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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苏云金芽胞杆菌犅犪犮犻犾犾狌狊狋犺狌狉犻狀犵犻犲狀狊犻狊（Ｂｔ）作为微生物杀虫剂，被广泛应用于农业、林业和卫生害虫的防

治；而利用Ｂｔ杀虫基因研制的转基因植物，也在全球植物害虫防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

展与社会需求的拓展，Ｂｔ新的功能被不断发掘出来。这些新的功能包括抗线虫、抗病杀菌、促进植物生长、环境修

复等。本文从Ｂｔ的泛基因组结构及其遗传学特性分析入手，在详细介绍了近来Ｂｔ杀虫基因发掘进展的同时，分析

了泛基因组与Ｂｔ新的功能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旨在为我国Ｂｔ资源的研究与应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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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云金芽胞杆菌犅犪犮犻犾犾狌狊狋犺狌狉犻狀犵犻犲狀狊犻狊（Ｂｔ）是

革兰氏阳性的昆虫病原细菌［１］，可产生芽胞及多种

杀虫活性物质，在害虫防治方面的研究与应用一直

是人们关注的热点。其产生的杀虫蛋白对多种昆虫

都具有杀虫活性，例如鳞翅目、鞘翅目、双翅目昆

虫［２４］等。目前，Ｂｔ不仅作为微生物杀虫剂被广泛

开发应用，其编码的杀虫蛋白基因还被成功地用作

转基因抗虫植物开发［５７］，在虫害控制中发挥了巨大

作用。因此，分离与鉴定Ｂｔ菌株是当前害虫防治领

域的一项重要工作［８９］。

随着研究的深入，除了杀虫活性之外，Ｂｔ的多

种新功能特性也逐渐被关注和发现。这些新功能包

括对植物和动物致病微生物的拮抗作用［１０］、合成纳

米杀虫材料［１１］、抗癌细胞活性［１２１３］、促植物生长活

性［１４］以及重金属和其他化学品污染的生物修复［１５］

等，虽然Ｂｔ的新功能研究起步较晚，相对较弱，但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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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展示了良好的前景。本文结合比较基因组数据，

探讨Ｂｔ功能性的遗传学基础对基因组结构、Ｂｔ杀

虫蛋白以及近期探索的Ｂｔ的多种新功能的影响，旨

在多角度对Ｂｔ及其潜在应用前景进行综述分析，为

国内学者的科研与生产实践提供参考。

１　犅狋具有开放型的泛基因组结构

新一代测序和组学技术，包括基因组学、转录组

学、蛋白质组学和代谢组学的发展加深了我们对芽

胞杆菌种群以及不同Ｂｔ亚种和菌株之间基因组多

样性的认识与理解。到目前为止，ＧｅｎＢａｎｋ中已登

录了８７个Ｂｔ菌株（包括３５个完成基因组和５２个

草图基因组）的全部和部分基因组序列。

“泛基因组”（ｐａｎｇｅｎｏｍｅ）是２００５年Ｔｅｔｔｅｌｉｎ

等人首次提出的可以用来描述菌株特征的概念，表

示一个物种全部的基因组成，主要由三部分组成：核

心基因（ｃｏｒｅｇｅｎｅ）、非必需基因（ｄｉｓｐｅｎｓａｂｌｅｇｅｎｅ）

以及菌株特有基因（ｓｔｒａｉ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ｇｅｎｅ）
［１６］。根据

物种的泛基因组大小与菌株数目的关系，将物种的

泛基因组分为开放型泛基因组（ｏｐｅｎ）和闭合型泛基

因组（ｃｌｏｓｅ）。开放型泛基因组是指，随着测序的基

因组数目的增加，物种的泛基因组大小也不断增加。

闭合型的泛基因组是指，随着测序的基因组数目增

加，物种的泛基因组大小增加到一定程度后不再

增加［１７］。

为了探索Ｂｔ的泛基因组特征，我们利用泛基因

组自动化分析软件（ｐａｎｇｅｎｏｍ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ｐｉｐｅｌｉｎｅ，

ＰＧＡＰ）
［１８］对ＮＣＢＩ中已有基因组完成图数据的１４

株Ｂｔ菌株的染色体和质粒分别进行泛基因组分析。

通过ＧＦ（ｇｅｎｅｆａｍｉｌｙ）方法对这１４株Ｂｔ菌株染色体

上的７６４８０个功能基因进行鉴定，结果显示共鉴定出

了１０４９８个基因家族，图１为不同保守程度的基因家

族数量的比较结果，其中，特有基因家族共４０９７个

（图１，黄色图柱），占总基因家族数量的３９．０６％；菌

株核心基因家族共３１１４个（图１，红色图柱），占总

基因家族数量的２９．６６％；非必需基因家族共３２８７

个（图１，绿色图柱），占总基因家族数量的３１．３１％。

菌株特有基因通常是细菌进化过程中新产生的基

因，而从图１中可以看出，Ｂｔ染色体基因组中特有

基因所占比例最高。

进一步利用泛基因组数据分析软件（ＰａｎＧｅ

ｎｏｍｅＰｒｏｆｉｌ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Ｔｏｏｌ，ＰａｎＧＰ）分析泛基因组

大小与菌株数目之间的关系。图２分别是１４株Ｂｔ

菌株质粒和染色体的泛基因组特征图。

图１　不同保守程度家族数量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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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质粒被认为是细菌外源基因的重要来源，

首先利用ＰａｎＧＰ软件对质粒泛基因组及核心基因组

大小与被测基因组数目的关系曲线进行非线性拟合

分析（图２ａ），得到泛基因组大小与被测基因组数目的

函数关系式为狔＝８１６．２狓
０．７１－２８３．３６（狔表示质粒的

泛基因组大小，狓表示被测基因组数目），表明随着被

测基因组数目的不断增加，泛基因组大小基本呈现线

性增加的状态。而核心基因组大小与基因组数目的

函数关系式为狔＝５３０３．０３ｅ
－２．２６狓＋０．９４（狔表示质粒

的核心基因组大小，狓表示被测基因组数目），根据拟

合的关系式发现，质粒上几乎不存在核心基因组。

染色体是细菌的主要遗传物质，进一步对Ｂｔ染

色体上泛基因组及核心基因组大小与被测基因组数

目的关系曲线进行非线性拟合分析（图２ｂ），得到泛

基因组大小与被测基因组数目的函数关系式是狔＝

１８０２．１６狓０．５２＋３２２９．４８（狔表示染色体的泛基因组

大小，狓表示被测基因组数目），表明随着被测基因

组数目的不断增加，泛基因组大小基本呈现线性增

加的状态。而核心基因组大小与基因组数目的函数

关系式为狔＝２４８７．１９ｅ
－０．４狓＋３２１３．３８（狔表示染色

体的核心基因组大小，狓表示被测基因组数目），根据

拟合的关系式发现，当被测菌株数目不断增加时，染

色体上核心基因组数目会最终基本稳定在３２１３个左

右，鉴于Ｂｔ质粒上几乎不存在核心基因（图２ａ），说明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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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ｔ菌株共同包含的核心基因数目在３２１３个左右。

综上所述，Ｂｔ的质粒和染色体基因组均不保

守，具有开放性，而正是质粒和染色体的这种开放性

引起了Ｂｔ菌株的功能多样性。目前研究主要集中

在Ｂｔ杀虫相关的功能方面，而其他功能研究较少。

泛基因组相关研究的结果显示了Ｂｔ在其他方面的

潜能，因此进一步深入挖掘Ｂｔ新的功能，对充分发

掘和利用Ｂｔ菌株资源具有重要的意义。

图２　１４株犅狋菌株质粒和染色体的泛基因组特征图

犉犻犵．２　犘犪狀犵犲狀狅犿犲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犳狆犾犪狊犿犻犱犪狀犱犮犺狉狅犿狅狊狅犿犲犵犲狀犲狊狅犳１４犅狋狊狋狉犪犻狀狊

２　犅狋抗虫功能的研究与应用

２．１　犅狋杀虫基因

作为昆虫病原微生物，Ｂｔ的主要杀虫物质是在

芽胞形成阶段产生的伴胞晶体，也称为δ内毒素或

杀虫晶体蛋白（ｉｎｓｅｃｔｉｃｉｄａｌｃｒｙｓｔａｌｐｒｏｔｅｉｎｓ，ＩＣＰｓ），

分为两个家族：Ｃｒｙ和Ｃｙｔ蛋白
［１９］。另一类杀虫蛋

白是在Ｂｔ营养生长期分泌的（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ｖｅｉｎｓｅｃｔｉｃｉｄ

ａｌｐｒｏｔｅｉｎｓ，Ｖｉｐ）
［２０］。Ｃｒｉｃｋｍｏｒｅ等提出以杀虫蛋白

编码的氨基酸序列相似性为规则对发现的各类杀虫

蛋白进行命名（ｈｔｔｐ：／／ｗｗｗ．ｌｉｆｅｓｃｉ．ｓｕｓｓｅｘ．ａｃ．ｕｋ／

ｈｏｍｅ／Ｎｅｉｌ＿Ｃｒｉｃｋｍｏｒｅ／Ｂｔ／）
［２１］。目前的命名规则

将Ｃｒｙ蛋白分为４个等级，分别以４５％、７８％和

９５％的氨基酸序列一致性为分界。根据这个数据库

最新更新的数据（２０１７年５月），目前在全球不同地

区分离得到的Ｂｔ菌株中识别并命名的杀虫蛋白基

因有９７５个，包括７８９个犮狉狔基因（犮狉狔１～犮狉狔７４），３８

个犮狔狋基因（犮狔狋１～犮狔狋３），以及１４２个狏犻狆 基因

（狏犻狆１～狏犻狆４）。

目前发现Ｂｔ菌株对鳞翅目、双翅目、鞘翅目、膜

翅目等害虫，甚至螨虫和线虫都具有毒杀活性［２２２３］。

这些杀虫活性是由杀虫蛋白决定的。不同杀虫蛋白

的杀虫谱不同，例如Ｃｒｙ１蛋白家族分为１４个亚族

（Ｃｒｙ１Ａ～Ｎ），包括２８０个蛋白，其中大部分对鳞翅

目昆虫有活性［２，２４］，来自该家族的Ｃｒｙ１Ｂ和Ｃｒｙ１Ｉ

蛋白也对鞘翅目昆虫有活性［２５］；Ｃｒｙ２蛋白家族分为

２个亚族，包括８５个蛋白，其中大部分对鳞翅目或

双翅目有活性［３４］；Ｃｒｙ３蛋白家族分为３个亚族，包

含１９个蛋白，其中大部分对鞘翅目昆虫有活性
［２６］。

此外，在过去２０年间，有研究发现有一些Ｃｒｙ蛋白，

例如 Ｃｒｙ５、Ｃｒｙ６、Ｃｒｙ１２、Ｃｒｙ１３、Ｃｒｙ１４、Ｃｒｙ２１和

Ｃｒｙ５５会对植物和动物线虫有活性
［２７２８］。目前已经

发现的３８个不同的Ｃｙｔ蛋白的活性主要针对双翅

目昆虫，尤其是蚊子和蚋［２９３０］。Ｖｉｐ１和Ｖｉｐ２活性

主要针对某些鞘翅目昆虫［３１３２］，以及半翅目刺吸害

虫棉蚜犃狆犺犻狊犵狅狊狊狔狆犻犻
［３３］。而Ｖｉｐ３主要对鳞翅目

有活性［３４］。此外，还有一类分泌期杀虫蛋白（ｓｅｃｒｅ

ｔｅｄｉｎｓｅｃｔｉｃｉｄａｌｐｒｏｔｅｉｎ，Ｓｉｐ）对某些鞘翅目昆虫有活

性［３５３６］。并且有部分Ｃｒｙ蛋白，也称抗癌晶体蛋白

（ｐａｒａｓｐｏｒｉｎ，ＰＳ），具有特异地杀灭癌细胞的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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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肿瘤方面表现出一定的潜力［１２１３］。

