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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梅洋学院)

小球菌 (M介ro co c厉) 是海洋袖菌的主要种类之一
。

据前人报导
:
小球菌不仅袒常存

在于硬骨焦和献骨惫的粘液
,

而且在前者的腐败初期以及后者腐败过程中的各个时期
,

都
发现与它俩的存在有关l1z , ; 在已知的发光翩菌种类中

,

小球菌豹占十分之一 [11 ; 海洋小泳

菌能破坏橡皮山〕; 抽菌是船舰附着生物的先服协151
,

其中会有小球菌参加
。

根据我俩所知

道的
,

国外从事于海洋栩菌蕴定的研究工作者不多
,

对于海洋小球菌的研究[1z1 那就更少

了
,

国内还没有人做过这一类的工作
。

实盾上
,

海洋微生物学简处于开始发展阶段
,

落后

于其他海洋科学
,

海洋微生物草落的盾的研究
,

是海洋微生物学的主票任务之一t4] 。

为
一

了

了解我国海洋翻菌的一些基本特征
,

以及为了进一步研究上述各种简题当中初菌的作用
,

我俩首先对 1 9 5 8 年所进行的胶州湾口翩菌数量变动的刹查工作中分离得到的小球菌进

行了此较祥韧的研究
。

本文的主要内容是报导我俩研究胶州湾小球菌及其菌种磕定方法

的初步研究报告
。

一
、

实 盼 方 法

具正的海洋翩菌只能在海水培养基生长或者优先在海水培养基生长
,

从未被陆地污

染的海区采来的海水检样
,

其中只有少数的胭菌能在淡水培养基生长
,

同样地也只有极少

数的陆地耙菌能在海水培养基生长洲
。

因此
,

本突瀚所用的培养墓除特别标明者外
,

都是

用海水配制的
。

为了尽可能减少由于风
、

都市下水道
、

雨水的流入及其他原因而带进陆地的及淡水的

相菌
,

本实输所采取泊勺海水检样最初都是拯过海水培养基加以分离选择的 ; 也就是貌
,

只

有在初步分离时能在海水培养基生长的翩菌
,

我俩才欲为是海洋韧菌
。

我俩用下列方法分离获得海洋小球菌的钝培养
。

首先将海水检样用灭菌的海水进行

适当的稀释
,

将稀释的海水检样 1 毫升注入培养皿
,

然后倒入的 15 毫升溶化而冷 却至

朽℃ 左右的海水肉汁琼脂或 Zo be ll 氏 22 16 培养基I25]
,

在 22 ℃ 温箱中培养 夕天
,

用接种斜

挑取生长于平板上的单一菌落进行涂片镜检
,

如果是小球菌时
,

再用移种针挑出
,

种入海

水肉汁
,

做成混悬液
,

然后用白金耳蘸取培养搏在海水肉汁平板培养基上划核钝化
,

如果

生长出来的菌落形态
、

色泽
、

构造等特征相同时
,

即用移种卦将此种菌落移种于琼脂斜面

培养基上
,

在 22 ℃ 培养 48 一 7 2 小时
,

然后将扣菌作成涂片
,

用 Gr
a m 氏染色法染色

,

观察

所分离的菌种是否是钝培养
。

菌种是用海水肉汁琼脂斜面保存的
。

关于形态
、

染色
、

培养及生理生化特征的研究方法
,

基本上是采用微生物方法手册阴

* 中国科学院海牟研究所翎查研究报告第 1加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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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列的
,

袒过多次拭阶改进
、

靓明是适用于海洋耙菌截脸研究的方法
,

所改进的方法以及

微生物方法手册没有言己载的方法本文都加以祥翩叙述
。

献脸所用的培养基除淡水肉汁
、

石蕊牛奶
、

禺耸薯斜面以外
,

其他的培养基都用海水配制
。

配制培养基所用的海水
,

都采

用握过处理的
“陈海水

,

,[1 5] 。

本突验所用的海水样品是采自距青岛栈桥 1
.

5 涅胶州湾 口第 1 号浮标附近
、

在涨潮

时 2 米深的水层
。

采水器是按照 J
.

2
.

采样器叫 图样自制的
。

(一 )形态观察

1
.

扣胞的大小
:
将菌种种入海水肉汁1) ,

在 22 ℃ 温箱内培养 2 4 小时后
,

移种于海水

肉汁琼脂斜面上
,

再在 2 2 ℃ 温箱内培养 2斗小时
,

涂片以番杠染色
·

,

用显微镜测微仪测量

其大小
。

2
.

