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微生物学通报 MAY 20, 2011, 38(5): 779 
Microbiology China © 2011 by Institute of Microbiology, CAS 
tongbao@im.ac.cn                                                  
 

主编点评 
 

灯台树内生放线菌 
金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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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线菌一直是用于生产抗生素最多的微生物类群, 临床和农牧业上应用的抗生素有 60%以上就是由放

线菌生产的[1], 但随着从来源于普通土壤环境的放线菌中筛选到新化合物几率的不断下降, 人们已经逐步

将注意力转向了一些生活在特殊生境的微生物[2]。 
由于植物内生菌在植物体内经过与植物宿主的长期协同进化, 使植物内生菌能够产生结构新颖、功能

特殊的次生代谢产物, 因此近年来成为发现新化合物和新药物的重要来源[3], 受到国内外研究者的高度关

注。目前国内外关于植物内生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菌株的收集、物种多样性、新物种、代谢产物及内生菌

生态学特性研究等方面。本期介绍了黄海玉、徐丽华等发表的论文“灯台树内生放线菌多样性及抗菌活性评

价”[4], 作者设计了内生放线菌分离和培养方法, 用纯培养方法从中国传统药用植物灯台树中分离了 105 株

内生放线菌, 并对这些菌株进行了物种多样性分析与活性筛选, 获得了有较好抗菌活性的菌株, 这些研究

结果将有助于发掘放线菌新资源, 为微生物源新药研发提供菌种资源和天然产物, 对揭示我国传统药用植

物的有效成分、药用价值以及后续的开发利用具有指导作用。 

虽然目前的研究所发现的灯台树内生放线菌的数量和类群还不是很丰富, 对其群落的组成也只进行了

初步的分析, 但相信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 通过对分离方法和分离培养基进行更优化的设计, 有望获

得更多具有潜在研究价值的内生放线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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