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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旋藻多糖的组成与功能及影响藻类多糖生成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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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螺旋藻多糖的保健功能

螺旋藻利用光能经光合作用同化 ≤ 利用无机

氮源合成藻体蛋白质 光能转化率高达 光合效

率为 ∀螺旋藻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多种维生素

尤其是含具有特殊生理作用的螺旋藻多糖∀ 螺旋藻多

糖能够促进蛋白质合成 增强免疫功能 抑制和杀伤

肿瘤细胞 而且有显著的抗辐射作用 放!化疗病人食

用螺旋藻后 能使白细胞!红细胞!血小板及血色素恢

复正常并维持稳定 有缓解射线对骨髓细胞增殖的抑

制作用∀ 等 ⁄ ≤ 等

等及 ∂ ∂ 等≈ 实验表明 螺旋藻

多糖可使患 急性放射病小鼠存活率提高近一倍∀

 螺旋藻多糖的组成

庞启深等 分离提纯了螺旋藻多糖 并测定

了它的理化性质∀ 螺旋藻多糖是水溶性胞内多糖 分

子量 组成为 ⁄2甘露糖!⁄2葡萄糖!⁄2半乳糖

和葡萄糖醛酸 相对含量分别为

和 ∀红外光谱和核磁共振谱分析都证明分

子结构中的糖苷键为 Α型∀

ƒ ∏ 等 认为 钝顶螺旋藻

Σπιρυλινα πλατενσισ 分泌的水溶性多糖为初级代谢产

物 它由 种不同的单体组成 包括 种中性糖 木

糖!鼠李糖!岩藻糖!半乳糖!甘露糖和葡萄糖 比例为

Β Β Β Β 微量Β 两种未知糖 以及两

个尿酸和硫酸基团 分别占到了分子量的 和

∀ 这种多糖表现出非牛顿性以及源于分子多电解性

的强烈的假塑性∀

 影响藻类多糖生成的因素

作为联合国粮农组织推荐的健康食品 近年来螺

旋藻受到了人们的极大欢迎 我国已经建成螺旋藻养

殖场 多家 年产干藻粉达 国家科委还专门成

立了螺旋藻科研及生产管理协调小组∀ 螺旋藻多糖的

医疗保健作用受到了人们的普遍承认 它被研制成了

多种保健产品 如保健护肤品 保健食品等 并且已经

被提纯 做成免疫针剂应用于临床∀ 目前国内!国际市

场对螺旋藻多糖需求量很大 每公斤售价高达

多元 但是由于许多基础性研究工作没有展开 对螺

旋藻产生多糖的有效条件尚不清楚 致使螺旋藻多糖

的生产实践缺乏理论指导 生产实际中不是控制生产

条件来提高螺旋藻多糖的含量 而是以螺旋藻的生物

量作为唯一的生产指标 产品中多糖的含量仅为螺旋

藻干重的 螺旋藻多糖的收率也只有干藻粉的

产量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

从收集到的文献资料来看 国内外学者对螺旋藻

多糖的研究多集中在多糖的组成!结构分析 动物实

验 医疗效果试验等几个方面 涉及影响螺旋藻多糖

产生因素的研究则很少见到 关于其他藻类多糖的研

究则有文献报道∀

很多研究表明 硝酸盐是多糖合成的限制因素

同时也是其他几种微藻 紫球藻 Πορπηψριδ ιυµ 2

× ∞÷ ! 小 衣 藻 Χηλαµ ψδ οµ ονασ µ εξ ιχανα × ∞÷

和小球藻 ≤ 的生长限制因子∀ 事实上 氮

素缺乏引起光合色素减少 光合效率降低∀ 微藻对氮

素饥饿的反应是自身含氮大分子的降解 从而导致细

胞氮素含量的显著降低和碳水化合物 诸如多糖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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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类的积累∀ 等人指出 培养液中硝酸盐的耗尽

使紫球藻处在一个被固定的生理状态 因而多糖产量

增加 小衣藻胞外多糖的合成依赖于细胞的生理状

态 而细胞的生理状态正是由系统中的氮素含量来控

制的∀ 等人研究了氮源对丛粒藻 Βοτρψοχοχχυσ

βραυνιι ≤ 多糖的影响≈ 结果表明 当以硝酸盐

作氮源时 经过 的连续培养 多糖的产量可达

以氨或尿素作氮源时 多糖的产量显著降低∀

硝酸钾是产生多糖 好的氮源 不同的硝酸盐浓度对

多糖的生成影响很大 以 产生的多

糖浓度 大∀

对隐球藻 Απηανοχαπσα ηαλοπηψτια≈ 多糖的研究

表明 氮源硝酸钠对多糖的产量影响 大 随着硝酸

钠浓度的增加多糖和生物量浓度都急剧增大 当硝酸

钠浓度增至 时 生物量达到 高峰 以后随

硝酸钠浓度增大生物量迅速降低 多糖是在硝酸钠浓

度增至 时 达到 高峰 Λ 干细胞

以后随硝酸钠浓度增大多糖浓度趋于稳定∀ ≤ 对

细胞形态和数量的影响在 ∗ 的范围内不显

著 但对多糖的影响极显著 ≤ 浓度为 时多糖

达到 Λ 干细胞 ≤ 大于 时 多糖降至

Λ 干细胞 以下∀ 隐球藻多糖的合成也受到磷

酸盐的控制 当磷酸盐浓度升到 时 效果

好∀ 隐球藻多糖由鼠李糖 甘露糖!岩藻糖!半乳糖!木

糖和葡萄糖组成 岩藻糖占到总糖的 另外硫酸

残留物占总重的 蛋白质占总重的 ∀

培养条件对藻多糖的形成影响很大 丛粒藻在不

同的光照条件下藻多糖的含量不同 连续光照无论在

生物量还是多糖的产量上都明显高于黑暗与光照交

替进行的处理≈ ∀ 对于丛粒藻多糖产生的适宜温度

∏ 做了详细报道∀ 从上述资料可以看出 如

能以螺旋藻多糖作为指标 系统地研究藻种!氮源!无

机盐类及培养条件等因素对螺旋藻多糖的影响 这将

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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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  裙带菜 Υνδαρια πιννατιφιδ α 属褐藻门 褐子纲

翅藻科 裙带菜属∀ 目前已经发现的本属有 个种 无

肋裙带菜 Υ πετερσενιανα 叶囊裙带菜 Υ υνδαρι2

οιδ εσ 和裙带菜 Υ πιννατιφιδ α ≈ ∀ 前两种只在日本

某些地区有少量的养殖 后一种因为有很高的食用价

值而被广泛养殖∀ 裙带菜是北太平洋的特有种 由于

船舶运输使附着在牡蛎壳上或存在于压舱水中的配

子体传播到世界的其他地区 到目前为止已经在法

国!英国≈ !新西兰≈ 和澳大利亚发现了裙带菜∀ 这些

国家的学者对这个新来种的分布与生态进行了调查

以确定它是否威胁当地海藻的生长∀虽然 ≤ 2ƒ

等认为裙带菜的生长是非侵略性的 等也认为

裙带菜在新西兰当地的大型褐藻中竞争力较低 但绝

大部分学者对它的传播持谨慎态度∀ 在我国生长的裙

带菜有两种类型 生长在辽宁和山东两省沿岸的裙带

菜分别在本世纪初由日本和朝鲜移植过来 而生长在

舟山群岛的则是当地种∀

 裙带菜的养殖

裙带菜主要在日本!韩国和中国养殖∀ 根据 ≠ 2

年的报道 裙带菜 先由 ≠ ∏ 2

年第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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