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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回接结瘤后定期制作半薄% 超薄切片! 在光学和电子显微镜下观察研究了分离自浙江省短枝木麻黄
6&"

3#&$-%& +7#-3+4-("'-&

根瘤的
(

株
8$&%9-&

菌的侵染过程& 结果表明$

8$&%9-&

菌从根毛细胞侵入后向内部的皮层细胞

延伸! 受
8$&%9-&

菌侵入的刺激! 侵染的根毛细胞产生大量电子云密度不等的沉积物& 沉积物包裹
8$&%9-&

菌继续

向内侵染! 形成 '侵染线( 穿越细胞壁进入邻近细胞! 最终到达根瘤& 根瘤产生的时间程序为 $ 接种
$ +

后

8$&%9-&

菌已侵染根部细胞) 接种
!( +

后形成了根瘤原基)

!# +

后根瘤原基的部分薄壁细胞被
8$&%9-&

菌侵染后!

转变为前根瘤) 接种
(, +

后前根瘤进一步生长发育伸长! 突出皮层后形成新根瘤并最终发育成成熟瘤&

8$&%9-&

菌

的整个侵染过程为$

8$&%9-&

菌侵染
!

形成 '侵染线(

!

形成 '界面质(

!

穿壁
!

繁殖
!

泡囊
!

孢子& 根瘤的发育

可概括为$ 根瘤原基
!

前根瘤
!

成熟瘤& 图
%

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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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麻黄
!"#$"%&'" &''(

作为重要的共生营养型树种! 在防风固沙" 防海浪侵蚀以及海岸带生态系统

的恢复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

#!!

$

% 放线菌
(%"')&"

属是木麻黄重要的共生固氮菌! 因它在固定氮素" 培肥

地力" 提高植物生长势和土壤生态修复等方面的独特优势! 自从分离" 获得纯培养以来一直是人们研究

的目标之一#

$!)

$

% 目前!

*%"')&"

菌的分离和纯培养技术已较为成熟! 并成功地建立起基因组提取和目标

基因扩增的分子技术体系#

*!+

$

% 近年来结瘤基因和结瘤程序逐渐成为研究热点% 如
,-./0/

等#

1

$将组培技

术引入到
*%"')&"

菌结瘤的研究中! 利用室内组织培养研究了木麻黄在不同基质培养基中的长势和结瘤

数量%

234567

#

#%

$利用荧光显微镜观察了
*%"')&"

菌侵染欧洲桤木
+,'$# -,$.&'/#"

根部的早期过程%

89-

等 #

##

$利用超薄切片技术研究了
01"'/.2$ &''(

与
*%"')&"

菌的早期互作和侵染过程% 张小民等 #

#!

$报道了

*%"')&"

菌"沙棘 3&44/42"1 %2"5'/&61#

共生体系的侵染和结瘤过程% 但迄今为止关于自然条件下
(%"')&"

菌在木麻黄根部共生结瘤程序一直未有报道% 浙江省岛屿星罗棋布! 海岸线漫长! 拥有丰富的木麻黄和

(%"')&"

菌资源% 作者于
!%%+!!%#%

年就省内丰富的木麻黄共生固氮
(%"')&"

菌进行广泛的收集! 选取其

中固氮效果较好的
!

株作为供试菌株! 通过定期制作根瘤切片和显微观察还原了外界环境下
(%"')&"

菌

在木麻黄根部的侵染" 结瘤过程! 以期为菌株的实际开发利用提供理论依据%

#

材料与方法

!"!

供试菌株和苗木

供试
!

个
(%"')&"

菌株为作者
!%%+!!%#%

年分离自浙江省短枝木麻黄
0"#$"%&'" 17$&#1.&8/,&"

上的根

瘤! 经验证具有良好的固氮活性! 分别编号为
:;<##$

和
:;<#1!

#

#$!#=

$

% 供试苗木为短枝木麻黄! 购自

浙江宁波永丰园林绿化公司! 苗高
#) 3>

%

!"#

回接结瘤

实验于
!"??

年
$!*

月在浙江农林大学生物测试中心温室内进行% 把供试幼苗移栽至直径
!" 3>

的

塑料营养钵中! 营养钵中混配体积比
?#?

的沙土和基质! 浇水以使幼苗及时复壮!

?

周后待幼苗成功定

植后用于后续试验% 供试
!

株
(%"')&"

菌株经
@AB

培养基#

?)

$

!+ $

静置培养
=

周后用于回接接种试验% 菌

液离心后收集沉淀! 轻微匀浆后以蒸馏水制备成菌悬液! 用无菌注射器吸
) >8

菌悬液注射到苗木根系

周围土壤!

?

株
(%"')&"

菌接
*"

株苗! 以无菌蒸馏水为对照! 该试验隔
!" C

重复
?

