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ghiª«×!jò¶kí

Î0�

１，２，
1 2

２，
h 3

２　（１．
ø¨�kI*#��'

，
BçÊØ

３１７０００；２．
ÐÏ()Ñì#'

，
�ÍÐÏ

４３０４１５）

23

　［
_:

］
¤4567%&K�8$Ars

，
�� ó�:S�+�À9

。［
-1

］
?45

（Ｌａｇｅｒｓｔｒｏｅｍｉａｉｎｄｉｃａ）
67�:4"

，
;?

 <ÿG1÷¬=h

。
D>ÖUN��-E ?>8�§%&-c¤4567%&:;<

。［
$Q

］
4567@´A¼V´<ÿ

，
 <

ÿ{rÓ

１００％；
�Ê%&Ö�

ＭＳ＋ＢＡ０．５＋ＮＡＡ０．５＋ｓｕｃｒｏｓｅ３．０％ ＋ａｇａｒ０．７％；BSC;?%&Ö�

ＭＳ＋ＢＡ０．５＋ＮＡＡ０．１＋ｓｕ
ｃｒｏｓｅ３．０％＋ａｇａｒ０．７％＋

DE

１０％；
S¯%&Ö�

ＭＳ＋ＢＡ０．５＋ＩＢＡ０．１＋ｓｕｃｒｏｓｅ３．０％＋ａｇａｒ０．７％＋DE

１０％。［
$

］
\rsr�

45:¼F��Y´H8'*Áa

。

456

　
45

；
67

；
67%&

789:;

　Ｓ６０３．６；Ｑ８１３．１　　
<=>?@

　Ａ　　
<AB;

　０５１７－６６１１（２０１４）３６－１３１７７－０２

Ａ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ＳｔｕｄｙｏｎＩｉｍｍａｔｕｒｅＥｍｂｒｙｏ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Ｐｌａｎｔ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ａｇｅｒｓｔｒｏｅｍｉａｉｎｄｉｃａ
ＴＡＮＧＸｉｎｇｇｕｏ１，２，ＺＨＯＵＱｕａｎ２，ＦＡＮＹｉｎｇ２　（１．Ｔａｉｚｈｏｕ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Ｌｉｎｈａｉ，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３１７０００；２．ＷｕｈａｎＩｎｓｔｉ
ｔｕｔｅｏｆＢｉｏ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Ｗｕｈａｎ，Ｈｕｂｅｉ４３０４１５）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ａｉｍｅｄｔｏｅｘｐｌｏｒｅｉｍｍａｔｕｒｅｅｍｂｒｙｏｃｕｌｔｕｒｅｏｆＬａｇｅｒｓｔｒｏｅｍｉａｉｎｄｉｃａａｎｄ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ＩｍｍａｔｕｒｅｅｍｂｒｙｏｓｏｆＬ．ｉｎｄｉｃａｗｅｒｅｅｍｐｌｏｙｅｄａｓｔｈｅｅｘｐｌａｎｔｓｆｏｒ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ａｓｅｐｔｉｃｌｉｎｅ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ａｔ，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ｈｏｒｍｏｎｅｌｅｖｅｌｓ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ｅｃｏｎｔｉｏｎｓｏｎｉｍｍａｔｕｒｅｅｍｂｒｙｏｃｕｌｔｕｒｅｏｆＬ．ｉｎｄｉｃａｗｅｒｅａｎａ
ｌｙｚ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ＰｅｅｌｅｄｉｍｍａｔｕｒｅｅｍｂｒｙｏｓｏｆＬ．ｉｎｄｉｃａｗｅｒｅｅａｓｙｔｏ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ｅ，ｌｅａｄｉｎｇｔｏａ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１００％．Ｔｈｅｏｐｔｉｍａｌｉｎｉｔｉａｌｍｅ
ｄｉｕｍｗａｓＭＳ＋ＢＡ０．５＋ＮＡＡ０．１＋ｓｕｃｒｏｓｅ３．０％＋ａｇａｒ０．７％；ｔｈｅｏｐｔｉｍａｌｓｈｏｏｔ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ｍｅｄｉｕｍｗａｓＭＳ＋ＢＡ０．５＋ＮＡＡ０．１＋ｓｕｃｒｏｓｅ３．
０％＋ａｇａｒ０．７％＋ｃｏｃｏｎｕｔｍｉｌｋ１０％；ｔｈｅｏｐｔｉｍａｌｒｏｏｔｉｎｇｍｅｄｉｕｍｗａｓＭＳ＋ＢＡ０．５＋ＩＢＡ０．１＋ｓｕｃｒｏｓｅ３．０％＋ａｇａｒ０．７％＋ｃｏｃｏｎｕｔｍｉｌｋ
１０％．［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ｐｒｏｖｉｄｅｄ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ｏｒ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ｂｒｅｅｄｉｎｇｏｆＬ．ｉｎｄｉｃａ．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Ｌａｇｅｒｓｔｒｏｅｍｉａｉｎｄｉｃａ；Ｉｍｍａｔｕｒｅｅｍｂｒｙｏ；Ｔｉｓｓｕｅｃｕｌｔｕｒｅ

