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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南地区海岸潮间带链霉菌的

分布及其抗菌性能研究

周美英 郑志成 姚炳新

(厦门大学生物系 )

摘 要

本文报道福建南部厦门
、

龙海
、

泉州和东山等地潮间带海泥中链霉 菌 (S 卜

re Pto o y c es ) 的分布及抗菌性能研究
.

结果表明
一

,

这些地区 海 泥 链 霉 菌 的 平

均含菌量为2
.

l x 10
‘

个 / g (干泥)
;

共包括12 个类群
,

以烬灰
、

金色和灰红紫类

群分布最广
, 一

菌株比率最高
,

青色
、

蓝色类群分布较窄
,

比率也低 ;

真有抗菌性

能的拮抗性菌株数占3 4
.

8 %
,

以杭金黄色葡萄球菌的分布最广
,

比率最高
,

杭变

形杆菌的居次
.

,
.

抗绿脓杆菌和 白色念珠菌的比率最低
,

不少菌株还具有广谱抗菌

活性 ; 海泥链霉菌的类群数
、

总菌量和拮抗性菌株比率有随环境盐度
,

的不同呈规

律性变化 ; 其他生境对链霉菌类群和总菌量的变化也有较大的影响
,

但对拮抗性

菌株 比率无 显著差异 ; 此外
,

生息在潮间带海泥的链霉菌都具有较高的耐盐性
,

拮抗性菌株比非拮抗性菌株更为明显
.

.

土壤微生物是现有抗生素的最主要产生菌
,

近年来随着海洋微生物学的发展
,

新抗生

素筛选有从土壤微生物扩大到海洋微生物的趋势
.

国外对海洋微生物的分布
、‘

海洋拮抗性

微生物的分离及其产生的抗生素已有不少研究
,

涉及的微生物包括细菌
、

霉菌
、

放线菌和

担子菌
;
研究的地理环境有海湾入 口

、

陆地沿海
、

海岛周围浅海直至外洋探海的海水悬浮

物
、

沉积物
、

海滩及海底污泥
〔’ 一 ’〕

.

迄今
,

我国仅在海洋细菌的生态分布
、

分 离培 养等

方面的研究有一些报道
,

有关海洋拮抗性链霉菌方面的研究尚未见报道 :

本文报道海岸潮间带海泥中链霉菌的分布及抗菌性能的研究结果
,

它对深 入 探 索 海

岸潮间带拮抗性链霉菌分布规律
,

开发新抗生素和其他生物活性物质 资 源 有着重要 的意

义
.

一
、

材料与方法

1
。

采样地点与方法

样品采 自福建南部沿海地区包括厦门的鼓浪屿
、

厦大
、

篙屿和集美
,

龙海的石码
、

角

本文于 19 8 7年 8月 20 日收到
,

修改稿于 19 8 8年 7月 5 日收到
.

.

宋思扬
、

林 琴
、

孙亚萍
、

史美蓉
、

罗 文
、

杨常胜等同志参加部分地区的采样和 菌种分离
、

鉴定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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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
、

石美
、

海澄
、

自礁
、

浮宫和屿仔尾
、

泉州的后绪及东山等地
.

采样时间1 9 8 2一1 9 8 5年

每年3月底一4月
.

采样方法是海水退至最低潮后
,

除去泥滩表面土2一 3c m 后取 泥 样
,

记

录土质和植被等情况
,

海泥装于预先灭菌的广口 瓶内
.

2
.

链霉菌的分离与纯化

培养基
,

高氏合成一号琼脂
〔。’

.

海泥样品用平板稀释法
,

经 28
O

C培养5一 7天
,

计数并挑菌
,

再移接至新鲜培养基上
,

2 8
’

C进行5一7天的纯化培养
.

3
.

链霉菌的类群鉴定

挑取纯化菌株
、

移接至上述新鲜培养基上
,

28
’

C培养14 天
,

按链霉菌 12 个类 群分类

法进行类群鉴定并归类
〔二 ”

.

4
.