目前，针对半翅目刺吸式昆虫的杀虫基因的筛

选与克隆是杀虫基因研究的热点，目前研究人员已

经证实了Ｃｒｙ１５与Ｃｒｙ５１类蛋白对盲蝽的杀虫活

性［３７３８］，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也筛选到

对稻飞虱具有高活性的杀虫蛋白［３９］，相关研究对进

一步筛选出对刺吸式害虫有效的Ｂｔ杀虫蛋白具有

重要的指导意义。

２．２　犅狋的杀线虫功能

迄今已有多项研究测试了Ｂｔ菌株对多种不同

线虫的活性，包括自由生活线虫（犆犪犲狀狅狉犺犪犫犱犻狋犻狊犲犾

犲犵犪狀狊）
［４０４１］；动物寄生线虫（犃狊犮犪狉犻狊狊狌狌犿、犎犪犲

犿狅狀犮犺狌狊犮狅狀狋狅狉狋狌狊、犜狉犻犮犺狅狊狋狉狅狀犵狔犾狌狊犮狅犾狌犫狉犻犳狅狉犿犻狊

和犗狊狋犲狉狋犪犵犻犪犮犻狉犮狌犿犮犻狀犮狋犪）
［２７，４２］；植物寄生线虫（北

方根结线虫犕犲犾狅犻犱狅犵狔狀犲犺犪狆犾犪）
［４３４４］等。研究发

现，有些Ｂｔ菌株可以感染线虫的消化系统，并且萌

发和增殖［２８］。此外，Ｂｔ产生的一些其他物质，如苏

云金素［４５］，几丁质酶［４６］，金属蛋白酶［２２］，羊毛硫抗

生素、肠毒素、溶血素以及一些由转录调节因子Ｐｌ

ｃＲ控制的蛋白酶等
［２８，４７］也具有杀线虫活性。

在大多数对线虫高效Ｂｔ菌株报道中，对线虫表

现出杀虫效果的Ｃｒｙ蛋白／芽胞的浓度均较低，这为

将来Ｂｔ菌株应用为生物杀线虫剂带来了希望。然

而，目前世界上还没有商业化的Ｂｔ杀线虫剂。Ｂｔ

杀线虫产品剂型和使用技术的探索将是研究热点之

一，这将为实现杀线虫Ｂｔ产品的登记和商业化奠定

基础。

２．３　转基因抗虫作物

由于转基因作物在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方面的

优势，在过去２０年间，全球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

大幅增加，在２０１６年已达到１．８５１亿ｈｍ２
［７］。其中

抗除草剂和抗虫是应用最为广泛的两大性状，而抗

虫性状的基因来源主要是Ｂｔ杀虫基因。２０１６年，

Ｂｔ转基因作物的全球种植面积约为９８５０万ｈｍ２

（７５４０万ｈｍ２ 重组Ｂｔ／抗除草剂作物和２３１０万

ｈｍ２Ｂｔ转基因作物），这些Ｂｔ转基因作物中包含一

种或多种不同的抗鳞翅目和／或鞘翅目害虫的犮狉狔

基因［７］。

自１９９６年以来，共有２８９种Ｂｔ转基因作物品系

被批准用于商业化种植（ＩＳＡＡＡ’ｓＧＭＡｐｐｒｏｖａｌＤａ

ｔａｂａｓｅ２０１７）。常用到的基因包括犮狉狔１犃、犮狉狔１犃犫、

犮狉狔１犃．１０５、犮狉狔１犃犫犃犮、犮狉狔１犃犮、犮狉狔１犉、犮狉狔２犃犫、

犮狉狔１犆、犮狉狔９犆、犮狉狔２犃犲、狏犻狆３犃、犮狉狔３犃、犮狉狔３犅犫１、

犮狉狔３４犃犫１和犮狉狔３５犃犫１这１５种，其中犮狉狔１犃犫、犮狉狔１犉、

犮狉狔２犃犫、犮狉狔３犃和犮狉狔３４犃犫１犮狉狔３５犃犫１是最常用

到的基因。有些Ｂｔ转基因作物中会包含多个犮狉狔

或狏犻狆基因（２个或３个），这种基因叠加的方法可以

延迟害虫对Ｂｔ转基因作物的抗性，这其中还有一些

品系可以同时抗鳞翅目和鞘翅目害虫。

２．４　利用犅狋合成杀虫纳米材料

金属纳米粒子（ｍｅｔａｌｎａｎｏｐａｒｔｉｃａｌｓ，ＮＰｓ）由于

其高级的理化特性及其在不同行业中的广泛应用而

引起人们的深切关注。ＮＰｓ可以通过各种生物系

统，例如细菌、真菌、植物提取物和其他生物产品进

行绿色合成［４８］。这种利用微生物合成的ＮＰｓ具有

显著的优点，如清洁、无毒、环保等。

而近来的一些研究也已经证明Ｂｔ菌株具有产

ＮＰｓ的能力，如银
［４９］和钴［５０］。２０１０年，Ｊａｉｎ等首次

报道了通过Ｂｔ胞晶混合物合成银纳米粒子的研究，

显示出合成的高效性和绿色无污染的优势［４９］。其

合成的银纳米粒子平均粒径约为１５ｎｍ，具有混合

（立方和六边形）结构，对多种多抗药性的人类病原

菌具有高毒性，包括大肠杆菌犈狊犮犺犲狉犻犮犺犻犪犮狅犾犻、铜绿

假单胞菌犘狊犲狌犱狅犿狅狀犪狊犪犲狉狌犵犻狀狅狊犪和金黄色葡萄球

菌犛狋犪狆犺狔犾狅犮狅犮犮狌狊犪狌狉犲狌狊。由于部分细菌含有将金

属离子还原成纳米粒子的还原酶，人们推测Ｂｔ菌株

可能也含有用于纳米粒子生物合成的还原酶。随

后，Ｍａｒｉｍｕｔｈｕ等成功使用一株Ｂｔ菌株合成了钴纳

米粒子，并探索了该合成产物对害虫的杀虫活性，例

如，该钴纳米粒子对疟疾媒介亚相按蚊犃狀狅狆犺犲犾犲狊

狊狌犫狆犻犮狋狌狊和登革热媒介埃及伊蚊犃犲犱犲狊犪犲犵狔狆狋犻（双

翅目：蚊科）幼虫具有高活性，ＬＣ５０值分别为３．５９

ｍｇ／Ｌ和２．８７ｍｇ／Ｌ
［５０］。

Ｂｔ合成的ＮＰｓ及其在杀虫活性方面的效果，为

进一步提高Ｂｔ杀虫剂的功效提供了新的思路，进一

步的研究工作可围绕ＮＰｓ的合成工艺、成本及其对

环境的影响方面开展。

３　犅狋抗病功能的研究与应用

３．１　犅狋的抗真菌功能

真菌是引起植物病害的一类重要病原物，会对

农业生产造成巨大损失。目前，生物防治中通常是

使用各种微生物合成的抗真菌化合物，例如抗生素、

脂肽、铁载体、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次级代谢产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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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壁降解酶等来控制真菌。