GHIJ

　
Î0�

（１９７９－），
k

，
áð�úl

，
ãO

，
ìùO

，
no45

S5'*-.:()§]r^F

。

KLMN

　２０１４１１２９

　　
CD

（Ｌａｇｅｒｓｔｒｏｅｍｉａｉｎｄｉｃａ）
nHEÂ*CD¶~�0d

，

Ñ°Z:�

［１］，
A°�¶WH0PQ

，
0d1j^00^D

，

A«ûGúVýF0~

，
ÙAû~G�GH5)

［２］。
CD

GåW}¾

，
+ecG�O$å

、
*Iå

、
JBå3

，
ÛMn

.-zåW

［３］，
åWH)pqCDG5º(.Ä@_ýFp

m

，
��®·kå§eåCD5ºQHAú�Ñ`¾GK

½

［４］。
$���'"

，
¿À=>®¯ÿÙ®·CDLº

，
y

1Q<ìÝ^�CDª!åWGýÉ

，
üyuvóô¦

2

［５］。
0$ªBø£µ:

，
CD=>®¯ó*�LÃ%#n

Û

［６－８］，
³�L(`n¹5�uv1�®¯ÿÙ0$¸�c

Bø

。
¿ÀL(1�®¯

，
y�uQRo2CDGeåz

，

�¯��¤Åî�(p·

、
§+��í�

、
v�·�Pk3

«é

。
tö8[CDL(®¯uv:öz��

，
0G1ZV

æ%�¡G(.B���

，
nÓnG«�·�o�,-

æç

。

１　
W[X\U

１．１　
Y*W[

　
CD�N�m7

，
ëÕ(.¡.û~

、
\£

M�kOð$¡<zt:G5ºÝGm7

，
Z

１０
b:ÁS

�ZÐÏ()Ñì#'4ú�

。

１．２　
Y*\U

１．２．１　
CDm7Gné

。
hrm7ÝGN£

，
è0ôÌdþ

áÌbe

，
ÖÓ¨Z?Î@�W?ËÌ

１５ｍｉｎ，
1k-��

�T

７５％
£þné

１ｍｉｎ，
k-?ËÌ

２
]

，０．１％ＨｇＣｌ２®V

O�né

１５ｍｉｎ，
k-?ËÌ

５
]

［９］。

１．２．２　
CDL(G�1

。
1k-���

，
Pdm7

，
�1

２

ｍｍ
ÑÒ.

、
�î²ðGL(

，
üU-hr��

，̄
°,Y

L(

，
Ý>)�i54®¯JÝ

。

１．２．３　
®¯ÿX

。
��U�®¯J¸è±âã

３．０％、
*�

０．７％、
ß

ｐＨ
t

５．８，
¹ªv®¯J_(×®¯J:¸è±Q

�

１０％。
®¯��n�

２５℃，
5r*

２０００～３０００ｌｘ，
5r¯�

９ｈ／ｄ［１０］。
（１）

54®¯

。
1

ＭＳ
®¯JÝ%è

ＢＡ０．５ｍｇ／Ｌ，ＮＡＡ
０．１ｍｇ／Ｌ，

¦L(�9��_f9��Bn

２
=uv®¯

。

（２）
¹ªv®¯

。
154®¯JJKÝ

，
TG

ＮＡＡ
¬

Bßn

０．１、０．２
_

０．４ｍｇ／Ｌ
G®¯J

，
Ë]WXn

Ａ１、Ａ２、
Ａ３。

¦

１０
<OÑÒGª©ÎL¹Bßs)i¯

３
�®¯J

:®¯

，
ýþ¹ªv-.