栩胞的排列
:
将菌种种入海水肉汁

,

在 22 ℃ 温箱内培养2 4小时
,

直接在相差镜下

作活体观察
,

又用在海水肉汁琼脂斜面培养出来的相菌作成涂片染色观察之
。

3
.

动力
:
用半固休培养基穿法

,

观察翩菌是否向穿刺枝外活动及在肉汁中培养 24 小

时在相差镜下观察其是否能运动
。

(仁 )染色反应 G ra m 氏染色反应
。

接种于海水肉汁琼脂斜面上的菌株
,

在 22 ℃
,

分

别培养 1
、

3
、

7 天
,

用 H uc ke r 氏改良法染色观察之
。

(三)培养特征

1
.

海水肉汁琼脂平板 : 在 22 ℃ 温箱内培养 7 天
,

用于观察菌落的大小
、

形态及色泽
。

在低倍显微镜下观察菌落的拮构
。

2
.

海水肉汁琼脂斜面
:
观察植株色泽

。

3
.

海水葡萄糖酵母浸液琼脂斜面 (配制方法
:
酵母膏 5

.

0 克 ; 蛋白膝 5
.

0 克 ; 葡萄糖

10
·

0 克 ; 琼脂 1 5
.

0 克 ; 陈海水 1 0 0 0. 0 毫升
,

简隙灭菌
。

): 观察植株色泽
。

4
.

淀粉琼脂斜面
:
观察植株色泽

。

:5 思铃薯斜面
:
观察生长情况及色泽

。

6
.

海水肉汁
:
观察生长情况

。

7
.

淡水肉汁
:
观察生长情况

。 .

(四)生理生化反应

1
.

硝酸盐还原作用
: 菌株分别种入装有内含 。

.

1多N
a
N O : 的海水肉汁 D ur ha m 氏发

酵管中
,

在 22 ℃ 保温箱内分别培养 1
、

2
、

5
、

10 天后
。

用 Gr is 。氏贰剂测定有无亚稍盐出

现并观察有无气休产生
。

2
.

明胶液化
:
将植株点种于含 0

.

4 拓 明胶的海水肉汁琼脂平板上
,

在 22 ℃ 温箱内培

养 7一10 天
,

用 sm ith 氏改 良法侧定明胶是否被液化
。

此外也配合着用明胶穿刺法观察

明胶液化情况
。

3
.

淀粉水解
:
将植株种入合 0

.

0 4 多可溶性淀粉的海水肉汁中
,

在 22 ℃慢温箱内培养

2 周左右
,

加入 L ug ol 氏碘液一滴
,

观察淀粉是否被水解
。

4
.

醋类的发酵
:
在海水肉汁中分别加入各种酶类 1

.

0 多
,

用澳甲酚紫作指示剂
,

分装

l) 配制方法是 :用陈梅水代替蒸细水
,

在 巧 磅蒸气压力下加热 20 分钟后
,

滤去所形成的沉淀
,

分装灭菌备用
,

这

是作为进行其他拭徽的基础培养基
。

配制固体培养基时加 1
.

5% 琼脂
,

制作半固体培养基时加 0
.

3% 琼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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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半固体琼脂高层
,

简隙灭菌
,

穿刺接种
,

培养于 22 ℃ 温箱内
,

握常观察其产酸
、

产气情

况
,

并附带观察动力
,

观察时简延长至四周之久
。

有时也用斜面观察其产酸情况
。

5
.

叫嗓的产生
:
所用培养基是海水肉汁加少量色氨酸

,

接种培养后
,

用 K ov 允
,

氏改

良法 (改进 E hr h c h
一

B 6ho m e 氏的方法 )测定有无吼嗓形成
。

氏硫化氢就阶
:
将耙菌种入管 口悬有醋酸铅滤抵条

,

管中装有内合 0. 2 , 界硫代硫酸

钠的海水肉汁的就管中
,

扣菌生长后
,

观察滤抵是否变黑
,

以确定有无硫化氢产生
。

7
.

石蕊牛乳培养基
:
观察脯化

、

沉淀
、

石蕊还原
、

酸碱变化等
。

此外并配合着用石蕊

牛乳琼脂平板 (是将简隙灭菌的石蕊牛乳与等体积灭菌溶化的 3拓的琼脂同时 倒入灭菌

培养皿
,

混匀硬化)点种方法观察膝化现象
。

8
.

矿厦氮的利用
:
利用 H uc ke r 氏〔8,9l 所介招的培养基平板上划袋及液休培养观察其

是否生长
。

以确定其对矿盾氮的利用
。

9
.

