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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根瘤菌吸附剂的选择及样品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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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快慢生型大豆根瘤菌在补充营养液的草炭$蛭石中直接发酵培养 *+ , 后"每克蛭石快

生菌数可维持到 "(+-"&+"慢生菌数可维持到 "($-"&+% 每克草炭快生菌数为 "(.-"&+"慢生菌数为 "(’-"&+"
两种吸附剂保存根瘤菌数都很稳定"但蛭石要优于草炭%而不同接种量的慢生型大豆根瘤菌在草炭$蛭石中

发酵 /& , 后"菌数即可达到 "&+ 0 1"表明制备根瘤菌剂时"没必要接入更多的根瘤菌数"菌数的增殖与最初

的接种量关系不大% 对大豆根瘤菌剂经 $ 年检测结果"有效活菌数都能维持在 "($2"(+*-"&+ 0 1"杂菌数为

"&3" 重金属含量 4, 为 &(&’* ’ 51 0 61$78 为 ’(99 51 0 61$4: 为 %9(% 51 0 61$;< 为=&(&&. 51 0 61" 各项指标

均符合国家农业行业制定的有关微生物肥料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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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作为根瘤菌的吸附材料很多"如蛭石$煤炭$草炭$膨润土和高岭土等% 我国&七五2八五’期

间应用草炭较为普遍"随着研究的深入"目前认为蛭石比草炭更具有优越性% 为此"我们对这两种吸

附材料进行了对比试验"同时对菌剂样品进行自行抽样检测和委托检测%

! 吸附剂的选择材料与样品检测方法

!+! 材料

蛭石除去杂质$过筛#草炭除去杂质"用 ?@AB 调 CB 为中性#菌株 D""$(快生菌)"E"*F/.9F$*!慢
生菌)#营养液为无氮营养液%
!+( 测试方法

!"#"! 快慢生型根瘤菌在蛭石与草炭中直接发酵菌数生长情况

将 "& 1 蛭石!草炭)与 "& 5G 无氮营养液混合"装入三角瓶中"塞好棉塞"压力 "* 磅""’&H灭菌 "
I"冷却后分别接入快生菌$慢生菌各 "* 瓶"$ 次重复"测定接入时菌数"室温 ’*H"分别培养 "$’$.$
’& 和 *+ , 后平板记数法测菌数%
!"#"# 不同接种量慢生型根瘤菌在蛭石与草炭中发酵菌数生长情况

将草炭$蛭石各 "& 1 装入三角瓶中"分别加入 "& 5G 营养液"塞好棉塞"压力 "* 磅""’&H灭菌 "
I" 冷却后各接 "&/$"&% 和 "&. 活细胞 0 5G $ 个稀释度" 快慢生型根瘤菌各 ’. 瓶"$ 次重复"’*H培养

’&$’* 和 /& , 后平板法测定菌数%
!"#"$ 菌剂样品检测

"99$2"99* 年"每年都抽取 ’ 批样品进行检测"主要检测有效活菌数$杂菌数$水分和 CB 等%有效

活菌数测定方法!采用 " 61 菌剂从中称取 "& 1"加入带玻璃珠的 "&& 5G 的无菌水中"静置 ’& 5JK 后

在旋转式摇床上充分振荡 $& 5JK"即成母液的菌悬液% 用无菌吸管吸取 * 5G 上述母液的菌悬液加入

/* 5G 无菌水中"混匀成 "L"& 稀释的菌悬液"这样依次稀释 "L"-"&’$"L"-"&$$"L"-"&/ 和 "L"-"&* 等浓

度"再用 " 5G 无菌吸管分别吸取不同稀释度菌悬液 &(" 5G"加至直径为 9 M5 平皿的琼脂培养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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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每个样品取 !"#"!"$ 和 !"% 稀释度!每一稀释度重复 $ 次!同时加无菌水为空白对照!培养 $ &!每

个稀释度取 ’ 个菌落的菌体!涂片染色!显微镜观察识别后计数菌落!根据公式进行计算#
杂菌数"水分和 () 等的测定采用常规方法!重金属含量委托吉林省农业环保检测站进行检测*方

