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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点评 
 

环境对沼泽红假单胞菌基因型的影响 
金城 

(《微生物学通报》编委会  北京  100101)  

紫色光合细菌是不产氧光合细菌的一个重要分支, 包括紫色非硫细菌和紫色硫细菌。其中紫色非硫细菌

具有极其丰富的代谢模式, 可进行光能异养、光能自养和化能异养生长, 其代谢的多样性使得它们广泛存活

于不同的生态系统中, 如土壤、湖泊、海洋及底泥等[1−2]。沼泽红假单胞菌(Rhodopseudomonas palustris)是紫

色非硫细菌中一类重要的微生物, 是水稻土中主要的紫色光合细菌, 人工接种沼泽红假单胞菌到土壤中可

以使得水稻增产 29%[3]; 同时沼泽红假单胞菌还能降解多种芳香类化合物[4], 因而具有重要的生态学意义和

应用价值。 

紫色光合细菌是一类目前已知的具有最多代谢模式的微生物, 在不同的生境中表现不同的表型和基因

型。因此, 基因型多样性是其多样性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也是揭示其生态学意义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本

期介绍了冯有智、林先贵等发表的论文“不同生境中沼泽红假单胞菌基因型多样性分析”[5], 作者利用

PCR-DGGE 和 rep-PCR 技术, 在群落水平和基因型水平较为系统地研究了不同环境中沼泽红假单胞菌的基

因型差异, 揭示了不同环境对沼泽红假单胞菌基因多样性的影响, 证明了生境之间相似性与紫色光合细菌

基因型之间相似性的关联。虽然应用 rep-PCR 对紫色光合细菌的研究已在国际上展开, 但在国内将该技术引

入微生物生态学研究中尚属首次, 该文的发表可以让更多学者对 rep-PCR 技术有所了解, 并加快其在微生物

生态学研究中的应用, 为我们更全面地了解紫色光合细菌生态学意义提供了可能。 

这一结果为深入了解紫色光合细菌的地理学分布规律及其生态学意义奠定了基础, 在今后的研究中如

能更紧密地把环境因子与紫色光合细菌多样性相结合将会有更大的科学与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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