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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红树植物内生菌在红树共生体的物质循环、能量传递和健康维护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ꎮ 为探究红

树植物内生菌的多样性ꎬ进一步揭示内生菌在红树共生体的功能多样性提供菌种资源ꎬ该研究选择 ６ 种分

离培养基和采用传统稀释涂布法对从广西北海滩涂上采集的桐花树组织和根际土壤样品进行分离ꎬ对获得

的可培养细菌进行多样性分析ꎬ并通过体外溶栓实验筛选出具有抗血栓活性的菌株ꎮ 结果表明:(１)基于

１６Ｓ ｒＲＮＡ 基因序列系统进化分析ꎬ从桐花树组织和根际土壤中共获得 １２５ 株细菌ꎻ分布于变形菌门(Ｐｒｏ￣
ｔｅ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放线菌门(Ａｃｔｉｎ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和厚壁菌门(Ｆｉｒｍｉｃｕｔｅｓ)３ 个门 ２７ 个科 ３９ 个属 ７４ 个种中ꎬ芽孢杆菌

属为优势菌属ꎬ菌株数量占 １３.５％ꎮ (２)抗血栓活性实验表明ꎬ初筛获得 １８ 株具有抗血栓活性细菌ꎬ总阳性

率为 ２４.３２％ꎻ将初筛有活性的菌株进行复筛和重复验证实验ꎬ进一步验证其活性ꎬ结果复筛出 ３ 株细菌

Ｂ１８５０、Ｂ１９８９ 和 Ｂ２６３２ 具有很强抗血栓活性ꎮ 综上所述ꎬ广西北海滩涂上红树植物桐花树中存在丰富的可

培养细菌资源ꎬ具有从中挖掘新的纤溶酶和开发溶血栓药物的潜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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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Ａｅｇｉｃｅｒａｓ ｃｏｒｎｉｃｕｌａｔｕｍꎬ ｅｎｄｏｐｈｙｔｉｃ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ꎬ ｒｈｉｚ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ꎬ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ａｎｔｉ￣ｔｈｒｏｍｂｏｔｉｃ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血栓性疾病是一类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常见

病、多发病ꎬ常表现为心绞痛、心肌梗死、脑栓塞和

脑梗死等ꎬ多以中老年人为主要发病群体ꎬ现发病

人群逐渐趋于年轻化ꎬ且发病率与死亡率在不断

上升(乔德水等ꎬ２００９ꎻＪäｒｅｍｏ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３)ꎮ 血栓

性疾病的起因主要是血管腔中形成血栓使其变得

狭窄或闭塞ꎬ导致主要器官缺血或梗死ꎮ 而血栓

是人体内血液组成成分在血管或心脏内形成的凝

块ꎬ可脱落凝块随血液流至远端ꎬ从而堵塞血管腔

(Ｓｕ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８)ꎮ 目前临床上主要有三大类治

疗血栓性疾病的药物ꎬ即抗血小板类、抗凝血类和

溶血栓药物ꎮ 传统的溶血栓药物在临床上虽具有

确切的疗效和良好的安全性ꎬ但其存在的半衰期

短、纤维蛋白特异性低和价格贵等缺点也不容忽

视(翁郁华等ꎬ２０１０)ꎮ 因此ꎬ寻找能解决上述问题

的溶血栓药物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ꎮ
近年来ꎬ海洋微生物是新型纤溶酶的重要来

源之一ꎮ Ｌａｋｓｈｍ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从海洋沙雷菌( Ｓｅｒ￣
ｒａｔｉａ ｓｐ. ＲＳＰＢ１１)分离到一种具有纤维蛋白水解

活性和高热稳定的碱性金属蛋白酶ꎮ 李占强等

(２００９)从南海沉积物中分离到的短小芽孢杆菌

(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ｐｕｍｉｌｕｓ Ｂ５８１５)ꎬ其纤溶酶活性好且产酶

量高ꎮ Ｈｕａ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 从海洋枯草芽孢杆菌

(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ｓｕｂｔｉｌｉｓ ＨＡＳ￣３)分离到一种纤维蛋白水解

酶ꎮ 刘晨光等(２００１)分离到一株海洋假单胞菌

(Ｐｓｅｕｄｏｍｏｎａｓ ｓｐ.)可产生较强的直接溶解纤维蛋

白和具有抗血栓活性的碱性蛋白酶 ＭＰＡＰꎮ 这些

为从海洋微生物来源寻找抗血栓的药物提供了很

好的依据ꎮ 桐花树系红树林中广布种之一ꎬ广泛

分布于亚洲至大洋洲热带海岸ꎬ在我国的广东、广
西、福建和海南等省 (区) 均有分布 (缪绅裕等ꎬ
２００７)ꎮ 我国的桐花树由于受到常年全日潮水的

浸淹ꎬ使之生长状况、营养发育、生物量分配、激素

水平和相关酶系等方面的生理生态性质表现出梯

度性反应(何斌源等ꎬ２００７)ꎬ其内生菌长期生活于

植物体内的特殊环境中并与之协同进化ꎮ 植物体

为其提供生长所必需的能量和营养的同时ꎬ内生

菌又会通过自身的代谢、信号传导对植物体产生响

应(文才艺等ꎬ２００４)ꎮ 本研究以广西北海滩涂的桐

花树中分离、培养和鉴定出的植物内生和根际细菌

为样本ꎬ旨在筛选出具有高效抗血栓活性的菌株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１.１.１ 样本来源 　 桐花树于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在广西北

