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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用两种传统培养基(PDA、SDA)分离方法对 5 个自然野生分布的桃儿七群落( 分布于青海省、甘肃省和四川省) 茎叶

组织内的内生真菌多样性进行研究，并用形态学与分子生物学的方法鉴定菌株。实验结果显示，720 个茎叶组织块中共分离到

141 株内生真菌。依据真菌在培养基上的形态初步划分为 52 个分类单元，经鉴定归属于 19 属，其中茎组织中 16 属＞叶组织中

6 属，桃儿七茎叶组织中的真菌优势属为拟青霉属，相对分离频率为 26．34%。5 个采样点间内生真菌的香浓维纳多样性指数为

0．71—1．41，Sorenson 相似性系数为 0．13—0．50，定殖率为 14．58%—28．47%。通过对 PDA、SDA 两种培养基以及茎、叶组织的定

殖率进行统计，结果显示: PDA(17．50%)＜SDA(21．67%)，茎(29．72%)＞叶(9．44%)。研究结果表明，桃儿七茎叶组织中内生真

菌的多样性较低，不同采样点间宿主植物内内生真菌群落的相似性较低，真菌群落结构存在差异。研究为进一步扩大从桃儿七

中筛选产鬼臼毒素等活性物质内生真菌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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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study，endophytic fungal diversity of the host plant Sinopodophyllum hexandrum (Ｒoyle) Ying was
investigated at five locations in Qinghai，Gansu，and Sichuan Provinces． The endophytic fungi on the stems and leaves of
the host plants were isolated on two culture media，potato dextrose agar (PDA) and Sabouraud dextrose agar (SDA)，and
the strains were identified using morphological and molecular analyses． A total of 141 endophytic fungi were isolated from
720 tissue samples． These fungi were divided into 52 endophytic taxa on the basis of their morphology in the culture media．
Phylogenetic analysis based on the internal transcribed spacer region indicated 19 genera，18 of which belonged to
Ascomycetes and 1 to Basidiomycetes． The number of genera varied among the five locations: 10 were detected in Ｒuoergai
County，6 in Datong County，6 in Ledu County，5 in Huangzhong County，and 5 in Xiahe County． With respect to tissue
type，16 genera were isolated from the stems，6 from the leaves，and only 3 were found in both tissues． Further analysis
showed that Paecilomyces was the most dominant genus，with an isolation frequency of 26．34%，followed by Leptosphae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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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an isolation frequency of 14．89%． The community structure clearly differed among the locations． At the sites in Xiahe
County，Datong County，and Ledu County，the dominant genus was Paecilomyces and the isolation frequencies were
42．31%，56．52%，and 33．33%，respectively． The dominant genus was Leptosphaeria in Ｒuoergai County and Septoria in
Huangzhong County，with isolation frequencies of 26．83% and 38．10%，respectively． Shannon's diversity index ranged from
0．71 to 1．41 and was the highest in Ｒuoergai County and the lowest in Huangzhong County． Sorenson similarity index ranged
from 0．13 to 0．50; it was the highest between Datong County and Ledu County and the lowest between Ｒuoergai County and
Huangzhong County． The colonization rate of the endophytic fungi at the five locations ranged from 14．58% to 28．47%; the
mean colonization rate was 19． 58%，and the highest colonization rate was observed in Ｒuoergai County and the lowest
colonization rate in Huangzhong County． In addition，the colonization rate was higher in SDA (21． 67%) than in PDA
(17．50%) and higher in the stem (29．72%) than in the leaf (9．44%) ． These findings revealed that the species diversity
of the endophytic fungi in the stem and leaf tissues of S． hexandrum was low，but the community structure of S． hexandrum
differed substantially among the sampling sites． Endophytic fungi that colonize stem and leaf tissues are targets for the
production of podophyllotoxin and other natural compounds and，accordingly，have potential practical applications． This
study offers a novel strategy for identifying valuable microbial strains from S． hexandrum．

Key Words: Sinopodophyllum hexandrum ( Ｒoyle) Ying; endophytic fungi; diversity; colonization rate; community
structure

