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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ＮＩＥＬＳＥＮＰＨ，ＭＩＥＬＣＺＡＲＥＫＡＴ，ＫＲＡＧＥＬＵＮＤＣ，ｅｔ
ａｌ．Ａ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ｍｏｄｅｌｏｆ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
ｔｉｅｓｉｎ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ｒｅｍｏｖａｌｐｌａｎ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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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ｌｕｄｇｅ—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ｉｎｇＭｉＤＡＳ３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ｒｅｆｅｒ
ｅｎｃｅ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ａｎｄｔａｘｏｎｏｍｙ［Ｊ］．ＢｉｏＲｘｉｖ，２０１９，１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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