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页 (http://www.iae.cas.cn/) > 新闻中心 (../../) > 科研进展 (../)

沈阳生态所在有机卤呼吸型硫化螺旋菌属新物种发现、鉴定与命名领域取得进展

发布时间：2023-02-10  |    【 大  中  小 】

　　硫化螺旋菌属（Sulfurospirillum）是一类在自然环境中广泛分布、具有还原单质硫和硫氧化物能力的厌氧微生物。该属中的一些成员可以利用全球地下环境中

常见的有机氯污染物四氯乙烯和三氯乙烯作为电子受体进行生长，这种代谢方式又被称为有机卤呼吸（Organohalide respiration）。多个研究表明，有机卤呼吸型

硫化螺旋菌属是污染场地土壤与地下水中氯代烃完全脱氯解毒至乙烯这一过程的重要驱动者。目前获得的有机卤呼吸型硫化螺旋菌属纯培养物不多，发现与分离新型

有机卤呼吸硫化螺旋菌属对于拓展该属的生物多样性有着重要的意义，并且对于有机氯污染场地的原位生物修复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污染环境微生物生态”研究团队前期与美国田纳西大学合作，在某污染场地土壤样品中发现并分离了两株有机卤呼吸型硫化螺

旋菌属，并将其命名为ACS 菌株和ACS 菌株（图1）。ACS 菌株和ACS 菌株能够在pH低至5.5的培养条件下生长，并且将四氯乙烯分别脱氯至顺式二氯乙烯和三

氯乙烯，为低pH污染环境的生物修复提供了潜在的微生物资源。

　　为全面了解和认识ACS 菌株和ACS 菌株的特征与潜力，研究团队系统地开展了以全基因组测序、比较基因组学分析、表型特征及理化性质分析为主的多重分

类鉴定研究工作。与同属其它物种的基因组比较，ACS 菌株和ACS 菌株可能通过水平基因转移的方式获取了还原性脱卤酶基因等与有机卤呼吸过程相关的遗传组

件（图2）。其耐受低pH环境能力可能是由于基因组中具有编码尿素酶的基因，从而产生氨离子以中和质子。

　　理化鉴定实验表明ACS 菌株和ACS 菌株在一些表型特征上与大多数硫化螺旋菌属菌株具有相似性，但在底物利用、磷脂脂肪酸成分及最适生长条件等方面具

有一定区别（图3）。通过与美国田纳西大学和瑞士洛桑联邦理工的科学家的国际合作，我们将ACS 菌株和ACS 菌株归类至硫化螺旋菌属的一个新物种，并将其正

式命名为Sulfurospirillum diekertiae。该物种命名是为表彰德国耶拿·弗里德里希·席勒大学（Friedrich-Schiller-Universitat Jena）的Gabriele Diekert教

授在开发Sulfurospirillum multivorans作为有机卤呼吸模式微生物过程中做出的卓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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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基于16S rRNA基因的系统发育树分析

　　

　　图2 ACS 和ACS 与部分同属菌株在有机卤呼吸区域的基因比较图DCE T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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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 ACS  (A)和ACS  (B)的扫描电镜图

　　上述工作丰富了我们对硫化螺旋菌属生理及功能的认识，为生物修复工程提供了潜在的材料。ACS 菌株和ACS 菌株已被中国普通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中心

（CGMCC）、日本理化研究所生物资源中心（JCM）及韩国典型菌种保藏中心（KCTC）保藏。沈阳生态所“微生物资源与生态”团队为本项研究中的磷脂脂肪酸提取与

分析工作提供了支持，在此特别鸣谢。相关科研发表成果如下（*为通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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