海滩涂(１０８°５０′４２″ Ｅ、 ２１°５５′２５″ Ｎ)采集ꎮ 样品

装于密封袋ꎬ４ ℃低温保藏带回实验室ꎬ尽快完成

６３３ 广　 西　 植　 物 ４０ 卷



前处理和分离工作ꎮ
１.１.２ 羊血实验试剂 　 无菌脱纤维羊血(初筛羊

血)和抗凝羊血(复筛羊血)ꎬ均购买于南宁茂接微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ꎮ

阳性对照药物:血塞通片(云南维和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ꎬ购买于一心药业ꎮ
１.１.３ 培养基 　 ( １) 分离培养基:ＡＧＧ、Ｍ５、 Ｐ７、
Ｍ１０、Ｍ４ 和 Ｐ３ꎬ详情信息见表 １ꎮ

表 １　 细菌分离培养基配方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ｎｐｏｎｅｎｔｓ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ｍｅｄｉａ ｆｏｒ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

分离培养基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ｍｅｄｉｕｍ

　 　 　 　 主要成分
　 　 　 　 Ｍａｉｎ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其他成分　 　 　 　 　 　
Ｏｔｈｅｒ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ＡＧＧ 可溶性淀粉 １０.０ ｇꎬ葡萄糖 １.０ ｇꎬ甘油 １０ ｍＬ
Ｓｏｌｕｂｌｅ ｓｔａｒｃｈ １０.０ ｇꎬ ｇｌｕｃｏｓｅ ａｎｈｙｄｒｏｕｓ １.０ ｇꎬ ｇｌｙｃｅｒｏｌ １０ ｍＬ

琼脂 １４.０ ｇ
Ａｇａｒ １４.０ ｇ
去离子水 １ ０００ ｍＬ
Ｄｅｉｏｎｉｚｅｄ－ｗａｔｅｒ １ ０００ ｍＬ
ｐＨ ７.２~ ７.４

复合盐母液 １０ ｍＬ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ｉｏｎ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 １０ ｍＬＭ５ 海藻糖 ５.０ ｇꎬ脯氨酸 １.０ ｇꎬ土壤浸出液 ２０ ｍＬ

Ｔｒｅｈａｌｏｓｅ ５.０ ｇꎬ ｐｒｏｌｉｎｅ １.０ ｇꎬ ｓｏｉｌ ｅｘｔｒａｃｔ ２０ ｍＬ

Ｐ７ Ｌ－天门冬酰胺 １.０ ｇꎬ酪氨酸 ０.５ ｇꎬ甘油 １０ ｍＬ
Ｌ－Ａｓｐａｒａｇｉｎｅ １.０ ｇꎬ ｔｙｒｏｓｉｎｅ ０.５ ｇꎬ ｇｌｙｃｅｒｏｌ １０ ｍＬ

Ｍ１０ 可溶性淀粉 １０.０ ｇꎬ水解酪素 ０.５ ｇ
Ｓｏｌｕｂｌｅ ｓｔａｒｃｈ １０.０ ｇꎬ ｈｙｄｒｏｌｙｚｅｄ ｃａｓｅｉｎ ０.５ ｇ

Ｍ４ Ｌ－天门冬酰胺 １.０ ｇꎬ海藻糖 ５.０ ｇꎬ甘油 １０ ｍＬ
Ｌ－Ａｓｐａｒａｇｉｎｅ １.０ ｇꎬ ｔｒｅｈａｌｏｓｅ ５.０ ｇꎬ ｇｌｙｃｅｒｏｌ １０ ｍＬ

Ｐ３ 粗燕麦粉 ２０.０ ｇ
Ｃｒｕｄｅ ｏａｔ ２０.０ ｇ

　 注: 复合盐母液　 　 ＫＮＯ３ １.０ ｇꎬ Ｋ２ＨＰＯ４ ０.５ ｇꎬ ＭｇＳＯ４７Ｈ２Ｏ ０.５ ｇꎬ ＮａＣｌ ０.５ ｇꎬ ＮＨ４ＮＯ３ ０.１ ｇꎬ ＦｅＳＯ４ ０.０１ ｇꎬ ＺｎＳＯ４７Ｈ２Ｏ
０.００１ ｇꎬ ＭｎＣｌ２Ｈ２Ｏ ０.００１ ｇꎬ 去离子水 １０ ｍＬꎮ
　 Ｎｏｔｅ: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ｉｏｎ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　 　 ＫＮＯ３ １.０ ｇꎬ Ｋ２ＨＰＯ４ ０.５ ｇꎬ ＭｇＳＯ４７Ｈ２Ｏ ０.５ ｇꎬ ＮａＣｌ ０.５ ｇꎬ ＮＨ４ＮＯ３ ０.１ ｇꎬ ＦｅＳＯ４ ０.０１ ｇꎬ
ＺｎＳＯ４７Ｈ２Ｏ ０.００１ ｇꎬ ＭｎＣｌ２Ｈ２Ｏ ０.００１ ｇꎬ ｄｅｉｏｎｉｚｅｄ￣ｗａｔｅｒ １０ ｍＬ.

