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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安徽不同地区采集大豆根瘤，经分离纯化共获得 ３２个未知菌株，对它们的营养利用、抗生素敏感性和耐

逆性等 １１２个生理生化指标进行了表型鉴定。结果表明：不同地理来源甚至同一地理来源的菌株在碳和氮源利

用、抗生素抗性和耐逆性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在所有的表型性状中有 ５７项性状在不同菌株间存在差异。

其中 ９３．８％的菌株能在含 ３．０％ ＮａＣｌ的培养基上生长，７８．１％的菌株能在含 ７．０％ ＮａＣｌ的培养基上生长。所有

菌株在 ｐＨ３的酸性条件下均不生长，在 ｐＨ１２碱性条件下除 ＡＨ０９、ＡＨ２４外均能生长；在 ４℃处理下 ２４ｈ均能生

长，在 ６０℃处理下 ２４ｈ均不能生长；均能在含 ３００ｍｇ·Ｌ－１赤霉素或磷霉素的培养基中生长，但对链霉素耐受性

差。聚类分析表明，从表型分类上将安徽省大豆根瘤菌分为两大类群，其中有 ２９个菌株属于一个大类群，具有较

高的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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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氮肥的施用量越来越大，但氮肥的利用
率却在不断下降，大部分进入地下水，使江河湖泊

富营养化，致癌物质增加；不但提高了农业成本，还

致使土壤板结，降低了土壤的蓄水保墒能力，加速

了土地荒漠化，从而使农业生态系统的功能衰退，

生态环境恶化
［１３］
。并且工业氮肥是在高温高压下

生产的，消耗大量石油、煤炭等不可再生能源，同时

造成对环境的污染。生物固氮是固氮微生物在常

温常压下利用可再生能源（太阳光）固定空气中的

氮素，使之能直接被生物吸收利用的过程。能增加

农作物产量，在无污染的同时能改善土壤环境，降

解土壤中的毒素，增加土壤的抗逆性。并且生物固

氮量是工业固氮的 ３倍［４５］
。根瘤菌和豆科植物共

生固氮是生物固氮中最有效的方式
［６８］
。

因此，研究大豆根瘤菌分布上的表型多样性及

菌株抗逆性对于提高大豆产量，增加土壤肥力，减

小环境污染等方面都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我国是大豆和大豆根瘤菌的起源和分布中心，大豆

根瘤菌的资源十分丰富。安徽省种植大豆历史悠

久，是大豆主产区之一。由于安徽地形复杂，气候

多样，自然形成了淮北、沿江和江南 ３个不同的大
豆生态区，各地大豆品种资源丰富

［９］
，其复杂多样

的地理与生态环境决定了与大豆根瘤菌丰富的表

型多样性。该研究采用数值分类方法，初步考察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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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地区大豆根瘤菌的分类地位及其多样性，为发掘

和利用性状优良的根瘤菌种质资源提供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供试菌株
从安徽不同地区采回的新鲜根瘤，按 Ｖｉｃｅｎｔ的

