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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点评 
 

丛生盔形珊瑚共附生可培养真菌 

邱并生 
(《微生物学通报》编委会  北京  100101) 

海洋中蕴藏着目前尚无法估量的微生物未知种群和资源, 在众多海洋生态系统中, 珊瑚礁生

态系统是海洋中物种多样性程度最高的生态类型, 其中几乎生活着所有海洋生物的门类。随着海洋

天然产物和海洋药物研究的不断深入, 海洋共附生微生物, 特别是热带珊礁无脊椎动物来源的共

附生生物, 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珊瑚共附生真菌的研究可能揭示珊瑚的生存能力和健康状态, 

同时又是开发利用海洋真菌的重要种质资源。 

本刊 2011 年第 8 期刊登了徐佳、雷晓凌等的文章“丛生盔形珊瑚共附生可培养真菌多样性分

析”[1]。作者所用的珊瑚样品采集自广东湛江徐闻西部沿岸海区, 该区有我国保存最好、种类最多、

面积最大的连片珊瑚, 且珊瑚共附生微生物资源尚未被研究。分离时作者采用 5 种培养基共鉴定出

11 个属的真菌, 绝大多数属于半知菌亚门和子囊菌亚门真菌, 其中曲霉属和枝孢霉属为优势菌群, 

葡萄穗霉菌属、炭角菌属、座囊菌属为常见种。研究首次对丛生盔形珊瑚可培养真菌群落结构进

行研究。初步揭示了丛生盔形珊瑚共附生真菌种群的分布特征, 为海洋天然产物和海洋药物的研

究开发提供了微生物资源, 并为微生物次级代谢产物抗菌机制研究奠定了基础。 

近年来该课题组采用 96 孔板培养法结合酶标仪测定, 以 6 种常见的致病或致食品腐败细菌为

指示菌, 对共附生真菌次级代谢产物进行抗菌活性筛选, 对抗菌能力及抗菌谱进行研究, 19 株丛生

形盔珊瑚共附生真菌均具有不同程度的抗菌活性, 高活性菌株占 52.63%, 其中 4-4、4-5 两菌株表

现出良好的抗菌活性[2]。从徐闻珊瑚保护区的 8 种珊瑚中分离共附生真菌, 以获得珊瑚共附生可培

养真菌的多样性信息[3]。对 4-12 菌株的次级代谢产物进行研究, 分离得到 11 个化合物, 其中化合

物 3-2 结构新颖且对称 , 核磁数据为首次公布 , 尚未确定结构 [4]。研究表明 , 海洋真菌座囊霉 

Dothideomycete sp. HQ316564 是一株能催化桦木醇区域选择性氧化合成桦木酮醇的菌株, 通过诱

变育种和培养条件改变, 该突变株的催化效率及桦木酮醇的总产率均得到了显著提高。开辟了一条

高效转化桦木醇合成桦木酮醇的生物催化新途径[5]。资源丰富的海洋微生物的应用可望为生物催化

领域的发展提供新动力。 

在海洋微生物分离培养过程中, 由于人为限定了一些培养条件, 无法全面反映微生物生长的

自然条件, 造成某些微生物的富集生长, 而另一些微生物缺失, 导致部分真菌资源遗漏。培养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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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培养微生物本身就存在很多问题和缺陷, 也就不能保证这 5 种培养基对部分难培养菌的可培养

性。在培养条件上也主要针对好氧、中温菌进行培养, 分离获得的菌株有限。因此, 进一步通过优

化分离、培养技术并运用多相分类方法, 才能获取环境中可培养真菌更加全面的信息。 

自然界中仅有极少部分的微生物能通过常规方法被培养, 应用传统的微生物分离培养方法研

究微生物种群构成导致了严重的微生物多样性丢失。因此非常有必要应用不依赖纯培养的分子生

物学的方法来研究丛生盔形珊瑚共附生未培养或不能培养的真菌, 更全面地获取丛生盔形珊瑚共

附生真菌多样性信息。 

近年来中国海洋大学在南海柳珊瑚共附生微生物多样性与抗菌作用方面进行了研究, 取得了

较大进展[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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