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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了稀土微肥对大球盖菇原种菌丝生长的影响袁以
期为稀土在大球盖菇上应用提供参考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大球盖菇母种由西南农业大学提供袁稀土微肥
为河南商丘稀土微肥厂生产的野 常乐牌冶稀土微肥袁试验于
2006年 5月开始在贵州大学农学院园艺实验室进行遥
1.2 方法

1.2.1 处理设置遥 稀土微肥浓度配制为院A袁10 mg/L曰B袁20
mg/L曰C袁40 mg/L曰D袁80 mg/L的溶液遥 分别喷施喷透于已经
切短为 2 cm左右并浸泡了 48h的新鲜稻草秸秆上袁 瓶装遥
在 121 益下灭菌 2 h后取出冷却至室温遥以清水为对照遥 每
个处理 3次重复袁每个重复 5瓶袁共 75瓶遥
1.2.2 接种遥 在无菌条件下用接种针将培养皿中的菌种等
分成 8耀10份袁 尽可能使每份所取的菌种的菌龄和分量相
等遥按无菌操作将等分好的菌种接种在菌种瓶内袁每个菌种
瓶接种 1块袁接种后将菌种瓶置于 25 益环境中培养遥
1.2.3 测量遥淤观察记载菌丝萌发时间尧菌丝长满瓶的时间
及菌丝生长情况遥 于菌丝萌发后每 2 d测 1次菌丝的生长
长度遥菌丝生长速度的测定方法院在菌丝萌动处沿瓶壁四周
画一横线袁在横线处向下垂直画一垂直于横线的直线袁记载
菌丝生长量遥
2 结果与分析

2.1 稀土对菌丝生长速度的影响 表 1表明袁大球盖菇原
种培养料经过喷施稀土处理后袁 各处理大球盖菇菌丝生长
速度均比对照加快遥其中处理 C日均生长速度最快袁比对照
增加 20.6 %袁并与处理 A尧D在 0.01水平上有差异袁与处理
B在 0.05水平下有差异曰处理 A尧B间和处理 A尧D间在 0.01
水平下无差异遥 处理 A尧B浓度梯度小袁对大球盖菇菌丝生
长的影响的差异不大遥 当喷施稀土浓度为 40 mg/L时菌丝
生长最快袁 日均长速达 4.1 mm/d袁 但是当稀土浓度达到 80
mg/L时菌丝日均生长速度为 3.6 mm/d袁 增加幅度低于另外
3种处理袁但仍比对照加快 5.9 %遥除 80 mg/L处理外其余处

理菌丝生长速度均比对照增加 10 %以上遥 另外袁各处理大
球盖菇菌丝满瓶时间都短于对照遥其中袁大球盖菇菌丝满瓶
时间以处理 C最短渊 26 d冤袁处理 D最长渊 29 d冤遥

而且袁表 1表明袁在 0耀40 mg/L范围内袁随着喷施稀土
的浓度增加袁 大球盖菇菌丝的平均生长速度就越快曰 但到
80 mg/L浓度时袁大球盖菇菌丝的平均生长速度增加的幅度
反而低于 10 mg/L浓度的处理遥
2.2 稀土对菌丝长势尧颜色尧整齐度尧健壮度的影响 表 2
表明袁处理 B菌丝长势最浓密袁颜色洁白袁菌丝较粗壮袁生长
最整齐曰其次是处理 A尧B袁而处理 D的长势一般袁菌丝颜色
灰白袁菌丝生长弱遥 各处理表现均好于对照遥

3 结论与讨论

研究结果表明袁喷施稀土能促进大球盖菇菌丝体生长袁
其中以浓度为 40 mg/L的处理效果最为明显袁 与对照相比
平均生长速度最快袁菌丝生长情况也最好遥稀土能促进大球
盖菇菌丝的生长袁 可能是稀土参与了大球盖菇菌丝 DNA尧
RNA 和蛋白质的生物合成袁能诱导某些酶类的形成袁或者
是强化了某些酶的活性袁促进细胞分裂和延长袁强化了菌丝
体的新陈代谢袁从而促进了菌丝的生长袁提高菌丝的质量遥
另外袁并不是喷施稀土的浓度越高袁大球盖菇的菌丝平

均生长速度就越快袁菌丝生长情况就越好遥 在 0~40 mg/L范
围内袁随着喷施稀土的浓度增加袁大球盖菇菌丝的平均生长
速度就越快曰而在 80 mg/L浓度时袁大球盖菇菌丝的平均生
长速度增加的幅度反而低于 10 mg/L浓度的处理遥

