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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为了开发高效微生物解磷肥，利用解磷菌选择培养基，从陕西省西安市周至县猕猴桃园农田土壤中分离出
具有降解无机磷能力的菌株共计９株，通过纯化培养，筛选出１株高效无机磷降解菌ＪＷＰ３。利用１６ＳｒＤＮＡ基因序列
分析方法对该菌株的分类信息进行鉴定，鉴定结果表明该菌株为胶质芽孢杆菌 （Ｐａｅｎｉｂａｃｉｌｌｕｓｍｕｃｉｌａｇｉｎｏｓｕｓ）。并通过
试验确定了该菌株的最适培养条件：初始接种量４％，摇床转速２００ｒ／ｍｉｎ，培养温度３０℃，初始ｐＨ值为７。试验结果
可为无机磷降解菌ＪＷＰ３的大规模工业化生产提供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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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磷元素是植物生长所必需的三大营养要素之一，我国有
７５％的土壤缺磷［１］，特别是北方石灰性土壤，虽然全磷含量

很高，均在０．５７～０．７９ｇ／ｋｇ之间，但由于土壤中存在大量
的游离碳酸钙，大部分磷形成难溶性的磷酸钙盐，能被作物吸

收利用的有效磷含量很低［２］，土壤中 ９５％的磷为无效形
式［３］，大部分与土壤中Ｃａ２＋、Ｆｅ２＋、Ｆｅ３＋、Ａｌ３＋结合形成难溶性
磷酸盐。因此，如何开发和有效利用这部分被土壤固定的磷

是目前我国农业生产中急需要解决的问题。

而土壤中存在着一些微生物能够将难溶性的磷酸盐转化

为可利用形态，这些微生物称为解磷微生物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ｓｏｌｕｂｉｌｉｚｉｎｇｍｉｃｒｏ－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ｓ，ＰＳＭ），能够将难溶性的磷酸盐
如矿磷粉转化为水溶性磷，提高土壤中的可溶性磷含量，从而

改善植物磷素营养，提高作物产量［４－６］。因此，对解磷微生物

菌剂及其应用的研究，成为了土壤微生物修复研究的热点，对

提高土壤肥力和促进农作物增产具有重要的意义。

由于不同种类的解磷菌或菌株之间的解磷能力和接种效

果差异悬殊，所以高效解磷菌株的筛选显得尤为重要［７］。本

试验以磷酸钙为唯一磷源，通过选择性培养，从陕西省西安市

周至县猕猴桃园大田土壤中分离筛选出９株解磷菌株，并通
过分离、纯化、复筛，得到１株解磷能力较强的细菌 ＪＷＰ３，研
究该菌株的生理生化特征及对磷矿石的降解特性，确定菌株

的最适接种量，最适ｐＨ值、最适生长温度及摇床转速对解磷
能力的影响，确定该菌株的生长情况及解磷能力，为开发新的

成本低、效果好且不污染环境的解磷菌肥提供科学依据，对发

展绿色农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１．１．１　土样　采集陕西省西安市周至县猕猴桃园土壤，土样
?集方法为五点采样法，去除表层土壤，用土钻取深度为０～
２０ｃｍ的土壤，将５个不同点的土样混合为１份，装入无菌样
品采集袋，标签注明采样信息，放入４℃冰箱保存。
１．１．２　培养基　无机磷液体培养基：蔗糖 １０．０ｇ，
（ＮＨ４）２ＳＯ４０．５ｇ，ＭｇＳＯ４·７Ｈ２Ｏ０．３ｇ，ＮａＣｌ０．３ｇ，ＫＣｌ
０．３ｇ，ＦｅＳＯ４·７Ｈ２Ｏ０．０３ｇ，ＭｎＳＯ４·７Ｈ２Ｏ０．０３ｇ，Ｃａ３（ＰＯ４）２
５．０ｇ，，蒸馏水１．０Ｌ，ｐＨ值 ７．２～７．５，１２１℃灭菌２０ｍｉｎ。