几丁质酶被认为是Ｂｔ菌株中检测到的最重要

的抗真菌活性成分之一。卢伟等对９９５株Ｂｔ菌株

的几丁质酶及其基因的检测结果证明几丁质酶普遍

存在于Ｂｔ菌株中，同时筛选出了１９株对小麦赤霉

病菌效果较好的Ｂｔ菌株
［５１］。此后多项研究发现产

几丁质酶的Ｂｔ菌株对多种真菌具有高活性，例如引

起莴苣滴虫病的小核盘菌犛犮犾犲狉狅狋犻狀犻犪犿犻狀狅狉和核盘

菌犛．狊犮犾犲狉狅狋犻狅狉狌犿
［５２］，轮枝镰孢菌犉狌狊犪狉犻狌犿狏犲狉狋犻

犮犻犾犾犻狅犻犱犲狊等
［５３］。

Ｂｔ还可以通过产生丰原素类环脂肽和挥发性

化合物发挥抑菌功能。ＢｔＣＭＢ２６菌株中纯化出的

一种脂肽对植物病原真菌胶孢炭疽菌犆狅犾犾犲狋狅狋狉犻

犮犺狌犿犵犾狅犲狅狊狆狅狉犻狅犻犱犲狊、大肠杆菌犈．犮狅犾犻和卷心菜粉蝶

（纹白蝶犘犻犲狉犻狊狉犪狆犪犲犮狉狌犮犻狏狅狉犪）具有有效的活性
［５４］。

而ＢｔＴＢ７２菌株产生的挥发性化合物（包括２壬酮、β

苯乙胺、２癸酮和百里酚等）不仅可以分别抑制胶孢

炭疽菌犆狅犾犾犲狋狅狋狉犻犮犺狌犿犵犾狅犲狅狊狆狅狉犻狅犻犱犲狊菌丝在ＰＤＡ平

板上的生长，还可以抑制对芒果的感染［５５］。此外，Ｂｔ

可以通过诱导植物系统抗性的方式提高植物的抗真

菌能力，例如，Ｂｔ１９９菌株可以通过增加植物总酚

（１．７倍）和防御相关酶，包括多酚氧化酶（１．３倍）、苯

丙氨酸裂解酶（１．８倍）和过氧物酶（１．４倍）的含量，

诱导番茄对尖孢镰刀菌犉．狅狓狔狊狆狅狉狌犿产生抗性
［１０］。

在目前Ｂｔ的应用中，抗真菌的能力没有得到重

视，相关产品也未见报道，Ｂｔ在抗真菌方面的应用

潜力值得关注。

３．２　犅狋的抗细菌功能

病原细菌可以引起动植物病害，影响人类的生

产生活。有研究发现Ｂｔ可以通过降解犖酰基高丝

氨酸内酯（ＡＨＬ）来干扰细菌群体感应的信号
［５６］或

以产生细菌素［５７］的方式发挥抑菌活性。因此，抗细

菌活性物质是Ｂｔ的又一重要资源。

Ｂｔ菌株产生的ＡＨＬ降解酶（ＡｉｉＡ）可以抑制植

物病原细菌的活性，例如欧文氏杆菌犈狉狑犻狀犻犪犮犪狉狅

狋狅狏狅狉犪
［５６］，进一步研究表明ＡｉｉＡ的抑菌活性是通过

群体感应信号猝灭来实现的［５８］。在应用研究上，Ｂｔ

（营养细胞）与其他细菌（柠檬酸农杆菌犆犻狋狉狅犫犪犮狋犲狉

犳犪狉犿犲狉和阿维链霉菌犛狋狉犲狆狋狅犿狔犮犲狊犪狏犲狉犿犲犮狋犻狀犻狌狊）

或真菌（宛氏拟青霉菌犘犪犲犮犻犾狅犿狔犮犲狊狏犪狉犻狅狋犻犻、木霉

ＴＰＪＳ１犜狉犻犮犺狅犱犲狉犿犪狆犪狉犪狉犲犲狊犲犻ＴＰＪＳ１和绿色木

霉ＴＶＪＳ１犜．狏犻狉犻犱犲ＴＶＪＳ１）拮抗剂的混合使用

能够显著提高它们对纳加辣椒［５９］、番茄［６０］和桉

树［６１］中青枯菌犚犪犾狊狋狅狀犻犪狊狅犾犪狀犪犮犲犪狉狌犿的活性。

细菌素是在稳定期通过核糖体合成的分子量在

３～１２ｋＤａ之间的小型耐热抗菌肽，它们主要影响

其他细菌的生长和（或）活力［６２］。Ｂｔ产生的细菌素

对不同植物病原细菌具有抑菌活性，例如灰霉菌

犅狅狋狉狔狋犻狊犮犻狀犲狉犲犪
［５７］等。此外，部分学者的研究结果

表明Ｂｔ产生的细菌素可能成为人或动物病原菌的

抗生素替代品与安全的食品防腐剂［６２６３］。

４　犅狋促进植物生长与环境修复功能

４．１　犅狋的促生长功能

通常，对植物生长和发育具有有益影响的细菌

被称为植物根际促生菌（ｐｌａｎｔｇｒｏｗｔｈ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ｒｈｉｚ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ＰＧＰＲ）
［６４］。有些Ｂｔ菌株能够在植物

根系定殖，并在非生物胁迫条件下产生一些促进植

物生长的代谢物，包括ＡＣＣ脱氨酶、吲哚 ３ 乙酸

（ＩＡＡ）、脯氨酸和磷酸溶解酶等。目前研究结果显

示Ｂｔ具有多种不同的促植物生长的机制，在农业生

产中这些Ｂｔ菌株可以作为生物肥料单独使用或与

其他微生物群体混合使用［６５］。

Ｂａｉ等证实当ＢｔＮＥＢ１７菌株与慢生型大豆根

瘤菌犅狉犪犱狔狉犺犻狕狅犫犻狌犿犼犪狆狅狀犻犮狌犿 共同接种到大豆

植株后，能显著提高大豆的结瘤数、生长速率和产

量［６６］。Ｍｉｓｈｒａ等证实与单独接种豆科根瘤菌ＰＲ１

犚犺犻狕狅犫犻狌犿犾犲犵狌犿犻狀狅狊犪狉狌犿犘犚１相比，其与产吲哚

３ 乙酸（ＩＡＡ）的ＢｔＫＲ１菌株的共接种可以显著促

进红豌豆和小扁豆的生长［６４］。

Ａｒｍａｄａ等研究表明，当Ｂｔ单独使用或与丛枝

菌根真菌（ＡＭＦ）混合使用时，可显著提高苗的生长

速度、生物量（超过２０％）以及植物芽中的微量营养

元素的含量，还可以通过增加抗氧化酶（超氧化物歧

化酶、过氧化氢酶和抗坏血酸过氧化物酶）的活性和

降低植物脂质（丙二醛）的氧化性损伤来显著降低氧

化胁迫［６５］。此外，Ｂｔ和ＡＭＦ的混合使用还可以通

过增加营养物质含量和相对含水量，以及降低气孔

导度、电解质渗出率、脯氨酸含量和抗坏血酸过氧化

物酶的活性，从而显著提高干旱条件下白车轴草

犜狉犻犳狅犾犻狌犿狉犲狆犲狀狊缓解水分胁迫的能力
［６７］。Ｂｔ细

菌素对Ｂｔ的促生长也很重要，在水分胁迫条件下，

细菌素ｔｈｕｒｉｃｉｎ１７与犅．犼犪狆狅狀犻犮狌犿ＳＢ１的共使用

可以显著提高植物生物量（１７％）、根系生物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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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根瘤生物量（５５％）、根脱落酸含量（３０％）和

总氮量（１７％）
［１４］。

上述研究结果显示Ｂｔ具有作为微生物肥料的

巨大应用潜力，然而，目前在生物肥料市场上也没有

商品化的Ｂｔ微生物肥料。与其他微生物肥料相比，

Ｂｔ不仅促进植物生长，而且可以对土壤中线虫及地

下害虫具有杀灭活性，具有多重功效，因此进一步探

索Ｂｔ微生物肥料的应用对目前国家倡导的“减肥、

减药”具有重要的意义。

４．２　犅狋的环境修复功能

重金属、杀虫剂、除草剂和石油衍生物被认为是

目前影响环境和人类健康的主要因素。这些化合物

容易在食物链中累积，进而会对更高的营养级造成

危害［６８］。有研究显示，部分Ｂｔ菌株可以通过对有

毒的重金属进行积聚、降解或矿化作用，从而有效地

清除一些有毒污染物。目前已经有过基于Ｂｔ的针

对砷、镉、铅、铜、镍、锌、铬、汞和铀等重金属的生物

修复剂的报道。此外，Ｂｔ菌株还表现出在杀虫剂和

除草剂方面的修复能力，例如毒死蜱［６９］、三苯基锡

（有机锡除草剂）、二苯锡和单苯锡［６８］等。在石油污

染物修复方面Ｂｔ也表现出较好的潜力，例如柴

油［１５］、有机废物（类黑精［７０］）以及塑化剂材料（邻苯

二甲酸二甲酯［７１］）。

Ｂｔ在污染物修复方面的潜力对其研究与应用

将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进一步要对Ｂｔ在实际环境中

修复污染物的效率及影响因素等方面进行研究，为

Ｂｔ进一步在环境修复方面的应用奠定基础。

５　展望

Ｂｔ杀虫剂及表达其杀虫蛋白的转基因作物在

过去的几十年里已经为虫害的绿色防控发挥了重要

作用。我国当前农业生产工作中，由于化学农药的

过量使用面临着巨大的环境压力，“十三五”期间，我

国启动了“化学肥料和农药减施增效综合技术研发”

试点专项，围绕化学肥料和农药减施增效方面开展

了系统的研究。Ｂｔ杀虫剂将围绕筛选、改造高毒杀

虫微生物株系，优化生产工艺，并进一步深入研究

Ｂｔ杀虫剂与化学杀虫剂的协同作用及其在延缓化

学杀虫剂抗性方面的作用等方面，为国家“减肥减

药”战略提供解决方案。

随着Ｂｔ在抗病杀菌、促植物生长以及环境修复

方面作用的挖掘，Ｂｔ的研究领域进一步得到拓展，

然而相关领域的研究尚未进入应用阶段。泛基因组

分析表明，Ｂｔ属于开放型的泛基因组，具有强大的

接受新基因的能力，不同菌株间的基因组成差别极

大，这些遗传分析数据表明Ｂｔ在功能方面具有强大

的多样性。因此进一步挖掘Ｂｔ新功能并探索推进

其在新领域的应用，对促进Ｂｔ资源高效利用将有重

要意义。

参考文献

［１］　ＲａｙｍｏｎｄＢ，ＪｏｈｎｓｔｏｎＰＲ，ＮｉｅｌｓｅｎｌｅｒｏｕｘＣ，ｅｔａｌ．犅犪犮犻犾犾狌狊

狋犺狌狉犻狀犵犻犲狀狊犻狊：Ａｎｉｍｐｏｔｅｎｔ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Ｊ］．ＴｒｅｎｄｓｉｎＭｉｃｒｏ

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０，１８（５）：１８９ １９４．

［２］　ＳｏｎｇＦｕｐ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Ｊｉｅ，ＧｕＡｉｘｉｎｇ，ｅｔ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

犮狉狔１犐ｔｙｐｅｇｅｎｅｓｆｒｏｍ犅犪犮犻犾犾狌狊狋犺狌狉犻狀犵犻犲狀狊犻狊ｓｔｒａｉｎｓａｎｄｃｈａｒ

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ｏｖｅｌ犮狉狔１犐ｔｙｐｅｇｅｎｅ［Ｊ］．Ａｐｐｌｉｅｄａｎｄ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３，６９（９）：５２０７ ５２１１．

［３］　李长友，张杰，宋福平，等．苏云金芽孢杆菌ＢＰｒ８８菌株中

犮狉狔２犃犫４基因的表达和杀虫活性研究［Ｊ］．生物工程学报，

２００７，２３（４）：６３４ ６３８．

［４］　ＳｈｕＣｈａｎｇｌｏｎｇ，ＺｈａｎｇＪｉｅ，ＣｈｅｎＧｕｉｈｕａ，ｅｔａｌ．Ｕｓｅｏｆａ

ｐｏｏｌｅｄｃｌｏｎｅｍｅｔｈｏｄｔｏｉｓｏｌａｔｅａｎｏｖｅｌ犅犪犮犻犾犾狌狊狋犺狌狉犻狀犵犻犲狀狊犻狊，

Ｃｒｙ２Ａｔｏｘｉｎｗｉｔｈ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ｇａｉｎｓｔ犗狊狋狉犻狀犻犪犳狌狉狀犪犮犪犾犻狊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ｔｅ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３，１１４（１）：３１ ３３．