抗菌性能测定

试验菌
,

选用金黄色萄葡球菌Z o g p ( S ta夕h夕lo e o e e u s a u r e u s Z oo p )
、

变形杆 菌

( P r o te ,‘5 o u lg a r ‘s )
、

绿脓杆菌 ( p s e o d o m o n a s a e r u夕‘n o s a
) 和白色念珠菌 ( C a n d ‘-

d a al b‘。a “; )作为抗菌性能测定的试验菌
.

试验菌均由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提供
.

测定方法
,

初筛用琼脂块法
.

经初筛的拮抗性菌株在黄豆饼粉玉米浆培养基内
,

2 8
’

C

摇床培养9 6小时
,

取发酵滤液用打洞法测定抗菌性能
.

5
.

盐度及样品含水量的测定

用M 。h卜K n a d s e n 法测定盐度
〔’ 。 〕 ,

干燥恒重法测定含水量
.

6
.

耐盐性试验

以链霉菌纯化菌株移接于含不 同N a C I浓度的高氏合成一号琼脂培养基斜 面上
,

2 8
’

C

培养15 天
,

置低倍镜下观察记录生长情况
,

并以陆生的细黄链霉菌 ( s
.

m ‘。ro f l
a 。“ : )和

珠抱链霉菌 ( 5
.

夕la b isP o r “s ) 作为对照
.

二
、

结果与讨论

1
.

不同生态环境海泥中链霉菌的数量分布

链霉菌的分布与生态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

我们从具有不同生态环境的潮间带采样
,

表 1 不同生态环境中链霉菌的数量分布

生 态 环 境 盐 度 } 样 品 数 样品平均含菌量(个/ g 于泥 )

00甘8自

:
勺‘OU,‘

n‘O山

渡 口泥滩

红树林泥滩

牡妨养殖场

虎苔泥滩

不长植被的泥滩

不长植被的沙泥滩

5
.

0 X 10 ‘

l
。

1 X 10 4

2
.

6 X 2 0 4

2 9

2 7

2
.

4 X 10 3

3
.

7 X 10 3

5
.

0 X 1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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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链霉菌的分离
、

计数
、

比较不同环境中链霉菌的数量分布
,

结果如表 1
.

从表 1可以看 出
,

渡口
、

牡蛹养殖场及红树林泥滩中链霉菌的数量最多
,

生长虎苔的

八%�舒五举纽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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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环境盐度与链霉菌数量及其拮抗菌

株比率的关系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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屿仔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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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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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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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厦门大学

l

—
眷屿 m

—
东 山

泥滩居次
,

不生长其他植被的沙泥滩 中菌的

数量最少
.

这一结果表明
,

海泥的类型
、

有机

物质含量和其他生物类群的存在情况对链霉

菌的数量有显著的影响
.

而生态环境中的盐

度对链霉菌的数量分布也有着直接的影响
.

2
.

环境盐度与海泥中链霉菌的数 量 分

布及拮抗性菌株比率的关系
.

海岸潮间带与陆地具有不同 的 生 态 环

境
,

不同地区潮间带之间所处的环境也各有

差异
.

而诸环境因子中盐度是一个重要的因

子
,

它对海洋微生物的分布有着明显的影响
。

为了研究环境盐度与链霉菌数量 分 布 的 关

系
,

我们对闽南沿海具有不同盐度的13 个地

区潮间带海泥样品共 64 份
,

分别进行链霉菌

的分离
、

计数
,

从中挑出1 3 0 1株进行拮抗性

试验
,

统计拮抗性菌株比率
,

结果如图 1
.

实验表明
,

潮间带海泥中含有链霉菌数量平均为 2
.

I X 1 0 ‘

个/ g 干泥
,

其中拮抗性菌株

平均比率为3 4
.

8 %
.

但不同地区之间链霉菌数量及其拮抗性菌株比率则随环境盐度的不同

而有明显的变化
.

在本研究的环境盐度 ( 2
.

0一3 0
.

2 ) 范围内
,

链霉菌的数 量 以盐度最低

( 2
。

0) 的石码地区海泥中最多
,

为 5 Z x 1 o ‘

/ g 干泥
.

随着盐度的升高
,

菌的数量呈直线下

降
.

盐度最高 ( 3 0
.

2 ) 的东山地区
,

菌的数量最少
,

为1
.