渊 下转第 2329页冤

处理 日均生长速度椅mm/d 比 CK增加椅% 菌丝满瓶时间椅d
A 3.8 abA 11.8 27B 3.9 bcAB 14.7 26.5
C 4.1 cBC 20.6 26D 3.6 aA 5.9 29
对照 3.4 30

表 1 稀土浓度对菌丝生长速度的影响

处理 长势 颜色 整齐度 健壮度
CK 稀疏 灰白 较整齐 弱
A 浓密 洁白 较整齐 一般
B 浓密 洁白 整齐 粗壮
C 最浓密 洁白 最整齐 较粗壮
D 一般 灰白 不整齐 弱

表 2 稀土对大球盖菇菌丝长势尧颜色尧整齐度尧健壮度的影响

稀土微肥对大球盖菇原种菌丝体生长的影响

佘冬芳袁樊卫国 袁徐彦军 渊 贵州大学农学院袁贵州贵阳 550025冤

摘要 采用不同浓度的稀土溶液对大球盖菇原种培养基进行喷施后灭菌尧接种培养袁研究了稀土溶液对大球盖菇原种菌丝生长情况
的影响遥结果表明袁各处理菌丝的生长速度都比对照有所加快袁菌丝生长情况有所改善曰其中袁以处理 D渊 40 mg/L冤的效果较好袁生长速
度最快袁菌丝生长情况也最好遥
关键词 稀土曰大球盖菇曰菌丝体曰生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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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Rare Earth on Mycelia Growth of Stropharia rugoso蛳annulata
SHE Dong蛳fang et al (School of Agronomy, Guizhou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550025)
Abstract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of rare earth was sprayed on pedigree seed culture medium of Stropharia rugoso蛳annulata. Then it was
sterilized, inoculated and cultivated. Meanwhile, influence of rare earth on mycelia growth of Stropharia rugoso蛳annulata was studied. The result
showed that growth rate of each hypha was higher than before and the growth status was ameliorated. Among them, D treatment渊 40mg/L冤had
comparatively better effect, with the quickest growth rate and best growth status of myce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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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的可交换态氟所测值变幅为 1.36耀3.52 mg/kg袁 平均含
量为 2.37 mg/kg袁占全氟的 0.32 %袁是水溶态氟的 5.33倍遥
2.1.3 铁尧锰结合态氟遥土壤中的氟与铁尧锰及铝的氧化物尧
氢氧化物和水合氧化物进行吸附作用或共沉淀袁 这部分氟
称为铁锰氧化物结合态氟遥在该研究中袁铁锰结合态氟含量
变化幅度为 0.18耀0.42 mg/kg袁平均含量为 0.27 mg/kg袁占全
氟含量的 0.04 豫袁是 5种不同形态氟中含量最低的一种遥
2.1.4 有机态氟遥 氟可与土壤中大量存在的有机质如腐殖
酸尧有机酸等起络合作用袁形成束缚态氟遥 5种土壤的有机
态氟的测定值在 0.20耀0.57 mg/kg袁 平均值为 0.42 mg/kg袁占
全氟含量的 0.05 豫遥
2.1.5 残余态氟遥 残余态氟存在于矿质颗粒晶格内袁很难被
生物吸收利用遥 在该试验中袁残余态氟含量范围为 484.5耀
1 120.5 mg/kg袁平均含量为 781.7 mg/kg袁占全氟含量的 99.50豫遥
2.1.6 各形态氟的相关分析遥由表 3可见袁全氟与残余态氟
之间呈极显著正相关关系袁与铁锰结合态氟尧有机态氟呈显
著正相关曰水溶态氟只与可交换态氟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曰残
余态氟除了与全氟呈极显著正相关关系外袁 还与铁锰结合
态氟尧有机态氟呈显著正相关遥