植物内生真菌是指其生活史的一定阶段或全部阶段定殖在宿主植物体内，而不引起植物发生明显病变的

一类真菌总称
［1］。早在 19 世纪中期，科学界就已经发现某些健康的植物组织中有微生物的存在，但对于这些

微小生物体在植物中所发挥的作用却不得而知。现代研究表明，内生真菌定殖在植物体内是自然界长期进化

选择的结果，两者形成一种共生或互生关系。其相互作用受到内部因子(宿主植物种类)和外部因子(气候条

件、地理位置、温度、湿度、海拔高度等)因素的影响
［2］。许多植物内生真菌具有重要的生物学和生态学功能，

如产生生物活性物质、抗逆促生、抗病抗虫、降解凋落物等
［3-6］，有的研究还表明植物内生真菌能够影响中药

药材的道地性，能够提高药用植物对某些次级代谢产物的累积
［7-8］。

桃儿七(Sinopodophyllum hexandrum (Ｒoyle) Ying)又名鬼臼、小叶莲等，属小檗科(Berberidaceae) 桃儿七

属(Sinopodophyllum)多年生草本植物，是我国重要的传统中药材。桃儿七生长于海拔 2700—4300 m 的林下

或灌丛中，在我国主产于青海、甘肃、四川西部、西藏、云南西北部、陕西等地
［9］。桃儿七用药部位主要为果

实、根及根状茎，藏医体系以果实入药，可调经活血、保胎、消肿、止痛等治疗妇科疾病，中医体系以根及根状茎

入药，具有祛痰止咳、抗肿瘤、抗免疫等作用
［10］，现代医学以提取根及根茎中的鬼臼毒素为原料用于抗病毒

(治疗尖锐湿疣)及抗肿瘤药物的合成(VP-16、VM-26、NK61 等)［11］。由于近年来市场对鬼臼毒素化合物需

求急剧增长，导致老百姓大规模无序采挖桃儿七地下部位，造成桃儿七野生资源急剧锐减，加之藏医以其果实

入药，更加削弱了桃儿七群体的天然繁殖能力。早在 1992 年桃儿七植物已被列入《中国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名

录》，为国家三级保护植物，因此转移依靠桃儿七植物资源获取天然药物来源方式势在必行。目前，利用植物

内生真菌代谢产物筛选生物活性物质的研究非常引人关注。
研究认为，从植物产天然化合物的组织部位提取分离的内生真菌，其次生代谢产物与宿主植物产的天然

药物相同或化学结构式相近的概率较大
［12］。目前，有关桃儿七植物内生真菌的研究均集中于根部内生真菌

的分离研究，分离到能产鬼臼毒素的内生真菌
［13-18］，但这些真菌中没有一株产量能够达到工业生产水平的要

求。究其原因，一是可供开发利用的菌种种类太少，为诱变育种和基因工程育种增加了难度。二是分离内生

真菌的部位局限于根部，导致菌种中 DSE(深色有隔内生真菌类群) 内生真菌较多
［19］，不利于菌种的扩大筛

选。研究表明鬼臼毒素在桃儿七中的分布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在根及根茎中含量最高，茎叶次之
［20］。另有研

究表明，桃儿七植物不同产地、不同营养器官中鬼臼毒素的含量差异较大，某些地区茎中鬼臼毒素含量高于根

中
［21］。由此可见，对于桃儿七植物除了研究根部还应研究茎叶组织等不同器官，扩大菌株筛选部位，为进一

步扩大筛选有价值菌种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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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此，本研究对桃儿七茎叶组织中的内生真菌多样性展开研究。采集青藏高原东缘桃儿七生长最适宜

区的青海、甘肃和四川境内 5 个自然野生分布点的桃儿七茎叶组织，研究茎叶组织内生真菌群落结构的多态

性，探讨不同产地桃儿七茎叶组织中的菌群结构差异，以期掌握桃儿七茎叶组织内生真菌资源状况，为后续研

究内生真菌对桃儿七道地性的影响提供理论依据;同时，分离、保存获得的内生真菌菌株，为进一步扩大筛选

产鬼臼毒素活性物质的菌种研究奠定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样品采集

于 2014 年 9 月初，样品分别采自青海省、甘肃省和四川省境内的 5 个桃儿七自然分布点。其中，青海省 3
个采样点，甘肃省和四川省各一个采样点(表 1)。采样时每个采样点选取成年健康植株 3 株，根据随机取样

