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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重楼寄生菌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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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从滇重楼（!"#$%&’()&*)(("/01#)+,,",-,%$%）地下茎中分离和鉴定出两种细菌———

蜡状芽孢杆菌（."/$((+%/-#-+%）和产碱假单胞菌（!%-+0’1’,"%"(/"($2-,-%），以及三种真菌———

黑团 孢 霉（!-#$/’,$"23#）、白 色 厚 顶 孢 霉（!"/*,’/)3-"(3$0"）和 重 楼 索 霉（4’#1’1)/-%

&"#$0$&*$(+%）。对蜡状芽孢杆菌、产碱假单胞菌和重楼索霉进行了液体培养并测定了胞外多

糖含量，结果表明重楼索霉可分泌大量胞外多糖，这可能是导致滇重楼地下茎胶质化和多糖

含量增加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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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重楼（!"#$%&’()&*)(("/01#)+,,",-,%$%）地下茎是中药重楼的主要药用种。［)］

此药系野生，因年用量过大，加之生长缓慢，致使资源日趋枯竭，为能永续利用，实现

人工栽培商品化，已势在必行。在粉质和胶质滇重楼研究中，发现因微生物寄生，地下茎

质地发生胶质化，所含糖类的数量、种类和组成均发生了显著差异［+］。探讨该药材的生

长及其品质与寄生物之间的关系，可为发展人工大量栽培和保证其药效提供有益的参考。

本文报道胶质滇重楼寄生菌的分离、鉴定和优势菌株液体培养的结果。

! 材料和方法

!#! 样品来源

滇重楼采自昆明植物研究所植物园。

!#"寄生物的分离培养

滇重楼为多年生草本植物，地下茎深埋于地下，因此在分离寄生菌之前，必需对地下

茎进行严格的表面消毒。在无菌条件下，先用升汞溶液浸泡地下茎，再用酒精灯火焰灼烧

表面，削去外皮，取其内质部切成小块，用675培养基进行真菌分离，用89培养基进行

细菌分离。经多次分离纯化，镜检确认后，再行鉴定。

!## 鉴定方法

主要根据文献［$，.，&］的方法进行

!#$ 液体培养

滇重楼主要分布于云贵高原冷凉的山区，为喜荫多年生植物。为了接近其生活习性，

液体培养采用低温（+(:!++:）、长时间（)&;），摇床培养。真菌接种于查氏培养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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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细菌接种于!"#液体培养基［$］中，每%&&&’(的三角瓶中装培养基)&&’(。菌液经离

心（*&&&+／’,-）分离出菌体和培养液，菌体经冰冻干燥，称重，上清液减压浓缩至小体积。

用乙醇沉淀胞外多糖，脱水、干燥后称重。

! 结果和讨论

!." 真菌鉴定

在真菌的分离纯化过程中，首先在滇重楼地下茎的薄壁组织中分离出黑团孢霉

（!"#$%&’$(/0.）［)］。分离出的第二种真菌形态特征为：菌丝组合多成束状、为)!1层，分

生孢子柱呈台生型、直立、白色或乳白色，高2&&"’、粗2&!3&"’，分生孢子透明、光滑、

大小为%4!)4"’5%%!%4"’，与文献［2］报道基本一致，将其鉴定为白色厚顶孢霉

（!(%)’&%*+"(,+$-(）。该菌记录寄生于黄杨属（./0/1）、白蜡树属（2#(0$’/1）或栎属

（3/"#%/1）等植物的腐木桩上，原记录于欧洲。在滇重楼地下茎中发现，尚属首次。

在分离纯化中，还得到一株生长迅速的优势菌，经鉴定，为索霉属一新种，定名为重楼

索霉（4&#5&5*%"16(#$-$6)$,/16.78-9:;<.=.>8-9）［3］。

!.! 细菌鉴定

从滇重楼地下茎的薄壁组织中分离出细菌两株?@.%和?@.)。

?@.%：革兰氏阳性，杆状，大小为%A&!%A%"’5)A3!2A&"’。胞内产中生芽孢。孢

囊不膨大。胞内在幼培养物时有聚B#B羟基丁酸颗粒。菌落圆形，蜡状，不透明，大小为

4’’以上。能产乙酰甲基甲醇（CBD阳性）。产淀粉酶和卵磷脂酶，不产苯丙氨酸脱氨

酶。能在$E（$）?8F(和0G4A$中生长，能在厌氧培养基中生长，营兼性厌氧生活。能抗

溶菌酶（&A&&%E）。能分解酪氨酸。对葡萄糖和甘露醇产酸，而对阿拉伯糖和木糖不产

酸，该菌被鉴定为蜡状芽孢杆菌（.(%$,,/1%"#"/1）。

?@.)：革兰氏阴性，杆状，具极生鞭毛。胞内无聚B#B羟基丁酸颗粒。菌落呈圆形，大

小为%!)’’，光滑，半透明到透明，色略黄。接触酶阳性，氧化酶迟缓阳性。葡萄糖H／I
测定为氧化型，葡萄糖不产酸而产碱，硝酸盐不能还原到亚硝酸盐，葡萄糖和果糖都不能

作为唯一的碳源，经鉴定，该菌为产碱假单胞菌（!1"/-&5&’(1(,%(,$7"’"1）。

滇重楼为多年生草本植物，每年秋后地上茎和须根枯萎，地下茎逐年膨大并生新芽和

新的须根。次年长成新的地上茎，生长多年后地下茎形成多层倒塔状物（即药用部位），故

名重楼（图%BJ）。老须根枯萎脱落，使地下茎出现许多易为微生物侵染的小孔（图%B#）。

对大量的滇重楼地下茎进行观察和比较，发现感染微生物较多的胶质重楼地下茎个

头大、量重，而感染轻的粉质重楼地下茎个头小、量轻。因此，有必要对重楼、真菌和细菌

三者相互关系进行深入的研究，为将来人工大量栽培、提高产量和质量创造条件。

!.# 液体培养

研究发现，因微生物寄生而使滇重楼地下茎多糖含量显著增加，并发生胶质化［)］，提

示微生物的寄生能提高地下茎多糖的含量。为了找出到底是哪些菌在起主要作用，进行

了蜡状芽孢杆菌、产碱假单胞菌和重楼索霉这三种优势菌的液体培养，并对菌体重量和胞

外多糖产率进行了比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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