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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富集培养和平板初筛#从浓香型白酒糟醅中分离

筛选可降解农药的微生物菌株#并进行
$B;-O*L

基因序列

系统发育分析%结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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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序列相似度为
R%)!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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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该菌株的变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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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可以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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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农药的共有

属和优势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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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占总菌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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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酯的特有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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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药残留是农药吸附%降解%迁移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

结果!其中降解是制约残留量的关键因子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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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降低农药

对食品和环境的影响!科学家们早就开始了农药降解行为的

研究!张宁0

"

1

"##B

年报道臭氧可降解蔬菜中多种农药的残留"

研究0

!

1表明!因微生物对农药的降解具有反应条件温和%反应

速度快和反应专一性强等特点!对环境中的农药降解起着关

键作用"近年来!研究人员0

.

1已从自然界的土壤或污水中筛

选出包括细菌%真菌%放线菌%藻类等可降解各类农药的菌群(

亦有研究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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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表明!农产品的发酵可有效降低或消除农药残留!

表现出潜在降解农药的作用"以固态发酵为典型特征的浓香

型白酒!其酿造过程中复杂的微生物群落对产品的质量和酒

体风格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关于浓香型白酒微生物的研

究主要涉及微生物群落组成及变化%功能微生物在提高产量

方面的应用!但对于农药降解微生物的研究未见报到"

本研究拟选用小麦%玉米%高粱等浓香型白酒生产原料

种植中广泛使用的莠去津%丙环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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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酯农药!通过糟

醅喷药%诱发降解菌%采集糟醅进行农药降解菌的分离和筛

选!并对其发育多样性和农药降解能力进行研究!旨在为中

国白酒生产过程的安全监控和风险预测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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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分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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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结果表明!在宜宾白酒糟醅中!能够降解丙环唑的细菌

有
/&4-66A=

%

D

?

=-'-E&4-66A=

和
Y=9A80J0'&=!

个属!能够降

解莠去津的细菌有
/&4-66A=

%

+4-'9>0E&4>9<

%

Y=9A80J0'&=

和

3>9'0><0

I

50J0'&=.

个属!可以降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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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酯的菌株有
/&Q

4-66A=

%

D

?

=-'-E&4-66A=

%

+4-'9>0E&4>9<

和
/<9;-E&4-66A=.

个属!

其中
/&4-66A=

是可以降解
!

种农药的共有属!也是降解各种

农药的优势属!

3>9'0><0

I

50J0'&=

和
/<9;-E&4-66A=

分别为降

解莠去津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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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酯的特有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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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微生物降解农药具有投入低%无毒%无残留%无二次污染

的优势!治理效果也相对明显!是目前公认的低成本且环境

友好型去除污染物的方法0

$$

1

"目前已经分离得到一批能降

解或转化某种农药的细菌%真菌%放线菌等微生物!其中细菌

因生化上的多种适应能力及易诱发突变菌株而占主要地

位0

$"

1

"本试验通过富集培养!从宜宾浓香型白酒糟醅中分

离筛选得到
0"

株可降解农药的微生物菌株!系统发育分析

发现!

0$

株供试菌株与
B

个属
""

个种的模式菌株对应序列

相似度大于
R/Q

!

$

株菌与
/&4-66A=>5A<-'

(

-9'=-=

的相似性

为
R%)!Q

"

/&4-66A=

是可以降解丙环唑%莠去津和
"

!

.>

丁酯

农药的共有属和优势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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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没有菌株分配"

分别为降解莠去津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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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酯的特有属!优势种属及特有

种属微生物的开发利用为中国白酒安全生产提供资源!也为

后续继续研究农药降解菌及其酶活性的作用机制%有效应用

现代生物技术改造或构建新的菌种提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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