生物群落结构产生重大影响，从而孕育特殊的微生物资源，对开发利用

极端微生物资源提供参考。

３２２７　 １８ 期 　 　 　 李二阳　 等：新疆天山北坡不同盐湖微生物菌群结构及其影响因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参考文献（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 １ ］　 郑喜玉． 新疆盐湖的形成演化环境． 盐湖研究， １９９３， １（１）：１⁃１０．

［ ２ ］ 　 张明刚． 新疆盐湖卤水水化学特征研究． 盐湖研究， １９９３， １（１）：１７⁃３２．

［ ３ ］ 　 郑喜玉， 刘建华． 新疆盐湖卤水成分及其成因． 地理科学， １９９６， １６（２）：１１５⁃１２３．

［ ４ ］ 　 Ｌｉｕ Ｋ Ｈ， Ｄｉｎｇ Ｘ Ｗ， Ｔａｎｇ Ｘ Ｆ， Ｗａｎｇ Ｊ Ｊ， Ｌｉ Ｗ Ｊ， Ｙａｎ Ｑ Ｙ， Ｌｉｕ Ｚ Ｈ． Ｍａｃｒｏ ａｎｄ ｍｉｃｒｏ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ｄｒｉｖ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ｋａｒｙｏｔｉｃ

ａｎｄ ｆｕｎｇ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ｈｙｐｅｒｓａｌｉｎ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ｓａｌｉｎｅ⁃ａｌｋａｌｉｎｅ ｓｏｉｌｓ．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ｉｎ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８， ９：３５２．

［ ５ ］ 　 曹露芬， 殷婷婷， 袁振亚， 严雨薇， 谢凡凡， 许心怡， 徐方敏， 温洪宇． 基于高通量测序的陕西花马池和苟池微生物群落多样性分析． 生

物技术通讯， ２０１６， ２７（３）：３７４⁃３８０．

［ ６ ］ 　 朱德锐， 刘建， 韩睿， 沈国平， 杨芳， 龙启福， 刘德立． 青海湖嗜盐微生物系统发育与种群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 ２０１２， ２０（４）：４９５⁃５０４．

［ ７ ］ 　 崔恒林， 杨勇， 迪丽拜尔·托乎提， 周培瑾， 刘双江． 新疆两盐湖可培养嗜盐古菌多样性研究． 微生物学报， ２００６， ４６（２）：１７１⁃１７６．

［ ８ ］ 　 许学伟， 吴敏， 吴月红， 张会斌． 新疆阿牙克库木湖可培养嗜盐古菌的种群结构． 生态学报， ２００７， ２７（８）：３１１９⁃３１２３．

［ ９ ］ 　 吕杰， 吕光辉， 马媛． 新疆艾比湖沉积物中免培养放线菌的多样性． 微生物学报， ２０１６， ５６（９）：１４２６⁃１４３３．

［１０］ 　 邓丽娟， 娄恺， 曾军， 徐赢华， 史应武， 张煜星． 新疆两典型微咸水湖水体免培养古菌多样性． 生态学报， ２０１２， ３２（２１）：６８１１⁃６８１８．

［１１］ 　 朱莉， 杨红梅， 王芸， 廖先燕， 邓丽娟， 李珊， 娄恺， 艾尔肯·热合曼． 新疆顿巴斯他乌盐湖沉积物免培养古菌多样性． 微生物学报，

２０１２， ５２（６）：７６９⁃７７５．

［１２］ 　 张欣， 刘静， 沈国平， 龙启福， 韩睿， 朱德锐． 基于高通量测序研究青藏高原茶卡盐湖微生物多样性． 微生物学通报， ２０１７， ４４（８）：

１８３４⁃１８４６．

［１３］ 　 刘静， 张欣， 沈国平， 封希媛， 龙启福， 朱德锐． 青藏高原小柴旦盐湖微生物群落结构及多样性． 水生态学杂志， ２０１７， ３８（５）：５５⁃６４．

［１４］ 　 鲁如坤． 土壤农业化学分析方法． 北京：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 ２０００．