无机磷固体培养基：无机磷液体培养基中加入 ２０ｇ
琼脂。

ＬＢ液体培养基［８］：蛋白胨１０ｇ，酵母粉 ５ｇ，氯化钠 ５ｇ，
加蒸馏水至１Ｌ，ｐＨ值７．０。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解磷菌的富集　取１只２５０ｍＬ锥形瓶，加入无机磷
液体培养基１００ｍＬ，向锥形瓶中加入１ｇ土壤样品，摇床培养
２ｄ（温度３０℃，转速１８０ｒ／ｍｉｎ），吸取锥形瓶底部菌液进行
转接，富集解磷菌，每次转接前将菌液涂布到平板上计数。重

复上述步骤，对不同样品进行处理。

１．２．２　解磷菌的初筛　将富集培养基中的菌种转接到含磷
酸钙无机盐培养基的平板上，置于３０℃恒温培养箱中，出现
菌落后，挑取单菌落转接至新的固体培养基上，重复上述操作

３次，将单菌落放入冰箱保存备用。
１．２．３　解磷菌的复筛　将初筛出的菌株转接到装有５０ｍＬ
磷酸钙液体培养基中，摇床培养５ｄ，涂布，记录菌数，同时检
测磷酸钙的降解，将菌液以８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５ｍｉｎ，取上清
１０ｍＬ，加５ｍＬ钼锑抗显色剂，加蒸馏水定容至５０ｍＬ，以不
接菌处理为对照，用分光光度计测量吸光度，计算磷含量，筛

选出１株生长旺盛、降解能力强的菌株。
１．２．４　菌株形态学特征　将分离纯化得到的菌株在固体平
板上进行划线培养，在温度为３０℃的条件下培养２ｄ，观察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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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生长状况及菌落特征。

１．２．５　菌株 １６ＳｒＤＮＡ序列分析及比对　选用细菌 １６Ｓ
ｒＤＮＡ通用引物 ２７Ｆ（５′－ＡＧＡＧＴＴＴＧＡＴＣＣＴＧＧＣＴＣＡＧ－３′）
和１４９２Ｒ（５′－ＧＧＴＴＡＣＣＴＴＧＴＴＡＣＧＡＣＴＴ－３′）建立 ＰＣＲ扩
增体系进行扩增。ＰＣＲ反应体系（５０μＬ）：５×ＯｎｅＴａｑ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Ｂｕｆｆｅｒ１０μＬ，１０ｍｍｏｌ／ＬｄＮＴＰｓ１μＬ，
１０μｍｏｌ／ＬＦｏｒｗａｒｄＰｒｉｍｅｒ１μＬ，１０μｍｏｌ／ＬＲｅｖｅｒｓｅＰｒｉｍｅｒ
１μＬ，ＯｎｅＴａｑＤＮＡＰｏｌｙｍｅｒａｓｅ１μＬ，ＴｅｍｐｌａｔｅＤＮＡ２．０μＬ，
Ｎｕｃｌｅａｓｅ－Ｆｒｅｅｗａｔｅｒ３４μＬ。扩增程序：９４℃预变性１０ｍｉｎ；
９４℃变性３０ｓ，６５℃退火３０ｓ，７２℃延伸１ｍｉｎ，共３０个循
环；７２℃延伸 １０ｍｉｎ。产物经纯化后测定基因序列，利用
Ｂｌａｓｔ将菌株的基因序列与 ＧｅｎＢａｎｋ数据库中的序列进行比
较，选取相似性较高的模式菌株序列，用 ＭＥＧＡ５．１中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Ｊｏｉｎｉｎｇ法比较同源性，构建系统发育树。
１．２．６　菌株解磷能力测定　配制解磷培养基（不加磷源）按
５０ｍＬ每瓶分装于２５０ｍＬ锥形瓶中，分别加入０．１ｇ准确称
取的磷酸钙，在１２１℃条件下灭菌２０ｍｉｎ，每个锥形瓶接入
２％待测菌悬液，２８℃ １８０ｒ／ｍｉｎ条件下摇床培养５ｄ，菌液
８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１０ｍｉｎ，取上清１０ｍＬ，加５ｍＬ钼锑抗显色
剂，加水定容至５０ｍＬ，利用分光光度计测定并计算上清液中
磷含量。