原则，取样的株距在 30—50 m 之间，所有样品共 15 株。样品采集后装入干净塑料袋，置入便携式保温箱中，

编号、标记后带回实验室备用。实验室内所有样品的处理时间不超过 48 h。

表 1 桃儿七采样地点

Table 1 Sampling site of S．hexandrum

采样地

Site
海拔 /m
Elevation

纬度 N
Longitude

经度 E
Latitude

采样地

Site
海拔 /m
Elevation

纬度 N
Longitude

经度 E
Latitude

青海·湟中县 2702 36 °16' 102 °41' 甘肃·夏河县 2717 35 °13' 102 °44'

青海·乐都县 2835 36 °42' 102 °24' 四川·若尔盖县 3347 33 °36' 103 °11'

青海·大通县 2634 37 °17' 101 °33'

1．2 分离纯化内生真菌

新鲜样品采回后，洗净桃儿七茎叶表面泥土，自来水冲洗 30 min，取出样品置于无菌烧杯中用无菌水漂洗

3 次，置于无菌操作台中。无菌操作台中的样品表面灭菌过程具体方法如下
［16］:将样品浸入 70%酒精 1 min，

再浸入 5%的次氯酸钠 5 min，最后无菌水漂洗 3 次。在超净工作台中用无菌吸水纸吸取表面多余水分后，将

材料剪切成约 1 cm×1 cm 小圆片，置于直径为 90 mm 的马铃薯葡萄糖琼脂培养基(PDA) 和沙氏葡萄糖琼脂

培养基(SDA)的平板中(茎和叶共 720 个组织块)，于 25℃恒温培养箱中暗培养 4 周。每隔 1d 检查培养基内

有无真菌长出，若有真菌长出及时将真菌转接至新的 PDA 培养基中，纯化两次，直至获得单菌落。为保证外

植体表面灭菌彻底，将第 3 次漂洗过组织的无菌水抽取 1 mL 平板涂布在 PDA 培养基上，此外，将漂洗干燥后

的外植体轻压在 PDA 培养基上 20 min 后取出。两组无菌对照在相同的培养条件下培养，培养 4 周后培养基

内无真菌长出，说明材料外植体表面灭菌彻底。
1．3 内生真菌的鉴定

分离出的单菌落真菌通过分子生物学和形态学相结合的方法予以鉴定。

分子生物学鉴定:表面刮取纯化后的单菌落真菌菌丝体至无菌的 1．5 mL 离心管中，编号。用液氮研磨收

集的各菌株菌丝体，采用 OMEGA 公司生产的真菌提取试剂盒提取真菌的总基因组 DNA。用真菌通用引物

ITS1(5'-TCCGTAGGTGAACCTGCGG-3') 和 ITS4 (5'-TCCTCCGCTTATTGATATGC-3') 扩增真菌的 ITS 序列。
PCＲ 反应体系为 25 μl，反应条件如下:95℃预变性 3 min，95℃变性 30 s，56℃退火 30 s，72℃延伸 45 s，共 35
个循环，72℃延伸 7 min。将 PCＲ 反应得到的产物经 1%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后，扩增出的 ITS 序列送至生工

生物工程(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进行测序。测序后获得的序列，拷贝校正后，采用 Blast 程序在 NCBI 数据库进

行同源性对比，使用 Clustal X 1．83 软件进行多序列比较，然后用 MEGA 5．0 软件构建 Neighbor-Joining 系统发

育树，将内生真菌鉴定到属
［22］。

形态学观察鉴定:根据菌落的在 PDA 培养基上不同阶段生长的菌落形态、颜色、菌体延伸及生长状况等

特征，依据《真菌鉴定手册》［23］
和《中国真菌志》［24］

并结合分子生物学鉴定结果最终确定真菌类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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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数据统计处理