［１５］ 　 Ｐａｒａｄａ Ａ Ｅ， Ｎｅｅｄｈａｍ Ｄ Ｍ， Ｆｕｈｒｍａｎ Ｊ Ａ． Ｅｖｅｒｙ ｂａｓｅ ｍａｔｔｅｒｓ：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ｓｍａｌｌ ｓｕｂｕｎｉｔ ｒＲＮＡ ｐｒｉｍｅｒｓ ｆｏｒ ｍａｒｉｎｅ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ｍｅｓ ｗｉｔｈ ｍｏｃｋ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ｔｉｍｅ ｓｅ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ｉｅｌｄ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６， １８（５）：１４０３⁃１４１４．

［１６］ 　 Ｏｖｒｅåｓ Ｌ， Ｆｏｒｎｅｙ Ｌ， Ｄａａｅ Ｆ Ｌ， Ｔｏｒｓｖｉｋ Ｖ．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ａｃｔｅｒｉ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ｉｎ ｍｅｒｏｍｉｃｔｉｃ Ｌａｋｅ Ｓａｅｌｅｎｖａｎｎｅｔ， ａ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ｂｙ ｄｅｎａｔｕｒｉｎｇ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ｇｅｌ ｅｌｅｃｔｒｏｐｈｏｒｅｓｉｓ ｏｆ ＰＣＲ⁃ａｍｐｌｉｆｉｅｄ ｇｅｎｅ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ｓ ｃｏｄｉｎｇ ｆｏｒ １６Ｓ ｒＲＮＡ．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 １９９７， ６３（９）：３３６７⁃３３７３．

［１７］ 　 Ｓｔａｃｋｅｂｒａｎｄｔ Ｅ， Ｇｏｏｄｆｅｌｌｏｗ Ｍ． Ｎｕｃｌｅｉｃ Ａｃｉｄ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ｉｎ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ＮＹ， ＵＳＡ：Ｊｏｈｎ Ｗｉｌｅｙ ＆ Ｓｏｎｓ， １９９１：２３１⁃２３１．

［１８］ 　 Ｍａｒｔｉｎ Ｍ． Ｃｕｔａｄａｐｔ ｒｅｍｏｖｅｓ ａｄａｐｔｅｒ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ｆｒｏｍ ｈｉｇｈ⁃ｔｈｒｏｕｇｈｐｕｔ ｓｅｑｕｅｎｃｉｎｇ ｒｅａｄｓ． ＥＭＢｎｅ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１１， １７（１）：１０⁃１２．

［１９］ 　 Ｒｏｇｎｅｓ Ｔ， Ｆｌｏｕｒｉ Ｔ， Ｎｉｃｈｏｌｓ Ｂ， Ｑｕｉｎｃｅ Ｃ， Ｍａｈé Ｆ． ＶＳＥＡＲＣＨ：ａ ｖｅｒｓａｔｉｌｅ ｏｐｅ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ｔｏｏｌ ｆｏｒ ｍｅｔａｇｅｎｏｍｉｃｓ． ＰｅｅｒＪ， ２０１６， ４：ｅ２５８４．

［２０］ 　 Ｅｄｇａｒ Ｒ Ｃ． ＵＰＡＲＳＥ：ｈｉｇｈｌｙ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 ＯＴＵ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ｆｒｏｍ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ａｍｐｌｉｃｏｎ ｒｅａｄｓ． Ｎａｔｕｒ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２０１３， １０（１０）：９９６⁃９９８．

［２１］ 　 Ｗａｎｇ Ｑ， Ｇａｒｒｉｔｙ Ｇ Ｍ， Ｔｉｅｄｊｅ Ｊ Ｍ， Ｃｏｌｅ Ｊ Ｒ． Ｎａïｖｅ Ｂａｙｅｓｉａｎ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ｒ ｆｏｒ ｒａｐｉｄ 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ＲＮＡ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ｎｅｗ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ｔａｘｏｎｏｍｙ．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７， ７３（１６）：５２６１⁃５２６７．

［２２］ 　 唐晓宏， 钟巍， 尹焕玲． 新疆巴里坤湖 ９．０ ｃａｌ ｋａ ＢＰ 以来沉积物地球化学元素分布特征与古气候环境演化．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