　 　 (２)纯化培养基(改良 ＩＳＰ２):麦芽提取物 ２.０
ｇꎬ葡萄糖 ２.０ ｇꎬ酵母提取物 ２.０ ｇꎬ琼脂 １５.０ ｇꎬ去
离子水 １ ０００ ｍＬꎮ

(３)发酵培养基:改良 ＩＳＰ２ 液体培养基ꎮ
１.２ 菌株的分离纯化

１.２.１ 样品预处理 　 参照李菲等(２０１８)预处理方

法ꎬ代表性地选择桐花树各组织进行细菌的分离

实验ꎮ 首先ꎬ用 ５％次氯酸钠溶液浸泡 ３ ~ ５ ｍｉｎꎬ用
无菌水冲洗多次ꎻ其次ꎬ用 ０.２％吐温 ２０ 溶液浸泡

１０ ｍｉｎꎬ用无菌水冲洗多次ꎻ最后ꎬ用 ７５％的酒精溶

液浸泡 ５ ｍｉｎꎬ用无菌水冲洗多次ꎮ 消毒后的组织

样品ꎬ分别用无菌手术刀进行切碎ꎻ取约 １ ｇ 的样

品进行充分研磨ꎬ加入 ９ ｍＬ 无菌水与样品混匀ꎬ
即为初始的组织悬液ꎬ再依次稀释到 １０ ￣３和 １０ ￣４的

组织悬液ꎬ待用ꎮ
桐花树根际样品的收集ꎬ轻轻刮下根须表面

附着的土壤ꎬ平铺于无菌平皿中ꎬ经 ６５ ℃ 热风干

燥 ３０ ｍｉｎꎮ 称取 ２.０ ｇ 样品装于 ２０ ｍＬ 无菌水中

摇匀ꎻ制成 １０ ￣２和 １０ ￣３稀释度的样液ꎬ待涂布处理ꎮ
１.２.２ 细菌的分离纯化 　 取 ２００ μＬ 梯度稀释的样

液接种于 ６ 种复合营养培养基中ꎬ２８ ℃培养数周ꎬ

并及时观察菌株的生长情况ꎬ挑取肉眼可见菌落

进行纯化培养ꎬ记录其形态特征和相同菌落数ꎬ以
３０％(Ｖ / Ｖ)甘油￣ＩＳＰ２ 混合液作为保护剂ꎬ将纯化

好的菌株制成冻存管保藏于－７０ ℃ꎮ
１.３ １６Ｓ ｒＲＮＡ 系统发育分析

采用 Ｃｈｅｌｅｘ￣１００ 树脂(周双清等ꎬ２０１０)快速

提取细菌的 ＤＮＡ 作为 ＰＣＲ 模板ꎬ并根据 Ｗａｌｓｈ
(１９９１)的方法对其进行 ＰＣＲ 扩增ꎮ 引物为 ２７Ｆ
和 １５２２Ｒꎬ参照李菲等(２０１８)的方法设定 ＰＣＲ 反

应条件ꎮ 扩增产物经 １％琼脂糖￣ＴＡＥ 凝胶电泳检

测合格后ꎬ委托北京擎科新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进行测序分析ꎮ 序列经 ＢｉｏＥｄｉｔ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
Ｅｄｉｔｏｒ 软件整理后ꎬ利用 ＥｚＴａｘｏｎ 服务器进行在线

比对(Ｋｉｍ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９)ꎻ以同源性最高菌株的有

效序列作为参比对象ꎬ构建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Ｊｏｉｎｉｎｇ 系统

发育树ꎬ各分支置信值检测设为 Ｂｏｏｓｔｒａｐ１ ０００ 次ꎬ对
各菌株的系统发育地位进行分析(Ｌｉ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７)ꎮ
１.４ 细菌对抗血栓活性的筛选

１.４.１ 羊血培养基制备　 以改良 ＩＳＰ２ 固体培养基为

基础培养基ꎬ１２１ ℃高温蒸汽灭菌 ２０ ｍｉｎꎮ 待培养

基冷却至 ５５ ℃ꎬ添加 １０％脱纤维无菌羊血ꎬ摇匀后

７３３３ 期 李菲等: 桐花树内生和根际细菌多样性及抗血栓活性研究



倒入无菌平皿中ꎬ待平皿静置冷却 ２ ｈ 后ꎬ待用ꎮ
１.４.２ 初筛　 首先将排重后的 ７４ 株细菌ꎬ分别接种

至 ＩＳＰ２ 固体培养基上ꎬ取生长对数后期的细菌划线

至羊血培养基上ꎬ每板划 ４ 株细菌ꎬ置于 ２８ ℃的恒

温培养箱培养ꎮ 然后于 ２４ ｈ 后观察平板上微生物

的生长情况ꎬ观察是否有透明圈ꎬ颜色变化等ꎮ 再将

产生明显透明圈的菌落划线至 ＩＳＰ２ 固体培养基上ꎬ
供复筛用ꎮ
１.４.３ 复筛　 参考辛宏等(２０１８)的方法制备人工

血栓ꎬ取 ３００ μＬ 脱纤维无菌羊血ꎬ至于灭菌西林

瓶底部ꎬ加入 ９ μＬ １ ｍｏｌＬ￣１的 ＣａＣｌ３溶液ꎬ放置

１０ ｍｉｎꎬ待血液凝固使用ꎮ
将初筛结果良好的 １６ 株细菌ꎬ分别接种于 ５０

ｍＬ 改良的 ＩＳＰ２ 液体培养基上ꎬ２８ ℃ꎬ１８０ ｒｍｉｎ￣１

摇床培养 ７ ｄꎻ取出发酵液ꎬ８ ０００ ｒｍｉｎ￣１离心 １０
ｍｉｎꎬ收集上清液ꎬ用 ０.２２ μｍ 微孔滤膜除菌ꎬ获得

抗血栓活性待测液ꎻ取 ２ ｍＬ 待测液沿壁缓慢加入

凝固的人工血栓中ꎬ以 ２ ｍＬ ＩＳＰ２ 液体培养基和 ２
ｍＬ ０.７％生理盐水作阴性对照ꎬ以 ２ ｍＬ ０.１７３ ｇ
ｍＬ￣１血塞通片(含三七总皂苷含量为 １００ ｍｇ)为阳

性对照ꎮ 放入 ２８ ℃培养ꎬ每隔 ２４ ｈ 观察一次血凝

块溶解情况ꎬ并轻微晃荡ꎬ记录结果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桐花树中内生及根际细菌多样性分析