为了评价青藏高原东缘桃儿七茎叶组织内优势类内生真菌组成、组织块中内生真菌的丰富程度和每个组

织块受多重侵染的发生频率。分别统计内生真菌的相对分离频率( IF)和定殖率。

相对分离频率(%) = (样本中分到的某种内生真菌的菌株数 /分到的总菌株数)×100%

定殖率= (有内生真菌侵染的组织块数 /实验供试的总组织块数)

不同地域内生真菌群落的多样性分析根据 Shannon-Wiener 指数(H')来计算。

H' = －∑(Pi)( lnPi)

式中，Pi为分离到的某种内生真菌的菌株数占分离到的全部内生真菌菌株数的百分数。为了比较不同采样地

之间内生真菌群落组成的相似程度，采用 Sorenson(Cs)相似性系数进行比较。

CS = 2j /(a+b)

式中，j 为两个采样地间共有的内生真菌种类数，a 表示为一个采样地中分离到的内生真菌种类数，b 表示为另

一个采样地中分离到的内生真菌种类数。

2 结果

2．1 桃儿七茎叶组织内生真菌的组成

从青藏高原东缘 3 个省份的 5 个采样点采集的桃儿七茎叶 720 个组织块中，共分离到 141 株内生真菌，

依据生长形态初步分为 52 个分类单元，经分子生物学结合形态学鉴定最终可归为 19 属(表 2，图 1)。5 个采

样点中除若尔盖县采样点分离的 10 个属真菌之外，其余 4 个采样点间分离的内生真菌属数较为接近。具体

为大通 6 属、乐都 6 属、湟中 5 属和夏河 5 属。综合 5 个采样点的结果来看，桃儿七茎叶组织内生真菌群落中

的优势类真菌为拟青霉属和小球腔菌属，相对分离频率分别为 26．24%和 14．89%(表 2)。

表 2 桃儿七茎叶内生真菌的群落组成及分离频率

Table 2 Community composition and isolation frequencies ( IF) of endophytic fungi from the stem and leaf of S． hexandrum

门 Phylum 纲 Class 目 Order 科 Family 属 Genus IF /%

子囊菌门

Ascomycota
散囊菌纲

Eurotiomycetes
从梗孢目

Moniliales
丛梗孢科

Moniliceae
拟青霉属

Paecilomyces
26．24

曲霉属 Aspergillus 4．96

青霉属 Penicillium 4．96

木霉属 Hypocrea 2．84

葡萄孢属 Botrytis 3．55

暗梗孢科

Dematiaceae
交链孢属

Alternaria
0．71

座囊菌纲

Dothideomycetes
格孢菌目

Pleosporales
小球囊菌科

Leptosphaeriaceae
小球腔菌属

Leptosphaeria
14．89

座囊菌目

Dothideales
短梗霉科

Aureobasidiaceae
短梗霉属

Aureobasidium
4．96

座囊菌科

Dothideaceae
根球虫属

Ｒhizosphaera
1．42

座囊菌属

Dothidea
0．71

煤炱目

Capnodiales
球囊菌科

Dothideomycetidae
球囊菌属

Mycosphaerella
0．71

壳针孢属

Septoria
9．22

未分类

incertae sedis
枝孢属

Cladosporium
2．84

球壳孢目

Sphaeropsidales
球壳孢科

Sphaeropsidaceae
核座孢属

Plenodomus
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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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门 Phylum 纲 Class 目 Order 科 Family 属 Genus IF /%

茎点霉属

Phoma
3．55

粪壳菌纲

Sordariomycetes
肉座菌

目 Hypocreales
虫草科

Cordycipitaceae
侧齿霉属

Engyodontium
6．38

核菌纲

Pyrenomycetes
炭角菌目

Xylariales
锤毛壳科

Coiochamaceiie
锥毛壳属

Coniochaeta
4．96

锤舌菌纲

Leotiomycetes
柔膜菌目

Helotiales
未分类

incertae sedis
背芽突霉属

Cadophora
0．71

担子菌门

Basidiomycota
伞菌纲

Agaricomycetes
伞菌目

Agaricales
鬼伞科

Psathyrellaceae
小鬼伞属

Coprinellus
2．84

图 1 桃儿七茎叶内生真菌 18S rDNA 序列系统发育树状图

Fig．1 Phylogenetic tree of 18S rDNA ITS sequences of the endophytic fungi isolated from S． hexand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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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门水平上，子囊菌门占绝对优势，有 18 个属为子囊菌门，1 个属为担子菌门。而在纲的分类水平上，优

