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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株高效解磷细菌的筛选、 鉴定及其溶磷能力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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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武汉市黄陂区长期种植的蔬菜大棚作物根际分离筛选出多株解磷细菌ꎬ 经过多次筛选纯化获得一株性

状稳定的高效解磷细菌 Ｐ１ꎮ 根据生理生化特征和 １６Ｓ ｒＤＮＡ 序列分析ꎬ 鉴定菌株 Ｐ１ 为根瘤菌属 (Ｅｎｓｉｆｅｒ)ꎮ 研究

了不同发酵条件对 Ｐ１ 菌株解磷能力的影响ꎬ 确定了菌株 Ｐ１ 的最佳培养条件为发酵时间 ７ ｄ、 初始 ｐＨ 值 ８、 接种

量 ２％ ꎬ 在该条件下菌株 Ｐ１ 溶解磷酸三钙的量为 ４４３ １１ ｍｇ / Ｌꎮ 试验还发现菌株 Ｐ１ 的溶磷量与培养液的 ｐＨ 值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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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是植物生长必需的三大营养元素之一ꎬ 我国

土壤全磷含量较高ꎬ 耕地土壤全磷含量一般为

０ ０２％ ~０ １１％ [１]ꎬ 但能被植物直接吸收利用的有

效磷含量一般不超过全磷量的 ５％ ꎮ 大部分磷肥与

土壤中的 Ｃａ２ ＋ 、 Ｆｅ３ ＋ 、 Ｆｅ２ ＋ 、 Ａｌ３ ＋ 等结合ꎬ 形成难

溶性磷酸盐ꎬ 我国有 ７４％的耕地土壤缺磷ꎬ 土壤中

９５％以上的磷为无效形式ꎬ 土壤有效磷的缺乏是限

制植物生长的主要因素之一[２]ꎮ 为了获得高产ꎬ 人

们每年都向土壤反复施加大量磷肥ꎬ 由于作物对施

入的磷肥当季利用率只有 ５％ ~ １０％ ꎬ 大部分磷肥

以难溶的无效态在土壤中积累起来[３]ꎮ 长期大量施

用磷肥不仅降低土壤对磷的吸附量ꎬ 加大各种形态

磷素向土体较深层次土壤迁移的能力ꎬ 使土壤中各

种形态磷在土体中出现明显积累的土层逐渐加深ꎬ
从而增加了土壤的渗漏率ꎬ 加大其对水体富营养化

的风险[４]ꎬ 同时增加了种植成本ꎮ
土壤中存在大量的具有解磷能力的微生物ꎬ 能

够将难溶性的磷酸盐如磷矿粉转化为水溶性磷ꎬ 提

高土壤中的可溶性磷含量ꎬ 从而改善植物磷素营

养ꎬ 提高作物产量ꎬ 降低土壤磷素污染风险[５ － ６]ꎮ
目前已报道的具有解磷能力的微生物包括细菌、 真

菌和放线菌[７ － ８] 等ꎬ 其中溶磷细菌的数量和种类较

多ꎬ 主要 有 芽 孢 杆 菌 ( 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假 单 胞 菌 属

(Ｐｓｅｕｄｏｍｏｎａｓ)、 土壤杆菌属 (Ａｇｒ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 根瘤

菌属 (Ｅｎｓｉｆｅｒ)、 沙门氏菌属 (Ｓａｌｍｏｎｅｌｌａ)、 色杆菌

属 (Ｃｌｒｏｍ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 埃希氏菌属 ( Ｅｓｃｈｅｒｉｃｈｉａ)
等[９ － １１]ꎮ 利用解磷微生物活化土壤难溶性磷因具有