方法
［１０］
进行划线分离、纯化得到根瘤菌的纯培养，

供试菌株来源见表１。

表 １　未知供试菌株一览表

Ｔａｂｌｅ１　Ｌｉｓｔｏｆｔｅｓｔｅｄｕｎｋｎｏｗｎｓｔｒａｉｎｓ

菌株

Ｓｔｒａｉｎｓ

采样地点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ｓｉｔｅ

菌株

Ｓｔｒａｉｎｓ

采样地点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ｓｉｔｅ

ＡＨ０１ 凤阳县三后街村 ＡＨ１７ 宿州市符离集

ＡＨ０２ 凤阳县柳庄 ＡＨ１８ 天长市

ＡＨ０３ 凤阳县新庄 ＡＨ１９ 安庆市太湖县金星村

ＡＨ０４ 凤阳县城府镇宗楼村 ＡＨ２０ 六安霍邱县

ＡＨ０５ 凤阳县城府镇桥南村 ＡＨ２１ 宿州市泗县

ＡＨ０６ 凤阳县城府镇金董村 ＡＨ２２ 亳州市涡阳县

ＡＨ０７
凤阳县城府镇张老庄城

西村
ＡＨ２３ 六安市寿县

ＡＨ０８ 凤阳县城府镇卫前村 ＡＨ２４ 安庆市潜山县

ＡＨ０９
凤阳县临淮镇十里铺村

袁家坝生产队
ＡＨ２５ 安庆市太湖县白石村

ＡＨ１０
凤阳县临淮镇十里铺村

周圩子
ＡＨ２６ 蚌埠市怀远县

ＡＨ１１ 淮南市潘集 ＡＨ２７ 滁州市全椒县

ＡＨ１２ 淮南市宋集 ＡＨ２８ 滁州市凤阳县

ＡＨ１３ 阜阳市临泉 ＡＨ２９ 六安市裕安区

ＡＨ１４ 宿州市維桥区 ＡＨ３０ 淮北市濉溪

ＡＨ１５ 天长市 ＡＨ３１ 桐城市

ＡＨ１６ 池州市 ＡＨ３２ 宿州市維桥区

１．２　测定项目与方法
共测定表型性状１１２项，每个指标３次重复。

１．２．１　唯一碳源利用　分别对２１种碳源进行了唯
一碳源利用测定，包括蔗糖、乙酸钠、Ｄ木糖、Ｄ果
糖、Ｄ山梨醇、甘露醇、柠檬酸钠、酒石酸钠、ＤＬ苹
果酸、Ｌ阿拉伯糖、葡萄糖、α乳糖、麦芽糖、Ｌ（＋）
鼠李糖、海藻糖、Ｄ半乳糖、赤藓醇、密二糖、菊糖、
棉子糖、卫矛醇（甜醇），每种碳源均以０．１％的质量
浓度与 Ｗｈｉｔｅ培养基混合后倒平板。将供试菌株在
ＹＭＡ液体培养基中培养４ｄ后，离心收集菌体并用
生理盐水洗 ３次，配制成菌悬液，用接种环点种在
各种碳源平板上，同时设 ＹＭＡ和不加碳源的对照，
２８℃倒置培养，每天记录１次结果。
１．２．２　唯一氮源利用　分别对１３种氮源进行了唯
一氮源利用测定，包括甘氨酸、Ｌ精氨酸、Ｌ谷氨酸、