势类真菌分别为座囊菌纲和散囊菌纲，各占 9 个属和 6 个属;在目的分类水平上，优势类真菌为丛梗孢目

Moniliales(31．58%);在科的水平上，丛梗孢科 Moniliaceae(26．32%) 为优势类真菌;属的水平上以拟青霉属

Paecilomyces 和小球腔菌属 Leptosphaeria 为优势属内生真菌，分别占到分离内生真菌总数的 26．24%和14．89%。

分离结果还显示，内生真菌在桃儿七茎叶组织中的分布是不同的，茎和叶组织中共有的内生真菌有 3 属，分别

为拟青霉属、小球腔菌属和曲霉属，而壳针孢属、葡萄孢属和枝霉属真菌只存在于叶中，其余的真菌如短梗霉

属等 13 个属真菌只存在于茎组织中。

图 2 内生真菌的定殖率

Fig．2 Colonization rates of endophytic fungi

(a)表示为不同采样点间内生真菌的定殖率;(b)表示为桃儿七地上部分茎和叶内生真菌定殖率的差异;(c)表示为不同采样点间内生真菌

定殖率对不同培养基类型的响应

2．2 不同采样地内生真菌定殖率的比较

由实验结果可得，桃儿七茎叶组织内生真菌定殖率相对较低(19．58%)。5 个采样点间内生真菌的定殖

率存在差异，其中四川省若尔盖县采样点的定殖率最大(28．47%)，青海省湟中县境内的定殖率最小 14．58%
(图 2a)。定殖率在茎叶组织间的分布为茎(29．72%)＞叶(9．44%)，不同采样点间茎的定殖率表现为:四川若

尔盖(48．61%)＞青海乐都(38．89%)＞青海大通(31．94%) ＞青海湟中(18．06%) ＞甘肃夏河(11．11%)，叶的定

殖率表现为:甘肃夏河(25．00%)＞青海湟中(11．11%) ＞四川若尔盖(8．33%) ＞青海乐都(2．78%) ＞青海大通

(0)。从采样点间来看，除甘肃夏河之外，其余四个采样点均为茎组织内生真菌的定殖率高于叶组织，而青海

大通采样点叶组织中没有分离到内生真菌(图 2b)。研究结果显示，不同的培养基类型对于内生真菌定殖率

的影响不同。总的来说，SDA 培养基上内生真菌的定殖率(21．67%)要高于 PDA 培养基(17．50%)，但是不同

的采样点对不同的培养基类型偏好性不同，位于青海省境内的 3 个采样点均偏好于 PDA 培养基，而位于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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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境内和四川省境内的采样点却偏好于 SDA 培养基(图 2c)。
2．3 不同采样地内生真菌的多样性和相似性

Shannon-Wiener 多样性指数分析结果如表 3 所示，5 个采样点内生真菌多样性指数较低，分布在 0．71—
1．41之间。多样性最高的采样点为若尔盖，而多样性最低的为夏河。不同采样点间的相似性指数分布在

0．13—0．50 之间，其中青海省境内的乐都和大通两个采样点间的相似性最高，为 0．50，而青海省境内的湟中与

四川省境内的若尔盖相似性最低，为 0．13。总的来说，不同采样地之间桃儿七茎叶内生真菌的相似性较低，说

明不同采样地间菌群组成具有较大的差异。

表 3 采样点间内生真菌的相似性和多样性

Table 3 The similarity coefficients and diversity index of endophytic fungi in aboveground tissue of S． hexandrum among different sites

样点 Site 乐都 大通 湟中 若尔盖 夏河 H'