版， ２０１２， ４４（２）：１３４⁃１４０．

［２３］ 　 Ｍｅｎｏｎ Ｂ Ｂ， Ｄｏｕ Ｚ Ｃ， Ｈｅｉｎｈｏｒｓｔ Ｓ， Ｓｈｉｖｅｌｙ Ｊ Ｍ， Ｃａｎｎｏｎ Ｇ Ｃ． Ｈａｌｏｔｈｉ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ｎｅａｐｏｌｉｔａｎｕｓ Ｃａｒｂｏｘｙｓｏｍｅｓ ｓｅｑｕｅｓｔｅｒ ｈｅｔｅｒｏｌｏｇｏｕｓ ａｎｄ ｃｈｉｍｅｒｉｃ

ＲｕｂｉｓＣＯ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ＰＬｏＳ Ｏｎｅ， ２００８， ３（１０）：ｅ３５７０．

［２４］ 　 Ｋａｔａｙａｍａ Ｔ， Ｙｏｓｈｉｏｋａ Ｈ， Ｍｏｃｈｉｍａｒｕ Ｈ， Ｍｅｎｇ Ｘ Ｙ， Ｍｕｒａｍｏｔｏ Ｙ， Ｕｓａｍｉ Ｊ， Ｉｋｅｄａ Ｈ， Ｋａｍａｇａｔａ Ｙ， Ｓａｋａｔａ Ｓ． Ｍｅｔｈａｎｏｈａｌｏｐｈｉｌｕｓ ｌｅｖｉｈａｌｏｐｈｉｌｕｓ

ｓｐ． ｎｏｖ．， ａ ｓｌｉｇｈｔｌｙ ｈａｌｏｐｈｉｌｉｃ， ｍｅｔｈｙｌｏｔｒｏｐｈｉｃ ｍｅｔｈａｎｏｇｅｎ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ｇａｓ⁃ｂｅａｒｉｎｇ ｄｅｅｐ ａｑｕｉｆｅｒｓ， ａｎｄ ｅｍｅｎｄｅｄ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ｎｕｓ

Ｍｅｔｈａｎｏｈａｌｏｐｈｉｌｕ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４， ６４（６）：２０８９⁃２０９３．

［２５］ 　 Ｓｉｍａｃｈｅｗ Ａ， Ｌａｎｚéｎ Ａ， Ｇｅｓｓｅｓｓｅ Ａ， Øｖｒｅåｓ Ｌ． Ｐｒｏｋａｒｙｏｔ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ｌｏｎｇ ａ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ｓａｌｔ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ｉｎ ａ ｓｏｄａ ａｓｈ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ｐｏｎｄ．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６， ７１（２）：３２６⁃３３８．

［２６］ 　 李悦． 巴丹吉林沙漠盐碱湖沉积物微生物多样性研究［Ｄ］． 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 ２０１８．

［２７］ 　 Ｉｚｈｉｔｓｋｉｙ Ａ Ｓ， Ｚａｖｉａｌｏｖ Ｐ Ｏ， Ｓａｐｏｚｈｎｉｋｏｖ Ｐ Ｖ， Ｋｉｒｉｌｌｉｎ Ｇ Ｂ， Ｇｒｏｓｓａｒｔ Ｈ Ｐ， Ｋａｌｉｎｉｎａ Ｏ Ｙ， Ｚａｌｏｔａ Ａ Ｋ， Ｇｏｎｃｈａｒｅｎｋｏ Ｉ Ｖ， Ｋｕｒｂａｎｉｙａｚｏｖ Ａ Ｋ．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ａｌ Ｓｅａ：ｄｉｖｅｒｇｉｎｇ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ｂａｓｉｎｓ．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２０１６， ６（１）：２３９０６．

［２８］ 　 Ｓｈｕｒｉｇｉｎ Ｖ， Ｈａｋｏｂｙａｎ Ａ， Ｐａｎｏｓｙａｎ Ｈ， Ｅｇａｍｂｅｒｄｉｅｖａ Ｄ， Ｄａｖｒａｎｏｖ Ｋ， Ｂｉｒｋｅｌａｎｄ Ｎ Ｋ． Ａ ｇｌｉｍｐ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ｋａｒｙｏｔｉｃ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 Ａｒａｌ Ｓｅａ

ｒｅｖｅａｌｓ ｎｏｖｅｌ ｅｘｔｒｅｍｏｐｈｉｌｉｃ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ａｒｃｈａｅａｌ ｇｒｏｕｐｓ．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ｏｐｅｎ， ２０１９， ８（９）：ｅ００８５０．