［５］　ＳａｎｃｈｉｓＶ．Ｆｒｏｍ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ｓｐｒａｙｓｔｏｉｎｓｅｃｔ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ｔｒａｎｓｇｅｎｉｃ

ｐｌａｎｔｓ：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ｂｉｏ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犅犪犮犻犾犾狌狊狋犺狌狉犻狀犵犻犲狀狊犻狊［Ｊ］．

Ａｇｒｏｎｏｍｙｆｏｒ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２０１１，３１（１）：２１７ ２３１．

［６］　ＢｒａｖｏＡ，ＬｉｋｉｔｖｉｖａｔａｎａｖｏｎｇＳ，ＧｉｌｌＳＳ，ｅｔａｌ．犅犪犮犻犾犾狌狊狋犺狌狉犻狀犵犻犲狀

狊犻狊：Ａｓｔｏｒｙｏｆａ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ｂｉｏｉｎｓｅｃｔｉｃｉｄｅ［Ｊ］．Ｉｎｓｅｃｔ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ａｎｄ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１，４１（７）：４２３ ４３１．

［７］　ＪａｍｅｓＣ．Ｇｌｏｂａｌ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ｉｚｅｄＢｉｏｔｅｃｈ／ＧＭＣｒｏｐｓ：

２０１６ＩＳＡＡＡＢｒｉｅｆＮｏ５２［Ｒ］．ＩＳＡＡＡ：Ｉｔｈａｃａ，ＮＹ，２０１６．

［８］　束长龙，谷少华，窦黎明，等．对小地老虎具有杀虫毒力的苏云金

芽孢杆菌菌株的分离及鉴定［Ｊ］．植物保护，２００７，３３（５）：４１ ４４．

［９］　刘东明，束长龙，宋福平，等．北京植物园苏云金芽胞杆菌菌

株的分离鉴定［Ｊ］．植物保护，２０１２，３８（１）：６５ ７０．

［１０］Ａｋｒａｍ Ｗ，ＭａｈｂｏｏｂＡ，ＪａｖｅｄＡＡ．犅犪犮犻犾犾狌狊狋犺狌狉犻狀犵犻犲狀狊犻狊

ｓｔｒａｉｎ１９９ｃａｎｉｎｄｕｃｅｓｙｓｔｅｍｉｃ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ｉｎｔｏｍａｔｏａｇａｉｎｓｔ犉狌狊犪狉

犻狌犿ｗｉｌｔ［Ｊ］．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Ｉｍｍｕ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３，３（４）：２７５ ２８０．

［１１］Ｓｉｎｇｈ Ｍ，ＫｕｍａｒＰ，ＰａｔｅｌＳ，ｅｔ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ｌｙ

ｈｙｄｒｏｘｙａｌｋａｎｏａｔｅｃｏｐｏｌｙｍｅｒｂｙ犅犪犮犻犾犾狌狊狋犺狌狉犻狀犵犻犲狀狊犻狊 ［Ｊ］．

Ｉｎｄｉ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３，５３（１）：７７ ８３．

［１２］ＫａｔａｙａｍａＨ，ＹｏｋｏｔａＨ，ＡｋａｏＴ，ｅｔａｌ．Ｐａｒａｓｐｏｒｉｎ１，ａｎｏｖｅｌ

ｃｙｔｏｔｏｘｉｃｐｒｏｔｅｉｎｔｏｈｕｍａｎｃｅｌｌｓｆｒｏｍｎｏｎｉｎｓｅｃｔｉｃｉｄａｌｐａｒａｓｐｏ

ｒａｌ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ｏｆ犅犪犮犻犾犾狌狊狋犺狌狉犻狀犵犻犲狀狊犻狊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ｉｏ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０５，１３７（１）：１７ ２５．

［１３］ＢｒａｓｓｅｕｒＫ，ＡｕｇｅｒＰ，ＡｓｓｅｌｉｎＥ，ｅｔａｌ．Ｐａｒａｓｐｏｒｉｎ２ｆｒｏｍａ

ｎｅｗ犅犪犮犻犾犾狌狊狋犺狌狉犻狀犵犻犲狀狊犻狊４Ｒ２ｓｔｒａｉｎｉｎｄｕｃｅｓｃａｓｐａｓｅｓａｃｔｉｖａ

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ｉｎｈｕｍａｎｃａｎｃｅｒｃｅｌｌｓ［Ｊ］．ＰＬｏＳＯＮＥ，

２０１５，１０（８）：ｅ０１３５１０６．

·６·



４３卷第４期 王奎等：苏云金芽胞杆菌—开放的基因组与多种功能

［１４］ＰｒｕｄｅｎｔＭ，ＳａｌｏｎＣ，ＳｏｕｌｅｉｍａｎｏｖＡ，ｅｔａｌ．Ｓｏｙｂｅａｎｉｓｌｅｓｓ

ｉｍｐａｃｔｅｄｂｙｗａｔｅｒｓｔｒｅｓｓｕｓｉｎｇ犅狉犪犱狔狉犺犻狕狅犫犻狌犿犼犪狆狅狀犻犮狌犿

ａｎｄｔｈｕｒｉｃｉｎ１７ｆｒｏｍ犅犪犮犻犾犾狌狊狋犺狌狉犻狀犵犻犲狀狊犻狊［Ｊ］．Ａｇｒｏｎｏｍｙｆｏｒ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２０１５，３５（２）：１ ９．

［１５］ＫｅｂｒｉａＤＹ，ＫｈｏｄａｄａｄｉＡ，ＧａｎｊｉｄｏｕｓｔＨ，ｅｔａｌ．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ｏｖｅｌｎａｔｉｖｅ犅犪犮犻犾犾狌狊ｓｔｒａｉｎｃａｐａｂｌｅｏｆｄｅ

ｇｒａｄｉｎｇｄｉｅｓｅｌｆｕｅｌ［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９，６（３）：４３５ ４４２．

［１６］ＴｅｔｔｅｌｉｎＨ，ＭａｓｉｇｎａｎｉＶ，ＣｉｅｓｌｅｗｉｃｚＭＪ，ｅｔａｌ．Ｇｅｎｏｍｅａｎａｌ

ｙｓｉｓｏｆ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ｉｃｉｓｏｌａｔｅｓｏｆ犛狋狉犲狆狋狅犮狅犮犮狌狊犪犵犪犾犪犮狋犻

犪犲：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ｐａｎｇｅｎｏｍｅ’［Ｊ］．Ｐｒｏｃｅｅｄ

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０５，１０２（３９）：

１３９５０ １３９５５．

［１７］ＭｅｄｉｎｉＤ，ＤｏｎａｔｉＣ，ＴｅｔｔｅｌｉｎＨ，ｅｔａｌ．Ｔｈｅ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ｐａｎｇｅ

ｎｏｍｅ［Ｊ］．ＣｕｒｒｅｎｔＯｐｉｎｉｏｎｉｎＧｅｎｅｔｉｃｓ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２００５，１５（６）：５８９ ５９４．

［１８］ＺｈａｏＹｏｎｇｂｉｎ，ＷｕＪｉａｙａｎ，ＹａｎｇＪｕｎｈｕｉ，ｅｔａｌ．ＰＧＡＰ：ｐａｎ

ｇｅｎｏｍｅ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ｐｉｐｅｌｉｎｅ［Ｊ］．Ｂｉ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２０１２，２８（３）：

４１６ ４１８．

［１９］ＨｆｔｅＨ，ＷｈｉｔｅｌｅｙＨ．Ｉｎｓｅｃｔｉｃｉｄａｌｃｒｙｓｔａｌｐｒｏｔｅｉｎｓｏｆ犅犪犮犻犾犾狌狊

狋犺狌狉犻狀犵犻犲狀狊犻狊［Ｊ］．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ｓ，１９８９，５３（２）：２４２ ２５５．

［２０］ＥｓｔｒｕｃｈＪＪ，ＷａｒｒｅｎＧＷ，ＭｕｌｌｉｎｓＭＡ，ｅｔａｌ．Ｖｉｐ３Ａ，ａｎｏ

ｖｅｌ犅犪犮犻犾犾狌狊狋犺狌狉犻狀犵犻犲狀狊犻狊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ｖｅｉｎｓｅｃｔｉｃｉｄａｌｐｒｏｔｅｉｎｗｉｔｈａ

ｗｉｄｅ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ｏｆ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ａｇａｉｎｓｔｌｅｐｉｄｏｐｔｅｒａｎｉｎｓｅｃｔｓ［Ｊ］．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１９９６，９３（１１）：５３８９ ５３９４．

［２１］ＣｒｉｃｋｍｏｒｅＮ，ＺｅｉｇｌｅｒＤＲ，ＦｅｉｔｅｌｓｏｎＪ，ｅｔａｌ．Ｒｅ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ｎｏｍｅｎｃｌａｔｕｒｅｆｏｒｔｈｅ犅犪犮犻犾犾狌狊狋犺狌狉犻狀犵犻犲狀狊犻狊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ａｌｃｒｙｓ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ｉｎｓ［Ｊ］．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ＢｉｏｌｏｇｙＲｅｖｉｅｗｓ，

１９９８，６２（３）：８０７ ８１３．

［２２］ＬｕｏＸｉａｏｘｉａ，ＣｈｅｎＬｉｎｇ，ＨｕａｎｇＱｉｏｎｇ，ｅｔａｌ．犅犪犮犻犾犾狌狊

狋犺狌狉犻狀犵犻犲狀狊犻狊ｍｅｔａｌｌ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ａｓｅＢｍｐ１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ａｓａｎｅｍａｔｉｃｉｄ

ａｌｖｉｒｕｌｅｎｃｅｆａｃｔｏｒ［Ｊ］．Ａｐｐｌｉｅｄ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

ｇｙ，２０１３，７９（２）：４６０ ４６８．

［２３］ＤｕｎｓｔａｎｄＧｕｚｍáｎＥ，ＰｅａＣｈｏｒａＧ，ＨａｌｌａｌＣａｌｌｅｒｏｓＣ，ｅｔａｌ．

Ａｃａｒｉｃｉｄ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ａｎｄｈｉｓ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ａｍａｇｅｉｎｄｕｃｅｄｂｙ犅犪犮犻犾犾狌狊