2.2 土壤中各形态氟的生物有效性

2.2.1 茶树体内氟含量遥由表 4可见袁恩施茶树体内氟含量
普遍较高袁其中叶片平均含量高达 698.49 mg/kg袁明显高于
一般报道的茶叶氟含量[8-9]遥 不同地方的茶叶氟含量差异较
大袁其中恩施市芭蕉镇的黄红壤最高袁达 1 095.43 mg/kg袁建
始县苗坪乡的灰棕壤最低袁为 499.94 mg/kg遥 茶树体内各部
位含氟量大小表现为叶跃花蕾跃根跃茎袁各部位含氟量比值不
定袁其根/茎/叶/花蕾的比值范围为 1颐0.72~0.98颐12.38~18.42颐
2.40~4.83遥土壤的理化性质尧茶树的年龄尧茶叶的成熟度尧光
合条件等都会影响各部位的氟含量遥
2.2.2 茶树体内氟含量与土壤氟含量的相关性分析遥 由表
5可见袁水溶态氟与茶树中根尧叶及花蕾中的氟呈极显著正
相关袁与茎中的氟呈显著正相关曰交换态氟与叶中的氟呈极
显著正相关袁与根尧茎及花蕾中的氟呈显著正相关曰总氟及

残余态氟与叶中的氟呈显著正相关遥可见袁土壤中水溶态氟
生物有效性最高袁交换态氟也具有较高的生物有效性袁总氟
及残余态氟具有一定的生物有效性袁有机态氟和铁尧锰结合
态氟为非生物有效性氟遥

2.2.3 茶叶氟含量与土壤各形态氟间的逐步回归分析遥 茶
叶是保健饮料产品袁 茶叶中氟的含量对人体健康有重要影
响袁氟在茶叶中的过量积累会对人体造成危害遥笔者所研究
的恩施茶叶含氟量渊 Y冤与土壤中不同形态氟含量间的逐步
回归关系为院Y=-104.6 +698.3 Ws蛳F +128.8 Ex蛳F -18.1 Fe/Me蛳F
+12.7 Or蛳F+0.08 Res蛳F 渊 R=0.856袁F=18.17冤遥 式中 R跃R0.05=
0.832袁说明方程拟合性较好袁F跃F0.01=5.46袁说明土壤中不同
形态氟含量对茶叶含氟量有极显著影响袁 其中水溶性氟对
茶叶含氟量影响最大袁 交换态氟对茶叶含氟量也有较大影
响袁铁锰结合态氟尧有机态氟及残余态氟对茶叶含氟量没有
明显影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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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供试土壤中不同形态氟的含量

序号 采样点 土壤名称
不同形态的氟

T蛳F Ws蛳F Ex蛳F Fe/Me蛳F Or蛳F Res蛳F
1 鹤峰县走马镇 石灰土 1 124.3 0.72 2.14 0.42 0.57 1120.5
2 恩施市芭蕉镇 黄红壤 869.7 1.18 3.52 0.21 0.29 864.53 宣恩县高罗镇 黄壤 853.5 0.47 1.96 0.29 0.55 850.24 巴东县溪丘湾 红砂土 592.8 0.57 2.85 0.18 0.48 588.7
5 建始县苗坪乡 灰棕壤 486.9 0.52 1.36 0.27 0.20 484.5

平均值 785.4 0.97 2.37 0.27 0.42 781.7

注院*尧**分别表示在 0.05尧0.01水平上存在差异遥

形态 T蛳F Ws蛳F Ex蛳F Fe/Me蛳F Or蛳F Res蛳F
T蛳F 1Ws蛳F 0.377 4 1
Ex蛳F 0.237 2 0.787 2* 1Fe/Me蛳F 0.689 4* 0.189 1 0.499 1 1
Or蛳F 0.615 0* 0.324 5 0.004 5 0.464 8 1Res蛳F 0.999 9** 0.375 0 0.233 9 0.691 9* 0.615 5* 1

表 3 不同形态氟之间的相关性

表 4 不同土壤类型中的茶树各部位含氟量 mg/kg
石灰土 黄红壤 黄壤 红砂土 灰棕壤 平均值

根 45.63 59.46 32.49 45.73 33.86 43.43
茎 44.85 42.61 27.52 41.65 31.39 37.60
叶 806.61 1 095.43 499.94 566.09 524.37 698.49
花蕾 220.24 250.00 77.92 158.16 134.96 168.26

部位

表 缘 茶树含氟量与土壤各形态氟的相关性

根 0.342 4 0.926 9 0.907 2 0.260 8 0.148 8 0.339 6
茎 0.424 5 0.624 0 0.787 2 0.083 8 0.129 3 0.422 7
叶 0.526 4 0.982 6 0.738 8 0.001 6 0.201 3 0.524 3
花蕾 0.439 2 0.870 3 0.644 8 0.077 7 0.191 8 0.437 3

T蛳F Ws蛳F Ex蛳F Fe/Me蛳F Or蛳F Res蛳F部位
不同形态的氟

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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