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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研究 如藻细胞的生物合成 !

质膜的结构与功能 ! 物质转运 ! 能

量转换 !细胞识别 !信息传递 !细胞

间的相互作用等 进行目的基因

的导入 ! 创造新品种或作为生物反

应器生产所需的物质 进行细胞

间的融合 以改变体细胞的遗传物

质 创造优良杂交品种 ∀海洋多糖

水解酶已成功应用于紫菜 ! 海带 !

裙带菜 !江蓠 !羽藻 !蜈蚣藻 !马尾

藻和角叉藻等海藻的单细胞和原

生质体的分离 ∀如应用一种琼胶

酶 ! 褐藻酸酶 ! 纤维素酶等组成的

多糖复合酶 海螺酶酶法 分离紫

菜细胞 进行育苗试验获得成功

养殖藻体长 ∗ 达到采收要

求 ∀在此基础上还进行了原生质体

诱变育种和种间细胞融合研究 ∀

在单细胞饵料生产中

的应用

在目前的海水养殖中 为养殖

动物育苗期提供充足的优质饵料

一直是制约生产的一个关键因

素 ∀由于单胞藻活体饵料的供应不

足 严重影响着育苗的产量和质

量 ∀酶解大型海藻 分离成单细胞

作为海洋养殖动物的饵料 具有营

养全面 ! 材料易得 ! 生产加工简便

等优点 ∀因而 采用酶解大型海藻

生产单细胞饵料这一技术 对于海

水养殖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实际

意义≈ ∀

用于单糖和寡糖的制

备

琼胶经琼胶酶水解可以形成

寡糖如三糖和四糖 然后经 Β半乳

糖苷酶降解可形成单糖 ∀琼胶寡糖

在食品生产中有广泛的应用 如可

用于饮料 ! 面包及一些低热量食品

的生产 ∀另外 近来在日用化工领

域又发现了琼胶寡糖的一些新用

途 日本以琼胶寡糖为添加剂生产

的化妆品对皮肤的保湿效果良好

对头发有很好的调理效果≈ ∀

目前普遍认为 个糖残基的甲

壳寡糖具有抗肿瘤的作用 小分子

的甲壳寡糖或单糖可提高机体免

疫力 有活化肠道乳酸杆菌 ! 双歧

杆菌的作用 ∀甲壳寡糖的生产多采

用盐酸水解法 反应条件剧烈 产

物得率较低 ∀而采用甲壳质酶生产

甲壳寡糖反应温和可控 且有较高

的产率 是一种很有应用前景的方

法 ∀

脂酶
日本 ! 美国等报道了从冷海

水区域分离得到的微生物可产生

耐低温的脂酶 2 将

海洋磷酸单脂酶用于 °≤ 和分子

克隆 ∀

总之 海洋生物酶类研究开发

的时间短 ! 成果少 但由于海洋生

物的多样性及生物体代谢的特殊

性 开发应用的潜力巨大 ∀因此海

洋生物酶的开发愈来愈引起世界

各沿海国家的重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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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海岸带管理现状及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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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人类

不断向沿海扩张 加速了海岸带的

开发利用 对正常海岸演变侵蚀过

程产生了明显影响 扰乱了海岸的

连续性 加速了海岸侵蚀 而海岸

侵蚀现在是将来仍将被认为是人

类向自然界的挑战≈ 因此 为抵御

陆地的财产损失 维持海岸系统的

持续发展 海岸带管理越来越受到

人类的重视 ∀本文简要叙述了近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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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国外海岸带管理的研究进展

论述了海岸带管理的目的 !意义和

生态学原理 讨论了海岸带管理目

前存在的问题及未来发展趋势 ∀

海岸带管理的目的 !