乐都 1．00 0．93

大通 0．50 1．00 0．74

湟中 0．18 0．36 1．00 0．71

若尔盖 0．38 0．25 0．13 1．000 1．41

夏河 0．36 0．18 0．40 0．27 1．000 0．84

2．4 不同采样地内生真菌的组成

对不同采样地分离出的内生真菌种群进行分析可得，夏河、大通和乐都以拟青霉属为优势属，所占频率分

别为 42．31%，56．52%和 33．33%，若尔盖以小球腔菌属为优势属，占该地内生真菌总数的 26．83%，而湟中的优

势属则为壳针孢属，占该地内生真菌总数的 38．10%(表 4)。

表 4 不同采样地分离的内生真菌菌株数

Table 4 Numbers of endophytic fungi isolated from different sites

序号 Number 属名 Genus
采样地 Sample

乐都 大通 湟中 若尔盖 夏河

1 拟青霉属 Paecilomyces 10 13 3 0 11

2 曲霉属 Aspergillus 0 0 0 4 3

3 青霉属 Penicillium 0 2 2 3 0

4 木霉属 Hypocrea 0 0 0 4 0

5 葡萄孢属 Botrytis 0 0 0 5 0

6 交链孢属 Alternaria 0 1 0 0 0

7 小球腔菌属 Leptosphaeria 10 0 0 11 0

8 短梗霉属 Aureobasidium 4 2 0 1 0

9 根球虫属 Ｒhizosphaera 0 0 0 2 0

10 座囊菌属 Dothidea 0 1 0 0 0

11 球囊菌属 Mycosphaerella 1 0 0 0 0

12 壳针孢属 Septoria 0 0 8 0 5

13 枝孢属 Cladosporium 0 0 0 0 4

14 核座孢属 Plenodomus 0 0 0 5 0

15 茎点霉属 Phoma 1 4 0 0 0

16 侧齿霉属 Engyodontium 4 0 0 2 3

17 锥毛壳属 Coniochaeta 0 0 7 0 0

18 背芽突霉属 Cadophora 0 0 1 0 0

19 小鬼伞属 Coprinellus 0 0 0 4 0

合计 Total 30 23 21 41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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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研究中没有发现某一类内生真菌能够同时出现在 5 个采样点中，分离频率最高的内生真菌拟青