狋犺狌狉犻狀犵犻犲狀狊犻狊，ｐｒｏｔｅｉｎｅｘｔｒａｃｔｓｏｎｔｈｅｍｉｔｅ犘狊狅狉狅狆狋犲狊犮狌狀犻犮狌犾犻

［Ｊ］．ＰａｒａｓｉｔｅｓａｎｄＶｅｃｔｏｒｓ，２０１５，８（１）：２８５ ２９３．

［２４］ＸｕｅＪｉｎｇ，ＬｉａｎｇＧｅｍｅｉ，ＣｒｉｃｋｍｏｒｅＮ，ｅｔａｌ．Ｃｌｏｎｉｎｇａｎｄｃｈａｒ

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ｏｖｅｌＣｒｙ１Ａｔｏｘｉｎｆｒｏｍ犅犪犮犻犾犾狌狊狋犺狌狉犻狀犵犻犲狀狊犻狊

ｗｉｔｈｈｉｇｈｔｏｘｉｃｉｔｙｔｏｔｈｅＡｓｉａｎｃｏｒｎｂｏｒｅｒ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ｌｅｐｉｄｏｐｔｅｒａｎ

ｉｎｓｅｃｔｓ［Ｊ］．ＦＥＭＳ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０８，２８０（１）：９５ １０１．

［２５］ＮａｚａｒｉａｎＡ，ＪａｈａｎｇｉｒｉＲ，ＪｏｕｚａｎｉＧＳ，ｅｔａｌ．Ｃｏｌｅｏｐｔｅｒａｎｓｐｅ

ｃｉｆｉｃａｎｄｐｕｔａｔｉｖｅｎｏｖｅｌ犮狉狔ｇｅｎｅｓｉｎＩｒａｎｉａｎｎａｔｉｖｅ犅犪犮犻犾犾狌狊

狋犺狌狉犻狀犵犻犲狀狊犻狊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ｔｅＰａｔｈｏｌｏ

ｇｙ，２００９，１０２（２）：１０１ １０９．

［２６］ＳｉｃｋＡ，ＧａｅｒｔｎｅｒＦ，ＷｏｎｇＡ．Ｎｕｃｌｅｏｔｉｄｅ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ｏｆａｃｏ

ｌｅｏｐｔｅｒａｎａｃｔｉｖｅｔｏｘｉｎｇｅｎｅｆｒｏｍａｎｅｗｉｓｏｌａｔｅｏｆ犅犪犮犻犾犾狌狊

狋犺狌狉犻狀犵犻犲狀狊犻狊ｓｕｂｓｐ．狋狅犾狑狅狉狋犺犻［Ｊ］．ＮｕｃｌｅｉｃＡｃｉｄ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９９０，１８（５）：１３０５．

［２７］ＪｒＵｒｂａｎＪ，ＨｕＹａｎ，ＭｉｌｌｅｒＭＭ，ｅｔａｌ．犅犪犮犻犾犾狌狊狋犺狌狉犻狀犵犻犲狀

狊犻狊ｄｅｒｉｖｅｄＣｒｙ５Ｂｈａｓｐｏｔｅｎｔａｎｔｈｅｌｍｉｎｔｉｃ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ｇａｉｎｓｔ犃狊

犮犪狉犻狊狊狌狌犿 ［Ｊ］．ＰＬｏＳＮｅｇｌｅｃｔｅｄ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２０１３，７

（６）：ｅ２２６３．

［２８］ＲｕａｎＬｉｆａｎｇ，ＣｒｉｃｋｍｏｒｅＮ，ＰｅｎｇＤｏｎｇｈａｉ，ｅｔａｌ．Ａｒｅｎｅｍａ

ｔｏｄｅｓａｍｉｓｓｉｎｇｌｉｎｋ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ｆｏｕｎｄｅｄｅｃｏｌｏｇｙｏｆｔｈｅｅｎｔｏ

ｍｏｐａｔｈｏｇｅｎ犅犪犮犻犾犾狌狊狋犺狌狉犻狀犵犻犲狀狊犻狊［Ｊ］．Ｔｒｅｎｄｓｉｎ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

ｇｙ，２０１５，２３（６）：３４１ ３４６．

［２９］ＢｒａｖｏＡ，ＧｉｌｌＳＳ，ＳｏｂｅｒóｎＭ．Ｍｏｄｅｏｆａｃｔｉｏｎｏｆ犅犪犮犻犾犾狌狊

狋犺狌狉犻狀犵犻犲狀狊犻狊，ＣｒｙａｎｄＣｙｔｔｏｘｉ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ｆｏｒｉｎｓｅｃ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Ｊ］．Ｔｏｘｉｃｏｎ，２００７，４９（４）：４２３ ４３５．

［３０］ＢｅｎｄｏｖＥ．犅犪犮犻犾犾狌狊狋犺狌狉犻狀犵犻犲狀狊犻狊ｓｕｂｓｐ．犻狊狉犪犲犾犲狀狊犻狊ａｎｄｉｔｓ

ｄｉｐｔｅｒａ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ｔｏｘｉｎｓ［Ｊ］．Ｔｏｘｉｎｓ，２０１４，６（４）：１２２２ １２４３．

［３１］ＷａｒｒｅｎＧＷ，ＫｏｚｉｅｌＭＧ，ＭｕｌｌｉｎｓＭＡ，ｅｔａｌ．Ａｕｘｉｌｉａｒｙｐｒｏｔｅｉｎｓ

ｆｏｒ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ｔｈｅｉｎｓｅｃｔｉｃｉｄ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ａｌｐｒｏｔｅｉｎｓ：ＵＳ，

ＵＳ５７７０６９６［Ｐ／ＯＬ］．１９９８．ｈｔｔｐ：／／ｘｕｅｓｈｕ．ｂａｉｄｕ．ｃｏｍ／ｓ？ｗｄ＝

ｐａｐｅｒｕｒｉ％３Ａ％２８ｆ５ｆ４ｃｅ８ｅ６３０ｃ８５５１ｅｂ１ｄ０３１４３２ｄ４ｆｄｆ１％２９＆ｆｉｌｔｅｒ

＝ｓｃ＿ｌｏｎｇ＿ｓｉｇｎ＆ｔｎ＝ＳＥ＿ｘｕｅｓｈｕｓｏｕｒｃｅ＿２ｋｄｕｗ２２ｖ＆ｓｃ＿ｖｕｒｌ＝ｈｔ

ｔｐ％３Ａ％２Ｆ％２Ｆｗｗｗ．ｆｒｅｅｐａｔｅｎｔｓｏｎｌｉｎｅ．ｃｏｍ％２Ｆ５７７０６９６．

ｈｔｍｌ＆ｉｅ＝ｕｔｆ８＆ｓｃ＿ｕｓ＝４７９０１２９４６５８６８５８６７２９．

［３２］ＢｉＹ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Ｙａｎｒｕｉ，ＳｈｕＣｈａｎｇｌｏｎｇ，ｅｔａｌ．Ｇｅｎｏｍｉｃｓｅ

ｑｕｅｎｃｉｎｇ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ｓｎｏｖｅｌ犅犪犮犻犾犾狌狊狋犺狌狉犻狀犵犻犲狀狊犻狊，Ｖｉｐ１／Ｖｉｐ２ｂｉ

ｎａｒｙａｎｄＣｒｙ８ｔｏｘｉｎｓｔｈａｔｈａｖｅｈｉｇｈｔｏｘｉｃｉｔｙｔｏＳｃａｒａｂａｅｏｉｄｅａ

ｌａｒｖａｅ［Ｊ］．Ａｐｐｌｉｅｄ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５，９９

（２）：７５３ ７６０．

［３３］ＳａｔｔａｒＳ，ＭａｉｔｉＭ Ｋ．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ｏｖｅｌ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ｖｅｉｎｓｅｃｔｉｃｉｄａｌｐｒｏｔｅｉｎｆｒｏｍ犅犪犮犻犾犾狌狊狋犺狌狉犻狀犵犻犲狀狊犻狊ｅｆ

ｆｅｃｔｉｖｅａｇａｉｎｓｔｓａｐｓｕｃｋｉｎｇｉｎｓｅｃｔｐｅｓｔ［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ｉｃｒｏｂｉ

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１，２１（９）：９３７ ９４６．

［３４］ＣｈａｋｒｏｕｎＭ，ＦｅｒｒéＪ．犐狀狏犻狏狅ａｎｄ犻狀狏犻狋狉狅ｂｉｎｄｉｎｇｏｆＶｉｐ３Ａａ

ｔｏ犛狆狅犱狅狆狋犲狉犪犳狉狌犵犻狆犲狉犱犪 ｍｉｄｇｕｔａｎｄ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

ｂｉｎｄｉｎｇｓｉｔｅｓｕｓｉｎｇ１２５Ｉｒａｄｉｏｌａｂｅｌｉｎｇ［Ｊ］．Ａｐｐｌｉｅｄａｎｄ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４，８０（２０）：６２５８ ６２６５．

［３５］ＤｏｎｏｖａｎＷ，ＥｎｇｌｅｍａｎＪ，ＤｏｎｏｖａｎＪ，ｅｔａｌ．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ｉｐ１Ａ：Ａｎｏｖｅｌｓｅｃｒｅｔｅｄｐｒｏｔｅｉｎｆｒｏｍ犅犪犮犻犾犾狌狊

狋犺狌狉犻狀犵犻犲狀狊犻狊ｗｉｔｈ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ｇａｉｎｓｔｃｏｌｅｏｐｔｅｒａｎｌａｒｖａｅ［Ｊ］．Ａｐｐｌｉｅｄ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６，７２（４）：７１３ ７１９．

［３６］张金波，李海涛，刘荣梅，等．Ｂｔ菌株ＤＱ８９的狊犻狆基因的克隆、

表达及杀虫活性分析［Ｊ］．中国生物防治学报，２０１５，３１（４）：

５９８ ６０２．

［３７］ＢａｕｍＪＡ，ＳｕｋｕｒｕＵＲ，ＰｅｎｎＳＲ，ｅｔａｌ．Ｃｏｔｔｏｎｐｌａｎｔｓｅｘ

ｐｒｅｓｓｉｎｇａｈｅｍｉｐｔｅｒａｎａｃｔｉｖｅ犅犪犮犻犾犾狌狊狋犺狌狉犻狀犵犻犲狀狊犻狊ｃｒｙｓｔａｌｐｒｏ

ｔｅｉｎｉｍｐａｃｔ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ｏｆ犔狔犵狌狊犺犲狊狆犲狉狌狊

（Ｈｅｍｉｐｔｅｒａ：Ｍｉｒｉｄａｅ）ｎｙｍｐｈ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Ｅｎｔｏ