根据菌落的形态、颜色和大小等特征进行排

重ꎬ选取 １２５ 株细菌进行测序对比分析ꎬ获得 ７４
种细菌ꎬ其中桐花树各组织中获得 ３４ 种内生细

菌ꎬ隶属于 １８ 科 ２２ 属ꎻ根际细菌 ４４ 种ꎬ隶属于 ２０
科 ２７ 属ꎮ 分别对桐花树的内生细菌和根际细菌

构建 Ｎ￣Ｊ 系统进化树(图 １ 和图 ２)ꎮ
２.２ 不同培养基对内生和根际细菌的分离效果

采用 ６ 种培养基ꎬ从桐花树中分别获得内生和

根际细菌 ７１ 株和 ６４ 株ꎻ经形态法和 １６Ｓ ｒＲＮＡ 基

因序列对比排重后ꎬ获得 ７４ 株细菌在 ６ 种培养基

上分离效果(图 ３)ꎮ 根据其分离效果分析:Ｐ３ 和

Ｐ７ 培养基分离到细菌种类最多ꎬ均有 １７ 个菌属ꎻ
ＡＧＧ 培养基分离的细菌种类最少ꎬ包含 ４ 个菌属ꎬ
究其原因可能是 ＡＧＧ 培养基主要成分为淀粉ꎬ较
适合优势放线菌群(链霉菌属)ꎮ 由菌落数统计结

果可知ꎬＭ１０、Ｍ５、ＡＧＧ、 Ｍ４、Ｐ７ 和 Ｐ３ 培养基上菌

落数分别为 ４. ３、３. １、１. ２、７. ３ 和 ７. ２ ( × １０５ ｃｆｕ

ｍＬ￣１)ꎮ Ｐ３ 和 Ｐ７ 培养基分离效果相近ꎬ获得的细

菌均隶属于 １７ 属ꎬ其菌种数和多样性均较高ꎻ而
ＡＧＧ 培养基获得的细菌均隶属于 ５ 属ꎬ故其获得

较少的细菌数和多样性ꎮ
２.３ 内生及根际细菌的属级水平上的韦恩图分析

在属级水平上对桐花树各组织和其根际来源

细菌进行 ｖｅｎｎ 分析ꎬ结果显示ꎬ从桐花树各组织和

根际中获得细菌种类存在较大的差异ꎬ桐花树内

生细菌和根际细菌共有 １０ 个相同的菌属ꎬ分别为

Ｎｏｖｏｓｐｈｉｎｇｏｂｉｕｍ ｓｐ.、Ｓｐｈｉｎｇｏｍｏｎａｓ ｓｐ.、Ｇｏｒｄｏｎｉａ ｓｐ.、Ｍｉ￣
ｃｒｏｃｏｃｃｕｓ ｓｐ.、Ｓｔｒｅｐｔｏｍｙｃｅｓ ｓｐ.、Ｐｓｅｕｄｏｍｏｎａｓ ｓｐ.、Ｍｙｃｏｌｉｃｉ￣
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 ｓｐ.、Ｍｙｃ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 ｓｐ.、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ｓｐ.和Ｍｉｃｒｏｂａｃ￣
ｔｅｒｉｕｍ ｓｐ.ꎮ 对桐花树各组织与根际来源的细菌分

别进行 ｖｅｎｎ 分析ꎬ仅有一个共同的芽孢杆菌属

(图 ４:Ａ)ꎻ根部分离的细菌与根际细菌有 ８ 个共

同菌属(图 ４:Ｂ)ꎬ其他各组织分离的细菌与根际

细菌的种属相差较大ꎮ
２.４ 细菌抗血栓活性初筛

将初筛的羊血平板放置 ２８ ℃培养 ２４ ｈ 后ꎬ观
察细菌生长和晕圈情况ꎮ 结果显示ꎬ筛选 ７４ 种细

菌的抗血栓活性ꎬ有 １８ 种细菌显示出良好的抗血

栓活性ꎬ总阳性为 ２４. ３２％ꎻ分别隶属于 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ｓｐ.、 Ｃｕｒｔ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 ｓｐ.、 Ｄｅｍｅｑｕｉｎａ ｓｐ.、 Ｋｉｎｅｏｃｏｃｃｕｓ
ｓｐ.、Ｐｓｅｕｄｏｍｏｎａｓ ｓｐ.和 Ｓｐｈｉｎｇｏｍｏｎａｓ ｓｐ.ꎮ 图 ５ 显

示ꎬＢ２０６１、Ｂ２６３５ 和 Ｂ１８２０ 显示无晕圈ꎬ即判定为

无溶血活性ꎻＢ１５０２、Ｂ１５００ 和 Ｂ１８５０ 显示出深色

晕圈ꎬＢ１９８９、Ｂ２６３４ 和 Ｂ２６３２ 表现为透明圈ꎬ两者

均判定为具有溶血活性ꎮ
２.５ 细菌上清液对体外血栓的影响

根据上述抗血栓活性初筛结果ꎬ对 １８ 株有活

性菌株进行抗血栓活性复筛ꎮ 图 ６ 结果显示ꎬ２４ ｈ
后ꎬＢ１８５０、Ｂ１９８９ 和 Ｂ２６３２ 的上清发酵液将凝血

块全部溶解ꎮ 其余细菌的上清液与血凝块均有明

显分层ꎬ凝血块较空白对照组的均有变小ꎬ上层溶

液呈现出红色ꎬ故展示出微弱的溶血活性ꎬＩＳＰ２ 培

养基和生理盐水空白组中凝血块均维持原样ꎬ下
层为凝血块ꎬ固液分界线清晰ꎮ

３　 讨论与结论

红树植物是生长在热带和亚热带潮间带河口

地带的耐盐植物ꎬ分布在 ３０° Ｓ 与 ３０° Ｎ 之间ꎮ 面

对高度盐渍化、土壤缺氧、高光辐射、高矿物组成、

８３３ 广　 西　 植　 物 ４０ 卷



图 １　 桐花树内生细菌的 １６Ｓ ｒＲＮＡ 基因序列 Ｎ￣Ｊ 系统发育树
Ｆｉｇ. １　 Ｎ￣Ｊ ｐｈｙｌｏｇｅｎｅｔｉｃ ｔｒｅｅ ｏｆ １６Ｓ ｒＲＮＡ ｇｅｎ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ｅｎｄｏｐｈｙｔｉｃ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ｉｎ Ａｅｇｉｃｅｒａｓ ｃｏｒｎｉｃｕｌａｔｕ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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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桐花树根际细菌的 １６Ｓ ｒＲＮＡ 基因序列 Ｎ￣Ｊ 系统发育树
Ｆｉｇ. ２　 Ｎ￣Ｊ ｐｈｙｌｏｇｅｎｅｔｉｃ ｔｒｅｅ １６Ｓ ｒＲＮＡ ｇｅｎ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ｒｈｉｚ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ｉｎ Ａｅｇｉｃｅｒａｓ ｃｏｒｎｉｃｕｌａｔｕ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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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不同培养基分离得到的细菌种、属数量
Ｆｉｇ. ３　 Ｑｕａｎｔ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 ｆｒｏ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ｅｄｉａ