Ｌ缬氨酸、Ｌ组氨酸、ＤＬ丝氨酸、Ｌ脯氨酸、Ｌ苯丙

氨酸、Ｌ谷氨酰胺、Ｌα丙氨酸、Ｌ赖氨酸、Ｌ异白氨

酸、Ｌ苏氨酸，将 Ｗｈｉｔｅ培养基Ａ组分中的ＮａＮＯ３换

作所测定的氮源，使氮源质量浓度均为 ０．１％，外加

５．０ｇ·Ｌ－１的甘露醇作为碳源，将供试菌株接种在

各种氮源平板上，同时设 ＹＭＡ和不加氮源的对照，

２８℃倒置培养，每天记录１次结果。

１．２．３　抗生素抗性测定　抗生素抗性测定 ２４项，

分别为青霉素、庆大霉素、赤霉素、红霉素、磷霉素、

链霉素，将其溶解后，用过滤灭菌，然后分别加入冷

却至５０℃的 ＹＭＡ培养基中混匀，制成质量终浓度

为５、５０、１００和 ３００ｍｇ·Ｌ－１的平板。将供试菌株

接种在抗性平板上，以未加抗生素的 ＹＭＡ平板为

对照，２８℃倒置培养，每天记录１次结果。

１．２．４　染料及化学试剂抗性测定　对染料的抗性

和化学药物的耐受性共测定 ２２项，包括 ＮａＮＯ２、孟

加拉红、亚甲基蓝、孔雀石绿、刚果红、甲基绿、甲基

红、溴酚蓝、百里香酚兰、中性红、溴百里香酚兰

（ＢＴＢ），配制含有以上成分质量浓度分别为 ０．１％

和０．２％的 ＹＭＡ培养基，倒平板。将供试菌株接种

在抗性平板上，以未加染料和化学药物的 ＹＭＡ平

板为对照，２８℃倒置培养，每天记录１次结果。

１．２．５　耐酸与耐碱性测定　用 ＨＣｌ和 ＮａＯＨ分别

将 ＹＭＡ培养基的 ｐＨ值分别调至 ３．０、４．０、５．０、

６．０、７．０、８．０、９．０、１０．０、１１．０和 １２．０，倒平板。将

供试菌株接种在不同 ｐＨ的平板上，２８℃倒置培养，

每天记录１次结果。

１．２．６　耐盐性测定　用 ＮａＣｌ配制质量浓度分别

为 ０．１％、０．５％、０．７５％、１．０％、１．２５％、１．５％、

１．７５％、２．０％、２．５％、３．０％、３．５％、４．０％、５．０％、

６．０％、７．０％、８．０％、９．０％和 １０．０％的 ＹＭＡ培养

基，倒平板，然后将供试菌株接种至不同盐浓度平

板上，以未加 ＮａＣｌ的 ＹＭＡ平板为对照，２８℃倒置

培养，每天记录１次结果。

１．２．７　生长温度范围测定　将供试菌株接种于

ＹＭＡ平板上，分别置 ４、１０、４０、６０℃温度下处理

２４ｈ后置于 ２８℃培养，以 ２８℃培养为对照，每天记

录１次结果。

１．３　聚类分析
将供试性状转换为数字性状，如根据供试菌株

的生长情况，可将能生长或在平板上形成典型菌落

者记为“１”，否则记为“０”。用 ＮＴＳＹＳｐｃ２．１０ｅ软

件，采用平均连锁法（ＵＰＧＭＡ），聚类结果以树状图

谱的方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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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生理生化性状
２．１．１　唯一碳源利用　２１种唯一碳源利用的测定
结果表明，所有未知菌株都能利用蔗糖、乙酸钠、Ｄ
木糖、Ｄ果糖、Ｄ山梨醇、甘露糖、柠檬酸钠、酒石酸
钠、葡萄糖、α乳糖、麦芽糖、Ｌ（＋）鼠李糖、Ｄ半乳
糖、密二糖，但对 ＤＬ苹果酸、赤藓醇、菊糖和卫矛醇
（甜醇）的利用率较低，分别为 ２１．９％、５９．４％、
５３．１％和４６．９％。除 ＡＨ２９菌株外其它未知菌株
都能利用棉子糖，除 ＡＨ２４菌株外其它菌株都能利
用海藻糖和 Ｌ阿拉伯糖，除 ＡＨ２６外其它菌株都能
利用 Ｄ木糖，菌株 ＡＨ２１和 ＡＨ２３能利用全部碳源。
可以看出大部分未知菌株对碳水化合物利用能力

比较广泛，还有少数未知菌株对碳源利用能力较

差，表明不同地理来源的菌株在碳源利用方面存在

差异。

２．１．２　唯一氮源利用　１３种唯一氮源利用的测定
结果表明，所有未知菌株都能利用甘氨酸、Ｌ精氨
酸、Ｌ组氨酸、ＤＬ丝氨酸、Ｌ脯氨酸、Ｌ苯丙氨酸、Ｌ
谷氨 酰 胺、Ｌ赖 氨 酸、Ｌ异 白 氨 酸、Ｌ苏 氨 酸；
９６．９％的菌株能利用 Ｌα丙氨酸、Ｌ谷氨酸和 Ｌ缬
氨酸，因此，供试菌株对氮源利用范围比较广泛。

２．１．３　抗生素抗性测定结果　供试的 ６种抗生素
的抗性测定结果表明，所有菌株均不能耐受 ５～
３００ｍｇ·Ｌ－１的链霉素，仅有 ６８．８％未知菌株可以
在５ｍｇ·Ｌ－１庆大霉素上生长，其它浓度均不能生
长，说明了链霉素和庆大霉素对未知菌株有较强的

抑制作用；ＡＨ０１、ＡＨ０７、ＡＨ０９、ＡＨ１１、ＡＨ１６、ＡＨ１８、
ＡＨ２８和 ＡＨ２９均能在３００ｍｇ·Ｌ－１青霉素上生长，
说明这些菌株对青霉素具有较强的抗性；另外，

ＡＨ０７、ＡＨ１０、ＡＨ１１、ＡＨ１５、ＡＨ１８、ＡＨ２０、ＡＨ２３、
ＡＨ２４、ＡＨ２５、ＡＨ２７、ＡＨ３０、ＡＨ３１ 和 ＡＨ３２ 在
３００ｍｇ·Ｌ－１的红霉素不能生长，其它浓度均能生
长；所有未知菌株均可耐受 ５～３００ｍｇ·Ｌ－１赤霉素
或磷霉素。表明这些菌株对赤霉素和磷霉素具有

