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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放线菌的数量和组成
’

康 丽 华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业研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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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峰岭位于海南岛西南部
,

植物生长茂密
,

树种繁多
,

植被和土壤类型的垂直 带 谱 明

显
,

保存着较为完整的热带森林
。

因此
,

研究尖峰岭热带林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了解放线

菌在不同生态环境中的分布
,

对合理利用和开发热带森林资源
,

更好地发挥经济效益
,

具有

重要意义
。

1 9 8 2一 19 8 3年
,

笔者对尖峰岭热带林三种不同森林类型土壤放线菌数量和组成特性作了

调查
,

放线菌培养采用高泽氏一号琼脂培养基
,

链霉菌类群鉴定根据《链霉菌鉴定手册》〔
’I ,

有关林地概况
、

土壤样品采集时间和方法见初报 11
2〕。

一
、

放线菌数量的季节性变化

尖峰岭热带半落叶季雨林
、

热带常绿季雨林和热带山地雨林土壤中放线菌数量的季节性

变化结果列于表 1
。

表 1 三种森林类型土滚中放线菌教最季节性变化 (单位 , 万个 /克干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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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于 1 9 87 年 4 月 23 日收到
。

. ¹ 本文系原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基金会资助项 目—
海甫岛尖峰岭热带林生态系统研究内容之一

。

º 本文经卢俊培副研究员审阅并提 出宝贵意见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集研究所游长芬同志指导鉴定部 分菌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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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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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结果表明
:
三种森林类型土壤中放

线菌数量季节性变化的趋势是
:
旱季多

,

雨

季少
。

在旱季和雨季
,

土壤中放线菌数量以

热带半落叶季雨林为最多 (占微生物总 数 的

百分率最高 )
,

热带山地雨林次之
,

热 带 常

绿季雨林最少
。

在温凉季节
,

则以热带山地

雨林为最多 (图 1 )
。

三种森林类型土壤中放线菌数量的季节

性变化差异显著
。

右
二

温凉季节
,

热带山地雨

林
、

热带半落叶季雨林和热带常绿季雨林有

机质的含量 分 别 为
: 3

.

9 8 7 %
、

3
.

9 8 2 % 和

2
.

3 2 了%
。

一般 认为
,

放线菌参与难 分 解物

质的分解过程
,

它在土壤有机质的分解
、

转

化过程中起主要作用
。

在热带山地雨林和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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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神森 林类 型 L 壤中放线菌效及 季节性女化

—
热带半落叶季 雨林

⋯ ⋯热带常绿季雨林

一 一热带山 地雨 (水

20100

带半落叶季雨林中放线菌数 狱较多
,

说明这两种森林类型较热带常绿季雨 沐更有刊于有机质

的分解和腐殖质的形成
,

这与土壤有机质的分析结果相吻合
。

在旱季
,

海南岛尖峰岭热带林大多数树木大量落叶
,

拈枝落叶的分解刘激着土壤中放线

菌的发育
,

土壤中放线菌的数量有所增加
。

热带山 J也l衍林土壤中放线菌数见的季节性变化也

同样说明了这个问题
。

热带山地雨林雨季落叶少
,

其余时间经常换叶
,

个别树种温凉时落叶

较多
,

如海南鹅耳枷 (C a : p i , u s la , e o o la ra )
、

大叶锥栗 (C a s t a , : o p s is 丁is s a ) 毛李
,

所 I少更在温凉季

节热带山地雨林土壤中放线菌数量高于其它两个森林类型
,

除雨季外
,

季节性变化差异不 明

显
。

三种森林类型土壤中放线菌数量分布的这种季 省性动态变化
,

除了与枯技落叶相关外
,

还与土壤中水热状况的季节性变化相关
,

土壤中的放线菌一般较细菌
、

真菌耐干军
,

旱季土

壤温度较高
,

而水分含址相对降低
,

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细菌和真菌的拍劝
。

土壤中各类

微生物促进了有机质的转化
,

不断地丰富了基质中的营弄物质
,

给放线菌的生
一

长繁殖提供了

有利条件
。

二
、

土壤中放线菌类群的分布

从三种森林类型土壤中分离得到的 81 株放线菌中
,

除 l 干场:为小单袍 菌 属 (M i‘:二
。 : 。s-

Po , a) 外
,

其余均属链霉菌属 (st , e Pt o m 夕“ : )
,

经分类鉴定归属于 。个类群 ( 天 2 )
。

从上述试验结果可以看出
,

介
一

温凉季节和旱季共分离到 9 个类群
.

雨季分离到 7 个类群
。

其中在旱季和温凉季节分离到的淡紫灰类群和青色类群 士
.

万季中未 见到
; 在热带山地雨林中

分离到 6 个类群
,

热带常绿季雨林分离到 6 个类型 , 热带半落叶季 lrJ- 林和热书八工川火雨 }水分禹

到的白袍类群
、

青色类群在热带常绿季雨林中未见到
。

相反地在热带半落叶季雨林和热带常

绿季雨林分离到的黄他美群
、

灰红紫类群 在热带山地山材
、

末见到 , 付 炎分
:

带半落叶季雨林分离

到的淡紫灰类群在其它两个林型
: 1,均未见到 , 链霉菌中的绿色类群和蓝色类群 庄尖峰岭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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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三种森林类型土琅中链舞菌属类群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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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 十 ,

为土壤样品 中有 出现
, .

0
”

为土城样品中未见到
。

森林类型土壤中均未见到
。

由此可见
,

尖峰岭热带林土壤中放线菌组成具有类群多
、

分布广

的特点
。

这些类群具有很强的适应性
,

它们可存在于不同的生态环境中
,

在土壤有机质的分

解
、

转化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

三
、

结 语

1
。

尖峰岭热带林三种森林类型土壤中放线菌数量的季节性变化与林木的季节性落 叶 特

征和土壤中水
、

热条件的季节性变化相吻合
。

2
。

三种森林类型土壤中放线菌的生态分布及类群组成在不同季节
、

不同植被和不同土壤

类型中差异较显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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