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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关于丛枝菌根生理生化特性研究以及丛枝菌根真菌在土地复垦中作用机理和生态效应的专著。
丛枝菌根不能够纯培养，对于菌根菌丝吸收养分的详细机理以及菌丝际特性认识几乎还是一片空白，
丛枝菌根无杂菌双重培养技术的建立，为丛枝菌根真菌生理生化特性的研究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与方
法。
本书系统研究了丛枝菌根双重培养建立的方法、菌根分泌物的收集与测定方法、无杂菌菌丝际建立，
孢子密度总量快速测定的方法、丛枝菌根快速扩繁与基质选择，同时也研究了丛枝菌根对养分和水分
利用的状况与生态效应、菌根对压实土壤的改良、菌根对根际微生物群落的影响、菌根与根瘤菌双接
种效应，揭示了丛枝菌根进行土地复垦的作用机理和效应。
丛枝菌根应用于矿区土地复垦能提高植被的成活率，产生显著的生态效应。
本书出版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40201051和20377051）、国家“863”项目
（2006AA062372和2005AA644020）和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2006BAC09803）资助。
    本书可供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从事土地复垦、环境治理、生物修复、生态重建等领域的研究人员、
管理人员和工作技术人员阅读参考，也可作为大专院校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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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研究所土壤专业获硕士学位，1999年在中国农业大学土壤与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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