高效、 环保ꎬ 且与土壤亲和等特点越来越受到人们

的重视ꎮ 由于不同种类的溶磷菌或同种不同菌株

之间的溶磷能力都有明显的差异ꎬ 所以筛选出具

有高效溶磷能力的菌株显得尤为重要ꎮ 本试验从

长期种植的蔬菜大棚中筛选出一株高效解磷菌株ꎬ
并研究了不同接种量、 初始 ｐＨ 值和发酵时间对其

溶磷能力的影响ꎬ 为开发解磷微生物肥料提供科

学依据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试验材料

１ １ １　 土壤样品

土样于 ２０１５ 年上半年采自湖北省武汉市黄陂

区有 １０ 年以上种植龄的蔬菜基地作物根际土壤ꎬ
采用 “抖落法” 收集根际土壤放入塑料样品采集袋

中ꎬ 封口ꎬ 立刻带回实验室 ４ ℃保存ꎮ
１ １ ２　 培养基

难溶性无机磷培养基: 葡萄糖 １０ ｇꎬ 磷酸三钙

５ ｇꎬ 硫酸铵 ０ ５ ｇꎬ 氯化钠 ０ ３ ｇꎬ 氯化钾 ０ ３ ｇꎬ
七水硫酸镁 ０ ３ ｇꎬ 七水硫酸亚铁 ０ ０３ ｇꎬ 一水硫

酸锰 ０ ０３ ｇꎬ 琼脂粉 １８ ｇꎬ 蒸馏水 １ Ｌꎬ ｐＨ 值

７ ０ ~ ７ 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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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体筛选培养基: 葡萄糖 １０ ｇꎬ 磷酸三钙 ５ ｇꎬ
氯化镁 ５ ｇꎬ 七水硫酸镁 ０ ２５ ｇꎬ 氯化钾 ０ ２ ｇꎬ 硫

酸铵 ０ １ ｇꎬ 蒸馏水 １ Ｌꎬ ｐＨ 值 ７ ０ ~ ７ ２ꎮ
溶菌肉汤培养基 (ＬＢ): 胰蛋白胨 １０ ｇꎬ 酵母浸

出粉 ５ ｇꎬ ＮａＣｌ １０ ｇꎬ 蒸馏水 １ Ｌꎬ ｐＨ 值 ７ ０ ~７ ２ꎮ
ＬＢ 固体培养基: 在液体ＬＢ 培养基中加琼脂１８ ｇꎮ

１ ２　 试验方法

１ ２ １　 初筛

称取 １０ ｇ 根际土壤样品加入 ９０ ｍＬ 无菌水中ꎬ
２５ ℃摇床振荡 ３０ ｍｉｎꎮ 取上清液逐级稀释至 １０ － ２、
１０ － ３、 １０ － ４、 １０ － ５、 １０ － ６ꎬ 分别取各浓度样品 ０ １
ｍＬ 涂布于平板培养基上ꎬ ２８ ℃培养 ５ ｄꎮ 每个浓度

重复 ３ 次ꎮ 选择生长较快、 Ｄ / ｄ (Ｄ: 透明圈直径ꎬ
ｄ: 菌落直径) 较大的菌落ꎬ 挑起并转至斜面培养

直至菌苔长起ꎬ 置于 ４ ℃保存ꎮ
１ ２ ２　 复筛

活化初筛出的各菌株ꎬ 经斜面镜检后刮入 ＬＢ
培养基中ꎬ 在 ２８ ℃、 １８０ ｒ / ｍｉｎ 条件下ꎬ 培养 ２４
ｈꎮ 取相同浓度的各菌株样品按 ２％接种到可溶性磷

液体培养基中ꎬ ２８ ℃、 １８０ ｒ / ｍｉｎ 进行培养 ７ ｄꎬ 测

定培养液中水溶性磷含量ꎬ 最终确定高效稳定的解

磷菌株ꎮ
１ ２ ３　 可溶性磷测定方法

将培养液以 １０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离心ꎬ 上清液经适当

稀释后ꎬ 用钼锑抗比色法直接测定培养液中的有

效磷[１２]ꎮ
１ ２ ４　 生理生化鉴定

将筛选好的解磷菌株划线纯化后ꎬ 观察菌落大

小、 颜色等特征ꎬ 革兰氏染色ꎬ 显微镜观察个体形

态ꎬ 另外ꎬ 进行葡萄糖发酵、 柠檬酸盐试验、 硫化

氢试验、 接触酶检验等生理生化鉴定[１３]ꎮ
１ ２ ５　 分子生物学鉴定

以 １６Ｓ ｒＲＮＡ (２７Ｆ: ５′ － ＡＧＡＧＴＴＴＧＡＴＣＣＴＧ
ＧＣＴＣＡＧ － ３′ 和 １５４０Ｒ: ５′ － ＡＧＧＡＧＧＴＧＡＴＣＣＡＧＣ
ＣＧＣＡ －３′) 的保守型序列为引物进行扩增ꎬ 扩增