9 X 10
3

个 / g干泥
.

链霉菌中拮抗

性菌株的比率也随环境盐度的不同而有规律的变化
,

在盐度为2
.

。一19
.

2的范 围 内
,

盐度

升高
,

拮抗性菌株的比率略有上升
,

其比率为 18
.

2一 2 3
.

4肠之间
; 当盐度为 2 3

.

5一 30
.

2
,

拮抗性菌株 比率随盐度的升高而成指数曲线上升
,

比率达 3 1
.

7一6 4
.

0肠
。

由此可见
,

环境盐度对链霉菌数量及其拮抗性菌株比率有十分显著的影响 ; 菌的数量

随环境盐度的升高而降低
;
但拮抗性菌株比率则随盐度的升高而增加

.

这一结果与陆地盐

碱土中拮抗性放线菌比率随盐度的升高而增加的报道相符
〔“ 〕

.

因此可以认为
,

从盐度较

高的潮伺带海泥 中可 以分离得到较多的拮抗性链霉菌
.

3
.

不同地区潮间带海泥中链霉菌的类群分布

对闽南 13 个地 区潮间
‘}片海泥样品中分离得到的 1 3 0 1 株链 霉 菌

,

按 12 个类 群 分 类

法
〔” 鉴定归类

,

结果列于表2
.

表 2 结果表明
,

这些地区海泥中含有所有类群的链霉菌
、

并以烬灰
,

金色和灰红紫 3 个

类群分布最广
,

菌量最多
,

分别占全部分群菌株 的25
.

4肠
,

17
.

2 肠和1 3
.

5肠
.

其次是淡紫

灰
、

粉红抱
、

灰褐
,

吸水和黄色 5 个类群
,

其菌株比率分别为 1 0
.

2肠
,

7
.

9肠
,

6
.

5 肠

6
.

5肠和 4
.

9肠
.

绿色
、

白袍
、

蓝色和青色 4个类群分布最窄
.

其比率也最低
,

分别为 2
.

5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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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4肠
,

1
.

7 肠和 1
.

6肠
.

表 2 结果还表明
,

环境盐度与链霉菌的类群组成也有一定的关系
.

低盐 度 地 区 类群

少
,

如盐度为2
.

0的石码海泥中链霉菌只有烬灰
、

金色和灰红紫 3个类群
.

随着盐度的升高
,

链霉菌的类群增多
,

在盐度为3
.

6一19
.

2范围内
,

每个取样点都有 5一7 个类群的链霉菌
.

盐度升至23
.

5一30
.

2范围
,

其类群达 9一n 个
.

此外
,

不同地区链霉菌的优 势类群 也有所

不同
.

4
.

海泥链霉菌的耐盐性

海洋微生物有依盐型和耐盐型
,

有 的还能耐1 00 一 2 50 的盐浓度
〔3 ’

.

为研究 潮 间带海

泥链霉菌的耐盐性
,

将海泥链霉菌分别接入含有不同 N a
CI 浓度的 高氏合成一号琼脂斜面

培养基上培养
,

并以陆生链霉菌作对照
,

15 天后通过肉眼及低倍镜下观察其生长情况
,

结

果如表 3
.

表3 海泥链霉菌与陆地链霉菌的耐盐性比较

培养墓中含N a
CI 浓度 } 海泥链霉菌生长情况 (肠) 陆地链霉菌生长情况

(肠 )
良 好

{
。 差

不 生 长 细黄链霉菌 球 抱 链 霉 菌

111 0000 000 000 十十

999 2
.

555 7
.

555 000 十十

666 2
。

888 2 9
.

888 3 444 +++

555 0
.

444 3 6
。

444 1 3
.

22222

222 3
。

999 4 7
.

111 2 9
.

00000

111 0
.

111 5 6
.

222 3 3
.

77777

+ 表示生长
;

一表示不生长
.

从表 3可以看出
,

在含 6肠N a C I高氏合成一号琼 脂 培 养 基上
,

陆生链 霉菌已不能生

长
,

而海泥链霉菌有5 0
.

4肠的菌株能 良好生长
,

3 6
.

4肠的菌株生长较差
.