无氮培养基上生长情况
:
利用在 As hb y培养基上平板划拔法观察其是否生长

。

1 0
‘

酚的利用
:
采用 G : 盯 及 T h o r n to n

二氏 11 OJ所介貂的培养基 (K ZH p o ; 1
.

0 克
,
M g so ‘

0
.

2 克
, K N o 3 1

.

0 克
, e a e l

Z 0
.

1 克
, Fe C I: 0

.

0 2 克
,

陈海水 1 0 0 0
.

0 毫升
,

酚 1
.

0 克
, p H 7

.

3 )

以平板划栽及液体培养两种方法观察其是否生长
,

以确定其是否能利用酚作为碳源
。

11
.

尿素的利用
:
采用半固体的尿素琼脂培养基(蛋白膝 工

.

。克
,

葡萄糖 1
.

0 克
,
K姚Pq

2
.

0 克
,

陈海水 1 0 0 0
.

0 毫升
,

琼脂 3
.

0 克
, p H 6

.

8 ,

以酚杠为指示剂
。

以上各种成分溶化后

分装于每就管的 4 毫升
,

在 15 磅蒸气压力下加热灭菌
。

20 并尿素溶液是用过滤灭菌的
。

灭菌的半固体培养基冷却至 50 一60 ℃ 后
,

每管加灭菌的 20 多尿幸溶液的 0. 4 毫升
,

泯匀
、

硬化后备用)
,

以穿刺法观察指示剂颜色是否变碱
,

以确定尿素是否被利用
。

12
.

橡胶的分解
:
将菌种接入 H o B o r py八e K H益 氏所介貂的培养基 [ ‘] (K

Z
H Po ; 0

.

2 克
,

吨Sq o
·

2 克
,
N H ;N 0 3 2

.

。克
,

陈海水 1 0 0 0
.

0 毫升
,

精制橡胶一小片)中
。

观察橡胶之被

破坏与否
,

以确定其能否分解橡胶
,

观察期简在一个月以上
。

二
、

菌 种 的 槛 定

握过两年来的探索与研究
,

我佣发现歌海区涨潮时 2 米深水层有以 下几 种小球菌
。

这些小球菌都不能利用酚作为碳源
,

不产生叫嗓
,

不能运动
,

不分解橡胶
,

不能在厌氧条件

下生长
,

不能利用矿盾氮 (N玩氏P认或 N
a
N 0 3

等 )作为氮源
,

不能自酪产气
,

都是 。a1 丁,

氏染色阳性
。

效将每一菌种的形态
、

培养及生理生化等特征分别叙述于下
:

(一 ) M 左8 0 1

翎胞球形
,

大小为 。
.

4一。
.

5 ; ,

多成双球排列或成不规则的堆团排列
,

个 slJ 成短益排

列
。

海水肉汁平板培养
:
菌落为圆形

,

凸圆状
,

湿消光滑
,

有光泽
,

全椽
,

扣粒状构造
,

出现

粉忽色色素
。

·

海水肉汁斜面培养
:
菌落粉杠色

。

海水葡萄糖酵母浸液斜面培养
: 菌落粉杠色

。

淀粉琼脂斜面培养
:
菌落粉杠色

。

淡水肉汁培养
:
不混浊

,

有少量粉杠色沉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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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水肉汁培养
:
微呈颗粒状混浊

,

有少量肉叙色沉淀
。

明胶
:
不液化

。

石蕊牛乳
:
无变化

。

篇始薯斜面
:
不生长

。

稍酸盐
:
还原成亚硝酸盐

。

硫化氢
:
不产生

。

能从葡萄糖
、

甘露醇
、

蔗糖
、

甘油产酸
,

不能从乳糖
、

麦芽糖产酸
。

淀粉 :水解
。

As h by培养基平板划钱培养
:
不生长

。

(二) M 压8 0 2

扣胞球形刀剑
、

为 0
.

6一 1. 0产 ,

成对或不规则的堆团排列
。

海水肉汁平板培养
:
菌落圆形

,

杠橙色
,

凸圆状
,

光滑湿渊
,

有光泽
,

全椽
,

内部桔构粒

状
。

海水肉汁斜面培养
:
菌落颜色赶橙色

。

海水葡萄糖酵母浸液斜面培养
:
菌落粉杠色

。

淀粉琼脂斜面培养
:
菌落粉杠色

。

海水肉汁培养
:
均匀混浊

,

有少量淡杠色沉淀
。

淡水肉汁培养
:
均匀混浊

,

有少量淡杠色沉淀
。

明胶
:
不液化

。

思铃薯斜面
:
不生长

。

石蕊牛乳
:
没有变化

。

硝酸盐
:
还原为亚硝酸盐

。

硫化氢
:
不产生

。

能从葡萄糖
、

蔗糖产酸 ;不能 自甘油
、

甘露醇
、

麦芽糖
、

乳糖产酸
。

淀粉
:
水解

。

A s

hb y培养基上划接培养
:
生长极为微弱

。

(三) M 万8 0 3

扣胞球形
,

大小为 0
.