很强的抗性。

２．１．４　染料及化学试剂抗性测定结果　供试的 １１
种染料及化学试剂的耐受性测定结果表明，所有未

知菌株对质量浓度为０．１％和０．２％百里香酚兰、溴
酚蓝、刚果红和亚甲基蓝均有耐受性；９６．９％的菌
株对质量浓度为 ０．２％ＢＴＢ、９３．８％的菌株对质量
浓度为 ０．２％中性红、８４．４％的菌株对质量浓度为
０．２％甲基红和 ５０％的菌株对质量浓度为 ０．２％
ＮａＮＯ２都具有较强的抗性；６５．６％的菌株不能在质

量浓度为 ０．２％孟加拉红中生长，９３．８％的菌株不
能在质量浓度为０．１％和０．２％孔雀石绿生长，说明
孟加拉红和孔雀石绿这 ２种染料对菌株具有较强
的抑制作用；所有菌株均不能耐受质量浓度为

０．１％和０．２％甲基绿，说明甲基绿这种染料对这些
菌株具有很强的抑制作用。

２．１．５　耐酸与耐碱性测定结果　酸碱性测试表
明，所有供试菌均不能耐受 ｐＨ３的生长环境，所有
菌株都能在 ｐＨ１０的条件下生长，除 ＡＨ０９菌株外
都能在 ｐＨ１１下的条件生长，９３．８％的菌株能在
ｐＨ１２环境下生长。这一结果表明，供试菌株普遍
具有较强的耐碱能力，而耐酸能力较差。

２．１．６　耐盐性测定结果　对未知菌株耐盐性测试
结果表明，在 ８．０％、９．０％和 １０．０％的 ＮａＣｌ处理
下，所有未知菌株皆不能生长；但 ７８．１％的未知菌
株可耐受７．０％ ＮａＣｌ和６．０％ ＮａＣｌ，８７．５％的未知
菌株可耐受 ５．０％ＮａＣｌ，９０．６％的未知菌株可耐受
４．０％ＮａＣｌ，９３．８％的未知菌株能可耐受 ３．０％
ＮａＣｌ。由此说明未知菌株具有较强的耐盐性。
２．１．７　生长温度范围测定结果　通过对菌株在温
度４、１０、４０、６０℃处理 ２４ｈ后置于 ２８℃培养的生长
结果表明，在４℃时和 １０℃处理 ２４ｈ后，所有未知
菌株从第２天开始都能生长，４０℃处理 ２４ｈ再转入
２８℃培养时，除 ＡＨ１３、ＡＨ２５不能正常生长外，其它
均能生长，在６０℃处理 ２４ｈ再转入 ２８℃培养时所
有菌株均无生长迹象。

２．２　聚类分析结果
将测定的所有生理生化表型性状数据进行转

化，以 ＵＰＧＭＡ法进行聚类分析，其结果见图 １。从
图１看出，菌株在 ８９％相似水平上聚成两大群：群

Ⅰ，群 Ⅱ。群 Ⅰ 由 ＡＨ０１、ＡＨ０３、ＡＨ２８、ＡＨ１１、
ＡＨ０２、ＡＨ０４、ＡＨ０５、ＡＨ０８、ＡＨ０６、ＡＨ２６、ＡＨ１２、
ＡＨ２２、ＡＨ１９、ＡＨ２１、ＡＨ２３、ＡＨ３２、ＡＨ０９、ＡＨ０７、
ＡＨ１８、ＡＨ１６、ＡＨ２７、ＡＨ１４、ＡＨ１７、ＡＨ２９、ＡＨ１０、
ＡＨ３０、ＡＨ１５、ＡＨ２５、ＡＨ１３共 ２９种菌株组成，群Ⅱ
由 ＡＨ２０、ＡＨ２４、ＡＨ３１共３种菌株组成。滁州市的
１２株、宿州市的 ４株根瘤菌都聚在群Ⅰ，这说明滁
州市、宿州市的根瘤菌地域差异不大；而安庆市、六

安市的３株根瘤菌有 ２株聚在群Ⅰ、１株聚在群Ⅱ，
这说明安庆市、六安市的根瘤菌地域差异较大；而

ＡＨ１２和 ＡＨ２２的相似度为 １００％，可以看成是同一
菌株，在做进一步试验时可以选择其中之一。这些

结果与现行的分类结果相一致，说明试验在生理生

化性状测定及数值分析方面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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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供试根瘤菌数值分类树状图

Ｆｉｇ．１　Ｄｅｎｄｒｏｇｒａｍｏｆｔｈｅｒｈｉｚｏｂｉａｌｓｔｒａｉｎｓｂｙ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　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３２株未知菌株１１２项表型性状的测定，
结果显示多数菌株有较广泛的碳氮源，耐盐碱能力

