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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细菌抱子数量变化检测利福霉素的研究

林文娜 孙炳寅 李新人 赵长清 黄金生
南京大学生物系

抱子形成是枯草杆菌生长发育过程中的

一个重要阶段 环境因子的变化可直接或间

接地影响枯草杆菌的抱子形成 因此它的抱

子数量变化与环境因子可能有一定的因果关

系 抱子的数量变化是可以通过常规方法
,

非常方便地加以测定的
,

枯草杆菌又容易培

养
,

对人畜无害
,

如果能够利用枯草杆菌的抱

子数量变化作为指标来检测某些药物甚至环

境中的某些微量化学物质
,

是有一定意义的

我们采用利福霉素作为一种 环 境 因子
,

观察枯草杆菌在其作用下
,

抱子数量的变化

规律
,

以探讨利用这种规律作为检测指标的

可能性 与此同时
,

我们还利用电镜观察了

它的形态变化

材 料 和 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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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提供

二
、

培养基

肉汤培养基
,

采用一般配方

蛋白陈 外 牛肉膏 多

氯化钠 , 多 夕

生抱培养基
,

采用中国科学院遗传所

配方 表
,

系根据 培养基配方  略

作修改而成

三
、

方法 首先将枯草杆菌 菌株迸

行同步培养 试验时
,

将利福霉素 浓度为

, 微克 毫升 与经过同步培养的菌液 接种

量为 并 同时加人生抱培养基中
,

进行 夕℃

振荡培养 第一批试验使用的菌液是最后一

次同步培养为 小时的同步菌液
,

试验从零

时 即利福霉素加人的时间 开始至 时结

束 第二批试验使用的菌液是最后一次同步

培养为 小时的同步菌液
,

试验从 时 即

利福霉素加人后 小时 开始至 时结束

除了零时取样以外
,

每隔 小时取样一次
,

测

定各时相的残存抱子数 残存抱子数的测定

方法是 将菌液置 ℃ 恒温水浴中维持

分钟
,

以杀死营养体
,

然后进行 ℃ 肉汤平

板培养 根据菌落数统计残存抱子数 对照

组除不加利福霉素以外
,

其它处理均与加药

组相同 以零时的抱子数为 多
,

求出各

时相残存抱子数的百分数 按各时相抱子数

百分数的对数值作图
,

对比加药组和对照组

之间的差异 在统计残存抱子数的同时
,

将

振荡培养不同时间的菌悬液离心
,

取其沉淀
,

用 多戊二醛固定
,

再用 呢琼脂包埋
,

使成

细胞团块
,

然后按常规方法制成超薄切片
,

用

  电镜观察加药组和对照组抱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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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变化

结 果

残存抱子数统计的结果分别绘于图 和

图 从图 可以看出
, 、

加药组从零时以后

不久
,

抱子数就开始下降 至 时左右回

升
,

以后即趋向直线上升 但是
,

直到 时

左右
,

抱子数才达到或超过零时水平 对照

组在零时至 时之间抱子数保持稳定 从

时开始抱子数直线上升 时左右抱子数

‘尸一 ‘对照组

卜
·

一心加药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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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开始趋于稳定 图 抱子数升降趋势与图

相似 该试验从 时开始统计 结果表

明
,

在 时
,

抱子数与零时相比已经下降

时左右开始回升
,

时左右直线上升 时

至 时之间达到零时水平 对照组 时的

抱子数已超过零时水平
,

并开始直线上升
,

片

时左右已趋向稳定

电镜观察结果与残存抱子数的统计结果

是一致的
,

加药组的抱子数比对照组少得多

图 和图 还发现两组的抱子形态分别

处于不同时相 例如
,

振荡培养 小时
,

加

药组抱子只处于抱子形成的 期 出现

轴丝 和 期 质膜凹人形成抱子隔膜 图

而对照组已处于抱子形成的 期 皮层

形成 至 期 皮层层次成熟
,

个别处于
抓友粼冲求小理件拼

气
“

’

、之
矿

时间
工  

图 加人利福霉素后不同时间残存抱子数的变化

第一批试验

图 加药后培养 小时枯草杆菌的超微结构
、

表示抱子形成期

翻食彩余佃伟理件邵

时间

图 加人利福霉素后不同时间残存抱子数的变化

第二批试验

图 对照组培养 小时枯草杆菌及其抱子的

超微结构
、 、

表示抱子形成期 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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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抱子外膜及内膜形成 图 劝 抱子

形成的分期参考 资料
『 , 此外

,

电镜观

察还表明
,

加药组的营养体大小整齐
,

胞质均

匀
,

没有明显的被破坏现象 图 这些现

象都说明利福霉素抑制了抱子的形成

讨 论

实验结果表明
,

在利福霉素作用下
,

枯草

杆菌的抱子形成数明显减少 从图 和图

图形相似这一点来看
,

实验的数据还是可靠

的

根据图 和图 数据
,

在实验的 或

小时之内
,

加药组各个测定时相的抱子形成

数均明显地低于对照组 这一事实似乎说明
,

当环境中存在某种有毒物质时
,

枯草杆菌抱

子数的明显减少可能是一种指标 此外
,

我们

采用的利福霉素浓度为 微克 毫升
,

枯草

杆菌抱子形成数已有如此明显的减少
,

看来
,

以此作为指标
,

灵敏度还是比较高的 又因这

种实验的操作简单易行
,

不需特殊的设备和

药品 枯草杆菌对人畜也无危害性 因此
,

我

们认为
,

以枯草杆菌抱子形成数的变化作为

指标
,

来初步检测某些药物甚至环境中的某

些微量化学物质
,

似乎是可以采用的一种方

法

至于第二批对照组达到相应抱子数的时

间 见图 比第一批 见图 延迟
,

可能与该

批实验所用菌液的最后一次同步培养时间有

所延长有关 已有文献报道
,

抱子形成在对

数生长的末期开始 , 绍, ,

℃ 震荡培养条件

下
,

形成 务的抱子需 一 小时 因为

第一批实验接种的菌体大约 处 于 对 数 期初

期
,

在转人新鲜培养基后能缩短延迟期
,

所以

较早形成炮子 而第二批实验接种的菌体可

能已处于稳定期
,

转接后会有一个延迟期
,

因

此形成抱子的时间较迟 这是符合一般的生

长规律的 而两批实验的加药组达到相应抱

子数的时间相似这一点则说明
,

无论加人的

菌体处于那一个生长阶段
,

利福霉素对它们

都能产生明显的抑制作用 至于到一定时间

以后
,

加药组的抱子形成数直线上升的原因

可能是药效降低
,

或者是细胞适应了这种环

境
,

也可能和这两者都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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蘑菇中汞的污染途径的初步研究
*

虞 锁 富 赵 美 芝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蘑菇中有时含有少量的汞
,

影响质量
.
本

文研究蘑菇中汞的污染
,

为减少其含汞量提

供科学依据
.
我们先后选择了几个地区

,

分

别采集了土壤
、

复土
、

培养料(即牛
、

猪粪混合

在一起的肥料
,

有条件的地方掺人少量的马

粪)
,

用水以及蘑菇等系列样品
,

分析了试样

* 参加此工作尚有昊均
、

陈定一两同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