１．２．６．１　最适初始接种量测定　配制液体培养基，按１％、
２％、３％、４％和５％等５个接种量接入到解磷培养基中，在
２８℃ 条件下摇瓶培养５ｄ，菌液８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１０ｍｉｎ，取
上清１０ｍＬ，加５ｍＬ钼锑抗显色剂，加水定容至５０ｍＬ，利用
分光光度计测定并计算上清液中磷含量。

１．２．６．２　最适初始ｐＨ值测定　配制磷酸钙液体培养基，分
组调节ｐＨ值为５、６、７、８、９，按４％接种量接种，在２８℃条件
下摇瓶培养５ｄ，菌液８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１０ｍｉｎ，取上清１０ｍＬ，
加５ｍＬ钼锑抗显色剂，加水定容至５０ｍＬ，利用分光光度计
测定并计算上清液中磷含量。

１．２．６．３　最适生长温度测定　按４％接种量将菌株接入培
养液中，调节ｐＨ值为７，将菌种接于磷酸钙液体培养基中，分
别置于温度为 ２４、２６、２８、３０、３２℃的摇床中培养 ５ｄ，菌液
８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１０ｍｉｎ，取上清１０ｍＬ，加５ｍＬ钼锑抗显色
剂，加水定容至５０ｍＬ，利用分光光度计测定并计算上清液中
磷含量。

１．２．６．４　最适生长转速测定　按４％接种量将菌株接入培
养液中，调节 ｐＨ值为７，温度设置为３０℃，调节摇床转速分
别为１４０、１８０、２００、２２０ｒ／ｍｉｎ，培养５ｄ后，菌液８０００ｒ／ｍｉｎ
离心１０ｍｉｎ，取上清１０ｍＬ，加５ｍＬ钼锑抗显色剂，加水定容
至５０ｍＬ，利用分光光度计测定并计算上清液中磷含量。
１．２．７　数据处理　数据采用 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０和 ＳＰＳＳ１９统计软
件进行方差分析和多重比较。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解磷菌的筛选
对土壤样品进行涂布处理，初步得到菌株２１株，经复筛，

得到具有高效解磷能力的菌株９株，通过钼蓝比色法测量解
磷量。由表１可知，９株解磷菌的解磷能力相比于对照都有
明显增加。其中，ＪＷＰ２解磷效果最弱，菌液中速效磷含量为

１０．４７ｍｇ／Ｌ，比空白对照增加了３．７２ｍｇ／Ｌ，而菌株 ＪＷＰ３培
养液中速效磷含量最高，达到７３．２２ｍｇ／Ｌ，比空白对照增加
了６６．４７ｍｇ／Ｌ，其解磷能力最强，本试验以 ＪＷＰ３菌株为研究
对象，对其菌落特征和解磷特性做进一步研究。

表１　初筛菌株菌落平板计数结果及解磷能力测定

菌株编号
菌落数

（×１０５ＣＦＵ／ｍＬ）
速效磷含量

（ｍｇ／Ｌ）
增加量

（ｍｇ／Ｌ）

ＣＫ ０．０ ６．７５
ＪＷＰ１ ２．０ ２１．６９ １４．９４
ＪＷＰ２ １．１ １０．４７ ３．７２
ＪＷＰ３ １６．０ ７３．２２ ６６．４７
ＪＷＰ４ ７．８ ４９．３８ ４２．６３
ＪＷＰ５ １２．６ ６３．８７ ５７．１２
ＪＷＰ６ ６．９ ３０．６６ ２３．９１
ＪＷＰ７ ２．１ ２１．６９ １４．９４
ＪＷＰ８ ７．０ ４２．３９ ３５．６４
ＪＷＰ９ ６．２ ４９．６３ ４２．８８