ｍ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２，１０５（２）：６１６ ６２４．

［３８］张学雯，束长龙，陆宴辉，等．对绿盲蝽具有杀虫活性Ｂｔ菌株

的筛选及Ｃｒｙ１５Ａａ蛋白活性的研究［Ｊ］．植物保护，２０１６，４２

（３）：５６ ６２．

［３９］刘永磊．苏云金芽胞杆菌对灰飞虱高效杀虫新基因的挖掘与

功能研究［Ｄ］．南京：南京农业大学，２０１５．

［４０］ＩａｔｓｅｎｋｏＩ，ＢｏｉｃｈｅｎｋｏＩ，ＳｏｍｍｅｒＲＪ．犅犪犮犻犾犾狌狊狋犺狌狉犻狀犵犻犲狀狊犻狊

ＤＢ２７ｐｒｏｄｕｃｅｓｔｗｏｎｏｖｅｌｐｒｏｔｏｘｉｎｓ，Ｃｒｙ２１Ｆａ１ａｎｄＣｒｙ２１Ｈａ１，

ｗｈｉｃｈａｃｔｓｙｎｅｒｇ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ａｇａｉｎｓｔｎｅｍａｔｏｄｅｓ［Ｊ］．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４，８０（１０）：３２６６ ３２７５．

·７·



２０１７

［４１］ＬｕｏＨｕｉ，ＸｉｏｎｇＪｉｎｇ，ＺｈｏｕＱｉａｏｎｉ，ｅｔａｌ．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犅犪

犮犻犾犾狌狊狋犺狌狉犻狀犵犻犲狀狊犻狊，Ｃｒｙ６Ａｏｎｔｈｅ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ｇｒｏｗｔｈ，ｒｅｐｒｏ

ｄｕｃｔｉｏｎ，ｌｏｃｏｍｏｔｉｏｎ，ａｎｄ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ｏｆ犆犪犲狀狅狉犺犪犫犱犻

狋犻狊犲犾犲犵犪狀狊 ［Ｊ］．Ａｐｐｌｉｅｄ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３，９７（２３）：１０１３５ １０１４２．

［４２］ＫｏｔｚｅＡＣ，Ｏ’ＧｒａｄｙＪ，ＧｏｕｇｈＪＭ，ｅｔａｌ．Ｔｏｘｉｃｉｔｙｏｆ犅犪犮犻犾

犾狌狊狋犺狌狉犻狀犵犻犲狀狊犻狊ｔｏ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ｃａｎｄｆｒｅｅｌｉｖｉｎｇｌｉｆｅｓｔａｇｅｓｏｆｎｅｍａ

ｔｏｄｅｐａｒａｓｉｔｅｓｏｆｌｉｖｅｓｔｏｃｋ［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ｆｏｒＰａｒａ

ｓｉｔ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５，３５（９）：１０１３ １０２２．

［４３］ＹｕＺｉｑｕａｎ，ＸｉｏｎｇＪｉｎｇ，ＺｈｏｕＱｉａｏｎｉ，ｅｔａｌ．Ｔｈｅｄｉｖｅｒｓｅｎｅｍａｔｉｃｉｄ

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ａｎｄｂｉｏ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ｏｆ犅犪犮犻犾犾狌狊狋犺狌狉犻狀犵犻犲狀狊犻狊

Ｃｒｙ６Ａ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ｈｅｒｏｏｔｋｎｏｔｎｅｍａｔｏｄｅ犕犲犾狅犻犱狅犵狔狀犲犺犪狆犾犪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ｔｅ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５，１２５：７３ ８０．

［４４］ＺｈａｎｇＦｅｎｇｊｕａｎ，ＰｅｎｇＤｏｎｇｈａｉ，ＹｅＸｉａｏｂｏ，ｅｔａｌ．犐狀狏犻狋狉狅ｕｐ

ｔａｋｅｏｆ１４０ｋＤａ犅犪犮犻犾犾狌狊狋犺狌狉犻狀犵犻犲狀狊犻狊ｎｅｍａｔｉｃｉｄａｌｃｒｙｓｔａｌｐｒｏ

ｔｅｉｎｓｂｙ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ｓｔａｇｅｊｕｖｅｎｉｌｅｏｆ犕犲犾狅犻犱狅犵狔狀犲犺犪狆犾犪［Ｊ］．

ＰＬｏＳＯＮＥ，２０１２，７（６）：ｅ３８５３４．

［４５］ＤｅｖｉｄａｓＰ，ＲｅｈｂｅｒｇｅｒＬＡ．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ｅｘｏｔｏｘｉｎ（Ｔｈｕｒｉｎｇ

ｉｅｎｓｉｎ）ｆｒｏｍ犅犪犮犻犾犾狌狊狋犺狌狉犻狀犵犻犲狀狊犻狊ｏｎ犕犲犾狅犻犱狅犵狔狀犲犻狀犮狅犵狀犻狋犪

ａｎｄ犆犪犲狀狅狉犺犪犫犱犻狋犻狊犲犾犲犵犪狀狊［Ｊ］．ＰｌａｎｔａｎｄＳｏｉｌ，１９９２，１４５（１）：

１１５ １２０．

［４６］ＶｕＫＤ，ＹａｎＳ，ＴｙａｇｉＲＤ，ｅｔａｌ．Ｉｎｄｕｃｅ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ｔｉ

ｎａｓｅｔｏｅｎｈａｎｃｅｅｎｔｏｍｏｔｏｘｉｃｉｔｙｏｆ犅犪犮犻犾犾狌狊狋犺狌狉犻狀犵犻犲狀狊犻狊ｅｍ

ｐｌｏｙｉｎｇｓｔａｒｃｈ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ａｓａ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Ｊ］．Ｂｉｏ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９，１００（２１）：５２６０ ５２６９．

［４７］ＺｈｏｕＭｅｎｇｚｈｏｕ，ＹｕＨａｉ，ＹｉｎＸｉａｎｈｕａ，ｅｔａｌ．犔犪犮狋狅犫犪犮犻犾犾狌狊狕犲犪犲

ｐｒｏｔｅｃｔｓ犆犪犲狀狅狉犺犪犫犱犻狋犻狊犲犾犲犵犪狀狊ｆｒｏｍｅｎｔｅｒｏｔｏｘｉｇｅｎｉｃｅｓｃｈｅｒｉｃｈｉａ

ｃｏｌｉｃａｕｓｅｄｄｅａｔｈｂｙ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ｎｇｅｎｔｅｒｏｔｏｘｉｎｇｅｎ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Ｊ］．ＰＬｏＳＯＮＥ，２０１４，９（２）：ｅ８９００４．

［４８］ＪｕｉｂａｒｉＭ，ＡｂｂａｓａｌｉｚａｄｅｈＳ，ＪｏｕｚａｎｉＧ，ｅｔａｌ．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ｉｅｄｂｉｏ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ｏｆｓｉｌｖｅｒｎａｎｏ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ｕｓｉｎｇａｎａｔｉｖｅｅｘｔｒｅｍｏｐｈｉｌｉｃ

犝狉犲犻犫犪犮犻犾犾狌狊狋犺犲狉犿狅狊狆犺犪犲狉犻犮狌狊ｓｔｒａｉｎ［Ｊ］．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Ｌｅｔｔｅｒｓ，

２０１１，６５（６）：１０１４ １０１７．

［４９］ＪａｉｎＤ，ＫａｃｈｈｗａｈａＳ，ＪａｉｎＲ，ｅｔａｌ．Ｎｏｖｅｌ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ｒｏｕｔｅｔｏ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ｚｅｓｉｌｖｅｒｎａｎｏ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ｕｓｉｎｇｓｐｏｒｅｃｒｙｓｔａｌｍｉｘｔｕｒｅｏｆ

犅犪犮犻犾犾狌狊狋犺狌狉犻狀犵犻犲狀狊犻狊［Ｊ］．Ｉｎｄｉ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Ｂｉ

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０，４８（１１）：１１５２ １１５６．

［５０］ＭａｒｉｍｕｔｈｕＳ，ＲａｈｕｍａｎＡＡ，ＫｉｒｔｈｉＡＶ，ｅｔａｌ．Ｅｃｏｆｒｉｅｎｄｌｙ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ｒｏｕｔｅ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ｚｅｃｏｂａｌｔｎａｎｏ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ｕｓｉｎｇ犅犪犮犻犾

犾狌狊狋犺狌狉犻狀犵犻犲狀狊犻狊ａｇａｉｎｓｔｍａｌａｒｉａａｎｄｄｅｎｇｕｅｖｅｃｔｏｒｓ［Ｊ］．Ｐａｒａ

ｓｉｔｏｌｏｇ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３，１１２（１２）：４１０５ ４１１２．

［５１］卢伟，赵秋敏，陈艳玲，等．几丁质酶在苏云金芽胞杆菌中的

分布及抑小麦赤霉菌菌株的筛选［Ｊ］．南开大学学报（自然科

学版），２００７，４０（３）：９７ １０１．

［５２］ＳｈｒｅｓｔｈａＡ，ＳｕｌｔａｎａＲ，ＣｈａｅＪＣ，ｅｔａｌ．犅犪犮犻犾犾狌狊狋犺狌狉犻狀犵犻犲狀

狊犻狊，Ｃ２５ｗｈｉｃｈｉｓｒｉｃｈｉｎｃｅｌｌｗａｌｌｄｅｇｒａｄｉｎｇｅｎｚｙｍｅｓ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ｌ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ｌｅｔｔｕｃｅｄｒｏｐｃａｕｓｅｄｂｙ犛犮犾犲狉狅狋犻狀犻犪犿犻狀狅狉［Ｊ］．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ｌａｎｔ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５，１４２（３）：５７７ ５８９．

［５３］ＲｏｃｈａＬＯ，ＴｒａｌａｍａｚｚａＳＭ，ＲｅｉｓＧＭ，ｅｔａｌ．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Ｍｕｌｔｉｍｅｔｈｏｄ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ｆｏｒ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ｉｎｇ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ｂｅ

ｔｗｅｅｎ犉狌狊犪狉犻狌犿狏犲狉狋犻犮犻犾犾犻狅犻犱犲狊ａｎｄ犅犪犮犻犾犾狌狊狋犺狌狉犻狀犵犻犲狀狊犻狊ｓｕｂ

ｓｐ．犓狌狉狊狋犪犽犻［Ｊ］．ＰＬｏＳＯＮＥ，２０１５，１０（１０）：ｅ９２１８９．

［５４］ＫｉｍＰＩ，ＢａｉＨ，ＢａｉＤ，ｅｔａｌ．Ｐｕ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ａ

ｌｉｐｏｐｅｐｔｉｄｅｐｒｏｄｕｃｅｄｂｙ犅犪犮犻犾犾狌狊狋犺狌狉犻狀犵犻犲狀狊犻狊ＣＭＢ２６［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４，９７（５）：９４２ ９４９．