较强，有 ７８．１％ 的菌株能耐受 ７．０％ 的 ＮａＣｌ，
９３．８％的未知菌株均能耐受 ３．０％ ＮａＣｌ。９３．８％
的菌株能在 ｐＨ１２的环境下生长。还具有较强的耐
高温能力，９３．８％的菌株能在 ４０℃条件下生长。说
明这些菌株具有很强的抗逆性。为充分利用这些

菌株特性来对盐碱化土壤进行土壤修复，将是可持

续农业发展的重要手段，但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较

少，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根据１１２项表型性状的测定结果进行聚类分
析，结果表明，３２株供试菌株除了 ３个单独聚为一
类外，其它的菌株都聚为一类，并且从表型鉴定结

果来看，具有较高的相似性，特别是 ＡＨ１２和 ＡＨ２２
具有完全相同的表型特征，有可能是同一菌株，但

还需用分子生物学手段（如 １６ＳｒＤＮＡ）做进一步的
鉴定。

试验对分离到３２菌株，进行了１１２项生理生化
表型性状研究。结果表明，不同地理来源、甚至同

一地理来源在碳氮源利用、抗生素抗性、耐逆性等

方面存着较大的表型多样性。来自同一地区的不

同菌株在表型特征上也会有较大差异，其分类地位

与地区来源没有必然的联系。如来自于六安市的

ＡＨ２３、ＡＨ２９属群Ⅰ，而 ＡＨ２０属群Ⅱ；采集于安庆

市的 ＡＨ１９、ＡＨ２５属群Ⅰ，而 ＡＨ２４属群Ⅱ。
根瘤菌的分布和多样性是环境因素和自身遗

传特性相互作用共进化的结果，其中地域因素是主

要影响因素之一
［９］
。区域环境条件的改变，既影响

着宿主植物的生长，也改变了根瘤菌的生长条件，

造成根瘤菌种群变化和数量的增减，因而在同一环

境中出现了根瘤菌表型和遗传型的多样性
［１１］
。在

该试验中，从安徽省不同地区分离的大豆根瘤菌在

表型分析上还都没有按照地理来源进行聚群，如同

一类群的菌株可以来源于不同的采集点，而同一个

采集点分离到的菌株也可以聚在不同类群中。上

述现象再次表明，根瘤菌与豆科植物之间的共生结

瘤关系比较复杂，受多种因素影响。根瘤菌与豆科

植物的共生关系涉及细菌、植物及环境三方面的相

互作用。这一结果与陈文新等的观点相吻合
［１２］
，

与何庆元等对安徽大豆根瘤菌研究的结果一致
［９］
。

通过对分离自安徽省不同地区大豆根瘤菌的

表型性状的研究，获得了生长在地形复杂、气候多

样的安徽大豆根瘤菌的表型特征。该研究为进一

步揭示安徽大豆根瘤菌的遗传多样性和系统发育

提供了前期研究数据，并为菌株的区分和保存提供

了依据和菌株资源。

参考文献

［１］　石凤翎，王明玖，王建光．豆科牧草栽培［Ｍ］．北京：中国林业

出版社，２００３：３．（ＳｈｉＦＬ，ＷａｎｇＭＪ，ＷａｎｇＪＧ．Ｌｅｇｕｍｅｓｃｕｌｔｉ



２期 吴　萍等：安徽大豆根瘤菌的表型多样性研究 ２２３　　

ｖａｔｉｏｎ［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３：３．）

［２］　马中雨，李俊，张永芳，等．大豆根瘤菌与大豆品种共生匹配

性研究［Ｊ］．大豆科学，２００８，２７（２）：２２１２２７．（ＭａＺＹ，ＬｉＪ，

ＺｈａｎｇＹＦ，ｅｔａｌ．Ｓｙｍｂｉｏｔｉｃ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ｏｙｂｅａｎｒｈｉｚｏｂｉｕｍ

ａｎｄｓｏｙｂｅａｎ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Ｊ］．Ｓｏｙｂｅａ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８，２７（２）：２２１

２２７．）

［３］　李伟．中国部分地区大豆根瘤菌的遗传多样性和系统发育研

究［Ｄ］．雅安：四川农业大学，２００９：１２３．（ＬｉＷ．Ｇｅｎｅｔｉｃｄ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ａｎｄｐｈｙｌｏｇｅｎｙｏｆｒｈｉｚｏｂｉａｉｓｏｌ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ｒｏｏｔｎｏｄｕｌｅｓｏｆｓｏｙ