２．２　菌落形态特征
采用平板划线法将 ＪＷＰ３菌株进行纯化，并涂布至固体

培养基上，培养２ｄ后，观察菌株形态。如图１所示，菌株单
菌落呈水滴状，菌落无色透明，边缘光滑，表面湿润且黏稠，菌

落直径约为０．５ｃｍ。

２．３　１６ＳｒＤＮＡ测序分析
菌株ＪＷＰ３经１６ＳｒＤＮＡ测序获得１４００ｂｐ的基因片段，

将序列信息提交到ＧｅｎＢａｎｋ数据库中，利用Ｂｌａｓｔ将菌株的基
因序列进行相似性比较，结果表明，菌株 ＪＷＰ３与胶质芽孢杆
菌属同源性很高，从１６ＳｒＤＮＡ序列相似性比较结果看，菌株
ＪＷＰ３与胶质芽孢杆菌（Ｐａｅｎｉｂａｃｉｌｌｕｓｍｕｃｉｌａｇｉｎｏｓｕｓ）相似性达
到１００％，选取２１株同源性较高的胶质芽孢杆菌菌株序列与
待测菌株序列构建系统发育树（图２），从系统发育树可以看
出，菌株ＪＷＰ３与胶质芽孢杆菌相似性达到１００％且处于同一
分支，距离最近，鉴定菌株ＪＷＰ３为胶质芽孢杆菌。
２．４　菌株解磷能力研究
２．４．１　最适初始接种量　由图３可以看出，从接种量１％开
始，随接种量的增加，速效磷含量呈逐渐上升的趋势，当接种量

为４％时，菌液中速效磷含量达到最大（９６．５６ｍｇ／Ｌ），比接种
量为３．０％时高了１７．６ｍｇ／Ｌ，有显著性差异，而当接种量达到
５％时，解磷量为９６．５５ｍｇ／Ｌ，与４％时无显著性差异，从经济
角度考虑，选取４％为最适接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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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２　最适初始ｐＨ值　不同ｐＨ值对菌株生长及解磷能力
有显著影响，由图４可看出，当ｐＨ值达到７时解磷量达到最
大，菌液中的速效磷含量达到９７．２８ｍｇ／Ｌ，与其他ｐＨ值时有
显著差异，当ｐＨ值达到６时解磷能力为７４．９０ｍｇ／Ｌ，比 ｐＨ
值９时高了２．５ｍｇ／Ｌ，而比ｐＨ值８时低了１３ｍｇ／Ｌ，有显著
差异。因此确定，菌株 ＪＷＰ３的最适生长 ｐＨ值为７，且菌株
适合生长于中性或偏碱性的环境中，这对于菌株的大规模生

产有重要指导意义。

２．４．３　最适培养温度　温度的变化对菌株的降解作用有显
著影响，由图５可看出，随着温度的升高，菌株解磷能力逐渐
增强，当温度达到３０℃时，解磷量达到最高，菌液中的速效磷

含量达到１１２．６ｍｇ／Ｌ，比２８℃时增加了１４．６ｍｇ／Ｌ，而温度
为３２℃时，解磷量为８９．０５ｍｇ／Ｌ，与 ２８℃时相比，显著降
低，可能是温度升高导致菌株生长受到抑制，使解磷能力降