霉属只存在于除四川若尔盖采样点之外的其余 4 个采样点中(表 4)。某些类群的内生真菌只存在于一个采

样点中，如若尔盖桃儿七茎组织中的核座孢属、木霉属、小鬼伞属、根球虫属及叶组织中的葡萄孢属，湟中采样

点中的锥毛壳属和背芽突霉属，大通采样点中的茎点霉属和座囊菌属，乐都采样点中的球囊菌属，夏河采样点

中的枝孢属。这表明内生真菌群落结构与宿主植物桃儿七所处的生境有关，外部环境条件决定了一些特有的

真菌类群的定殖。

3 讨论

3．1 内生真菌的群落结构与生境相关性

本研究对青藏高原东缘 3 个省份，5 个采样点的桃儿七茎叶组织内生真菌进行分离研究。结果显示，优

势属真菌为拟青霉属，但各采样点间优势属真菌不完全相同，夏河、大通和乐都以拟青霉属为优势属，而若尔

盖和湟中则分别以小球腔菌属和壳针孢属为优势属。对比前人对桃儿七根茎组织内生真菌研究:如李海燕

等
［25］

对云南中甸县桃儿七地下茎内生真菌进行分离，结果分离内生真菌 28 株，可归属为 5 目、6 科、9 属，优

势属真菌为丛梗孢属;张琨等
［17］

对陕西太白山桃儿七地下茎内生真菌进行研究，分离内生真菌菌株 20 株，归

属于 2 目、3 属，优势属为毛霉属;毕江涛等
［26］

从宁夏泾源县桃儿七根、茎、叶中分别分离到内生真菌 22 株、18

株和 9 株，归属于 2 目、3 科、9 属，其中梭孢霉属为优势属真菌;祝英等
［27］

从甘肃兴隆山桃儿七地下茎中分离

内生真菌 20 株，优势属真菌为曲霉属、Eucasphaeria、白僵菌属和镰刀菌属。可见，不同采样地桃儿七内生真

菌优势属真菌差别明显，内生真菌的群落组成也存在着较大差异。本研究中，除不同采样地优势属真菌不完

全相同外，内生真菌的群落相似性同样较低。这些结果表明，内生真菌的群落结构与宿主植物所处的生境密

切相关，局部微环境是影响桃儿七内生真菌种群形成的主要原因。有研究认为影响植物内生真菌群落结构的

主因在于根系周围的土壤微生物，认为土壤中的真菌入侵植物组织内部造成群落结构各有不同
［28］。也有研

究认为区域的植被类型和气候特征是造成内生真菌群落结构差异的主要因素
［29］。总之，宿主植物生境的不

同决定着定殖在植物体内内生真菌的群落结构，至于何种生境因子起关键作用还需要系统、全面的深入研究。
此外，本研究中内生真菌定殖率为 14．58%—28．47%，多样性指数为 0．71—1．41。研究结果与同处于相近

纬度或热带地区维管植物内生真菌的定殖率和多样性指数相比较低。前人研究表明，陆生植物地上部分定殖

率在 11%—100%之间
［6，30］，如 Huang 等

［31］
对中国不同地域 29 种传统药用植物内生真菌进行研究，结果显示

内生真菌的定殖率在 36．7%—100%之间。Sun 等
［30］

对北京植物园内的 6 种药用植物茎叶组织内生真菌进行

研究，结果显示内生真菌的定殖率在 6 种植物间为 47．9%—63．1%之间。定殖率和多样性代表着植物中内生

真菌的丰富程度，本研究中内生真菌的多样性和定殖率较低可能和所处的青藏高原特殊地理气候有关，青藏

高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原，高海拔、强辐射、昼夜温差大和寒冷是这一地区的普遍特征
［32］。内

生真菌的定殖率和多样性会随着宿主植物所处环境的海拔、湿度、降雨量和温度的不同呈现明显的变化
［2］。

3．2 桃儿七茎叶内生真菌的应用潜力

5 个采样地中的 15 株桃儿七植株茎叶组织采用两种培养基共分离出 19 属内生真菌。其中，交链孢

属
［13］、青霉属

［14］
均是已被证明过的能够产生鬼臼毒素的自桃儿七中分离到的内生真菌。本研究中，这些真

菌均不是优势属真菌，它们在真菌群落所占频率较低，但鉴于它们有产生鬼臼毒素的研究历史，这两类真菌将

是我们此后筛选产生鬼臼毒素内生真菌的首要研究对象。此外，研究还发现，某些内生真菌首次作为桃儿七

内生真菌被报道，如优势属真菌拟青霉属和小球腔菌属等 13 属真菌，这些真菌均可以作为新的筛选资源，为

从中发现新的菌株和有活性的代谢产物提供了广泛的研究空间。
此外，优势属的真菌拟青霉属和次优势属真菌小球腔菌属，它们在桃儿七植株的茎叶组织中均有分布。

这两种内生真菌是常见的内生真菌，在许多植物和环境地域均被分离报道，其次生代谢产物表现出药用价值

和应用价值，如产抗癌活性物质、拮抗病原性真菌、产新型化合物等
［33-36］。并且，研究还显示拟青霉属真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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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界中一类重要的昆虫病原性真菌，可以有效的控制害虫的种群数量和繁殖
［37］，本研究中拟青霉属在桃儿

七茎叶中广泛定殖，可能对桃儿七种群抵御自然环境中的虫害具有一定的生态学作用。此外，青霉属、木霉

属、曲霉属、茎点霉属和交链孢属是自然界常见的植物内生真菌类群，它们在宿主植物中广泛分布，这些真菌

具有重要的生物学和生态学功能
［38］，对于这些真菌的开发利用，亦是我们今后工作的研究重点。目前，对于

桃儿七茎叶内生真菌的研究较少，大量的内生真菌资源还有待挖掘和开发，本研究对扩大桃儿七植株内生真

菌种源筛选提供了新的思路。此外，选取桃儿七茎叶组织为研究对象，这样在得到内生真菌的同时也不破坏

野生桃儿七种群，可以更加充分的保护桃儿七自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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