4一0
.

7产 ,

成对
,

大多数 2 对双球或 2 对双以上双球排列在一起
。

海水肉汁平板培养
:菌落点状

,

粉赶色
,

光滑湿消
,

有光泽
,

全椽
,

内部桔构粒状
。

海水肉汁斜面培养
:
菌落粉杠色

。

海水葡萄糖酵 母浸液斜面培养
:菌落粉肛色

。

淀粉琼脂斜面培养
:菌落粉杠色

。

海水肉汁培养
:
均匀混浊

,

有少量粉忽色沉淀
。

淡水肉汁培养
:
均匀混浊

,

有少量粉扛色沉淀
。

明胶
:
不液化

〕

思粉薯斜面
:
不生长

。

石蕊牛乳
:
没有变化

。

硝酸盐
:
还原为亚硝酸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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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化氢
:
不产生

。

能从葡萄糖
、

麦芽糖
、

甘露醇
、

蔗糖
、

甘油产酸 ;不能从乳糖产酸
。

淀粉
:
不水解

。

As hb y
塔养墓平板划援培养

:
不生长

。

(四 ) M 占8 0 4

韧胞球形
,

大小为 0
.

7一 1
.

1拌 ,

成单球
、

双球或无定形排列
。

海水肉汁平板培养
:
菌落为圆形

,

橙色
,

微微凸起
,

光滑湿消
,

有光泽
,

全椽
,

内嘟桔构

粒状
。

海水肉汁斜面培养
:
菌落橙色

。

海水葡萄糖酵母浸液斜面培养
:菌落为粉扛色

。

淀粉琼脂斜面
:菌落为粉献色

。

侮水肉汁培养
:
均匀混浊

,

有少量浅橙色沉淀
。

、

淡水肉汁培养
:
均匀混浊

,

有少量浅橙色沉淀
。

明胶
:
不液化

。

石蕊牛乳
:
没有变化

。

禺铃薯斜面
:
不生长

。

稍酸盐
:
还原为亚硝酸盐

。

硫代氢
: 产生

。

能从葡萄糖
、

麦芽糖
、

甘露醇
、

蔗糖产酸 ;不能从乳糖
、

甘油产酸
。

淀粉
:
部分水解

。

As hb y培养基平板划袋培养
:
不生长乙

,

(玉) M 日8 0占

扣胞球形
,

大小为 0
.

7一0 .9 扛
,

多成单球及双球排列
,

很少成不规BlJ 的堆团及短链排

列
。

海水肉汁平板培养
:
菌落为囿形

,

凸圆状
,

湿消有光泽
,

较大集落中央微有放射状敏

救
,

全椽
,

扣粒状构造
,

出现橙色色素
。

一 ’

海水肉汁斜面培养
:
菌落为橙色

。

海水楠萄糖酵母浸液斜面培养
:菌落为淡粉杠色

。

一

淀粉琼脂斜面培养
:
菌落为淡粉杠色

。

海水肉汁培养
:
均匀混浊

,

有少量浅橙色沉淀
。

淡水肉汁培养
:
均匀混浊

,

有少量浅橙色沉淀
。

明胶
:
不液化

。

禺铃薯斜面
:
呈橙色微弱生长

。

石蕊牛乳
:
变碱

,

不凝固
,

不膝化
。

1

稍酸盐
:
还原为亚稍酸盐

,

但在就脸室内斜面上长期培养保存后便失去此二特性
。

硫代氢
: 产生

。

能从葡萄糖
、

麦芽糖
、

甘露醇
、

蔗糖产酸 ; 不能从乳糖甘油产酸
。

淀粉
:
部分水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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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h by培养基平板划援培养
:
不生长

。

(六 ) M S 8 0 6

耙胞球形
,

大小为 0
.