［２９］ 　 杨渐． 青藏高原湖泊微生物群落演替及其环境指示意义［Ｄ］． 武汉：中国地质大学， ２０１５．

［３０］ 　 张彦茹． 内蒙古浑善达克盐碱湖细菌多样性分析［Ｄ］． 呼和浩特：内蒙古农业大学， ２０１１．

［３１］ 　 Ｂｅｎ Ａｂｄａｌｌａｈ Ｍ， Ｋａｒｒａｙ Ｆ， Ｋａｌｌｅｌ Ｎ， Ａｒｍｏｕｇｏｍ Ｆ， Ｍｈｉｒｉ Ｎ， Ｑｕéｍéｎｅｕｒ Ｍ， Ｃａｙｏｌ Ｊ Ｌ， Ｅｒａｕｓｏ Ｇ， Ｓａｙａｄｉ Ｓ．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ｒｏｋａｒｙｏｔｅｓ ｉｎ ｅｐｈｅｍｅｒａｌ ｈｙｐｅｒｓａｌｉｎｅ ｌａｋｅ Ｃｈｏｔｔ Ｅｌ Ｊｅｒｉｄ ｕｓｉｎｇ Ｉｌｌｕｍｉｎａ Ｍｉｓｅｑ ｓｅｑｕｅｎｃｉｎｇ， ＤＧＧＥ ａｎｄ ｑＰＣＲ ａｓｓａｙｓ． Ｅｘｔｒｅｍｏｐｈｉｌｅｓ， ２０１８， ２２（５）：

４２２７ 　 生　 态　 学　 报　 　 　 ４１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８１１⁃８２３．

［３２］ 　 Ｖｅｎｔｏｓａ Ａ， Ｆｅｒｎáｎｄｅｚ Ａ Ｂ， Ｌｅóｎ Ｍ Ｊ， Ｓáｎｃｈｅｚ⁃Ｐｏｒｒｏ Ｃ， 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Ｖａｌｅｒａ Ｆ． Ｔｈｅ Ｓａｎｔａ Ｐｏｌａ ｓａｌｔｅｒｎ ａｓ ａ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ｔａ ｏｆ

ｈｙｐｅｒｓａｌｉｎ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Ｅｘｔｒｅｍｏｐｈｉｌｅｓ， ２０１４， １８（５）：８１１⁃８２４．

［３３］ 　 邵冠军． 艾比湖湖底沉积物中放线菌和古菌菌群多样性研究［Ｄ］． 乌鲁木齐：新疆大学， ２０１５．

［３４］ 　 Ｗｅｉ Ｓ Ｐ， Ｃｕｉ Ｈ Ｐ， Ｚｈａｎｇ Ｙ Ｃ， Ｓｕ Ｘ， Ｄｏｎｇ Ｈ Ｌ， Ｃｈｅｎ Ｆ， Ｚｈｕ Ｙ Ｈ．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ａｒｃｈａｅａｌ ｐｒｉｍｅｒ ｐａｉｒｓ ｆｏｒ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ａｒｃｈａｅ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ｄｅｅｐ⁃ｓｅａ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ｐｅｒｍａｆｒｏｓｔ ｓｏｉｌｓ． Ｅｘｔｒｅｍｏｐｈｉｌｅｓ， ２０１９， ２３（６）：７４７⁃７５７．

［３５］ 　 孙超． 新疆地区若干盐湖基于 １６Ｓ ｒＤＮＡ 的原核微生物多样性研究［Ｄ］． 杭州：浙江大学， ２００７．

［３６］ 　 赵婉雨， 杨渐， 董海良， 吴耿， 王尚， 孙永娟， 赖忠平， 蒋宏忱． 柴达木盆地达布逊盐湖微生物多样性研究． 地球与环境， ２０１３， ４１（４）：

３９８⁃４０５．

［３７］ 　 Ｋｅｌｌｙ Ｄ Ｐ， Ｗｏｏｄ Ａ Ｐ． Ｒ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ｍ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ｉ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ｔｏ ｔｈｅ ｎｅｗｌｙ ｄｅｓｉｇｎａｔｅｄ ｇｅｎｅｒａ Ａｃｉｄｉｔｈｉ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ｇｅｎ． ｎｏｖ．， Ｈａｌｏｔｈｉ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ｇｅｎ． ｎｏｖ．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ｍｉｔｈｉ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ｇｅｎ． ｎｏｖ．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０， ５０（２）：５１１⁃５１６．