法略+$

! 实验结果

!"# 快慢生型根瘤菌在蛭石与草炭中发酵结果

最初接入快生菌 ,!!$ 为 $-!"%!慢生菌混为 .-!"%!结果见表 !$

从表 ! 看出!根瘤菌在补充营养液的草炭%蛭石中直接发酵!培养 / 0 后蛭石快生菌数可增加到

!1$-!"2 3 4!慢生菌数可增加到 !1#-!"2 3 4&草炭快生菌数为 !1$-!"2 3 4!慢生菌数为 %15-!"/ 3 4$培养 ’2
0 后!蛭石快生菌数可增加到 !12-!"2 3 4!慢生菌数为 !1$-!"2 3 4&草炭快生菌数为 !1/-!"2 3 4!慢生菌

数为 !1#-!"2 3 4$ 两种吸附剂保存根瘤菌数都很稳定!但蛭石要好于草炭$
!"! 不同接种量慢生型根瘤菌接入草炭%蛭石中发酵结果

从表 # 看出!不同接种量的慢生型根瘤菌在草炭%蛭石中发酵 %" 0 后!菌数都可维持到 !"2 3 4!表

明制备根瘤菌剂时没必要接入更多的菌种!菌数的增值与最初的接种量关系不大$
!"$ 菌剂样品检测结果

!..$6!..’ 年!每年出厂的菌剂都随机抽取 # 批样品*! 74+进行有效活菌数%杂菌数%() 和水分含

量等测定!重金属委托吉林省农业环境保护监测站进行检测!结果详见表 $$

从表 $ 看出!快生菌的有效活菌数都可维持在 !1’6!12’-!"2 3 4$ 慢生菌的有效活菌数维持在 !1$6
!1$’-!"2 3 4!() 为 /1#!杂菌数为 !"8!水分含量9#’8!重金属检测!除水分含量超标外!其他各项指

标均符合标准$

" 小 结

通过对快慢生型大豆根瘤菌在补充营养液的草炭%蛭石中直接发酵培养 ’2 0 后!蛭石菌数可维

¡ 1   ¡¢£¤¥¦§¨©ª«¬®¯°±² 
¡/g¡¢ ¡/g¡¢ ¡¢£¤(d) ¡(G1 13) ¡(¡¢£) ¡(G1 13) ¡(¡¢£) 

 1 2. 0¡106 4. 00¡105 1 . 8¡106 5. 0¡104 
 2 1 . 1¡107 4. 30¡106 1 . 1¡107 4. 0¡106 
 7 1 . 3¡108 1 . 20¡108 1 . 3¡108 4. 6¡107 
20 1 . 6¡108 1 . 25¡108 1 . 5¡108 1 . 0¡108 
58 1 . 8¡108 1 . 30¡108 1 . 7¡108 1 . 2¡108 

 

¡ 2  ¡¢£¤¥¦§¨©ª«¬®¯°±²³ 
¡¢£¤(d) ¡¢£ ¡¢£¤¥ 20 25 40 

¡ ¡ 1 . 1¡104 9. 0¡107 1 . 1 0¡108 1 . 30¡108 
 1 . 1¡106 1 . 1¡108 1 . 20¡108 1 . 30¡108 
 1 . 1¡107 1 . 2¡108 1 . 25¡108 1 . 30¡108 

¡ ¡ 1 . 1¡104 1 . 0¡108 1 . 20¡108 1 . 35¡108 
 1 . 1¡106 1 . 2¡108 1 . 40¡108 1 . 40¡108 
 1 . 1¡107 1 . 2¡108 1 . 40¡108 1 . 45¡108 

 

¡ 3  ¡¢£¤¥¦§¨ 
¡¢£¤¥(¡/g¡¢) 

1993 ¡ 1994 ¡ 1995 ¡ ¡ ¡ 
¡ ¡ ¡ ¡ ¡ ¡ 

 ¡  ¡ 1 . 8¡108 1 . 33¡108 1 . 7 × 1 08 1 . 3¡108 1 . 80¡108 1 . 34¡108 
 ¡  ¡ 1 . 7¡108 1 . 35¡108 1 . 5¡108 1 . 3¡108 1 . 85¡108 1 . 40¡108 