7一0. 9 产 ,

单球
,

多数成双球及不规 lllJ 的 堆团排列
,

解成短

触
。

‘

海水肉汁平板培养
:菌落为圆形

,

凸圆状
,

全椽
,

湿消光滑
,

有光泽
,

韧粒状构造
,

出现

淡黄色色素
。

海水肉汁斜面培养
:
菌落为淡黄色

。

海水葡萄糖酵母浸液斜面培养
:菌落为淡黄色

八

淀粉琼脂斜面培养
:菌落淡黄色

。

海水由汁培养
:
均匀混浊

,

有少量黄色沉淀
。

·

淡水肉汁培养
:均匀俱浊

,

有少量黄色沉淀
。

明胶
:不液化

。

焉铃薯斜面
:黄色的微弱生长

。

石蕊牛乳
:
袒微变碱

,

不脯化
。

尿素的利用
:
不利用

。

硝酸盐
:
还原成亚硝酸盐

。

硫代氢
:
不产生

。

能从葡萄糖
、

麦芽糖
、

甘露醇
、

蔗糖
、

甘油产酸
,

不能从乳糖产酸
。

淀粉
:
不水解

。

As hby 培养基平板划修培养
:
不生芳

。

(七 ) M 左8 0 7

耙胞球形
,

大小为 0
.

6一 1
.

如
,

成双球或无定形排列
,

解成短蜒
。

海水肉汁平板培养 :菌落圆形
,

微微凸起
,

淡黄色
,

湿消光滑
,

有光泽
,

全椽
,

有小部分

微呈波形
,

内部拮构粒状
。

海水肉汁斜面培养
:菌落淡黄色

。

海水葡萄糖酵母浸液斜面培养
:菌落先无色

,

后变淡黄色
。

淀粉琼脂斜面培养
:菌落浅黄色

。

海水肉汁培养
:
均匀混浊

,

有少量黄色沉淀
。

淡水肉汁培养
:均匀混浊

,

有少量浅黄色沉淀
。

明胶
:
不液化

。

怎给薯斜面
:
微弱生长

,

菌落为黄色
。

石蕊牛乳
:
变硷

,

但握长期在海水肉汁琼脂斜面移植培养后失去此待性
,

不膝化
门

尿素的利用
:能利用

。

硝酸盐
:还原为亚硝酸盐

。

硫代氢
:
不产生

。

能从葡萄糖
、

麦芽糖
、

蔗糖产酸
,

不能从乳糖
、

甘露醇
、

甘油产酸
。

淀粉
:
部分水解

。

A sh by 培养基平板划援培养
:
生长极为微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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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 M 6 8 0 8

扣胞球形
,

大小为 0
.

7一 1
.

0 产 ,
‘

单球
,

多数成双球
,

不规BlJ 的堆团排列
,

解成四球及短

触排列
。

海水肉汁平板培养
:菌落为圆形

,

凸圆状
,

全椽
,

光滑湿消
,

有光泽
,

韧粒状构造
,

菌落

中部为撑檬黄色
,

边椽带橙色
。

海水肉汁斜面培养
:
出现摔檬色的生长

。

海水葡萄糖酵母浸液斜面培养
:菌落为橙色

。

淀粉琼脂斜面培养
:菌落为橙色

。

海水肉汁培养
:
均匀混浊

,

有少量黄色沉淀
。

淡水肉汁培养
:
肉眼看不到有生长现象

,

但在就脸室内斜面上长期培养保存后
,

再至

淡水肉汁培养时
,

微有黄色沉淀出现
。

明胶
:
液化

。 ’

思纷薯斜面
:
不生长

。

石蕊牛乳
:
袒微膝化

,

不蜒固
。 、

稍酸盐
:
还原成亚稍酸盐

。

硫代氢
: 产生

。 ‘

能从葡萄糖
、

甘油产酸
,

不能自乳糖
、

麦芽糖
、

甘露醇及蔗糖产酸
。

淀粉
:
部分水解

。

As hb y培养基平板划拔培养
:
不生长占

(九 ) M 占8 0 9

抽胞球形
,

大小为 0. 7一 1
.

0产 ,

多 成 单球
,

双球排列
,

解成
、

不规 RlJ 的堆 团 状排

列
。

海水肉汁平板培养
:
菌落为圆形

,

凸圆状
,

光滑
,

湿溜
,

有光泽
,

全椽或波状边徐
,

翩粒

构造
,

出现淡黄色色素
。

海水肉汁斜面培养
:
菌落为淡黄色

。

海水葡萄糖酵母浸液斜面培养
:
菌落为淡黄色

。

淀粉琼脂斜面培养
:
菌落为乳白色

。

海水肉汁培养
:
均匀混浊

,

有少量淡黄色沉淀
。

淡水肉汁培养
:肉眼看不到有生长现象

,

但是在贰瀚室内斜面上长期培养保存后
,

再

至淡水肉汁培养时
,

微有黄色沉淀声现
。

明胶
:
不液化

。

思给薯斜面
:
不生长

。

石蕊牛乳
:
没有变化

。

稍酸盐
:
不能还原为亚稍酸盐或氨

。

硫代氢
:
不产生

。

不能从葡萄糖
、

麦芽糖
、

乳糖
、

甘露醇
、

甘油
、

蔗糖产酸
。

淀协
:
不水解

。

As hb y培养基平板划拔培养
:
不生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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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M 5 8 I0

耙胞球形
,

大小为 0
.