低，因此确定菌株ＪＷＰ３的最适生长温度为３０℃。

２．４．４　最适摇床转速　由图６可看出，不同摇床转速对菌株
解磷作用有明显影响，当摇床转速增加时，菌株解磷能力逐渐

增加，当转速达到 ２００ｒ／ｍｉｎ时，菌液中速效磷含量最高
（１１４．５ｍｇ／Ｌ），当转速达到２２０ｒ／ｍｉｎ时，解磷能力降低，菌
液中速效磷含量为９６．７７ｍｇ／Ｌ，比 ２００ｒ／ｍｉｎ时明显减少，二
者有显著差异，其原因可能是转速过高，产生的剪切力对菌体

造成机械损伤，降低了菌株的解磷能力［１５］，结果表明菌株

ＪＷＰ３的最适培养转速为２００ｒ／ｍｉｎ。

３　讨论

解磷微生物在土壤中磷循环相关的生物学系统中担任着

重要的角色，它可以将难溶磷素转化为可溶性磷，提高磷肥利

用率。解磷微生物分布十分广泛，但是，在自然条件下，这些

解磷微生物在土壤中的数量不足，难以发挥其活性，仅仅依靠

自然条件的作用不足以释放满足植物生长发育所需的磷素。

因此，人们便设想从自然条件下或生物体内筛选解磷菌株，制

成菌剂后回接到土壤中以转化足够的有效磷［９－１０］。本试验

从周至猕猴桃园根际土壤中筛选出９株具有解磷作用的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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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采用难溶性磷酸盐 Ｃａ３（ＰＯ４）２为磷源，对解磷菌株的降
解能力进行测定，国内外已有许多关于解磷菌筛选的报道，解

磷菌株多为芽孢杆菌和假单胞菌［１１］，其解磷能力一般在

３１．５～５１９．７ｍｇ／Ｌ范围内［１２－１３］，本试验筛选的菌株ＪＷＰ３解
磷能力为１１４．５ｍｇ／Ｌ，处于中等水平。通过菌株形态特征分
析，及１６ＳｒＤＮＡ测序，并对序列进行比对确定菌株 ＪＷＰ３为
胶质芽孢杆菌（Ｐａｅｎｉｂａｃｉｌｌｕｓｍｕｃｉｌａｇｉｎｏｓｕ）。

虽然微生物的溶磷能力取决于自身特征，如分泌质子、有

机酸和其他物质的数量和种类［１４］，但培养条件的不同也影响

了菌株的生长情况和降解特性，从陕西周至县猕猴桃园土壤

中筛选得到的高效解磷菌株 ＪＷＰ３在最适培养条件下，其解
磷能力达到１１４．５ｍｇ／Ｌ。试验表明，菌株ＪＷＰ３在初始ｐＨ值
为７，转速２００ｒ／ｍｉｎ，培养温度３０℃的条件下解磷能力最强。
接种量的选择，综合了菌株解磷能力及经济效益等因素，接种

量为４％时解磷能力达到 ９６．５５ｍｇ／Ｌ，与 ５％接种量时的
９６５６ｍｇ／Ｌ无显著差异，故确定最适接种量为４％。

目前，大多数研究者认为解磷菌溶解无机磷是因为解磷

微生物在新陈代谢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有机酸［１５－１７］，这些有机

酸既能降低土壤 ｐＨ值，又可通过螯合作用结合土壤中的铁
铝钙镁等离子，从而使磷酸铁、磷酸钙、磷酸镁、磷酸铝等难溶

性的磷酸盐溶解［１８］。Ｉｌｌｍｅｒ等［１０］研究认为假单孢菌属的解

磷机制主要是产生质子，降低了培养基的ｐＨ值，从而使磷酸
盐溶解。解磷菌的解磷机制是很复杂的，一种解磷菌可能有

多个解磷机制［１９］，目前对解磷微生物的解磷机制还不是特别

清楚，从猕猴桃园土壤中筛选得到的这株解磷菌株 ＪＷＰ３，其
解磷机制还需作进一步深入研究。

４　结论

本研究从周至猕猴桃园采集土样，筛选到１２９株高效解
磷菌，通过复筛和解磷能力的测定，得到１株降解无机磷能力
最强的菌株，利用１６ＳｒＤＮＡ基因序列分析方法对该菌株的
分类信息进行鉴定，鉴定结果表明该菌株为胶质芽孢杆菌