，
ÖÓT��®¯JL)m4ýþ

¹µ2-.

。

（３）
(×®¯

。
�

ＭＳ
nJ�®¯J

，
%è

ＢＡ０．５
ｍｇ／Ｌ，ＩＢＡ（０．１、０．２、０．４ｍｇ／Ｌ），

Ë]WXn

Ｂ１、Ｂ２、Ｂ３。
¦

$k®¯Gk-CDCÇN.

２ｃｍ
ÑÒG9\%#

，
B

ß)�i

Ｂ１、Ｂ２、Ｂ３３
f®¯J:®¯

，
WÚ(×-.

。

２　
{|X9}

２．１　
MlamnL/qr

　
L()±®¯J

１０ｄ
ÓWÚ

(©Î-.

，
lm(±'

１。
ýþÎc

，
9��GL()±®

¯J:

３ｄ
�°(*ð)Þ

，
®¯JáO§�OÇ*ð

，
|�

02L(y�©Î

；
³h��GL(1)±®¯J

５ｄ
ÑÒ

Yy©Î

，
©Î%yh

１００％，
ð�¹(.Z½

，
�Î(*Ç

cd

，
®¯JbeáR

。
�'

１
yaú

，
CDL(®¯¯¡

hr��

。

２．２　
KÉosahi¶p×m9¡/qr

　
¦

１０
<O©

ÎL()±¹ªv®¯J®¯

１４ｄ，
WÚ¹ªv-.

，
lm

(±'

２。
'

２
îï

，ＮＡＡ
¬+¥G

ａ１
=ú¹%+2

，
(

bcdef,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ｎｈｕｉＡｇｒｉ．Ｓｃｉ．２０１４，４２（３６）：１３１７７－１３１７８，１３１８４
]^B_

　
G~

　
]^`a

　
z{



Q

１　
MlamnL/qr

L(wx v�2 ©Î2 ©Î%∥％

9��

１４１ ３１ ２２
h��

１３３ １３３ １００

×%+¥

。
³

ＮＡＡ
¬+2G

ａ３
=ú¹%+¥

，
(×%

+2

。
�¹

，
ö8�Îc

，
L(©Î.NLCG>}Ð

，

b.ú.\Ó(.>Ç®

，
QxLCyH)(×

，
b(×

%}¥

。
1JO°(SY=>GLCbÞfë�N©ÕG

f<×

，
|�OB3(×úc

，
³JOkSY=>GLC¸

�×GB�

。
Qx�ëB�G¹H)�NwSY=>

，
ú

ctcdÛMA�n�1L(¯¦L(,Y³vKwS

Y�

。

Q

２　
KÉosahi¶p×9¡/qr

4X

ＢＡ
¬

ｍｇ／Ｌ

ＮＡＡ
¬

ｍｇ／Ｌ
v�2

f

ú¹%

％
ú¹�2

ａ１ ０．５ ０．１ ６８ ６６．２ １．６９
ａ２ ０．５ ０．２ ６５ ６０．０ １．５１
ａ３ ０．５ ０．４ ５５ ５８．２ １．５６

　
D

：
ú¹%�©ÎG¹5�2> v�f2G$ù

；
ú¹�2nÎ(

¹G¹5�ÝGÅ¸ú¹2

。
��

。

２．３　
KÉosam�q/qr

　
ó®¯

１４ｄ
§+GLC

，

Çr ¹_JO

，
)�i¿�®¯JÝuvm4

。
®¯

１４ｄ
ÑÒde�N"îGSY=>

，
ÐÓÎ(f<¹

，
ü�N�

¹

，
B�ú�(¹G5º�±¡JOGSY=>:.ú

２～４
f�(¹

，
%:

Ａ１
=:G�(¹%}ó½

，
\£?¹

，
kC

v

、
Ç²cd

。２８ｄ
ÓWÚ¹µ2-.

，
lm(±'

３。
'

３
'"

，３
=®¯J:

，Ａ１
=Gú¹%_ú¹�2+2

，̄
!