, 一 0
.

7产 ,

成单球
, 双球或不规AlJ 排列

。

海水肉汁平板培养
:
集落圆形

,

凸回状
,

黄色
,

光滑湿消
,

有光泽
,

全椽
,
‘

内部拮构粒状
。

侮水肉汁斜面培养
:
呈淡黄色

。

海水葡萄糖酵母浸液斜面培养
: 呈乳白色

。

淀粉琼脂斜面培养
:
菌落为白色

。

海水肉汁培养
:均匀混浊

,

有少量黄色沉淀
。

淡水肉汁培养
:均匀混浊

,

有少量黄色沉淀
。 ‘

明胶 :
不液化

。

焉纷薯斜面
:
生长 良好

,

黄橙色
。

石蕊牛乳
:
变酸

。

稍酸盐
:
不能还原为亚硝酸盐

。

硫代氢
: 产生

。

能从葡萄糖
、

乳糖
、

麦井糖
、

甘露醇
、

蔗糖
、

果糖
、

甘油产酸
。

淀粉
:
不水解

。

人sh by 培养基平板划袋培养
:
不生长

。

(十一 ) M 左8 1 1

绷胞球形
,

大小为 。
.

6一0
.

9 拜 ,

成单球及双球排列
。

海水肉汁平板培养
: 菌落为点状

,

凸圆状
,

光滑
,

湿消
,

有光泽
,

全椽
,

韧粒状构造
,

乳白

色
。

海水肉汁斜面培养
: 菌落乳白色

。

海水葡萄糖酵母浸液斜面培养
:菌落乳白色

。

淀粉琼脂斜面培养
:菌落为白色

。

海水肉汁培养
:均匀混浊

,

有少量白色沉淀
。

淡水肉汁培养
:均匀混浊

,

有少量白色沉淀
。

明胶
:
不液化

。

焉给薯斜面
:
生长良好

,

出砚 白色
。

石蕊牛乳
:
变酸

,

疑固
。

硝酸盐
:
不还原为亚稍酸盐

。

硫代氢
:产生

。

不能从葡萄糖
、

乳糖
、

麦芽糖
、 一

甘露醇
、

蔗糖
、

甘油产酸
。

淀粉
:
不水解

。

As hb y 培养基平板划袋培养
:
生长微弱

。

三
、

甜 谕 和 桔 藉

首先需要甜渝的是
:
我俩所分离得到的菌种是否是具正的海洋耙菌? 这可以从我俩

多次的贰输拮果来看
,
M , 8 口8 和 M , 8 09 两株培养在用淡水配制的肉汁中不生长

,

从这一

个明显的培养特征
,

便可以完全肯定以上两种是具正的海洋耙菌lJ ‘] 。 虽然由于在实输室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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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下人工培养基上多次移接长期保存的拮果
,

在淡水配制的培养基上也出现了生长的现

象
,

但是这种生长现象毕竟还是微弱的
,

只形成少量的沉稼
,

而与在海水配制的培养基中

同时出现均匀混浊及沉淀的生长现象还是不同的
。

出现这样改变的原因
,

可能是由于在

突脸室条件下在人工培养基生长
,

以及生活环境的改变等等
,

使其特性发生了改变的拮果

所致
。

其他一些菌种既在海水配制的培养基生长
,

又能在淡水配制的培养基生长
。

这些菌

种是否是海洋翩菌呢 ? 我们靓为
:
在离陆地不十分雀远的海区

,

由于陆地水不断地流入海

洋
,

自然要有一些在陆地上或淡水中生活的扣菌随之带入近陆海区
。

这些陆地的或淡水

中生活的栩菌
,

自然会有一部分因为不适于在新的海洋环境中生活而死亡
,

当然也会有一

部分翎菌逐渐地适应于海洋环境而生活繁殖着
,

邃成为能适应于浅海区的海洋翩菌
。

我

俩所分离 出的一些菌种既能在淡水配制的培养基生长
,

又能在海水配制的培养基良好地

生长
,

我俩款为至少可以税是一些已握能够适应于海洋环境而生活繁殖的海洋翩菌了
。

菌种的鳃定
,

主要是根据 H. A. KPa c翩bH 皿oB 氏的“
翩菌及放袋菌赣定

”[s1 一书所列

标准进行的
,

井参考了 p
,

A
.