［５５］ＺｈｅｎｇＭｉｎ，ＳｈｉＪｉｎｇｙｉｎｇ，ＳｈｉＪｉａｎ，ｅｔａｌ．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ｖｏｌａｔｉｌｅｓｐｒｏｄｕｃｅｄｂｙｔｗｏａｎｔａｇｏｎｉｓｔｉｃ犅犪犮犻犾犾狌狊，ｓｔｒａｉｎｓｏｎ

ｔｈｅａｎｔｈｒａｃｎｏｓｅ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ｉｎｐｏｓｔｈａｒｖｅｓｔｍａｎｇｏｓ［Ｊ］．Ｂｉｏｌｏｇｉ

ｃ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２０１３，６５（２）：２００ ２０６．

［５６］ＤｏｎｇＹｉｈｕ，ＺｈａｎｇＸｉｆｅｎ，ＸｕＪｉｎｌｉｎｇ，ｅｔａｌ．Ｉｎｓｅｃｔｉｃｉｄａｌ犅犪犮犻犾

犾狌狊狋犺狌狉犻狀犵犻犲狀狊犻狊ｓｉｌｅｎｃｅｓ犈狉狑犻狀犻犪犮犪狉狅狋狅狏狅狉犪ｖｉｒｕｌｅｎｃｅｂｙａ

ｎｅｗｆｏｒｍｏｆ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ａｎｔａｇｏｎｉｓｍ，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Ｊ］．Ａｐ

ｐｌｉｅｄ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４，７０（２）：９５４ ９６０．

［５７］ＣｈｉＥＨ，ＪｏＳＨ，ＪｕＹＭ，ｅｔａｌ．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ｏｖｅｌｌｅａｆｉｎｈａｂｉ

ｔｉｎｇｅｎｄｏｐｈｙｔｉｃ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ｉｎ犃狉犪犫犻犱狅狆狊犻狊狋犺犪犾犻犪狀犪，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ａｎ

ｔａｇｏｎｉｓｔ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ｎｐｈｙｔｏ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ｓ［Ｊ］．Ｐｌａｎｔ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Ｒｅｐｏｒｔｓ，２０１５，９（６）：４５１ ４５８．

［５８］ＰａｒｋＳＪ，ＰａｒｋＳＹ，ＲｙｕＣＭ，ｅｔａｌ．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ＡｉｉＡ，ａｑｕｏ

ｒｕｍｑｕｅｎｃｈｉｎｇｅｎｚｙｍｅｆｒｏｍ犅犪犮犻犾犾狌狊狋犺狌狉犻狀犵犻犲狀狊犻狊，ｏｎｔｈｅ

ｒｈｉｚｏｓｐｈｅｒｅ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Ｂｉｏ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８，１８（９）：１５１８ １５２１．

［５９］ＢｏｒａＬＣ，ＫａｔａｋｉＬ，ＴａｌｕｋｄａｒＫ，ｅｔａｌ．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ａｎｔａｇｏｎｉｓｔｓ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ｂｉｏｆｏｒｍｕ

ｌ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ｗｉｌｔｏｆＮａｇａｃｈｉｌｌｉ（犆犪狆狊犻

犮狌犿犮犺犻狀犲狀狊Ｊａｃｑ．）ｉｎＡｓｓａｍ［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Ｂｉ

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５，３（２）：１０９ １２２．

［６０］ＥｌｓｈａｒｋａｗｙＭＭ，ＭａｉＮ，ＮｉｓｈｉｍｕｒａＭ，ｅｔ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ｔｏ

ｍａｔ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ｗｉｌｔａｎｄｒｏｏｔｋｎｏ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ｂｙ犅犪犮犻犾犾狌狊狋犺狌狉犻狀犵

犻犲狀狊犻狊ＣＲ３７１ａｎｄ犛狋狉犲狆狋狅犿狔犮犲狊犪狏犲狉犿犲犮狋犻狀犻狌狊 ＮＢＲＣ１４８９３

［Ｊ］．Ａｃｔａ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ｅＳｃａｎｄｉｎａｖｉｃａ，２０１５，６５（６）：５７５ ５８０．

［６１］ＳａｎｔｉａｇｏＴＲ，ＧｒａｂｏｗｓｋｉＣ，ＲｏｓｓａｔｏＭ，ｅｔａｌ．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ｎ

ｔｒｏｌｏｆ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ｕｓ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ｗｉｌｔｗｉｔｈｒｈｉｚ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Ｊ］．Ｂｉｏｌｏｇｉ

ｃ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２０１５，８０：１４ ２２．

［６２］ＮｍＦＳ，ＣａｓａｄｏｓｖáｚｑｕｅｚＬＥ，ＢａｒｂｏｚａｃｏｒｏｎａＪＥ．Ｂａｃｔｅｒｉｏｃｉｎｓ

ｏｆ犅犪犮犻犾犾狌狊狋犺狌狉犻狀犵犻犲狀狊犻ｓｃａｎｅｘｐａｎｄｔｈ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ｏｆｔｈｉｓｂａｃ

ｔｅｒｉｕｍｔｏｏｔｈｅｒａｒｅａｓｒａｔｈｅｒｔｈａｎｌｉｍｉｔｉｔｓｕｓｅｏｎｌｙａｓ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ｉｎｓｅｃｔｉｃｉｄｅ［Ｊ］．Ｃａｎａｄｉ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３，５９

（８）：５１５ ５２２．

［６３］ＢａｒｂｏｚａｃｏｒｏｎａＪＥ，ＤｅｌＦＮ，ＡｌｖａｍｕｒｉｌｌｏＮ，ｅｔ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

ｂａｃｔｅｒｉｏｃｉｎｓ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ｚｅｄ ｂｙ 犅犪犮犻犾犾狌狊狋犺狌狉犻狀犵犻犲狀狊犻狊 ａｇａｉｎｓｔ

犛狋犪狆犺狔犾狅犮狅犮犮狌狊犪狌狉犲狌狊ｉｓｏｌａｔｅ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ｔｏｂｏｖｉｎｅｍａｓｔｉｔｉｓ

［Ｊ］．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９，１３８：１７９ １８３．

［６４］ＭｉｓｈｒａＰＫ，ＭｉｓｈｒａＳ，ＳｅｌｖａｋｕｍａｒＧ，ｅｔａｌ．Ｃｏ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

犅犪犮犻犾犾狌狊狋犺狌狉犻狀犵犻犲狀狊犻狊ＫＲ１ｗｉｔｈ犚犺犻狕狅犫犻狌犿犾犲犵狌犿犻狀狅狊犪狉狌犿

ｅｎｈａｎｃｅｓｐｌａｎｔ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ｎｏｄ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ｅａ（犘犻狊狌犿狊犪狋犻狏狌犿

Ｌ．）ａｎｄｌｅｎｔｉｌ（犔犲狀狊犮狌犾犻狀犪狉犻狊Ｌ．）［Ｊ］．Ｗｏｒｌｄ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ｉ

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９，２５（５）：７５３ ７６１．

［６５］ＡｒｍａｄａＥ，ＰｒｏｂａｎｚａＡ，ＲｏｌｄáｎＡ，ｅｔａｌ．Ｎａｔｉｖｅｐｌａｎｔｇｒｏｗｔｈ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ｂａｃｔｅｒｉａ犅犪犮犻犾犾狌狊狋犺狌狉犻狀犵犻犲狀狊犻狊，ａｎｄｍｉｘｅｄｏｒｉｎｄｉ

ｖｉｄｕａｌｍｙｃｏｒｒｈｉｚａｌｓｐｅｃｉｅｓ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ｄｒｏｕｇｈｔ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ａｎｄｏｘｉ

ｄａｔｉｖｅ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ｉｎ犔犪狏犪狀犱狌犾犪犱犲狀狋犪狋犪ｐｌａｎｔ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Ｐｌａｎｔ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６，１９２：１ １２．

［６６］ＢａｉＹｕｍｉｎｇ，ＺｈｏｕＸｉａｏｍｉｎ，ＳｍｉｔｈＤＬ．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ｓｏｙｂｅａｎ

ｐｌａｎｔｇｒｏｗｔｈ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ｆｒｏｍｃｏ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犅犪犮犻犾犾狌狊ｓｔｒａｉｎｓ

ｗｉｔｈ犅狉犪犱狔狉犺犻狕狅犫犻狌犿犼犪狆狅狀犻犮狌犿 ［Ｊ］．Ｃｒｏｐ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３，４３

（５）：１７７４ １７８１．

（下转３５页）

·８·



４３卷第４期 王艳红等：人工接种ＣＧＭＭＶ的增殖及其对西瓜光合作用的影响

ｒｕｓｉｎｂｏｔｔｌｅｇｏｕｒｄｉｎＴａｉｗａｎ［Ｍ］／／Ｐｌａｎｔｖｉｒｕｓｄｉｓｅａｓｅｏｆｈｏｒ

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ｃｒｏｐｉｎｔｒｏｐｉｃｓａｎｄ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ｓ．Ｆｏｏｄ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ｙ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ＡｓｉａｎａｎｄＰａｃｉｆｉｃＲｅｇｉｏｎ．Ｔａｉｗａｎ：ＢｏｏｋＳｅ

ｒｉｅｓ，１９８６，３３：３８ ４２．

［６］　ＣｈｏｉＧｕｇｓｅｏｕｎ，ＣｈｏｉＧＳ．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ｏｆｔｗｏＴｏｂａｍｏｖｉｒｕｓｄｉｓ

ｅａｓｅｓｉｎｃｕｃｕｒｂｉｔｓ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ｉｎＫｏｒｅａ［Ｊ］．ＰｌａｎｔＰａ