图 ４　 桐花树组织中内生及根际来源细菌属级群类分布韦恩图
Ｆｉｇ. ４　 Ｖｅｎｎ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 ｉｎ ｅｎｄｏｐｈｙｔｉｃ ａｎｄ ｒｈｉｚ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Ａｅｇｉｃｅｒａｓ ｃｏｒｎｉｃｕｌａｔｕｍ

强还原性和频繁的潮汐等生境特征ꎬ红树植物对

生长所需营养和空间的竞争变得十分激烈ꎬ这一

特殊生境丰富了红树林植物内生菌多样性ꎬ也必

然能代谢出区别于其他生态系统的良好生物活性

物质(周婧等ꎬ２０１９)ꎮ 据报道ꎬ红树植物内生菌具

有良好的抑菌、杀虫、细胞毒、胞外酶活、抗肿瘤、
抗病毒和抗氧化等生物活性(刘伟等ꎬ２０１２ꎻ魏华

等ꎬ２０１２ꎻ李菲等ꎬ２０１６)ꎮ 桐花树作为传统的中

药ꎬ其树皮和树叶均有治疗哮喘、糖尿病和风湿等

疾病功效ꎬ现代药理研究发现其具有明显的抗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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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细菌抗血栓活性的初筛效果
Ｆｉｇ. ５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ａｎｔｉ￣ｔｈｒｏｍｂｏｔｉｃ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图 ６　 ３ 株细菌抗血栓活性的复筛
Ｆｉｇ. ６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ａｎｔｉ￣ｔｈｒｏｍｂｏｔｉｃ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ｓｔｒａｉｎｓ

物病原菌和细胞毒活性等作用(徐佳佳等ꎬ２００６)ꎬ
故研究桐花树内生菌的多样性和生物活性获得不

少研究工作者的青睐ꎮ 为了完善桐花树中内生细

菌分布情况、物种多样性及其生物活性等信息ꎬ本
研究选择广西北海滩涂上红树植物桐花树各组织

和根际进行细菌多样性分析ꎮ 采用 ６ 种分离培养

基ꎬ对桐花树组织中获得的内生细菌进行定量分

析ꎬ共获得 ３４ 种细菌ꎬ隶属于 １８ 科 ２２ 属ꎻ从根际

中分离可培养细菌 ４４ 种ꎬ隶属于 ２０ 科 ２７ 属ꎮ 从

桐花树各组织中获得内生细菌在种类和数量均有

明显差异ꎬ其中ꎬ根部和皮部中分离的细菌种类和

数量最多ꎬ花和叶中分离到的细菌均较少ꎻ而根部

来源的内生细菌与根际细菌存在较多相同属ꎮ 研

究发现ꎬ根际微生物的分布与沿根的可溶性碳的

分布距离有关ꎬ其生物量的积累有赖于根系分泌

物的释放ꎬ从而影响着根际微生物的代谢和生长

发育(朱丽霞等ꎬ２００３)ꎮ
采用无菌脱纤维羊血ꎬ通过体外溶栓实验筛

选出具有抗血栓活性菌株ꎮ 结果显示ꎬ初筛得到

１８ 种具有抗血栓活性的菌株ꎬ总阳性为 ２４.３２％ꎻ

２４３ 广　 西　 植　 物 ４０ 卷



通过抗血栓活性复筛ꎬ从中获得 ３ 株具有良好抗

血栓活性菌株ꎮ 该 ３ 株强抗血栓活性菌株 Ｂ１８５０、
Ｂ１９８９ 和 Ｂ２６３２ 分别隶属于 Ｍｉｃｒ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 ｓｐ.、
Ｓｔｅｎｏｔｒｏｐｈｏｍｏｎａｓ ｓｐ.和 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ｓｐ.ꎮ 据报道ꎬ目前

已从芽孢杆菌属、链霉菌属、链球菌属、单胞菌属

及葡萄球菌属等细菌中分离出抗血栓活性物质

(Ｌａｃｋꎬ１９４８ꎻ张艳等ꎬ２０００)ꎬ但对海洋来源的微生

物在抗血栓活性研究领域上的报道寥寥可数ꎬ本
文开展海洋来源细菌中抗血栓活性研究ꎬ发现两

个未见报道的具有良好抗血栓活性菌株 Ｍｉｃｒｏｂａｃ￣
ｔｅｒｉｕｍ ｓｐ. Ｂ１８５０ 和 Ｓｔｅｎｏｔｒｏｐｈｏｍｏｎａｓ ｓｐ. Ｂ１９８９ꎬ这
丰富了海洋微生物在抗血栓活性研究上的认识ꎬ
也为寻找新的纤溶酶和研发抗血栓活性药物等下

游工作奠定了基础ꎮ

参考文献:

ＨＵＡＮＧ Ｓꎬ ＰＡＮ Ｓꎬ ＣＨＥＮ Ｇ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３.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ｈａ￣
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ａ ｆｉｂｒｉｎｏｌｙｔｉｃ ｅｎｚｙｍｅ ｐｕｒｉｆｉｅｄ ｆｒｏｍ ａ ｍａｒｉｎｅ
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ꎬ 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ｓｕｂｔｉｌｉｓ ＨＱＳ￣３ [ Ｊ ]. Ｉｎｔ Ｊ Ｂｉｏｌ
Ｍａｃｒｏｍｏｌꎬ ６２:１２４－１３０.