（Ｐａｅｎｉｂａｃｉｌｌｕｓｍｕｃｉｌａｇｉｎｏｓｕｓ），命名为菌株 ＪＷＰ３，其解磷量达
到了１１４．５ｍｇ／Ｌ，具有较高的解磷能力。通过试验确定了该
菌株的最适培养条件：初始接种量４％，摇床转速２００ｒ／ｍｉｎ，
培养温度３０℃，初始ｐＨ值为７，为菌株的开发利用提供了数
据支持和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１］郝　晶，洪坚平，刘　冰，等．石灰性土壤中高效解磷细菌菌株的

分离、筛选及组合［Ｊ］．应用与环境生物学报，２００６，１２（３）：４０４－
４０８．　

［２］ＫｕｃｅｙＲ．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Ｐｅｎｉｃｉｌｌｉｕｍｂｉｌａｊｉｏｎｔｈｅｓｏｌｕ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ｕｐｔａｋｅｏｆＰ
ａｎｄｍｉｃｒｏ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ｆｒｏｍｓｏｉｌｂｙｗｈｅａｔ［Ｊ］．Ｃａｎａｄｉ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ｉ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８８，６８（２）：２６１－２７０．

［３］赵小蓉，林启美．微生物解磷的研究进展［Ｊ］．土壤肥料，２００１
（３）：７－１１．

［４］ＶａｓｓｉｌｅｖａＭ，ＡｚｃｏｎＲ，ＢａｒｅａＪＭ，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ｅｎｃａｐｓｕｌａｔｅｄｃｅｌｌｓ
ｏｆＥｎｔｅｒｏｂａｃｔｅｒｓｐ．ｏｎｐｌａｎｔ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ｕｐｔａｋｅ［Ｊ］．
Ｂｉｏ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９，６７（３）：２２９－２３２．

［５］ＰｅｉｘＡ，Ｒｉｖａｓ－ＢｏｙｅｒｏＡＡ，ＭａｔｅｏｓＰＦ，ｅｔａｌ．Ｇｒｏｗｔｈ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ｏｆ
ｃｈｉｃｋｐｅａ ａｎｄ ｂａｒｌｅｙ ｂｙ ａ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ｓｏｌｕｂｉｌｉｚｉｎｇ ｓｔｒａｉｎ ｏｆ
Ｍｅｓｏｒｈｉｚｏｂｉｕｍ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ｕｍ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ｗｔｈｃｈａｍｂｅｒ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Ｊ］．
ＳｏｉｌＢｉ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０１，３３（１）：１０３－１１０．

［６］ＺａｉｄｉＡ，ＫｈａｎＭ Ｓ，ＡｍｉｌＭ．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ｒｈｉｚｏｔｒｏｐｈｉｃ
ｍｉｃｒｏ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ｓｏｎｙｉｅｌｄａｎｄ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ｕｐｔａｋｅｏｆｃｈｉｃｋｐｅａ（Ｃｉｃｅｒ
ａｒｉｅｔｉｎｕｍＬ．）［Ｊ］．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ｇｒｏｎｏｍｙ，２００３，１９（１）：１５－２１．

［７］ＢｉｎｇｑｕａｎＦ，ＪｉｙｕｎＪ，ＣｈｅｎｇＧ．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ｅｎｉｃｉｌｌｉｕｍｏｘａｌｉｃｕｍａｎｄ
ｉｔｓ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ｓｏｌｕ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ｓｏｌｕｂｌｅ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Ｊ］．Ｓｃｉｅｎｔｉａ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０２，３５（５）：５２５－
５３０．　