¡¢£(mg/kg) 
Cd Pb Cr As ¡¢£¤(¡/g) ¡¢£(%) pH ¡¢(%) ¡¢£(%) 

0. 025 2 2. 99 69. 6 ¡0. 007 2. 4¡103 ¡¢£ 7. 2 ¡2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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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 页$
吉林省中等肥力以下的黑土地块占黑土面积的 !"#左右!可见本试验结果可以在 !"#左右黑土上应

用!并且其它土类也可参考应用"
综上所述!在吉林省中等以下肥力的黑土上种植高脂肪大豆应增施中微量元素硫#镁#锌#硼#钼

和锰!种植高蛋白大豆应增施微量元素锌#硼和锰!进而提高其产量和品质"

% 结 论

施用中微量元素硫#镁#铜#锌#硼#钼和锰对高脂肪#高蛋白大豆产量的影响差异较大" 高脂肪大

豆施用硫#镁#硼和钼的增产作用比较明显!增产幅度为 $%&#’&(%!#$高蛋白大豆施用中微量元素效

果不稳定也不显著!但施用镁和铜有增产趋势"
施用中微量元素硫#镁#铜#锌#硼#钼和锰对高脂肪#高蛋白大豆产量构成因素的影响各异" 高脂

肪大豆单株有效荚数和单株粒数均比对照有所增加!硫#镁#硼和钼增加幅度高于铜#锌和锰$施用

硫#镁#硼#钼和锰的单株粒重比对照增加 &%)’)%* +$所有处理的百粒重变化趋势不明显" 高蛋白大豆

施用中微量元素单株有效荚数#单株粒数#单株粒重和百粒重均没有明显的变化趋势"
中微量元素硫#镁#铜#锌#硼#钼和锰均能提高高脂肪大豆的脂肪含量!提高幅度为 "%)&#’

"%,(#$锌#硼和锰可增加高蛋白大豆的蛋白质含量!增加幅度为 "%&(#’"%**#"
在吉林省中等以下肥力的黑土上种植高脂肪大豆应增施中微量元素硫#镁#锌#硼#钼和锰!种植

高蛋白大豆应增施微量元素锌#硼和锰!从而提高其产量和品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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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 页$

% 小 结

在本试验条件下!4 和 5 对提高穗长#穗粒数有明显的效果!而 6 没有显著作用!不同肥量级处

理对百粒重各有不同程度影响!但尤以施用 4 和 5 对百粒重的提高效果最好"
在本试验条件下不同肥量级处理! 对玉米产量的影响以 4#5 肥量级各处理玉米增产效果最明

显!而施 6 比不施 6 增产效果不显著!其中在 4 肥量级处理中!以 4(7即 4#6)8(#5)89))(#:(#$" ;+ <
=>)1处理增产效应最好!在 5 肥量级处理中!以 5*7即 4#6)8(#5)89&!"#:(#2" ;+ < =>)1处理增产效应

最好"
在本土壤条件下!磷含量较高!氮钾含量不足!但钾离开氮的配合!钾增产效果不明显!施肥应提

倡以高氮74 &("’&!" ;+ < =>)1#中钾75)8 2" ;+ < =>)1#低磷76)8( ,( ;+ < =>)1配合为原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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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在 &%!?&"! < +!慢生菌数可维持在 &%,?&"! < +" 草炭快生菌数为 &%:?&"! < +!慢生菌数为 &%)?&"! < +!两

种吸附剂保存根瘤菌数都很稳定!但蛭石要优于草炭"
同接种量的慢生型根瘤菌在草炭# 蛭石中发酵 *" @ 后菌数即可达到 &"! < +! 表明制备根瘤菌剂

时!没必要接入更多的根瘤菌数!菌数的增殖与最初的接种量关系不大"
菌剂经 , 年检测结果!有效活菌数都能维持在 &%,’&%!(?&"! < +!杂菌数为 &"#!水分含量A)(#$

重金属检测!除水分含量超标外!其他各项指标均符合国家农业行业制定的有关微生物肥料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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