次! 共
$

次! 以验

证其重复性% 接种后隔
$ C

随机选取木麻黄幼苗! 以流水轻轻冲洗取其完整幼根观察结瘤情况! 并就结

瘤部位" 结瘤数量进行统计! 将已产生的根瘤分别制作超薄和半薄切片! 进行电镜和光镜观察% 温室环

境控制为白天
!+ $

! 夜晚
!) $

! 光周期
?= DE#% D

! 空气相对湿度
F" G

%

!"$

显微观察

将上述根瘤用无菌去离子水冲洗干净后切成大小为
#H% >>

$ 的样品! 立即放入
=%I% J

&

KJ

L#戊二醛固

定液'用
%I! >MN

&

8

!?磷酸缓冲液配制!

'O F(!

(中
?! D

! 磷酸缓冲液清洗
$

次'

!" >97

&次L?

(! 再经
!"(" J

&

KJ

L?饿

酸固定
= D

! 然后用蒸馏水冲洗
$

次 '

!" >97

&次 !?

(! 用乙醇逐级脱水并用环氧丙烷过渡
!

次! 然

后用环氧树脂包埋! 超薄切片机切片! 切片厚度约
1" 7>

! 铅盐染色!

P42"?!$"

型生物用透射电子显

微镜观察" 摄影% 半薄切片的制作是将包埋好的样品切成
"(* !>

半薄切片! 在万能显微镜下观察拍片%

!

结果与分析

#"!

根部的结瘤情况

接种
(%"')&"

菌的木麻黄根部根毛与未接菌的对照相比未发现肉眼可见的变化% 接种
!= C

后! 根部

开始出现近球形根瘤! 根瘤较小! 随着时间延长! 根瘤逐渐增大" 数量逐步增加! 到
=) C

左右根瘤数

目达到最大! 并不再增加% 此时整个根系的根瘤大小不一! 较大根瘤直径为
= >>

! 小的
? >>

左右%

根瘤主要集中在由主根发起的新鲜" 细小侧根上% 侧根呈毛发状! 多在毛发状的侧根中间形成根瘤! 初

期根瘤极小! 在侧根中央略突起! 逐渐成近球形! 透明! 后随着根瘤长大! 逐渐成白色根瘤! 接着颜色

加深! 略呈褐色% 此外! 根部的根瘤常可聚集生长! 使得结瘤处根部呈念珠状! 少数在端部产生根瘤!

使得根端部呈球形! 或者明显加粗! 根瘤表面光滑! 与其他部位相比根毛稀少! 如图
?

%

#"# !"#$%&'

菌的侵染过程

接种
$ C

后! 不同菌株接种的木麻黄根部细胞的正常结构都没有发生改变% 接种
* C

后! 光学显微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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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侵染木麻黄与其共生结瘤程序

图
*

木麻黄根瘤 !

+

" 早期幼嫩根瘤#

,

" 呈念珠状根瘤$

$)-.%/ 0 1223 '24.5/6 7%24.8/4 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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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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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9/&4!6;&7/ '24.5/6

$

图
<

接种
= 4

后根组织纵截面超薄

切片%黑色为侵染细胞&

>"""

$)-.%/< ?2'-)3.4)'&5 6/83)2' 2@ %223 2@ !"#$"%&'"

()$&#(*&+,-&" = 4 &@3/% )'28.5&3)2'

%

3;/

4&%(/' 8/556 A/%/ )'@/83/4

&

>"""

$

镜观察显示
.%"'/&"

菌已开始侵染根部细胞%图
<

$& 被侵染的根毛代谢十分活跃& 胞质内含有丰富的核

糖体' 高尔基体' 线粒体' 质体' 内质网' 微管等以及酚类物质& 并被侵染的根毛发生了代谢方向上的

改变& 从侵染位点
#

侧可以看到
B

根毛初生壁内侧迅速增厚& 形成了很多不规则的电子密度中等的沉积

物"图
!

() 在电镜切片上可以明显看到& 由于内生壁的局部加厚而形成一个管状结构& 这个管状结构将

菌体包裹起来& 形成 *侵染线+) 随着菌体在侵染线内的继续侵入& 在菌体黏液层外很快又被这些新形

成的沉积物所包裹& 这些沉积物形成了菌体最外层新的保护结构& 而且随菌体继续侵染& 沉积物在菌体

外进一步加厚) 这层菌体外的特殊保护结构& 就是 *界面质+%

)'3/%@&8)&5 C&3%)D

& 图
>

$) 当侵染菌体接触

并进入根毛皮层细胞前& 侵染线前方的皮层细胞早已开始膨大& 转变为传递细胞) 传递细胞极度增大&

并在侵染点
<

侧细胞内壁增生& 沉积物增多%图
=

$) 接种
0< 4

后从透射电镜切片还可以看到& 中柱形成

层细胞形成了根瘤原基)

0# 4

后根瘤原基部分薄壁细胞被
.%"'/&"

菌侵染后& 转变为前根瘤%图
E

$& 薄

壁细胞中可见明显的菌丝, 泡囊和孢子%图
F

$- 前根瘤进一步生长发育伸长& 突出皮层后形成新根瘤并

最终发育成成熟瘤%接种
<> 4

后(-

.%"'/&"

菌整个侵染过程可总结为!