"

，
®¯J:}2GB4=T$�)ZCD¹Gªv�

µ2

。

Q

３　
KÉosam�q/qr

4X

ＢＡ
¬

ｍｇ／Ｌ

ＮＡＡ
¬

ｍｇ／Ｌ
v�2

f

ú¹%

％
ú¹�2

Ａ１ ０．５ ０．１ ５８ ６５．５ ５．４２
Ａ２ ０．５ ０．２ ５０ ５４．０ ４．６３
Ａ３ ０．５ ０．４ ５３ ３５．８ ５．０５

２．４　
KÉosa¶Ã/qr

　
¦154®¯JÝ.t

４～５
ｃｍ

GLChTJO

，
ÇN

２ｃｍ
ÑÒG9\%#U±i

Ｂ１、
Ｂ２、Ｂ３３

�®¯J:®¯

，１５ｄ
ÑÒ�×.ú

，３０ｄ
ÓWÚ×

ªvlm

（
'

４）。
ö8:Îc

，Ｂ３
=GöòC×.ÄÎh

，

Có½

，
7º(×2Á}¾

，
"î«Z

Ｂ１
=

。
¯!"}2?

ÅG(.=�)ZCDk×öòC×.Î·

。

Q

４　
KÉosa¶Ã/qr

4X

ＢＡ
¬

ｍｇ／Ｌ

ＩＢＡ
¬

ｍｇ／Ｌ
v�2

f

(×%

％
Ｂ１ ０．５ ０．１ ３９ ４３．６
Ｂ２ ０．５ ０．２ ４０ ５７．５
Ｂ３ ０．５ ０．４ ４３ ６０．５

３　
R{XL�

tö8�CDL(`n¹5�

，
ªv(G©Î

，
ü[C

D¡L(i5º¸(Gpq�=Fw5R��

，
lm'"

，

CDL(G®¯¡hr��

，
h��Ó®¯©Î%yh

１００％；
CD�(¹ªv�¡®¯Jn

ＭＳ＋ＢＡ０．５＋ＮＡＡ０．１
＋

âã

３．０％＋
*�

０．７％＋
Q�

１０％；
CD(×�¡®¯

Jn

ＭＳ＋ＢＡ０．５＋ＩＢＡ０．１＋âã

３．０％＋
*�

０．７％＋
Q

�

１０％。
9��L(©Î¾ÔGÑ�A¾ÿ�G

，
9��L(1

®¯JÝÎ(*ÇAº[L(G©Î�H)_G`T0$

¸�+i_7

，
�³uQR��

。
ö8:ÕúG®¯Jü�

uQR«�

，
btö8'"

，
1�(¹ªvL#}2G��

B4=T$�)Z¹ªv_B�

，
³1(×L#}2G(.

=T$�)Z×.Î·

。
¯Á;¾

Ｓｋｏｏｇ
_

Ｍｉｌｌｅｒ
ÊÿáG

1�®¯���5)(.���Î(Gå=ßzÑ6

［１１］。

³oV31�{þG1�(®¯:Îc

，
2¬G(.=_

}¥¬G��B4=·³�)Z¹GB�

［１２］。
¯!"Ð

Y)�_J�xGf�

，
1�®¯Àì:[¹�å=GÚs

�}¶��

，
ÚM17¹:è�Lþ

。
tö8Îc

，
öòC

×O�NSY=>ÓÍ°(3(×

，
bã×.G&eªv_

Î·

，
&�&oWâ�úG

：
öòC(×¯è±��B4=

，

f|fëyuöòCG(×

，
·³f)ZöòCG(×

，
Û

MÑ�AJOSY=>G(NÍ[f<×Î(ìNb

ã

［１３］。
CD+5b]m4

（１～３
4

）
c¹GÎ(2ôY�

２
～４

f

，
³�À

６～７
]�nm4®¯Óy��N��

２０～
５０

f�(¹

［８］。
)T%�

、
%#®¯y1ág<GÐ>¦2

�.

，
[CD«û7ºG¦2_NÎ��7Te4

。
³[C

DL(G1�®¯��¸ynCDG6¶{û

、
ez·��

ÅÂîæ3±ìQ�yVÊI

。

tö8�ë[CDL(G(OuvWÚ_Bw;6

，
�

¯�ZCDm�}�

，
L(G�1Ô¶

，
×`¯�.