ｔｈｏｌｏｇ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０１，１７（５）：２４３ ２４８．

［７］　李立梅，吴元华，赵秀香，等．西瓜感染黄瓜绿斑驳花叶病毒

后糖的变化与倒瓤关系的研究［Ｊ］．植物病理学报，２０１１，４１

（３）：３１９ ３２３．

［８］　李立梅，吴元华，赵秀香，等．黄瓜绿斑驳花叶病毒对西瓜产量、

品质及种子带毒的影响［Ｊ］．植物保护，２０１０，３６（６）：８２ ８６．

［９］　李立梅，陈越渠，李晓冬，等．人工接种ＣＧＭＭＶ后与西瓜倒

瓤相关部分生理指标的研究［Ｊ］．植物病理学报，２０１５，４５（５）：

４６１ ４６７．

［１０］杨志晓，丁燕芳，张小全，等．赤星病胁迫对不同抗性烟草品

种光合作用和叶绿素荧光特性的影响［Ｊ］．生态学报，２０１５，３５

（１２）：４１４６ ４１５４．

［１１］彭晏辉，雷娟丽，黄黎锋，等．马铃薯Ｙ病毒侵染对叶绿体超微结构、

光合和荧光参数的影响［Ｊ］．植物病理学报，２００４，３４（１）：３２ ３６．

［１２］郭兴启，温孚江，朱汉城．马铃薯Ｙ病毒（ＰＶＹ）的侵染对烟草

叶片光合作用的影响［Ｊ］．浙江大学学报（农业与生命科学

版），２０００，２６（１）：７５ ７８．

［１３］洪健，徐颖，徐正．植物病毒感染寄主叶绿体的形态结构变化

［Ｊ］．电子显微学报，２０００，１９（３）：３３５ ３３６．

［１４］ＤｏｋｅＬ．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１４ＣＯ２ｉｎｔｏｆｒｅｅａｎｄｂｏｕｎｄａｍｉｎｏ

ａｃｉｄｓｉｎｔｏｂａｃｃｏｌｅａｖｅｓｉｎｆｅｃｔｅｄｗｉｔｈ犜狅犫犪犮犮狅犿犪狊犪犻犮狏犻狉狌狊［Ｊ］．

Ｐｈｙｔ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１９７２，７３：２１５ ２２６．

［１５］ＤａｖｉｄＭ Ｍ，ＣｏｅｌｈｏＤ，ＢａｒｒｏｔｅＩ．Ｌｅａｆａｇ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ｎｐｈｏｔｏ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ｓｕｇａｒ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ｒｏｕｇｈｔｅｄａｎｄｒｅ

ｗａｔｅｒｅｄ犔狌狆犻狀狌狊犪犾犫狌狊ｐｌａｎｔｓ［Ｊ］．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ｌａｎｔ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８，２５：２９９ ３０６．

［１６］ＦｕｎａｙａｍａＳ，ＳｏｎｏｉｋｅＫ，ＴｅｒａｓｈｉｍａＩ．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ｐｒｏｐｅｒ

ｔｉｅｓｏｆｌｅａｖｅｓｏｆ犈狌狆犪狋狅狉犻狌犿犿犪犽犻狀狅犻ｉｎｆｅｃｔｅｄｂｙａｇｅｍｉｎｉｖｉｒｕｓ

［Ｊ］．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９９７，５３：２５３ ２６１．

［１７］苏小记，贾丽娜，王亚红，等．２．０％氨基寡糖素水剂防治西瓜

病毒病药效试验［Ｊ］．陕西农业科学，２００４（４）：８ ９

［１８］郝建军，刘延吉．植物生理学实验技术［Ｍ］．沈阳：辽宁科学技

术出版社，２００１．

［１９］薛应龙．植物生理学实验手册［Ｍ］．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

社．１９８５．

［２０］裘维蕃．植物病毒学（修订版）［Ｍ］．北京：农业出版社，１９８４：

２５３ ２７０．

［２１］洪健，徐颖，黎军英，等．芜菁花叶病毒（ＴｕＭＶ）侵染对寄主植

物光合作用的影响［Ｊ］．电子显微学报，２００２，２１（２）：１１０ １１３．

［２２］王春梅，施定基，朱水芳，等．黄瓜花叶病毒对烟草叶片和叶绿

体光合活性的影响［Ｊ］．植物学报，２０００，４２（４）：３５５ ３９２．

［２３］沈喜，李红玉．病毒侵染后植物叶绿体光合作用变化的分子机

制［Ｊ］．２００３，３３（４）：２８９ ２９１．

［２４］ＲｏｇｅｒＤＡ，ＣｏｒｂｅｔｔＭＫ．Ｒｅｄｕｃｅｄ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ｉｎｔｏｂａｃｃｏ

ｐｌａｎｔｉｎｆｅｃｔｅｄｗｉｔｈ犜狅犫犪犮犮狅狉犻狀犵狊狆狅狋狏犻狉狌狊［Ｊ］．Ｐｈｙｔｏｐａｔｈｏｌｏ

ｇｙ，１９６５，５５：３７０ ３７１．

［２５］ＨａｌｌＡＥ，ＬｏｏｍｉｓＲＳ．Ａｎ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

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ｙａｎｄｂｅｅｔｙｅｌｌｏｗｓｖｉｒｕｓｉｎ

ｆｅｃｔｅｄｓｕｇａｒｂｅｅｔｓ（犅犲狋犪狏狌犾犵犪狉犻狊Ｌ．）［Ｊ］．Ｐｌａｎｔ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

１９７２，５０：５７６ ５８０．

［２６］李燕宏，洪健，谢礼，等．蚕豆萎蔫病毒２号分离物侵染对蚕豆

叶片光合活性和叶绿体超微结构的影响［Ｊ］．植物生理与分子

生物学学报，２００６，３２（４）：４９０ ４９６．

［２７］宋丽丽，郭延平，徐凯，等．温州蜜柑叶片光合作用光抑制的

保护机理［Ｊ］．应用生态学报，２００３，１４（１）：４７ ５０．

［２８］ＬｉＸＧ，ＭｅｎｇＱＷ，ＪｉａｎｇＧＱ，ｅｔａｌ．Ｔｈｅ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ｃｕ

ｃｕｍｂｅｒａｎｄｓｗｅｅｔｐｅｐｐｅｒｔｏｃｈｉｌｌｉｎｇｕｎｄｅｒｌｏｗｉｒｒａｄｉａｎｃｅｉｓｒｅ

ｌａｔｅｄｔｏｅｎｅｒｇｙ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ｗａｔｅｒｃｙｃｌｅ［Ｊ］．Ｐｈｏｔｏ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ａ，２００３，４１（２）：２５９ ２６５．

［２９］ＷｉｌｌｅｋｅｎｓＨ，ｖａｎＣａｍｐＷ，ｖａｎＭｏｎｔａｇｕＭ，ｅｔａｌ．Ｏｚｏｎｅ，ｓｕｌ

ｆｕｒｄｉｏｘｉｄｅ，ａｎｄｕｌｔｒａｖｉｏｌｅｔＢｈａｖｅｓｉｍｉｌａｒ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ｎｍＲＮＡａｃ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ｇｅｎｅｓｉｎ犖犻犮狅狋犻犪狀犪狆犾狌犿犫犪犵犻狀犻犳狅犾犻犪

Ｌ．［Ｊ］．Ｐｌａｎｔ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４，１０６（３）：１００７ １０１４．

［３０］ＳａｋａｋｉＴ，ＫｏｎｄｏＮ，ＳｕｇａｈｒａＫ．Ｂｒｅａｋｄｏｗｎｏｆ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ｐｉｇ

ｍｅｎｔａｎｄｌｉｐｉｄｓｉｎｓｐｉｎａｃｈｌｅａｖｅｓｗｉｔｈｏｚｏｎｅｆｕｍｉｇａｔｉｏｎ：Ｒｏｌｅｏｆａｃ

ｔｉｖｅｏｘｙｇｅｎ［Ｊ］．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ａＰｌａｎｔａｒｕｍ，１９８３，５９（１）：２８ ３４．

［３１］潘瑞志．植物生理学［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

（责任编辑：田　?

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

）

（上接８页）

［６７］ＯｒｔｉｚＮ，ＡｒｍａｄａＥ，ＤｕｑｕｅＥ，ｅｔａｌ．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ａｒｂｕｓｃｕｌａｒｍｙ

ｃｏｒｒｈｉｚａｌｆｕｎｇｉａｎｄ／ｏｒ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ｔｏ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ｐｌａｎｔｄｒｏｕｇｈｔ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ｕｎｄｅｒ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ｏｉ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ｏｆａｕｔｏｃｈｔｈｏｎｏｕｓｏｒａｌｌｏｃｈ

ｔｈｏｎｏｕｓｓｔｒａｉｎ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ｌａｎｔ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５，１７４：８７ ９６．

［６８］ＨｕａｎｇＪｉｅ，ＹｅＪｉｎｓｈａｏ，ＭａＪｉａｗｅｎ，ｅｔａｌ．Ｔｒｉｐｈｅｎｙｌｔｉｎｂｉｏ

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ｄｅｐｈｅｎｙｌａｔｉｏｎｐａｔｈｗａｙａｎｄ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ｄｕｒｉｎｇ

ｔｒｉｐｈｅｎｙｌｔｉｎｂｉｏ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ｂｙ犅犪犮犻犾犾狌狊狋犺狌狉犻狀犵犻犲狀狊犻狊ａｎｄｔｅａｓａｐ

ｏｎｉｎ［Ｊ］．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４，２４９：１６７ １７３．

［６９］ＡｃｅｖｅｓＤｉｅｚＡＥ，ＥｓｔｒａｄａＣａｓｔａｅｄａＫＪ，ＣａｓｔａｅｄａＳａｎｄｏｖａｌ

ＬＭ，Ｕｓｅｏｆ犅犪犮犻犾犾狌狊狋犺狌狉犻狀犵犻犲狀狊犻狊ｓｕｐｅｒｎａｔａｎｔｆｒｏｍａｆｅｒｍｅｎ

ｔ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ｂｉｏｒ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ｌｏｒｐｙｒｉｆｏｓｉｎｃｏｎ

ｔａｍｉｎａｔｅｄｓｏｉｌ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１５，１５７：２１３ ２１９．

［７０］ＫｕｍａｒＰ，ＣｈａｎｄｒａＲ．Ｄｅｃｏｌｏｕｒｉｓ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ｔｏｘ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ｍｏｌａｓｓｅｓｍｅｌａｎｏｉｄｉｎｓｂｙ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ａｎｄｍｉｘｅｄ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ｏｆ犅犪犮犻犾犾狌狊ｓｐｐ．［Ｊ］．Ｂｉｏ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６，９７（１６）：

２０９６ ２１０２．

［７１］ＢｒａｒＳＫ，ＶｅｒｍａＭ，ＴｙａｇｉＲＤ，ｅｔａｌ．Ｃｏｎｃｕｒｒｅｎｔ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ｄｉｍｅｔｈｙｌｐｈｔｈａｌａｔｅ（ＤＭＰ）ｄｕｒｉｎｇ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犅犪犮犻犾犾狌狊

狋犺狌狉犻狀犵犻犲狀狊犻狊ｂａｓｅｄｂｉｏ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ａｚａｒｄｏｕｓ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２００９，１７１：１０１６ １０２３．

（责任编辑：田　?）

·５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