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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有机物对铜绿微囊藻异养生长的影Ⅱ向 

王兆新，袁峻峰，杨红军，左本荣，陈德辉 

(上海师范大学 生帝与环境科学学院，上海 200234) 

铜绿微囊藻(Microcystis aeruginosa)是危害最大的蓝藻水华藻类之一，独特的异养一 自养兼 

性营养方式是其适应环境的生理特征．作者设置静态实验，探索几种外源有机物对其在异养状态下 

生长的影响． 

(1)材料与方法 ：铜绿微囊藻，HGZ培养基预培养．己酸钠、果糖、蔗糖配制成 5 的储备母 

液，灭菌备用-异养培养环境是一术制密封箱，内壁四周贴上避光黑色硬纸，保持通气．实验以HGZ 

为基本培养基，在不同的实验组分别添加不同量(己酸钠、果糖及蔗糖，预试验设 25，75，1 25，250， 

500，750mg／L 6个浓度梯度．正式试验设 4个浓度，1个对照，每组设 3个重复．协同试验，取含果 

糖25，75，150，250，500mg／L HGZ培养基各 19mL，另取等量等浓度含己酸钠的 HGZ培养基，组成 

混合培养液，设一组对照，接入 2mL未经低光适应生长藻种． 

(2)参数的测定：自接种当日始，每隔 2d在同一时间，吸取 ]mL藻类培养液，移至有 0．05mL 

鲁哥氏的灭菌青霉素瓶内，无菌操作．采用 0．]mL平板记数框，目镜视野法计数． 

1 结 果 

表 1 不同浓度的果糖 HGZ培养液对铜绿微囊藻异养的影响 

在含果糖，浓度为 25和 75mg／L的培养液中，在第 2天成活的细胞数高于对照，从第 6天开 

始，细胞数下降，低于对照；而 250和 750mg／L两种浓度溶液中成活细胞数低于对照，细胞壁具波 

状皱褶(表 1)． 

各组成活的细胞数都低于对照，说明外加的蔗糖溶液对藻类的生长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各组的 

细胞形态差别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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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可明显地看出藻体在低浓度 75和 125mg／L的乙酸钠溶液中第 4天的细胞成活数高于对 

照，500mg／L和 750mg／L溶液中，藻细胞的生长始终受到抑制．表 3看出：未经低光适应生长的藻 

类，在含乙酸钠与果糖混合培养基中的异养生长情况与各单一化合物相比．细胞数增加明显．说明 

混合培养基对微囊藻异养生长有较好协同作用． 

表 2 不同浓度的己酸钠 HGZ溶液对铜绿微囊藻异养的影响 

3 讨 论 

对 于 藻类 异 养研 究开 展 得较 早，KIYOHARA TISATO(1 962)等 报 道，一 种单 歧 藻 

(Tolypothrix tenuis蓝藻门)，在黑暗有氧存在的情况下，能利用葡萄糖．其中大部分葡萄糖都作为 

能量材料，仅有极少部分转化为细胞内碳水化合物．金传荫(1983)选择 1O种有机底物用于满江红 

鱼腥藻的化能异养培养，结果表明果糖、葡萄糖和蔗糖均能维持满江红鱼腥藻的化能异养生长，其 

中果糖最佳，葡萄糖次之，蔗糖只能维持缓慢的异养生长．但其介绍的满江红鱼腥藻在乙酸钠为底 

物的异养条件下，生长极缓慢而不能目测．与我们对微囊藻的试验不相一致，说明不同种属的蓝藻 

对乙酸钠的利用情况是不一样的． 

试验还发现，尽管在一段的时间内，经低光处理的铜绿微囊藻在一些单一有机物为底物的溶液 

中，细胞数量有所增加，但总体看来，最终成活的细胞总数仍然低于对照．未经低光处理的藻体细胞 

混合培养基中，经过适应期后，各浓度组的细胞数量都有增加，且增加数量超过单一底物培养，由此 

说明对其进行异养培养时，可选用的有机物底物为果糖或乙酸钠，浓度分别在 25～75mg／L和 75 
～ 125mg／L；如没有特别要求，则应选择混合培养基，对于含果糖和乙酸钠为底物培养基，浓度应选 

等量 75mg／L混合，且生物量在第 6天左右将达到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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