ＨＥ ＢＹꎬ ＬＡＩ ＴＨꎬ ＣＨＥＮ ＪＦ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７.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ｌｅ￣
ｒａｎｃｅ ｏｆ Ａｖｉｃｅｎｎｉａ ｍａｒｉｎａ ａｎｄ Ａｅｇｉｃｅｒａｓ ｃｏｒｎｉｃｕｌａｔｕｍ ｔｏ ｓｅａ￣
ｗａｔｅｒ ｉｍｍｅｒｓｉｏｎ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ｘｉꎬ Ｃｈｉｎａ [Ｊ]. 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 Ｓｉｎꎬ ２７
(３): １１３０ － １１３８. [何 斌 源ꎬ 赖 廷 和ꎬ 陈 剑 锋ꎬ 等ꎬ
２００７. 两种红树植物白骨壤(Ａｖｉｃｅｎｎｉａ ｍａｒｉｎａ)和桐花树

( Ａｅｇｉｃｅｒａｓ ｃｏｒｎｉｃｕｌａｔｕｍ) 的 耐 淹 性 [ Ｊ]. 生 态 学 报ꎬ
２７(３):１１３０－１１３８.]

ＪＡＲＥＭＯ Ｐꎬ ＥＲＩＫＳＳＯＮ Ｍꎬ ＬＩＮＤＡＨＬｌ ＴＬ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３.
Ｐｌａｔｅｌｅｔｓ ａｎｄ ａｃｕｔｅ ｃｅｒｅｂｒａｌ 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 [ Ｊ ]. Ｐｌａｔｅｌｅｔｓꎬ
２４(５):４０７.

ＫＩＭ ＫＨꎬ ＲＯＨ ＳＷꎬ ＣＨＡＮＧ ＨＷ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９. Ｎｏｃａｒｄｉｏｉｄｅｓ
ｂａｓａｌｔｉｓ ｓｐ. ｎｏｖ.ꎬ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Ｂｌａｃｋ Ｂｅａｃｈ Ｓａｎｄ [Ｊ]. Ｉｎｔ Ｊ
Ｓｙｓｔ Ｅｖｏｌ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ꎬ ５９:４２－４７.

ＬＡＣＫ ＣＨꎬ １９４８. Ｓｔａｐｈｙｌｏｋｉｎａｓｅꎬ ａｎ ａｃｔｉｖａｔｏｒ ｏｆ ｐｌａｓｍａ
ｐｒｏｔｅａｓｅ [Ｊ]. Ｎａｔｕｒｅꎬ １６１(４０９３):５５９.

ＬＡＫＳＨＭＩ ＢＰꎬ ＰＲＡＫＡＳＨＡＭ ＲＳꎬ ２０１３. Ａ ｆｉｂｒｉｎｏｌｙｔｉｃꎬ
ａｌｋａｌｉｎ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ｍｏｓｔａｂｌｅ ｍｅｔａｌｌｏｐｒｏｔｅａｓ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ｎｅｗｌｙ ｉｓｏ￣
ｌａｔｅｄ Ｓｅｒｒａｔｉａ ｓｐ. ＲＳＰＢ１１ [Ｊ]. Ｉｎｔ Ｊ Ｂｉｏｌ Ｍａｃｒｏｍｏｌꎬ ６１:
４７９－４８６.

ＬＩ Ｆꎬ ＧＡＯ ＣＨꎬ ＹＵ Ｌꎬ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８.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ｎｔｉｆｕｎｇ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ｅｎｄｏｐｈｙｔｉｃ ａｎｄ ｒｈｉｚ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Ｒｕｐｐｉａ ｍａｒｉｔｉｍａ [Ｊ]. Ｇｕｉｈａｉａꎬ ３８(７):９２４－９３３. [李菲ꎬ
高程海ꎬ 余炼ꎬ 等ꎬ ２０１８. 川蔓藻内生及根际细菌多样性

与抑菌活性研究 [Ｊ]. 广西植物ꎬ ３８(７):９２４－９３３.]
ＬＩ Ｆꎬ ＧＡＯ ＣＨꎬ ＺＨＵ ＬＢ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６.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ｙｔｏｔｏｘｉｃ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ｅｎｄｏｐｈｙｔｉｃ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Ｓｏｎｎｅｒａｔｉａ
ａｐｅｔａｌａ ｏｆ Ｍａｏｗｅｉ Ｓｅａ [Ｊ]. Ｊ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 Ｓｉｎꎬ ５６(４):６８９－
６９７. [李菲ꎬ 高程海ꎬ 竺利波ꎬ 等ꎬ ２０１６. 茅尾海无瓣海桑

内生细菌多样性及其细胞毒活性 [ Ｊ]. 微生物学报ꎬ
５６(４):６８９－６９７.]

ＬＩ Ｆꎬ ＴＵＯ Ｌꎬ ＳＵ ＺＷ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７. Ｎｏｃａｒｄｉｏｉｄｅｓ ｓｏｎｎｅｒａｔｉａｅ
ｓｐ. ｎｏｖ.ꎬ ａｎ ｅｎｄｏｐｈｙｔｉｃ ａｃｔｉｎｏｍｙｃｅｔｅ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ｂｒａｎｃｈ ｏｆ
Ｓｏｎｎｅｒａｔｉａ ａｐｅｔａｌａ [ Ｊ]. Ｉｎｔ Ｊ Ｓｙｓｔ Ｅｖｏｌ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ꎬ ６７:
２５９２－２５９７.