产物纯化回收后ꎬ 送武汉伯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测

序ꎬ 将所得序列在 ＧｅｎＢａｎｋ 核酸序列数据库进行序

列比较ꎬ 采用 ＭＥＧＡ６ 软件进行同源性分析ꎬ 构建

系统发育树ꎮ
１ ２ ６　 发酵时间试验

将筛选出的最佳解磷菌株接种 １ ~ ２ 环于 ＬＢ 培

养基上ꎬ ２８ ℃ꎬ ２００ ｒ / ｍｉｎ 培养 ２２ ｈ 左右ꎬ 作为种

子液ꎮ 按 ２％的接种量接种到无机磷液体筛选培养

基中ꎬ ２８ ℃、 ２００ ｒ / ｍｉｎ 分别培养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ｄꎬ 测定发酵液中可溶性磷和 ｐＨ 值ꎬ 每组

处理均做 ３ 次重复ꎮ
１ ２ ７　 接种量试验

将种子液按 １％ 、 ２％ 、 ３％ 、 ４％ 和 ５％ 的接种

量接种到无机磷液体筛选培养基中ꎬ ２８ ℃、 ２００
ｒ / ｍｉｎ 培养 ７ ｄꎬ 测定发酵液中可溶性磷和 ｐＨ 值ꎬ
每组处理均做 ３ 次重复ꎮ
１ ２ ８　 初始 ｐＨ 值试验

调节无机磷液体筛选培养基的初始 ｐＨ 值为 ５、
６、 ７、 ８ 和 ９ꎬ 接种量 ２％ ꎬ ２８ ℃、 ２００ ｒ / ｍｉｎ 培养

７ ｄꎬ 测定发酵液中可溶性磷和 ｐＨ 值ꎬ 每组处理均

做 ３ 次重复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溶磷菌的初筛

经初筛 ２８ ℃培养 ５ ｄ 后ꎬ 共有 ７９ 株菌能够在难

溶性无机磷固体培养基上生长ꎬ 其中有 ２８ 个能产生明

显的溶磷圈ꎬ 将产生溶磷圈的菌株编号为Ｐ１ ~Ｐ２８ꎮ 具

体 Ｄ/ ｄ 见表 １ꎮ 从表 １ 可以看出ꎬ 其中 Ｐ１、 Ｐ２、 Ｐ８、
Ｐ１３、 Ｐ１４、 Ｐ１７ 和Ｐ２７ 透明圈直径都超过了１３ ｍｍꎬ 并

且透明圈直径 Ｄ 与菌落直径 ｄ 比都超过了 ２ ０ꎬ 其中

Ｐ１ 菌株的溶磷圈最大ꎬ Ｄ/ ｄ 值为 ３ ４２ꎮ
２ ２　 复筛

在初筛的基础上ꎬ 选择透明圈直径和 Ｄ / ｄ 值

都较大的菌株进行摇瓶试验ꎬ 同时以不接菌为对

照ꎬ 其解磷效果见表 ２ꎮ 发酵液中可溶性磷的浓

度ꎬ ＣＫ 仅为 ０ ５４ ｍｇ / Ｌꎬ 所有接种处理均为 ＣＫ
的 １００ 倍以上ꎬ 其中 Ｐ１ 菌株可溶性磷含量最高ꎬ
为 ３２４ ４８ ｍｇ / Ｌꎬ 其它菌株的溶磷效果大小顺序

为 Ｐ２ > Ｐ８ > Ｐ２７ > Ｐ１７ > Ｐ１４ > Ｐ１３ꎬ 发酵液最终

ｐＨ 值与发酵液中可溶性磷含量成反比ꎬ ｐＨ 值越

低ꎬ 可溶性磷含量越高ꎬ ＣＫ 处理的 ｐＨ 值几乎没

下降ꎬ 为最初 ｐＨ 值ꎮ
２ ３　 菌株的生理生化特征

根据解磷菌复筛结果ꎬ Ｐ１ 菌株的解磷效果最

佳ꎬ 在 ２８ ℃条件下ꎬ Ｐ１ 菌株在 ＮＢ 固体培养基上ꎬ
菌落呈圆形、 点状、 边缘整齐、 表面湿润光滑、 不

透明、 白色、 中心隆起ꎮ
对其生理生化指标测定ꎬ 结果见表 ３ꎮ 该菌株

为好氧性ꎬ 革兰氏阴性菌ꎻ 不能利用柠檬酸盐和丙

酸盐ꎬ 在低于 ２％ ＮａＣｌ 培养基下能正常生长ꎬ 高于

５％ ＮａＣｌ 培养基上不能生长ꎻ 接触酶反应、 Ｖ － Ｐ
—７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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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 氧化酶反应、 葡萄糖发酵产酸、 产 Ｈ２ Ｓ、 硝