玖H oH 氏的
“
微生物鳃

”[v] 及 R
.

5
.

Br ee d 民等辐的
“
Be rg y 氏

翩菌蕴定手册
,

,[8 ,9j 。

在定名赣定过程中
,

遇到的困难很多
,

首先是海洋小球菌的变异性较

大
,

例如在翩胞的生态排列方面
,

很不稳定
,

常常随着培养基成分的不同
、

培养条件等生活

条件的改变而变化
,

以致在定名蕴定时难于佼据此较
。

更突出的变异是 M 5 8口多由于在献

阶室长期保存的精果
,

将一般款为是比较稳定
,

通常作为种的蕴定主要特征的生化反应

—
硝酸盐还原作用—

丢失了
,

如果不事先发现此种现象
,

就会很错视地将它缓定为相

距甚远的另一个种
。

因此我俩敲为 :在自然界所分离出来的菌种钝化后
,

应立即进行各种

蕴定反应
,

不应在献输室条件下人工培养基上长期保藏后再进行各种蕴定反应
,

这样或可

避免由于上述情况使植株本身发生形态的 {培养的和生理的特征的某些变异
。 、

植株的颜色担常是翎菌蕴定的重要俄据
,

可是此种特征容易发生变化
,

常常随着培养
基成分及培养条件的不同而改变

,

而且并不是每次都能显示出来
。

在赣定书 中对所用的

培养基又无确切的魏明
,

所指的颜色范围也不够明确
,

例如
,

我俩用的属内各种检索表
,

其

中有植株染为橙色一项
,

实际上指的是包括橙
、

淡杠
、

杠等颜色 ; 同时又无适用于翩菌的色

素色谱可青参考
,

因而在判断一种颜色时确实不易
。

通过实盼与观察
,

我俩款为
:
扣菌色素虽然容易发生变化

,

但还是此较稳定的性盾
,

是

一种好的定名缓定的恢据
,

如果能够系兢地加以截盼
,

在各个不同的扣菌大类型中
,

找 出

几种能使歌类型韧菌产生色素较好的培养基
,

以此作为产生色素的标准培养基
,

并以在此
类培养基上所产互的色素

,

作为蕴定的依据 ;
一

倘若仍有少数植株
,

在规定的标准培养基上

不产生色素
,

或者所产生色素不够明显
,

而在另一种培养基上能够产生特征性的色素时
,

应以在后者培养基上所产生的色素作为伎据
,

在缓定书的氯远中
,

予以确切靓明
。

通过这

样不断的贰阶与改进
,

最后必能找到几种适合于敲类型中大多数扣菌产生特征性色素的

培养基及培养条件
。

此外我俩还靓为应当辐制韧菌色素的色谱及摄制菌落的彩色图谱
,

以便蕴定工作者互相参照
,

这对于促进抑菌分类蕴定更快
、

更好地发展
,

必将有所裨益
。

除了以上所提到的简题以外
,

我俩发现在缓定方法上也存在着一些简愚
。

例如 :在酪

类发酵贰盼中
,

除因扣菌发酵糖类的能力不稳定会得出不同的拮果外
,

由于所用献剂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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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等的不同
,

也会得出不同的拮果 ;淀粉水解贰盼
,

将可溶性淀粉的量降低至 0
.