ＬＩ ＺＱꎬ ＨＵ ＪＣꎬ ＰＡＮ ＨＱ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９.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
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ｉｂｒｉｎｏｌｙｔｉｃ ｅｎｚｙｍｅ 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ｍａｒｉｎｅ 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
Ｂ５８１５ [Ｊ]. Ｊ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ꎬ ２９(６):４１－４４. [李占强ꎬ 胡江春ꎬ
潘华奇ꎬ 等ꎬ ２００９. 产纤溶酶海洋微生物 Ｂ５８１５ 菌株的筛

选及鉴定 [Ｊ]. 微生物杂志ꎬ ２９(６):４１－４４.]
ＬＩＵ ＣＧꎬ ＷＥＩ Ｘꎬ ＬＩＵ ＷＳꎬ ２００１.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ｆｉｂｒｉｌｙｔｉｃ ｅｎｚｙｍｅ ｆｒｏｍ ｍａｒｉｎｅ Ｐｓｅｕｄｏｍｏｎａｓ [ Ｊ]. Ｊ Ｏｃｅａｎ
Ｕｎｉｖ Ｑｉｎｇｄａｏꎬ ３１(５): ７３０－７３４. [刘晨光ꎬ 魏香ꎬ 刘万顺ꎬ
２００１. 海洋假单胞菌纤溶酶的酶学性质的研究 [Ｊ]. 青岛

海洋大学学报ꎬ ３１(５): ７３０－７３４.]
ＬＩＵ Ｗꎬ ＮＩ Ｈꎬ ＨＵＡＮＧ ＧＬ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２.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ｅｎｄｏ￣

ｐｈｙｔｉｃ ｆｕｎｇｉ ｗｉｔｈ ａｎｔｉ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ꎬ 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 ａｎｄ ａｎｔｉｔｕｍｏｒ ａｃ￣
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Ｍａｎｇｒｏｖｅ ｐｌａｎｔｓ [Ｊ]. Ａｃｔａ Ｌａｓｅｒ Ｂｉｏｌ Ｓｉｎꎬ ２１
(６):５６９－５７４. [刘伟ꎬ 倪辉ꎬ 黄高凌ꎬ 等ꎬ ２０１２. 从红树

植物中筛选具有抗菌、抗氧化和抗肿瘤活性的内生真菌

[Ｊ]. 激光生物学报ꎬ ２１(６):５６９－５７４.]
ＭＩＵ ＳＹꎬ ＣＨＥＮ ＧＺꎬ ＬＩ ＨＳꎬ ２００７.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ｏｆ

ｍａｎｇｒｏｖｅ ｐｌａｎｔｓ Ａｅｇｉｃｅｒａｓ ｃｏｒｎｉｃｕｌａｔｕｍ ａｎｄ Ａｖｉｃｅｎｎｉａ ｍａｒｉｎａ
[Ｍ].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Ｓｕｎ Ｙａｔ￣Ｓｅ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缪绅裕ꎬ
陈桂珠ꎬ 李海生ꎬ ２００７. 红树林植物桐花树和白骨壤及其

湿地系统 [Ｍ].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ＷＡＬＳＨ ＰＳꎬ ＭＥＴＺＧＥＲ ＤＡꎬ ＨＩＧＵＣＨＩ Ｒꎬ １９９１. Ｃｈｅｌｅｘ １００ ａｓ ａ

ｍｅｄｉｕｍ ｆｏｒ ｓｉｍｐｌｅ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ｎａ ｆｏｒ ｐｃｒ￣ｂａｓｅｄ ｔｙｐ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ｆｏｒｅｎｓｉｃ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Ｊ]. 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ꎬ １０(４):５０６－５１３.

ＱＩＡＯ ＤＳꎬ ＨＵＯ ＪＬꎬ ＹＡＮＧ ＴＹ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９.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ａｎｔｉｔｈｒｏｍｂｏｔｉｃｓ [Ｊ]. Ｐｈａｒｍａｃｃｕｔ Ｂｉｏ￣
ｔｅｃｈｎｏｌꎬ １６(５):４７７－４８０. [乔德水ꎬ 霍建丽ꎬ 杨天雨ꎬ 等ꎬ
２００９. 抗血栓生化药物的研究进展 [Ｊ]. 药物生物技术ꎬ
１６(５): ４７７－４８０.]

ＳＵＮ Ｙꎬ ＪＩＡＮＧ Ｊꎬ ＺＨＡＮＧ Ｚ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８. 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ｔｈｒｏｍｂｏｌｙｔｉｃ ＴＭＰ ｎｉｔｒｏｎｅ ｆｏ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ｓｃｈｅｍｉｃ ｓｔｒｏｋｅ
[Ｊ]. Ｂｉｏｏｒｇ Ｍｅｄ Ｃｈｅｍꎬ １６(１９):８８６８－８８７４.

ＷＡＮＧ ＹＨꎬ ＹＡＮＧ ＸＴꎬ ＹＡＮＧ ＭＪ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０.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ｆｉｂｒｉｎｏｌｙｔｉｃ ｅｎｚｙｍｅｓ [Ｊ]. Ｐｒｏｇ Ｍｏｄ
Ｂｉｏｌꎬ １０(８):１５６２－１５６５. [翁郁华ꎬ 杨晓彤ꎬ 杨明俊ꎬ 等ꎬ
２０１０. 微生物纤溶酶的多样性及应用前景 [Ｊ]. 现代生物

医学进展ꎬ １０(８):１５６２－１５６５.]
ＷＥＩ Ｈꎬ ＬＩＵ Ｍꎬ ＢＡＯ ＳＸ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２.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

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ｔｉ￣ｒｏｏｔ￣ｋｎｏｔ ｎｅｍａｔｏｄｅ ａｃｔｉｎｏｍｙｃｅｔｅｓ ｓｔｒａｉｎ
ｆｒｏｍ ｍｕｄ ｕｎｄｅｒ ｍａｎｇｒｏｖｅ (Ｒｈｉｚｏｐｈｏｒａ) ｆｏｒｅｓｔ [Ｊ]. Ｊ Ｍｉｃｒｏ￣