.%"'/&"

菌侵染
!

侵染线
!

形成

*界面质+

!

穿壁
!

繁殖
!

泡囊
!

孢子- 根瘤中的整个生活史为! 根瘤原基
!

前根瘤
!

成熟瘤- 且在根

瘤由小及大的过程中& 切片组织发现木麻黄根系细胞壁出现沉积物& 且有逐步增多的趋势& 细胞壁随之

加厚%图
G

(-

图
! .%"'/&"

菌侵入根毛后 '

根毛细胞内形成大量不

规则 ( 电子密度中等的

沉积物%

! HI""

&

$)-.%/ ! 1223 ;&)% 8/556 7%24.8/4 &9.'4&'3

)%%/-.5&% /5/83%2' 4/'6/ 4/726)3

&@3/% )'@/83/4 9:.%"'/&"

%

!""""

(

图
>

菌体外的特殊保护结

构)*+界面质,%

<" """"

$

$)-.%/ > J67/8)&5 7%23/83)2' 63%.83.%/

!

*

)'3/%@&8)&5 C&3%)D

+

7&8(&-)'-

.%"'/&" 63%&)'6

%

<" """"

(

图
#

根毛细胞内大量的线粒

体及菌体的孢子

$)-.%/ # +9.'4&'3 C)328;2'4%)&6 &'4

.%"'/&" 672%/6 )' %223 ;&)%

8/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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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与木本植物共生结瘤后产生裂瓣状根瘤! 有时数个根瘤同时发生! 从而最终形成成熟的

瘤簇" 在本研究中木麻黄形成的根瘤均为圆形! 根瘤较小! 有时呈串珠状! 结果证实了土质不同形成的

根瘤的形态和数量不同的报道" 例如! 刘强等 #

&'

$发现土壤的比重% 容量% 孔隙影响木麻黄的结瘤数量%

分布和形态" 土壤颗粒越细% 质地越硬! 孔隙就越小! 通气性就越差! 根系难以延伸! 不利于根瘤形成

且根瘤较小" 在本实验中因混配了大量的沙土! 最终多数根瘤产生在土壤
(!#% )*

的土层中! 且呈串

珠状! 个体小! 数量多!

!

个菌株表现出一致性" 研究还发现! 根瘤产生的时间不具有同一性! 第
&

个

真正根瘤产生于接种后第
!+

天! 在第
$'

天的追踪取样时发现! 同一根系出现发育程度不同的根瘤! 且

新出现根瘤多数出现在幼嫩新发出侧根上" 可推断! 利用土壤根圈接种! 与
!"'$%&'

菌最先接触的根系

最易早期发生应答反应继而结瘤! 而后! 新产生的根系在延伸的过程中与存在于土壤中的菌丝再行接触

形成次期根瘤" 此外! 本实验中在盆钵的固定空间根瘤到达一定数量后不再增加! 或增加缓慢" 原因可

能是根瘤数目在一定空间达到饱和! 或者所产生根瘤已帮助宿主获得足够氮源从而抑制了新的根瘤产生"

!"'$%&'

菌侵染木麻黄是从根毛开始的! 通过化学的信号传导造成根毛变形然后进入表皮和皮层细

胞#

&,-#.

$

" 但在本研究中! 因木麻黄产生的根毛稀少且在根表生长不连续! 未观察到有明显的根毛变形现象!

究其原因也可能是本研究以
$ /

为固定时间间隔取样错过根毛变形观察的最佳时期"

012345/4

和
6122

#

!%

$

也通过定期制作超薄切片对
!"'$%&'!(&)*'"&' +"&$,"-&)

的结瘤进行了监测! 但其结瘤的进程提前于我们的

研究结果" 这或许暗示
!"'$%&'

菌与不同的寄主结瘤的时间程序不同! 除了寄主的因素外! 菌株的结瘤

特性! 土壤的质地% 肥力条件可能都将是影响结瘤进程的因素! 有待进一步研究" 我们的研究发现! 在

!"'$%&'

菌还在木麻黄根部皮层细胞侵染繁殖时! 内部中柱鞘就受到刺激开始定向地快速分裂! 最终形

成根瘤原基! 与前人的研究具有一致性" 据此可推测! 在
!"'$%&'

菌与宿主的共生关系中存在着某种信

号转导! 但至今对于信号转导的机制没有相关报道! 这将是
!"'$%&'

菌结瘤的另一研究热点"

图
.

随着
!"'$%&'

菌侵入根系细胞壁出现沉积物并有加厚趋势 !

7

" 早期细胞壁#

8

" 中期细胞壁#

9

" 晚期细胞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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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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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积增大& 沉积物增多的

传递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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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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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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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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