当培养基含 10 肠

N a CI时
,

海泥链霉菌尚有 10
.

1肠的菌株能 良好生长
,

5 6
.

2 肠的菌株生 长较 差
.

说明生息

在潮间带海泥中的链霉菌比陆地链霉菌具有更高的耐盐性
.

这一结果与有关海分放线菌比

陆分放线菌的耐盐性高的报道相一致
〔3 ’

.

以含 8肠N a
CI 浓度的高氏一号琼脂培养基对海泥链霉菌中的拮抗性菌株与非拮抗性菌

株的耐盐性作进一步比较试验
,

结果如表 4
.

从表4 可 以看出
,

在 8 肠 N a C I高氏合成一号琼脂培养基上拮抗性链霉菌生 长 率 达

9 0
.

1肠
,

非拮抗性链霉菌的生长 比率则为 45
.

9 肠
,

这一结果表明
,

链霉菌中拮抗性菌株 比

非拮抗性菌株具有更高的耐盐性
.

至于产生这一差别的原 因
,

尚待进一步的研究
.

5
.

不同地区潮间带海泥拮抗性链霉菌的抗菌性能

从13 个地 区潮间带海泥分离得到 1 3 01 株链霉菌
,

分别测定其对 4 种试 验菌 的杭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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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

结果如表5
.

表4 拮抗性菌株与非拮性菌株耐盐性的比较

株株 数数

222 000

777 333

长 不 生 长

菌 株 类 型 试验菌株数

比率 (帕 ) 株 数 比率 (肠 )

非拮抗性菌株

拮抗性菌株

l7

8

4 5 9

9
.

9:
J任八U已JQ�序‘..‘nJS

两种类型菌株均在含 8肠N a C I的培养基 中培养
.

表5 不同地区潮间带海泥拮抗性链霉菌抗菌性能的 比较

拮 抗 性 抗 菌 性 能 * *||卜瓜巴一匕卜日日卜卜日匕日尸卜卜
l
日卜
!

户
试 验

采样地点 链 霉 菌

菌株数

O口9109�,
几,.‘、六.�C�-80口94781nU八。

.

六U

1
.
月..‘1,1

已

6Q�98

石 码

石 关

海 澄

角 尾

浮 宫

白 礁

泉 州

屿 仔 尾

集 养

鼓唯 屿
l

厦门大学

混 山与

东 山 1 2 5

金黄色、萄球菌

⋯
变形杆菌

}
绿脓杆菌

}
白色念珠菌

翻平耳召干’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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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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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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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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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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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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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8

{
’9

’

6

1
O

L

{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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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
8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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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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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6

1
“

’

‘

{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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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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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了

1
3 8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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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

.

5

}
2 ‘

⋯
”‘

’

”

39

1
8 6

‘

了

}
8

{
‘了‘ 8

!
‘3

‘

】
’8 ‘8

}
‘6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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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

3

⋯
‘8

⋯
3 ‘

’

5

{
2 。

}
“

‘

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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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

1
6 ‘

’

”

‘2

{
93

’

3

{
g

⋯
2“

’

0

1
2 2

1
‘8

’

9

{
“

{
’“ ‘

7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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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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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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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2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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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决
8

}
2 2

’

5

价

洽 计 10 3 1 } 4 53

3 4 一

1
1 3 8 3

8 4
.

5 } 1 7 0 3 7
.

5 } 1 2 1 2 6
.

7 } 1 3 6 3 0
。

0

.
对4种试验菌中任何一种或数种具有抑制作用者

.

二 此栏内的肠是指占拮抗性菌株的百分率
.

,

表 5表明
,

海泥链霉菌中拮抗性菌株平均比率为 34 8 肠
,

其中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有抑

制作用的比率最高
,

占总拮抗性菌株的 8 4
.

5 肠
,

分布最广
;
对变形杆菌有 抑制 作 用 的居

次
,

其比率为拮抗性菌株的37
: 5 %

;

对 白色念珠菌和绿脓杆菌有抑制作用的比率较低
,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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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不同类群的链霉菌抗菌性能的比较

抗 菌 性 能
* *

类 群 ! 试 验
拮抗性

链霉菌
* 金 黄色葡萄球菌 变形杆菌

名 称 } 菌株数
株数 1 肠 株数 肠 } 株数 1 帕

⋯
止竺些-⋯

一

宜竺!竺界
一

1
株数 {

肠
{ 株数 }

,

吸 水 8 5 36 4 2
.