［８］史国英，莫燕梅，岑贞陆，等．一株高效解无机磷细菌 ＢＳ０６的鉴
定及其解磷能力分析［Ｊ］．微生物学通报，２０１５，４２（７）：１２７１－
１２７８．　

［９］ＭｏｌｌａＭ，ＣｈｏｗｄｈｕｒｙＡＡ，ＩｓｌａｍＡ，ｅｔａｌ．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ｃ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ｉｎｓｏｉｌ［Ｊ］．ＰｌａｎｔａｎｄＳｏｉｌ，１９８４，７８（３）：３９３－
３９９．　

［１０］ＩｌｌｍｅｒＰ，ＳｃｈｉｎｎｅｒＦ．Ｓｏｌｕ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ｏｒｇａｎｉｃｃａｌｃｉｕｍ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ｓ－
ｓｏｌｕ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Ｊ］．ＳｏｉｌＢｉ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１９９５，
２７（３）：２５７－２６３．

［１１］银婷婷，王敬敬，柳　影，等．高效解磷菌的筛选及其促生机制
的初步研究［Ｊ］．生物技术通报，２０１５，３１（１２）：２３４－２４２．

［１２］ＣｈｅｎＹＰ，ＲｅｋｈａＰＤ，ＡｒｕｎＡＢ，ｅｔａｌ．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ｓｏｌｕｂｉｌｉｚｉｎｇ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ｆｒｏｍ 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ｓｏｉｌ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ｔｒｉｃａｌｃｉｕｍ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ｓｏｌｕｂｉｌｉｚｉｎｇ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Ｊ］．ＡｐｐｌｉｅｄＳｏｉｌＥ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６，３４（１）：３３－
４１．　

［１３］ＰａｒｋＪＨ，ＢｏｌａｎＮ，ＭｅｇｈａｒａｊＭ，ｅｔａｌ．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ｓｏｌｕｂｉｌｉｚｉｎｇ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ｆｏｒｌｅａｄｉｍ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ｏｉｌ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ａｚａｒｄｏｕｓ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２０１１，１８５（２／３）：８２９－
８３６．　

［１４］赵　越，赵　霞，侯佳奇，等．耐高温解无机磷菌的解磷特性及
生长动态研究［Ｊ］．东北农业大学学报，２０１３，４４（８）：６４－６９．

［１５］ＫｐｏｍｂｌｅｋｏｕＡＫ，ＴａｂａｔａｂａｉＭ．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ｏｒｇａｎｉｃａｃｉｄｓｏｎｔｈｅ
ｒｅｌｅａｓｅｏｆ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ｆｒｏｍ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ｒｏｃｋｓ［Ｊ］．Ｓｏｉ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９４，
１５８（６）：４４２－４４８．

［１６］ＫｉｍＫＹ，ＪｏｒｄａｎＤ，ＫｒｉｓｈｎａｎＨＢ．Ｒａｈｎｅｌｌａａｑｕａｔｉｌｉｓ，ａ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ｓｏｙｂｅａｎｒｈｉｚｏｓｐｈｅｒｅ，ｃａｎｓｏｌｕｂｉｌｉｚｅｈｙｄｒｏｘｙａｐａｔｉｔｅ［Ｊ］．
ＦＥＭＳ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Ｌｅｔｔｅｒｓ，１９９７，１５３（２）：２７３－２７７．

［１７］杨　芳，何园球，李成亮，等．不同施肥条件下红壤旱地磷素形
态及有效性分析［Ｊ］．土壤学报，２００６，４３（５）：７９３－７９９．

［１８］刘文干，何园球，张　坤，等．一株红壤溶磷菌的分离、鉴定及溶
磷特性［Ｊ］．微生物学报，２０１２，５２（３）：３２６－３３３．

［１９］闫小梅，虞　丽，叶成龙，等．一株灰潮土解磷菌的解磷特性及
其对花生的促生作用［Ｊ］．中国农学通报，２０１５，３１（２６）：１５０－
１５５．　

—８９２— 江苏农业科学　２０１７年第４５卷第２０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