，
!-

b%2

，
üð�ZBó]uv�1)�

，
1CDL(®¯¯

�WÚÝ»1Q<Ü�

，
��Ê+ll�Q<£�z

。
�Z

�¾?ÅÊZ

，
£:Ô°�ãR_fïP;

，
XGU8�v

ód�&

。

��<=

［１］
T�

，
!Fº

，
TËË

，
z

．
ÓS.¸¹12Ë�

［Ｊ］．
ºè:¡

，２００７，３４
（１）：２５１－２５６．

［２］
!Y

，
@b

，̧
ÔÔ

，
z

．
ÓSÕRg� 12Ë�

［Ｊ］．
P7%��e

，

２００８（２）：６６－６８．
［３］

�çÖ

．
ÓS�¯×ØÙ[IºgÚm

［Ｊ］．̧
¹]º

，２００８，２１（１）：２４
－２６．

［４］
Ü�Û

，
!Üs

，
!^w

．
ÓS�¯×ØÙ[IºgÚm

［Ｊ］．
M���

�e

，２０１１（６）：１８１－１８２．
［５］

xÂÝ

，
xÞ

，
Tâ7

．
ÓSÅÆ�åef

［Ｊ］．
%��e�I

，２００５，１９
（２）：５０－５２．

［６］
ß#

，
Rà

，
!Y

，
z

．
ÓSá3=º3N�([Òï12

［Ｊ］．
dü½

âºè12Ë�

，２００７（３）：２５１－２５５．
［７］

Kã^

，
@T

，
TX

，
z

．
ÙñÓS[ÅÆ�ågäå,Ó

［Ｊ］．̧
¹º

¶:ÌÍ

，２００４，４０（６）：７０７－７０８．
［８］

Tæë

．
ÓSçè�å

［Ｊ］．̧
¹º¶:ÌÍ

，１９８４（３）：４４．
［９］

léê

，
Üës

．
ì0'í�å3îïÅÆ¼Óð¾

［Ｊ］．
ñò%12

，

２００７，２５（３）：４３－４６．
［１０］

;8

，
Øñ

，
!iò

．
ó�'í�åôIõg=º;PJKLM12

［Ｊ］．
'+��:¡

，２００８，２１（２）：４４０－４４３．
（
tuv

１３１８４
w

）

８７１３１ 　　　　　　　　　　
këìí])

　　　　　　　　　　　　　　　　　　　　　　　　　２０１４
~



éîìsyuw

Ｔｉ×Ｃｍ
=¾GsI

，
�¯éîìs_Gw

Ｔｉ×Ｑｆ
=¾GsI

。Ｂ１２
éîìsyuw

Ｔｉ＋Ｑｆ
GsI

，

béîìs_Gw

Ｔａ＋Ｑｆ
GsI

。

２．７　
{[æj/~Ü

　
�'

４
y«

，
1�öG

６
��-:

，

è¿�¹Z[-

（Ｂａｃｉｌｌｕｓｔｈｕｒｉｎｇｉｅｎｓｉｓ）
y�éîìsyu

Ｔｉ
×Ｑｆ

-×CG-×2ô_sI

，
��D[-éîìsyu

Ｔｍ ×Ｃｍ
-×CG-×2ô

。
¯

２
��-y�õTZ78

¶Ü)�

。

Q

４　
ræ'MÉ¤\[/æÃstæ

�´

Ｂ１：Ｂａｃｉｌｌｕｓｔｈｕｒｉｎｇｉｅｎｓｉｓ

Ｔｉ＋Ｑｆ

Ｂ１２：Ａｒｔｈｒｏｂａｃｔｅｒｇｌｏｂｉｆｏｒｍｉｓ

Ｔｍ ＋Ｃｍ
-×2ô ＋ ＋

º2

＋ ＋
sI ＋ ＋

　
D

：'ï��1

０．０１
?Åîì

。

３　
{�

（１）
�-[Zf�G-×=¾�NG-×2ô��.-

ë�z

。
ìÍyu©x-×=¾G�N

，
bÍ_G®¹Qx

.-�N-×

。
"-M+m�rì�-[Z-×G�N�

îìyu`T

。

（２）
�-[Zf�=¾G-×Cº2Á��.-ë�

z

。
ìÍyu©x=¾G-×Cº2

，
bÍ_G®¹Qx=

¾G-×Cº2

。
"-M+m�rì�-[Zf�=¾-

×Cº2GpqfQK

。

（３）
�-[Zf�=¾G-×CsIÁ��.-ë�

z

。
ìÍyu©x=¾G-×CsI

，
bÍ_G®¹Qx=

¾G-×CsI

。
"-M+m�rì�-[Zf�=¾-

×CsIGpqfQK

。

��<=

［１］ＭＯＬＩＮＡＲ，ＭＡＳＳＩＣＯＴＴＥＨ，ＴＲＡＰＰＥＪＭ．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ｉｎ
ｍｙｃｏｒｒｈｉｚａｌｓｙｍｂｉｏｓｉ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Ｍ］／／ＡＬＬＥＮＭ．Ｍｙｃｏｒｒｈｉｚ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ｇ：ａｎ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ｖｅ
ｐｌａｎｔｆｕｎｇ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ＣｈａｐｍａｎａｎｄＨａｌｌＬｏｎｄｏｎ，ＵＫ，１９９２：３５７－４２３．

［２］ＳＬＡＮＫＩＳＶ．Ｓｏｉ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ｙｃｏｒｒｈｉｚａｅ［Ｊ］．Ａｎｎ
ＲｅｖＰｈｙｔｏｐａｔｈ，１９７４，１２：４３７－４５７．

［３］ＰＯＯＬＥＥＪ，ＢＥＮＤＩＮＧＧＤ，ＷＨＩＰＰＳＪＭ，ｅｔａｌ．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
ＰｉｎｕｓｓｙｌｖｅｓｔｒｉｓＬａｃｔａｒｉｕｓｒｕｆｕｓｅｃｔｏｍｙｃｏｒｒｈｉｚａ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ｎｍｙｃｏｒ
ｒｈｉｚａ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ｖｉｔｒｏ［Ｊ］．ＮｅｗＰｈｙｔｏｌ，２００１，１５１：７４３－７５１．

［４］ＢＥＣＫＥＲＤＭ，ＢＡＧＬＥＹＳＴ，ＰＯＤＩＬＡＧＫ．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ｍｙｃｏｒｒｈｉｚａｌａｓｓｏ
ｃｉａｔｅｄＳｔｒｅｐｔｏｍｙｃｅｓｏｎ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Ｌａｃｃａｒｉａｂｉｃｏｌｏｒ，Ｃｅｎｏｃｏｃｃｕｍｇｅｏｐｈｉｌｕｍ，
ａｎｄＡｒｍｉｌｌａｒｉａｓｐｅｃｉｅｓａｎｄｏｎｇｅｎ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ｉｎＬａｃｃａｒｉａｂｉｃｏｌｏｒ［Ｊ］．Ｍｙ
ｃｏｌｏｇｉａ，１９９９，９１：３３－４０．

［５］ＤＵＰＯＮＮＯＩＳＲ，ＧＡＲＢＡＹＥＪ．Ｍｙｃｏｒｒｈｉｚａｔｉｏｎｈｅｌｐｅｒ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ｔｈｅＤｏｕｇｌａｓｆｉｒＬａｃｃａｒｉａｌａｃｃａｔａｓｙｍｂｉｏｓｉｓ：ｅｆｆｅｃｔｓｉｎａｓｅｐｔｉｃａｎｄｉｎ
ｇｌａｓｓｈｏｕｓ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Ｊ］．ＡｎｎＳｃｉＦｏｒ，１９９１，４８：２３９－２５１．

［６］ＧＡＲＢＡＹＥＪ，ＤＵＰＯＮＮＯＩＳＲ．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ｄｅｓＢＡＭ（ＢａｃｔéｒｉｅｓＡｕｘｉｌｉａ
ｉｒｅｓｄｅｌａＭｙｃｏｒｈｉｚａｔｉｏｎ）àｌ＇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ｕＤｏｕｇｌａｓｐａｒＬａｃｃａｒｉａｌａｃｃａｔａ
Ｓ２３８ｅｎｐéｐｉｎｉèｒｅｆｏｒｅｓｔｉèｒｅ［Ｊ］．ＲｅｖＦｏｒＦ，１９９２，４４：４９１－５００．