4 3 0

白 抱 3 l 9
.

7

黄 色 6 4 3 0 4 6
.

9 2 0

粉红袍 4 2 4 0
.

8 3 2

淡紫灰

10 3

13 3 7 4 5 5
.

6 7 0

青 色 2 1 2 3
.

8

烬 灰 3 2 7 1 0 5 32 9 0

绿 色 32 2 1
.

9

蓝 色 2 2 1 3
.

6

灰红紫 1 7 5 4 3 2 4
.

6 4 0

灰 褐 8 4 2 l 2 5
.

0 l 5

金 色 2 2 4 8 4 3 7
.

5 7 0

8 3
.

3

3 3
.

3

6 6
.

7

7 6
.

2

9 4
.

6

1 0 0

8 5
.

了

10 0

1 0 0

9 3
.

0

7 1
.

4

8 3
.

3

2 0 5 5
.

6 l l 2 2
.

2

10 0

l 2 4 0
.

0

3 0
.

6

0

2 6
.

7

4 2
.

9

2 3
.

0

0

24
.

8

0

0

3 0
.

2

4 7
.

6

2 1
.

4

l l 3 6
.

7

15 4 6
.

9 l 8 2 2 5 2
.

4

2 5 3 3
.

3 1 7 2 0 2 7
.

0

4 0
.

0

3 8 3 6
.

2 2 6 2 8 2 6
.

7

2 8
.

6 2 8
.

6

l 7 3 9
.

5 l3 l3 3 0
.

2

l I 5 2
.

4 10 4 2
.

9

2 8 3 3
。

3 l8 2 0 2 3
.

8

合 计

! 3 !。

}
4 5 3

34
.

8 } 38 3

8 4 一

}
1 7 。 3 了一

⋯
! 2 1

2 6
.

7 1 1 3 6 2 0
。O

。

二
。
说明 同表5.

别为拮抗菌株的3 0
.

0肠和2 6
.

7 肠
.

从表 5统计结果还可以看出
,

多数地区分离得到的拮抗性链霉菌中
,

有一定 数 量菌株

的抗菌性能具有光谱性
,

它们对细菌和真菌都有抑制作用
.

从对绿脓杆菌和白色念球菌有

抑制作用的拮抗性菌株比率看
,

似有从盐度较高的海泥中更易分离到的趋势
.

6
.

不同类群链霉菌抗菌性能的比较

我们进一步对不同类群链霉菌的拮抗性菌株 比率及其抗菌性能作比较
,

结果如表6
.

表6说明
,

拮抗性链霉菌中以淡紫灰
、

黄色
、

吸水和粉红抱 4个类群抗菌比率最高
,

分

别为5 5 , 5 肠
,

46
, 9外

,

4 2 , 4 肠与40
, 8肠

,

其次是金色和烬灰 2个类群
,

比率分别为 37 5 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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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32
.

1肠
.

以蓝色和自抱类群比率最低
,

只占1 3
.

6肠与马
.

7 肠
.

可见
,

在海泥中的链霉菌
,

拮抗菌株的比率在不同类群间亦有明显的差异
.

从表 6还可以看出
,

不 同类群的拮抗性链霉菌对4种试验菌的拮抗作用也有不 同
.

对金

黄色葡萄球菌有抑制作用者
,

以青色
、

绿色
、

蓝色
、

淡紫灰和灰红紫 5 个类群的比率为最

高
,

对变形杆菌和绿脓杆菌有抑制作用者
,

以灰褐和粉红抱 2 个类群为最高
,

对 白色念株

菌有抑制作用者
,

则以白抱
,

粉红抱和灰褐 3 个类群为最高
.

在拮抗性链霖菌中
,

灰褐
、

灰红紫
,

吸水
,

淡紫灰
、

烬灰和粉红抱等类群还是有广谱的抗菌性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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