意义及基本生态学原理

海岸带管理的目的 !意义

年认为 随着人

类活动对自然界影响的加剧 人类

越来越认识到自然环境是需要管

理的 而海岸带从本质上讲比地球

表面任何其他的自然环境都重要

因此 海岸系统应得到维护和管

理 ∀特别是近年来 经济和文化迅

速发展 全世界的海岸线正在接受

新的来自海岸线上的资源开发利

用的压力 经济上的压力表现在企

业要利用海岸带的便利和廉价 文

化上的压力表现在美学和社会选

择 这些压力迫使 世纪后叶兴

起的海岸带管理的进一步发展 推

进了对海岸带环境问题的关注 ∀同

时海岸带作为一个物理和生物领

域系统 受到了经济和文化力量的

威胁 因而需要保护它本来的科学

价值和美学价值 这是由它在陆地

与海洋之间所处的独特位置决定

的 ∀因此为了预防海岸带生境丧

失 !水质下降 !资源枯竭 保护海岸

带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 恢复被

破坏的海岸带生态系统 持续开发

利用海岸带资源 必需加强海岸带

管理 ∀

加强海岸带管理对人类及地

球有以下重要意义 可在陆地

边缘保护人类的投资 保护一

系列有权得到保护的多产和多样

性的物理和生物区域 统一和

调整对这些领域 资源管理 需求

的竞争 ∀

海岸带管理的基本生态

学原理

年提出 分析自然

生态系统的方法由两个基本阶段

构成 系统组成部分的确定

对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相互联系

的理解 ∀用生态学方法来管理自然

环境时 必须考虑组成这个相关系

统的各部分的范围和多变性 估计

各组成部分之间的物质运动和能

量动力学 ∀用生态学方法管理海岸

带 应强调隐藏在物理环境系统研

究的后面的基本生态学原理 沉积

物迁移及它所提供的系统是连续

的 ∀因此 管理者必须考虑 包

括海岸环境的物理和生物领域

作用过程 海平面变化 !潮汐作

用 !风浪的作用 它们在某时间尺

度范围内驱动和联系这些领域

沉积物迁移代表物理领域之间

的物质运动及由人类干预引起的

主要问题的核心 ∀

海岸带管理现状

年认为 在西方

社会 工业革命前 人类与海岸一

直保持着一种和谐的关系 ∀

年 • √ 年和 ƒ∏

年认为在 世纪 随着工业

的发展 人们已有主动开发海岸地

区的工程设备 河口变成港口和码

头 以港口为中心快速发展的沿海

城市及沿海城市因工业扩大而迅

速增大 同时作为休闲和娱乐的海

滨休闲地掘起是公路的扩建 !工业

集团活动加强的直接结果 ∀ ∏∏

年认为 工业发展需寻求那些

受到保护的和具有良好陆地出口

的沿岸地带 ∀休闲小城要在优美的

风景和可供沐浴的海滩且与内地

中心城市距离要短 这些拥有接近

中心城市的任何种类海滩的海岸

地带不可避免地被用作扩大发展

的目标 ∀但考虑到海滩的可变性和

有限性 海岸使用者对永久海滩的

需求不可能得到满足 ∀固定的旅游

胜地基础设施的发展意味着要保

护好海滩 而对贸易的持续发展也

是至关重要的 任何海滩的损失都

应用积极的干预加以阻止 ∀因此为

控制侵蚀海岸线和保护海滩 工程

结构的方法在 世纪被大量使

用 ∀但不幸的是 海岸工程的作用

是有限的 在这里人们只考虑海岸

问题的症状而不考虑原因 因此通

常用的是渐进的方式 这种干预的

主要结局是非空间性的 ∀例如 美

国广泛用来保护东海岸障壁岛以

扩大休闲基地所修建的海堤 !护岸

及防波堤 从表面上看控制了海岸

侵蚀并保护了海滩 但障壁岛的地

貌发育需要沉积物的活动来保证

海滩 !沙丘 !后坝和泻湖之间的联

系 而保护沙坝实际上破坏了这些

沉积物的变换联系 其滞后效应在

近几年表现得非常明显 限制了工

程的创新和推广 ∀

在过去的 里 沿海城市的

空间增长 引起了对以前旧保护措

施的要求不断增加 但这些规划的

延伸的费用 !效益和有效性存在很

大怀疑 因此 海岸带管理已由早

期的希望保护到政府提出新政策

被用来扩大管理前景和提出如为

什么需要保护这样的问题 并把海

岸看作是一个连贯的系统的原则

加以运用 ∀例如美国 年通过的

5海岸坝岛资源法6 在立法方面由

生态学所指导 海岸管理政策上强

调综合性 ∀

× ∏ 等 年建议在考虑人

们是否仍坚持在海岸带或后撤的

问题上应采取灵活的方法 ∀工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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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决办法一旦被采纳 沿海自然