［７］ＤＵＮＳＴＡＮＷＡ，ＭＡＬＡＪＣＺＵＫＮ，ＤＥＬＬＢ．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ｏｎｍｙｃｏｒ
ｒｈｉｚ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ｇｒｏｗｎ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ｕｓｄｉｖｅｒｓｉｃｏｌｏｒ
Ｆ．Ｍｕｅｌｌ．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Ｊ］．ＰｌａｎｔＳｏｉｌ，１９９８，２０１：２４１－２４９．

［８］ＳＢＲＡＮＡＣ，ＢＡＧＮＯＬＩＧ，ＢＥＤＩＮＩＳ，ｅｔａｌ．Ａｄｈｅｓｉｏｎｔｏｈｙｐｈａｌｍａｔｒｉｘ
ａｎｄａｎｔｉｆｕｎｇ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Ｐｓｅｕｄｏｍｏｎａｓｓｔｒａｉｎｓｉｓｏｌ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Ｔｕｂｅｒｂｏｒｃｈｉｉ
ａｓｃｏｃａｒｐｓ［Ｊ］．ＣａｎＪ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２０００，４６：２５９－２６８．

［９］ＧＡＺＺＡＮＥＬＬＩＧ，ＭＡＬＡＴＥＳＴＡＭ，ＰＩＡＮＥＴＴＩＡ，ｅｔａｌ．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ａｓｓｏｃｉａｔ
ｅｄｔｏｆｒｕｉｔｂｏｄ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ｅｃｔｏｍｙｃｏｒｒｈｉｚａｌｆｕｎｇｕｓＴｕｂｅｒｂｏｒｃｈｉｉＶｉｔｔａｄ．［Ｊ］．
Ｓｙｍｂｉｏｓｉｓ，１９９９，２６：２１１－２２２．

［１０］ＢＡＲＢＩＥＲＩＥ，ＰＯＴＥＮＺＡＬ，ＳＴＯＣＣＨＩＶ．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
ｃｅｌｌｕｌｏｓｏｌｙｔｉｃｃｈｉｔｉｎｏｌｙｔｉｃ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ｆｒｕｉｔｂｏｄ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ｅｃｔｏ
ｍｙｃｏｒｒｈｉｚａｌｆｕｎｇｕｓＴｕｂｅｒｂｏｒｃｈｉｉＶｉｔｔａｄ．［Ｊ］．Ｓｙｍｂｉｏｓｉｓ，２００１，３０：１２３
－１３９．

［１１］ＣＩＴＴＥＲＩＯＢ，ＭＡＬＡＴＥＳＴＡＭ，ＢＡＴＴＩＳＴＥＬＬＩＳ，ｅｔａｌ．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ｉｎ
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Ｐｓｅｕｄｏｍｏｎａｓ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ｓａｎｄＢａｃｉｌｌａｃｅａｅ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ｍｏｄｉ
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ｕｂｅｒｂｏｒｃｈｉｉｆｒｕｉｔｂｏｄｉｅｓ［Ｊ］．ＣａｎＪ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２００１，４７：２６４
－２６８．

［１２］ＢＡＲＢＩＥＲＩＥ，ＧＵＩＤＩＣ，ＢＥＲＴＡＵＸＪ，ｅｔａｌ．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ａｎｄ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ｉｎＴｕｂｅｒｍａｇｎａｔｕｍｄｕｒｉｎｇｔｒｕｆｆｌｅｍ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２００７，９：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２２３４－２２４６．

（
NOv

１３１７８
w

）

［１１］ＳＫＯＯＧＦ，ＭＩＬＬＥＲＣ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ｏｒｇａｎ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ｉｎｐｌａｎｔｔｉｓｓｕｅｓ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ｉｎｖｉｔｒｏ［Ｊ］．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ｓＳｙｍｐＳｏｃＥｘｐＢｉ
ｏｌ，１９５７（１１）：１１８－１３１．

［１２］
!i

，
-#ö

，
!J�

．
Uøq @í[ÅÆ�åv¸÷=º

［Ｊ］．
º

è:¡

，１９９６，２３（３）：２８１－２８４．
［１３］

`!�

，
í0v

，
ø¿V

．
ì0í[á3�å

［Ｊ］．
ºè:¡

，２００５，３２
（６）：１１３６－１１３９．

４８１３１ 　　　　　　　　　　
këìí])

　　　　　　　　　　　　　　　　　　　　　　　　　２０１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