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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培养基对纤细角毛藻生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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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可以看出 用 ƒ 培养基培养 细胞分裂

频率一直在 附近变动 变动幅度不大 ∀用 ƒ 培养

基培养 细胞分裂频率在第 天达到最大值

以后逐渐下降 ∀用 ƒ培养基培养 细胞分裂频率在第 天

达到最大值 以后逐渐下降 ∀用 ƒ 培养基培

养 细胞分裂频率在第 天达到最大值 以后逐

渐下降 ∀用 ƒ培养基培养 细胞分裂频率在第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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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细角毛藻 Χηαετοχεροσ γραχιλισ是青岛海洋大学

应用微藻研究所 年从美国 ≥ ∞ ∏

引进的 并已在国内育苗场推广应用 ∀纤细角毛藻可

以作为双壳贝类 !海胆 !海参 !甲壳类等幼体的饵料

是耐高温种类 适合夏季培养 ∀但在生产上培养该藻

时 存在细胞密度较低等问题 常因投入过多的藻液

使育苗池的水污染 影响育苗水质 特别是投入被污

染和老化的饵料时更为严重 ∀作者以 ƒ 培养基作为

一种能提高细胞密度的培养基 意在提高细胞的培养

效果 减少生产厂房的占用 提高生产效率 ∀

材料与方法

藻种

实验所用微藻藻种取自青岛海洋大学微藻种质

库 ∀ Χηαετοχεροσ γραχιλισ ≤≤ ∀

微藻的培养 !收获

实验在 的三角烧瓶中进行 ∀所用培养

基的营养盐浓度分别是 ƒ 培养基营养盐浓度的

倍 即 ƒ ƒ ƒ ƒ 和 ƒ培养基 ∀连续

充气 连续光照 日光灯强度为 ¬ ∀温度为 ?

ε 盐度为 ∀每天用血球记数板对每瓶微藻进行

记数 ∀培养 后进行收获 离心沉淀 真

空干燥 ∀细胞的分裂频率用下列公式计算 ∀

Κ = Ν− Ν Τ 其中

Ν 是起始细胞密度 Ν是经过 Τ时间的细胞密

度 ; Τ代表生长时间 ,单位为 ∀

结果

不同培养基对纤细角毛藻生长繁殖的试验结

果见表 表 和图 ∀

表 1  纤细角毛藻在不同培养基中细胞的分裂频率

培养基浓度
细胞数( ≅ 104/ µλ)

1 δ 2 δ 3 δ 4 δ 5 δ 6 δ

分裂频率(次数/ δ)

1 δ 2 δ 3 δ 4 δ 5 δ 6 δ

Φ/ 4 30 .63 61 .46 132 .29 310 .94 456 .25 1 140 .63 0 1 .00 1 .06 1 .11 0 .97 1 .04

Φ/ 2 30 .63 78 .57 170 .31 315 .63 539 .06 703 .13 0 1 .36 1 .24 1 .12 1 .03 0 .90

Φ 30 .63 72 .92 184 .38 400 .00 817 .19 796 .88 0 1 .25 1 .29 1 .24 1 .18 0 .94

3Φ/ 2 30 .63 78 .13 215 .63 404 .69 715 .63 780 .33 0 1 .35 1 .41 1 .24 1 .14 0 .91

2Φ 30 .63 78 .13 220 .31 417 .19 995 .31 937 .50 0 1 .35 1 .42 1 .26 1 .26 0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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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最大值 以后逐渐下降 ∀

从表 可以看出 用不同的培养基培养纤细角毛

藻 后 培养物最终密度为 ≅ ∗ ≅

其中用 ƒ 培养基培养 培养物最终密度

最低 ≅ 用 ƒ 培养基培养 培养

物最终密度最高 ≅ ∀平均分裂

频率为 ∗ 次 用 ƒ 培养基培养 平均

分裂频率最低 次 用 ƒ培养基培养 平均

分裂频率最高 次 ∀干重为 ∗

用 ƒ 培养基培养 干重最低 用 ƒ 培

养基培养 干重最高 ∀

图 不同培养基对纤细角毛藻生长的影响

从图 可以看出 从接种后到第 用不同培养

基培养的纤细角毛藻 密度每天都在增加 ∀接种后的

第 天 用 ƒ和 ƒ培养基培养 细胞密度略有下降

用 ƒ 和 ƒ 培养基培养 细胞密度略有增加 用 ƒ

培养基培养 细胞密度大幅度升高 ∀

综合分析实验结果 平均分裂频率最高 !细胞最

终密度较高 !干重较高的培养基是 ƒ培养基 ∀

讨论

纤细角毛藻耐高温 适合夏季培养 具有生长

快 !繁殖迅速 !容易培养 !营养丰富等特点 ∀对水产动

物的生长发育有促进作用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

较高 在一般的培养条件下 其二十碳五烯酸 ∞°

占总脂肪酸的 ∀但目前实验室培养多采用 ƒ

培养基配方 生产上所用营养盐浓度则更低 这使纤

细角毛藻的培养密度较低 影响了生产 ∀本文的研究

结果表明 不同培养基对纤细角毛藻的生长影响较

大 ∀从接种后到第 天 用不同培养基培养 细胞密度

差别不大 但在第 天 用 ƒ ƒ ƒ等浓度较高的

培养基培养 细胞密度明显高于用 ƒ ƒ 等浓度较

低的培养基培养 ∀说明较高浓度的培养基可以使细胞

的生长较早进入指数生长期 ∀但在实际应用时应注

意 生产上和实验室里培养条件相差较大 而且在生

产上还要考虑成本 因此本配方并不一定适合生产上

使用 ∀但也说明了 ƒ 培养基虽然适用于大部分单细

胞藻类的培养 但对具体的一种单胞藻来说 可通过

改变其培养基中各种营养元素的含量 缩短培养天

数 达到更高的细胞密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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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纤细角毛藻在不同培养基中细胞的培养效果

培养基浓度
培养物起

始密度

培养物

最终密度
培养天数

平均分裂

频率
生物量

≅ ≅ 次数

ƒ

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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