［３８］ 　 Ｋｊｅｌｄｓｅｎ Ｋ Ｕ， Ｊａｋｏｂｓｅｎ Ｔ Ｆ， Ｇｌａｓｔｒｕｐ Ｊ， Ｉｎｇｖｏｒｓｅｎ Ｋ． Ｄｅｓｕｌｆｏｓａｌｓｉｍｏｎａｓ ｐｒｏｐｉｏｎｉｃｉｃａ ｇｅｎ． ｎｏｖ．， ｓｐ． ｎｏｖ．， ａ ｈａｌｏｐｈｉｌｉｃ， ｓｕｌｆａｔｅ⁃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ｍｅｍｂ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ｍｉｌｙ Ｄｅｓｕｌｆｏｂａｃｔｅｒａｃｅａｅ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ａ ｓａｌｔ⁃ｌａｋ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０， ６０（５）：

１０６０⁃１０６５．

［３９］ 　 Ｂｅｌｙａｋｏｖａ Ｅ Ｖ， Ｒｏｚａｎｏｖａ Ｅ Ｐ， Ｂｏｒｚｅｎｋｏｖ Ｉ Ａ， Ｔｏｕｒｏｖａ Ｔ Ｐ， Ｐｕｓｈｅｖａ Ｍ Ａ， Ｌｙｓｅｎｋｏ Ａ Ｍ， Ｋｏｌｇａｎｏｖａ Ｔ Ｖ． Ｔｈｅ ｎｅｗ ｆａｃｕｌｔａｔｉｖｅｌｙ

ｃｈｅｍｏｌｉｔｈｏａｕｔｏｔｒｏｐｈｉｃ，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ｌｙ ｈａｌｏｐｈｉｌｉｃ， ｓｕｌｆａｔｅ⁃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 Ｄｅｓｕｌｆｏｖｅｒｍｉｃｕｌｕｓ ｈａｌｏｐｈｉｌｕｓ ｇｅｎ． ｎｏｖ．， ｓｐ． ｎｏｖ．，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ａｎ ｏｉｌ

ｆｉｅｌｄ．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６， ７５（２）：１６１⁃１７１．

［４０］ 　 Ｓｏｒｏｋｉｎ Ｄ Ｙ， Ｔｏｕｒｏｖａ Ｔ Ｐ， Ｐａｎｔｅｌｅｅｖａ Ａ Ｎ， Ｍｕｙｚｅｒ Ｇ． Ｄｅｓｕｌｆｏｎａｔｒｏｎｏｂａｃｔｅｒ ａｃｉｄｉｖｏｒａｎｓ ｇｅｎ． ｎｏｖ．， ｓｐ． ｎｏｖ． ａｎｄ Ｄｅｓｕｌｆｏｂｕｌｂｕｓ ａｌｋａｌｉｐｈｉｌｕｓ ｓｐ．

ｎｏｖ．， ｈａｌｏａｌｋａｌｉｐｈｉｌｉｃ ｈｅｔｅｒｏｔｒｏｐｈｉｃ ｓｕｌｆａｔｅ⁃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ｆｒｏｍ ｓｏｄａ ｌａｋｅ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２， ６２（Ｐｔ ９）：２１０７⁃２１１３．

［４１］ 　 Ｚｅｉｋｕｓ Ｊ Ｇ， Ｈｅｇｇｅ Ｐ Ｗ，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Ｔ Ｅ， Ｐｈｅｌｐｓ Ｔ Ｊ， Ｌａｎｇｗｏｒｔｈｙ Ｔ Ａ． 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ａｌｏａｎａｅｒｏｂｉｕｍ ｐｒａｅｖａｌｅｎｓ ｇｅｎ． ｎｏｖ． ａｎｄ ｓｐ．

ｎｏｖ．， ａｎ ｏｂｌｉｇａｔｅｌｙ ａｎａｅｒｏｂｉｃ ｈａｌｏｐｈｉｌ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ｔｏ Ｇｒｅａｔ Ｓａｌｔ Ｌａｋ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 １９８３， ９（４）：２２５⁃２３３．