酸盐还原、 运动性试验为阳性反应ꎻ 甲基红试验、
明胶液化和淀粉水解试验为阴性ꎻ 能利用葡萄糖、
阿拉伯糖和木糖生长茂盛ꎬ 不能利用甘露糖ꎮ

表 １　 解磷菌的平板初筛结果

菌株 Ｄ (ｍｍ) Ｄ / ｄ 菌株 Ｄ (ｍｍ) Ｄ / ｄ

Ｐ１ ２０ ５０ ３ ４２ Ｐ１５ ７ ５０ １ ２５
Ｐ２ １７ ５０ ２ ６８ Ｐ１６ １０ ００ １ ４７
Ｐ３ ８ ５０ １ ３１ Ｐ１７ １５ ００ ２ ２２
Ｐ４ ８ ４０ １ ４３ Ｐ１８ １１ ５０ １ ６３
Ｐ５ ７ ２０ １ ２５ Ｐ１９ ８ ５０ １ ５７
Ｐ６ ８ ５０ １ ３６ Ｐ２０ １１ ２０ １ ６２
Ｐ７ ９ ５０ １ ３９ Ｐ２１ ９ ４０ １ ３６
Ｐ８ １６ ５０ ２ ４５ Ｐ２２ １０ ００ １ ３９
Ｐ９ ９ ００ １ ４３ Ｐ２３ １４ ５０ １ ６８

Ｐ１０ １１ ５０ １ ５６ Ｐ２４ ９ ５０ １ ５４
Ｐ１１ ９ ５０ １ ４０ Ｐ２５ １１ ００ １ ５７
Ｐ１２ ８ ９０ １ ４７ Ｐ２６ ９ ５０ １ ４３
Ｐ１３ １３ ４０ ２ ０３ Ｐ２７ １４ ５０ ２ １８
Ｐ１４ １５ ５０ ２ １５ Ｐ２８ １１ ５０ １ ６５

表 ２　 解磷细菌的摇瓶筛选结果

菌株 可溶性磷 (ｍｇ / Ｌ) ｐＨ 值

Ｐ１ ３２４ ４８ ± １７ ５２ａ ４ ２６

Ｐ２ ２５７ １３ ± １０ ６１ｂ ４ ７５

Ｐ８ ２１４ ７６ ± １１ １２ｃ ４ ６４

Ｐ１３ ６６ ９８ ± １０ ７６ｇ ５ ６８

Ｐ１４ １２７ ３５ ± １１ ６７ｆ ５ １３

Ｐ１７ １５０ ３５ ± ２ ６８ｅ ４ ９１

Ｐ２７ １７９ ２１ ± ７ ３３ｄ ４ ８５

不接菌 (ＣＫ) ０ ５４ ± ０ ０４２ｈ ７ ９０

注: 同列数据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Ｐ < ０ ０５)ꎮ

表 ３　 Ｐ１ 菌株的生理生化特征

鉴别特征 结果 鉴别特征 结果

好氧性 ＋

革兰氏反应 －

接触酶反应 ＋

Ｖ － Ｐ 反应 ＋

柠檬酸盐利用 －

甲基红试验 －

氧化酶反应 ＋

耐盐性: １％ ＮａＣｌ ＋

２％ ＮａＣｌ ＋

５％ ＮａＣｌ －

７％ ＮａＣｌ －

１０％ ＮａＣｌ －

产 Ｈ２Ｓ ＋

硝酸盐还原 ＋

丙酸盐利用 －

明胶液化 －

淀粉水解 －

运动性 ＋

碳源化合物产酸:

Ｌ － 阿拉伯糖 ＋

Ｄ － 葡萄糖 ＋

Ｄ － 甘露糖 －

Ｄ － 木糖 ＋

注: ＋ 阳性ꎻ － 阴性ꎮ

２ ４　 分子生物学鉴定

将菌株的 １６Ｓ ｒＤＮＡ 序列与 ＧｅｎＢａｎｋ 核酸数据

库中其它的 １６Ｓ ｒＤＮＡ 序列进行同源性比较ꎬ 采用

ＭＥＧＡ ６ ０ 软件构建系统发育树ꎮ 如图 １ 所示ꎬ Ｐ１
菌株和 Ｓｉｎｏｒｈｉｚｏｂｉｕｍ ｍｅｌｉｌｏｔｉ (Ｘ６７２２２ ２) 位于同一

分支ꎬ 同源性达到 ９９％ ꎬ 通过对 Ｐ１ 进行形态特征、
生理生化特征及 １６Ｓ ｒＤＮＡ 序列分析多方面的鉴定ꎬ
初步将 Ｐ１ 菌株分类为根瘤菌属 (Ｅｎｓｉｆｅｒ)ꎮ
２ ５　 发酵时间对溶磷效果的影响

供试菌株在接种 １ ｄ 后开始测定发酵液中的

可溶性磷含量及 ｐＨ 值ꎬ 然后每隔一天测一次ꎮ 结

果见图 ２ꎮ 随着发酵时间的延长ꎬ 溶磷量也随之

增加ꎬ 发酵第 ７ ｄ 时溶磷量达到最大值ꎬ 之后趋

于稳定ꎮ 发酵液 ｐＨ 值与溶磷量呈一定的负相关

性ꎬ 随着接种时间的延长ꎬ 溶磷量逐渐增多ꎬ ｐＨ
值逐渐下降ꎬ 当溶磷量达最高值时ꎬ ｐＨ 值降到最

低ꎬ 然后趋于稳定ꎮ
２ ６　 不同接种量对溶磷效果的影响

接种量是与培养基利用率直接相关的参数ꎮ
大的接种量尽管可以使细菌生长快、 周期短ꎬ 但

后期可能因缺乏营养而无法实现高细菌生长量ꎻ
而接种量太少不仅对营养利用不充分ꎬ 且发酵周

期可能延长ꎬ 染菌几率提高ꎮ 如图 ３ 可知ꎬ 当接

种量为 ２％ 时ꎬ 发酵液可溶性磷含量最高ꎬ 达

４４３ １１ ｍｇ / Ｌꎮ 发酵液最终 ｐＨ 值与溶磷量也呈负

相关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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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Ｐ１ 菌株 １６Ｓ ｒＤＮＡ 的系统发育树

图 ２　 发酵时间对可溶性磷含量的影响

图 ３　 接种量对可溶性磷含量的影响

２ ７　 初始 ｐＨ 值对溶磷效果的影响

ｐＨ 值是菌种生长的化学因子ꎬ 对微生物生长

的影响很大ꎮ 确定合适的 ｐＨ 值有利于提高溶磷效

率ꎮ 设定无机磷培养基不同的初始 ｐＨ 值ꎬ 细菌生

长的最适 ｐＨ 值一般为 ６ ~ ９ꎬ 为此实验在这一范围

内选择 ５、 ６、 ７、 ８、 ９ 进行 ｐＨ 值对 Ｐ１ 菌株的溶磷

量影响的研究ꎬ 结果如图 ４ 所示ꎮ 培养基初始 ｐＨ 值

水平会对微生物的生长和代谢产物的合成产生明显

的影响ꎬ Ｐ１ 菌解磷最适 ｐＨ 值为 ８ꎬ 再增加或者降

低ꎬ 解磷活力均不同程度地减弱ꎮ 发酵液最终 ｐＨ 值

与溶磷量也呈负相关性ꎮ

图 ４　 ｐＨ 值对可溶性磷含量的影响

３　 小结与讨论

本试验以磷酸三钙做控制磷源ꎬ 在难溶性磷源

环境下ꎬ 用平板筛选法初筛得到 ２８ 株具有溶磷圈

的细菌ꎬ 再通过摇瓶培养法复筛ꎬ 并通过继代培养

确定了菌株解磷能力的稳定性ꎬ 最终确定 Ｐ１ 菌株

为最高效解磷菌株ꎬ 其解磷能力为 ３２４ ４８ ｍｇ / Ｌꎮ
通过对 Ｐ１ 菌株进行形态特征、 生理生化特征及 １６Ｓ
ｒＤＮＡ 序列分析多方面的鉴定ꎬ 初步将 Ｐ１ 菌株分类