ｂｅａｎｉｎｐａｒｔ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Ｄ］．Ｙａ’ａｎ：Ｓｉｃｈｕａ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２００９：１２３．）

［４］　刘保平，周俊初．根瘤菌菌剂研究［Ｊ］．湖北农业科学，２００６，

４５（１）：５７６５．（ＬｉｕＢＰ，ＺｈｏｕＪＣ．Ｓｔｕｄｙｏｎｒｈｉｚｏｂｉｕｍｉｎｏｃｕｌａｎｔ

［Ｊ］．Ｈｕｂｅｉ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０６，４５（１）：５７６５．）

［５］　ＦｅｎｇＱＷ，ＥｎＴＷ，ＹｏｎｇＦＺ，ｅｔ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ｈｉｚｏｂｉａ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Ａｌｂｉｚｉａｓｐｐ．ｉｎ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ｗｉｔｈｍｉｃｒｏｓｙｍｂｉｏｎｔｓｏｆＡ

ｃａｃｉａｓｐｐ．ａｎｄＬｅｕｃａｅｎａｌｅｕｃｏｃｅｐｈａｌａｇｒｏｗｎｉｎＣｈｉｎａ［Ｊ］．Ｓｙｓ

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ｅｄ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６，２９（１）：５０２５１７．

［６］　朱剑光，尉亚辉，吴艺舟．花生慢生根瘤菌的分离与鉴定

［Ｊ］．生物技术，２００６，１６（２）：４０４８．（ＺｈｕＪＧ，ＷｅｉＹＨ，

ＷｕＹＺ．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ｏｆｂｒａｄｙｒｈｉｚｏｂｉｕｍ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ｆｒｏｍ

ｐｅａｎｕｔ［Ｊ］．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６，１６（２）：４０４８．）

［７］　徐传瑞，章建国，周俊初．大豆根瘤菌的分离与筛选［Ｊ］．华中

农业大学学报，２００４，２３（６）：６３５６３８．（ＸｕＣＲ，ＺｈａｎｇＪＧ，

ＺｈｏｕＪＣ．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ｏｆｔｗｏｈｉｇｈ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ｒｈｉｚｏｂｉａｓｔｒａｉｎ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ａｚｈｏｎｇ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４，２３（６）：６３５

６３８．）

［８］　赵宇枢，段玉玺，王媛媛，等．辽宁省大豆根瘤菌资源抗逆性

及生防潜力研究［Ｊ］．大豆科学，２００９，２８（１）：１１３１１７．

（ＺｈａｏＹＳ，ＤｕａｎＹＸ，ＷａｎｇＹＹ，ｅｔａｌ．Ｓｔｒｅｓｓ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ａｎｄ

ｂｉｏｃｏｎｔｒｏｌ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ｏｆｓｏｙｂｅａｎｒｈｉｚｏｂｉａ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ｉｓｏｌ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Ｌｉ

ａｏｎｉｎｇ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Ｊ］．Ｓｏｙｂｅａ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９，２８（１）：１１３１１７．）

［９］　何庆元，玉永雄，吴萍，等．安徽地区大豆根瘤菌遗传多样性

研究［Ｊ］．激光生物学报，２００８，１７（４）：５１４５１９．（ＨｅＱＹ，

ＹｕＹＸ，ＷｕＰ，ｅｔａｌ．Ａｓｔｕｄｙｏｎｇｅｎｅｔｉｃ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ｏｙｂｅａｎｒｈｉ

ｚｏｂｉａｉｓｏｌ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ＡｎｈｕｉＡｒｅａｓ［Ｊ］．ＡｃｔａＬａｓｅｒＢｉｏｌｏｇｙＳｉｎｉｃａ，

２００８，１７（４）：５１４５１９．）

［１０］ＶｉｎｃｅｎｔＪＭ．Ａｍａｎｕａｌｆｏｒｔｈ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ｆｒｏｏｔｎｏｄｕｌｅｂａｃ

ｔｅｒｉａ．ＩＢＰ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Ｍ］．Ｌｏｎｄｏｎ：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１９７０．

［１１］路敏琦，李俊，姜昕，等．我国蚕豆根瘤菌的多样性和系统发

育研究［Ｊ］．应用与环境生物学报，２００７，１３（１）：７３７７．（Ｌ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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