［４２］ 　 Ｃｕｉ Ｈ Ｌ， Ｍｏｕ Ｙ Ｚ， Ｙａｎｇ Ｘ， Ｚｈｏｕ Ｙ Ｇ， Ｌｉｕ Ｈ Ｃ， Ｚｈｏｕ Ｐ Ｊ． Ｈａｌｏｒｕｂｅｌｌｕｓ ｓａｌｉｎｕｓ ｇｅｎ． ｎｏｖ．， ｓｐ． ｎｏｖ． ａｎｄ Ｈａｌｏｒｕｂｅｌｌｕｓ ｌｉｔｏｒｅｕｓ ｓｐ． ｎｏｖ．， ｎｏｖｅｌ

ｈａｌｏｐｈｉｌｉｃ ａｒｃｈａｅａ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ａ ｍａｒｉｎｅ ｓｏｌａｒ ｓａｌｔｅｒｎ．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２， ３５（１）：３０⁃３４．

［４３］ 　 Ｓｏｎｇ Ｈ Ｓ， Ｃｈａ Ｉ Ｔ， Ｙｉｍ Ｋ Ｊ， Ｌｅｅ Ｈ Ｗ， Ｈｙｕｎ Ｄ Ｗ， Ｌｅｅ Ｓ Ｊ， Ｒｈｅｅ Ｓ Ｋ， Ｋｉｍ Ｋ Ｎ， Ｋｉｍ Ｄ， Ｃｈｏｉ Ｊ Ｓ， Ｓｅｏ Ｍ Ｊ， Ｃｈｏｉ Ｈ Ｊ， Ｂａｅ Ｊ Ｗ， Ｒｈｅｅ Ｊ Ｋ，

Ｎａｍ Ｙ Ｄ， Ｒｏｈ Ｓ Ｗ． Ｈａｌａｐｒｉｃｕｍ ｓａｌｉｎｕｍ ｇｅｎ． ｎｏｖ．， ｓｐ． ｎｏｖ．， ａｎ 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 ｈａｌｏｐｈｉｌｉｃ ａｒｃｈａｅｏｎ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ｎｏｎ⁃ｐｕｒｉｆｉｅｄ ｓｏｌａｒ ｓａｌｔ． Ａｎｔｏｎｉｅ ｖａｎ

Ｌｅｅｕｗｅｎｈｏｅｋ， ２０１４， １０５（５）：９７９⁃９８６．

［４４］ 　 Ｑｉｕ Ｘ Ｘ， Ｚｈａｏ Ｍ Ｌ， Ｈａｎ Ｄ， Ｚｈａｎｇ Ｗ Ｊ， Ｃｕｉ Ｈ Ｌ． Ｈａｌｏｐｌａｎｕｓ ｓａｌｉｎｕｓ ｓｐ． ｎｏｖ．， ａｎ 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 ｈａｌｏｐｈｉｌｉｃ ａｒｃｈａｅｏｎ ｆｒｏｍ 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ｒｉｎｅ ｓｏｌａｒ

ｓａｌｔｅｒｎ．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３， １９５（１２）：７９９⁃８０３．

［４５］ 　 吴海平， 王真辉， 杨礼富． 新疆达坂盐湖沉积土壤嗜盐细菌的定向富集与多样性分析． 微生物学通报， ２０１０， ３７（７）：９５６⁃９６１．

［４６］ 　 杨珊珊， 张晓波， 陈锋， 刘素辉， 孙玉萍． 新疆极端盐碱环境巴里坤湖沉积土壤中细菌的分离培养和鉴定． 疾病预防控制通报， ２０１９， ３４

（５）：１⁃４， １６⁃１６．

［４７］ 　 陈墨香， 鄧孝， 王鈞． 新疆内陆湖泊水化学特征初步研究． 地质科学， １９６４， ５（３）：２５９⁃２６３．

［４８］ 　 李璐， 郝春博， 王丽华， 裴理鑫． 巴丹吉林沙漠盐湖微生物多样性． 微生物学报， ２０１５， ５５（４）：４１２⁃４２４．

［４９］ 　 巴顿 Ｎ Ｈ， 布里格斯 Ｄ Ｅ Ｇ， 艾森 Ｊ Ａ， 戈尔茨坦 Ｄ Ｂ， 帕特尔 Ｎ Ｈ． 进化． 宿兵， 译． 北京：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０：１６４⁃１６４．

５２２７　 １８ 期 　 　 　 李二阳　 等：新疆天山北坡不同盐湖微生物菌群结构及其影响因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