为根瘤菌 (Ｅｎｓｉｆｅｒ)ꎮ 传统上认为根瘤菌发挥肥效

主要是在结瘤状态ꎬ 处于根瘤共生体中的菌体难以

接触外界土壤ꎬ 无法发挥其解磷作用[１４]ꎮ 因此ꎬ
—９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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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磷根瘤菌的应用并未获得广泛关注ꎬ 相关的研究

仍以筛选 －验证为主ꎮ ２０ 世纪中叶ꎬ 一些学者发现

某些根瘤菌除结瘤固氮外也具有分解难溶性磷酸盐

或难溶性有机磷的能力[１５]ꎮ Ｗｅａｖｅｒ[１６] 研究表明ꎬ
在根瘤衰败破裂后ꎬ 会有大量的根瘤菌菌体进入根

际土壤且能够正常的增殖ꎬ 有的菌株在无宿主存在

的环境下可在土壤中存活 ２０ 年以上ꎬ 随着根瘤菌

的衰败和更新ꎬ 植物在结瘤固氮时ꎬ 根际同时存在

大量游离态的菌体ꎬ 因此解磷根瘤菌在作物的根际

也有相当的解磷促生效果ꎮ Ｌｉ 等[１７] 的研究也表明ꎬ
解磷根瘤菌能有效缓解植物在仅提供难溶性无机磷

的环境中受到的缺磷胁迫ꎬ 并使之恢复正常生长ꎮ
Ｃｈａｂｏｔ 等[１８]指出不同解磷根瘤菌的解磷能力差异

可达数倍ꎮ 张希涛等[１９] 在海南、 广州等地分离出

的 ２００ 余株相思根瘤菌中ꎬ ４０ 余株具有解磷能力ꎬ
其中能力最强的菌株 ２ ｄ 内的解磷量达 ９ ９４ ｍｇ / Ｌꎮ
韩梅等[２０]在沈阳农业大学科研基地分离出 ２０ 株根

瘤菌ꎬ 其中能力最强的菌株 ７ ｄ 内的解磷量达

３５ ５０ ｍｇ / Ｌꎮ 本试验分离到的 Ｐ１ 菌株与它们相比ꎬ
其解磷能力提高了 １０ 倍以上ꎬ 具有较强的解磷能

力ꎬ 因此有望成为开发高效微生物磷肥的优良微生

物资源ꎮ
大量研究[２１ － ２２]表明ꎬ ｐＨ 值与解磷量呈极显著

负相关性ꎬ 但也有报道[２３ － ２４] 认为两者之间存在显

著的相关性ꎮ 解磷微生物溶解难溶性磷酸盐的机理

有两种ꎬ 一是在微生物代谢过程中产生的质子与磷

矿粉中的铁、 铝、 钙、 镁等离子交换作用ꎻ 二是由

于有机酸类物质与这些离子结合ꎬ 发生沉淀、 络

合、 螯合反应ꎬ 从而使磷酸根释放出来ꎮ 本试验发

现ꎬ Ｐ１ 菌株的溶磷量与 ｐＨ 值之间呈极显著负相

关性ꎮ
微生物溶磷是一个漫长的过程ꎬ 首先微生物要

自身扩大生长ꎬ 然后发生一系列代谢过程ꎬ 从而使

难溶性磷酸盐释放出来ꎮ 本试验针对发酵周期长做

了动态溶磷分析ꎬ 确定 Ｐ１ 菌株在第 ７ ｄ 达到最大溶

磷效果ꎬ 之后趋于稳定ꎮ 本试验在研究 Ｐ１ 菌株的

发酵条件时ꎬ 在适度的 ｐＨ 值范围内ꎬ 该菌株都具

有明显的溶磷效果ꎬ 适合实际应用ꎮ 培养条件试验

虽然可为其工业发酵生产微生物菌剂提供参数依

据ꎬ 但农作物根际土壤环境复杂ꎬ 营养成分相对缺

乏ꎬ 关于其促生作用效果在进一步研究中ꎬ 从而为

后期研发微生物肥料提供科学依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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