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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植物内生菌修复重金属污染理论与方法》从生物修复重金属污染的角度，深入浅出地总结了植物内
生菌修复重金属污染的理论与方法，并以此为基础，阐述了植物内生菌修复重金属污染的行为，拓展
了重金属污染生物修复的内涵。
全书共分6章，探讨了超累积植物内生菌重金属污染修复理论与方法，阐述了植物-重金属-内生菌三者
之间的生态学相互作用关系、内生菌解毒重金属机制、植物-内生菌协同修复土壤重金属污染的机理、
内生菌生物吸附剂处理重金属废水机制、基因工程内生菌的构建及其环境应用潜能。
 
《植物内生菌修复重金属污染理论与方法》适合大专院校环境科学与工程、微生物学、植物学、土壤
学等专业师生阅读和作为参考用书，同时也为从事环境重金属污染修复的研究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提
供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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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根据最近的经济分析，甜高粱（sweetsorghum）被认为是最耐干旱的可用作生产乙
醇原料的能源作物之一，而且与其他很多能源作物相比具有高生物量、光合作用效率高和生产成本低
等优势（Rubin，2008；Corredor et al.，2009；Lietal.，2010）。
此外，甜高粱还能够去除土壤中的重金属，例如Cd、Pb和Mn等。
因此，甜高粱可用于种植在重金属污染的土壤上作为生物能源原料，同时进行污染土壤的修复。
然而，能源作物种植在受重金属污染的边际土壤上同样会遇到因重金属毒害及难于获取营养而致生物
量产出量低的问题。
促生内生菌作为与植物接触最密切的植物相关微生物，在协助宿主植物在重金属污染的土壤上更好地
生长和促进生物能源的经济产出方面，具有很大的价值（Weyensetal.2009）。
若将PGPE的促生机制应用于能源作物甜高粱，使之能够促进甜高粱在受重金属污染的边际土壤上的生
物量产量，而同时又提高其重金属污染修复能力，这对解决能源作物与粮食作物之争以及土壤重金属
污染修复将具有双重意义。
 为此，我们从锰超累积植物商陆体内分离得到的内生菌中，以促生长特性（产IAA、铁载体、ACC脱
氨酶活性）与重金属抗性（2n2+、Pb2+、Mn2+、Cu2+、Cd2+）为筛选因子，获得具有多种重金属抗
性和优良促生特性的内生菌Bacillussp。
SLS18（徐涛英，2011）。
将此菌接种至能源作物甜高粱，以原宿主植物商陆和龙葵作为对比，探索其接种对非原宿主植物甜高
粱的生物量和Mn/Cd吸收量的影响，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新的关于更加有效地利用重金属污染的边际土
壤来生产生物乙醇燃料的原料且达到植物修复目的的途径。
 4.4.1能源作物在修复重金属污染土壤中的应用 能源作物是指能通过光合作用，捕集空气中的温室气体
二氧化碳，同时将太阳能转化为化学能存储于体内的植物，可通过一定方式将其转化为液态、固态或
气态的生物燃料（贺玉娇，2009）。
目前应用较为广泛的能源作物主要包括：①高生物质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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