04 多
,

对于

一些水解淀粉能力较弱的植株
,

容易看出比较清楚的桔果 ; 明胶液化贰输
,

如果采用穿刺

方法进行观察
,

对一些液化明胶能力很弱的植株
,

液化现象即不明显
,

或者根本就看不出

有液化现象
。

如果采用 sm ith 氏改良法
,

点种测定明胶液化时
,

效果即有显著不同
,

液化现

象也就很容易看出 ;牛乳膝化就阶
,

如果采用液体培养进行观察
,

在一些膝化蛋白盾能力

微弱的扣菌
,

就极难看出脯化作用
,

倘若采用石蕊牛乳年板点种的方法来观察膝化现象
,

那就比较明显得多了
。

在鳃定过程中所采用的方祛不同
,

将会得出不同的拮果
,

比如用的

是一种此较古老的方法可能测不出某一植株的某一种生理特征
,

但是如用此较新的精确

的方法即可得出正拮果
。

我们深深咸觉到削造适用于扣菌的新的标准赣定方法是必要的
,

这无渝对粕菌分类学的发展以及对海洋扣菌学更快的发展都是非常必要的
。

抽菌的种的定义不够明确
,

没有通则可循
,

加上蹂定书内对以往有些种的描述过于筒

单
,

如果根据这些筒单的描远进行定名蕴定
,

确实困难
。

此外
,

从 自然界分离出来的菌种
,

极少或者根本就不可能和蕴定书内描远完全一样 ; 一方面是 由于在 自然界中找不到二个

完全相同的有机休
,

另一方面是 由于我俩的菌种的 自然生态环境是海洋
‘

,

而现有的几本分

类蕴定书Is.7
,

8. 9] 艳大多数描述的是陆地的或淡水的微生物
。

肯定地
,

海洋环境中还存在着

爵多简未描述过的菌种
,

因此
,

要求从海洋分离出来的菌种的特征与篆定书中描述的完全

相同将是很少可能
,

或者是不可能的
。

在我俩短短两年从事于海洋小球菌 的蹂定工作中
,

咸觉 到手边现有的几本蕴定

书 [3. 7.8 ,9] 都是不完善的
,

有的同一个菌种
,

在不同绘定书中的描远亦不相同
。

由 Br ee d 氏

等编的
,

而通用于国际简的
“
Be rg y 氏翩菌赣定手册

, ’,

每一新版蕴定书的内容就有很大的

改变 [8, 91 ,

这使一般的耙菌蕴定工作者
,

不易掌握
。

不完善的原因除了上面我俩在小球菌

的蕴定过程中所遇到的实际简题简未得到解决外
,

当然也由于从事胭菌锰定研究工作的

人具很少
,

对翩菌分类各方面的知藏不够完善等原 因所致
。

在翩菌分类蹂定尚不完善的

情况下
,

要把我俩从海洋分离出来的某些菌种
,

硬性地塞进现有的艳大部分是描述陆地的

或淡水的鳃定书 [3,7 .8, 9] 的种内
,

是不科学的
,

也是不可能的
。

因此
,

我俩根据苏联海洋微生

物学家 A
.

E
.

K洲ee 氏对海洋耙菌定名蕴定的方法[5l ,

那就是胭菌的主要特征与缓定书

中所描述的基本种一致时便隶属于此种或此种之系 (菌株) 的方法
,

我佣把所分离的钝种

定名如下
:

M
·

5 8 01 = 丹砂色小球菌
—

A 系 (Micr o e o cc u 了 c fn n a 石a
re n , FI位g g e 一

S tr a in A
,

)

M 5 8 02 = 丹砂色小球菌
—

B 系 (M云c r o c o c c u , c1’n n 动。
。了 F I位g g e 一

S tra i, 1 B
.

)
M , 5 0了 = 丹砂色小球菌一

e 系 (材ic r o c o cc u , 。i, n a 西a r 。, ; Flo g g e 一

S’t
ra i。 e

.

)

M , 8 04 = 丹砂色小球菌
—

D 系 (肘ic r o c o c c “ , c i, , a 石a , , , Flag g e 一

S tra in D
.

)

M 5 8 0 , = 丹砂色小球菌—
一 E 系 (M云

c r o c o c绍s 凉n n a b a r 。, , FI位g g e 一

S tr a in E
.

)

M 多8 0 6 = 硫色 /J’球菌
—

A 系 (Micr o c o
cc u s , u lf “、“ ; Z im m e r m

a n 一

S tr a认 A
.

)

M 5 8 0夕 = 硫色小球菌
—

B 系 (M ic* o e o c c u , , u lfu 二u ; z im m e r m
a n 一

S tr a in B
.

)

M 5 8 0 8 = 摔檬黄小球菌海洋变种 (M ic r o c o c fu , citr e u , M ig u l
a v a r

.

m a 厅, “ ; n
.

v a r
.

)

M 5 8 0 9 = 李氏小球菌海洋变种 (Micro
c o c c u ; : id le yi e o r be r t v a r

.

二 a ri n “, n
.

v a r
.

)

M , 8 1 0 = 李氏小球菌海洋变种
—

A 系 (材ic ro c o c c u ; ; ￡d le y￡ e o r b e rt 一

st ra in 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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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5 8 1 1 = 钝白小球菌 (Micro
c o

ccu
, ca 。丙礴u , e o hn

.

)

我俩款 为
,

海洋扣菌是一个种类繁多
、

数量庞大的微生物草
。

现在对于它俩的研究
、

了解
、

欲栽还是处于此较年翅的阶段
,

因此在进行工作时
,

完全搬用陆地的或淡水的扣菌

研究方法
,

而不加以适当的改进或剧造新的适用于海洋韧菌的研究方法来进行研究
,

是不

能成功的
。

现有的海洋微生物研究方法的微小成就远远不能满足于进行海洋微生物研究
的需要

,

因此在土作中改进旧的方法和制定新的方法是海洋微生物学的主要任务之一[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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