环境将产生变化 任何管理的生态

学原则也可被抛弃 ∀ 年

认为 沿岸管理必须考虑的是一致

性和地域整合 其本质是把海岸系

统作为一个有联系和连续的整体

来看待 应优先考虑泥沙的运动

对泥沙输入和通过量的任何控制

应放宽范围 而不限于干预点 海

岸带管理需要提出海岸沉积物收

支情况及其时空变化 在破坏最小

的基础上规划具有足够的文化与

经济优先权的干预特征 ∀

年和 ∏ 年认为 重要的

是意识到海岸管理包含不恒定的

社会精神气质 需要一种考虑地貌

2沉积过程和海岸带文化领域的灵

活方法 并依据不同的海岸环境

采用不同的管理措施 但必须考虑

系统的联系性 ∀把形成和控制沉积

物分布看作是规划的主要内容 如

填土和河口坝障就是在宏观意义

上可以改变过程的例子 ∀对极端条

件 依据其特征应采取不同的措

施 如中纬度旋风处 强调建立沿

海保护体来抵挡洪峰 而在具有飓

风尺度的极端赤道风暴产生区 考

虑重点放在疏散上 到整个巨浪防

护的不可行性 ∀例如孟加拉国地处

极端条件区 由于每年用于海岸工

程维护的费用大大超出国民收入

的实际支付能力 目前已把重点转

移到海岸带居民疏散上 ∀

海岸带管理目前存在的

问题及未来发展趋势

海岸带管理目前存在的

问题

主要有 缺乏对现今的中

尺度过程响应控制的认识和了解

应被看作是海岸管理中的主要障

碍 ∀ 人类占领海岸被看作是

对沿岸资源的主要利用 因此减少

它的需要和可持续性是现代管理

的关键问题 ∀ 保护财产和生

命不受沿岸过程的侵害是所有海

岸管理问题的主要因素 ∀达到这一

目的主要方法是或者把人们从沿

岸转移开 或者保持海滩作为一个

对波浪作用的障碍或缓冲体的形

式存在 ∀后者的作用过程是海岸带

管理的主要指导原则 但目前这一

生态学原则很难被坚持 ∀

海岸带管理的未来发展趋势

年认为 由于大多数

政府不可能满足一个日益增长的

海岸保护问题的无穷无尽的财政

需要 随着 世纪的到来 多数政

府正在寻求新的方法来加强海岸

管理 对海岸从保护转移到管理 ∀

在管理过程中 考虑海岸的连续

性 ! 综合性 应用生态学原则进行

一体化的沿岸管理 ∀还须了解人类

活动对海岸的长期影响和应付海

岸变化的长期影响 变化的焦点可

能集中在空间上的向岸 !离岸和沿

岸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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壳聚糖及其衍生物的抗菌活性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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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壳素 ≤ 即几丁质 是

来源于海洋无脊椎动物 !真菌 !昆

虫的一类天然高分子聚合物 属于

氨基多糖 在自然界中资源丰富≈ ∀

而壳聚糖 ≤ 是甲壳素脱乙

酰的产物 学名为 2 2氨基 2 2

脱氧2Β2⁄2葡聚糖 ∀研究表明 壳聚

糖有抗菌活性 且由于其良好的生

物相容性 !成膜性 !无毒性和可生

物降解等特性 在食品 !医药 ! 纺

织 !印染 !化妆品及环保等工业上

有广泛的用途 ∀但是由于壳聚糖分

子中的一些氢键作用 )

型及 ) 型 使其很难

溶于一般的有机溶剂和水中 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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