３４３３ 期 李菲等: 桐花树内生和根际细菌多样性及抗血栓活性研究



ｂｉｏｌꎬ ３２(４):１３－１６. [魏华ꎬ 刘敏ꎬ 鲍时翔ꎬ 等ꎬ ２０１２. １
株抗根结线虫红树林放线菌的筛选与鉴定 [Ｊ]. 微生物

学杂志ꎬ ３２(４):１３－１６.]
ＷＥＮ ＣＹꎬ ＷＵ ＹＨꎬ ＴＩＡＮ ＸＬꎬ ２００４. Ｒｅｃｅｎｔ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ｉｓ￣

ｓｕ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ｅｎｄｏｐｈｙｔｅ [Ｊ]. Ｃｈｉｎ Ｊ Ｅｃｏｌꎬ ２３(２):８６－９１. [文
才艺ꎬ 吴元华ꎬ 田秀玲ꎬ ２００４. 植物内生菌研究进展及其

存在的问题 [Ｊ]. 生态学杂志ꎬ ２３(２):８６－９１.]
ＸＩＮ Ｈꎬ ＸＵＥ ＳＳꎬ ＪＩＡＮＧ ＬＭ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８.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ａｎｔｉｔｈｒｏｍｂｏｔｉｃ ｓｔｒａｉｎｓ ｆｒｏｍ Ｎａｏｚｈｏｕ ｉｓｌａｎｄ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ｂｌｏｏｄ ｃｏａ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Ｊ]. Ｊ Ｂｅｎｇｂｕ Ｍｅｄ Ｃｏｌｌꎬ ４３(７):８５０－８５３. [辛宏ꎬ 薛珊

珊ꎬ 江黎明ꎬ 等ꎬ ２０１８. 中国南海硇洲岛海洋微生物抗血

栓菌株的筛选及其对血液凝固特性的影响 [Ｊ]. 蚌埠医

学院学报ꎬ ４３(７):８５０－８５３.]
ＸＵ ＪＪꎬ ＬＯＮＧ ＳＪꎬ ２００６.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ｔｉ￣

ｔｕ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Ａｅｇｉｃｅｒａｓ ｃｏｒｎｉｃｕｌａｔｕｍ
[Ｊ]. Ｌｉｓｈｉｚｈｅｎ Ｍｅｄ Ｍａｔ Ｍｅｄ Ｒｅｓꎬ １７(１２):２３９３－２３９５. [徐
佳佳ꎬ 龙盛京ꎬ ２００６. 桐花树化学成分及其生物活性作用

的研究进展 [Ｊ]. 时珍国医国药ꎬ １７(１２):２３９３－２３９５.]
ＺＨＡＮＧ Ｙꎬ ＬＩ ＷＰꎬ ＭＩＮＧ Ｌ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０.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ｒ￣Ｓａｋ ｏｎ

ｔｈｒｏｍｂｏｌｙｓｉｓ ｉｎ ｒａｂｂｉｔｓ ａｎｄ ｒａｔｓ [ Ｊ]. Ｃｈｉｎ Ｐｈａｒｍ Ｂｕｌｌꎬ １６

(２):１８７－１８９. [张艳ꎬ 李卫平ꎬ 明亮ꎬ 等ꎬ ２０００. 重组葡

激酶溶栓作用的研究 [ Ｊ]. 中国药理学通报ꎬ １６(２):
１８７－１８９.]

ＺＨＯＵ Ｊꎬ ＹＡＮＧ Ｑꎬ ＬＩ Ｇ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ｅｎｄｏｐｈｙｔｉｃ
ｆｕｎｇｉ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ｔｅｓ ｉｎ Ｒｈｉｚｏｐｈｏｒａ
ｐｌａｎｔｓ [Ｊ]. Ｓｃｉ Ｓｉｌｖ Ｓｉｎꎬ ５５(１):９２－１０５. [周婧ꎬ 杨琦ꎬ 李

钢ꎬ 等ꎬ ２０１９. 红树属植物内生真菌多样性及其代谢产物

研究进展 [Ｊ]. 林业科学ꎬ ５５(１):９２－１０５.]
ＺＨＯＵ ＳＱꎬ ＨＵＡＮＧ ＸＬꎬ ＨＵＡＮＧ ＤＹ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０. Ａ ｒａｐｉ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ｎｇ ＤＮＡ ｆｒｏｍ ａｃｔｉｎｏｍｙｃｅｔｅｓ ｂｙ Ｃｈｅｌｅｘ￣１００
[Ｊ]. 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 Ｂｕｌｌꎬ ２６(２):１２３－１２５. [周双清ꎬ 黄小龙ꎬ
黄东益ꎬ 等ꎬ ２０１０. Ｃｈｅｌｅｘ￣１００ 快速提取放线菌 ＤＮＡ 作为

ＰＣＲ 扩增模板 [Ｊ]. 生物技术通报ꎬ ２６(２):１２３－１２５.]
ＺＨＵ ＬＸꎬ ＺＨＡＮＧ ＪＥꎬ ＬＩＵ ＷＧꎬ ２００３.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ｉｎ￣

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ｏｏｔ ｅｘｕｄ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ｒｈｉｚｏｐｈｅｒｉｃ ｍｉｃｒｏｏｒｇａ￣
ｎｉｓｍｓ [Ｊ]. Ｅｃｏ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ꎬ １２(１):１０２－１０５. [朱丽霞ꎬ 章家

恩ꎬ 刘文高ꎬ ２００３. 根系分泌物与根际微生物相互作用研

究综述 [Ｊ]. 生态环境ꎬ １２(１):１０２－１０５.]

(责任编辑　 周翠鸣)

４４３ 广　 西　 植　 物 ４０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