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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外线 2Β辐射对海洋微藻的生长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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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以来 由于氯氟烃等的大量使用和航空

航天飞行器数量的急剧增加 导致了平流层臭氧层的

减薄 使到达地球表面 ∂ 辐射呈增强趋势 ∀由于臭

氧层侵蚀和破坏的日渐加重 使得到达地面的紫外

线 尤其是对生物 ⁄ 具损伤作用的紫外线 波段

波长范围为 ∗ 的辐射增强 ∀紫外线 的

增强已影响整个地面生态系统的变化 这是最引人注

目的全球变化现象之一 ∀杨志敏等 年指出 紫外

线 的增强影响到植物的许多生理生化过程 ∀大量的

模拟试验结果表明 在增强的 ∂2 辐射下 许多植物

在检测的近 种植物中有 的植物 的生长和

生物量有明显的降低 有关 ∂2 辐射对海洋微藻的

生长影响研究的报道很少 ∀本文选用两种海洋微藻

) ) ) 小新月菱形藻和亚心形扁藻 研究 ∂2 辐射对

其生长的影响 以期为研究 ∂2 辐射的伤害机理提

供基础依据 ∀

材料和方法

实验藻种与培养条件

实验藻种选用青岛海洋大学水产学院微藻中心

提供的硅藻门的小新月菱形藻 Νιτζσχηια χλοστερλυµ 和

绿藻门的亚心形扁藻 Πλατψµονασσυβχορδιφορµινγ 为

实验藻种 ∀

培养条件参照唐学玺等 年 ≈ 的方法进行

其中明暗周期为 Β ⁄ Β ∀

∂2 处理

采用北京曙光电源厂生产的紫外 灯处理实验

材料 北京师范大学生产的 ∂2 型紫外辐射强度仪

测定辐射强度∀紫外 灯外用乙酸纤维素薄膜包被 以

除去小于 的短波照射 整个装置在实验前需

连续照射 以减少薄膜的滤过作用的不稳定性 ∀

保持辐射强度为 Λ • 不变 通过控制不

同的辐射时间来调节辐射剂量 ∀实验中 小新月菱形

藻的辐射剂量分别为

亚心形扁藻的辐射剂量分别为

∀

由于 ∂2 穿透力很弱 实验中 量取 藻液

倒于直径为 表面皿中 置于紫外灯中央 ∀照射

一定时间后 转移至 三角瓶中 完全黑暗条件

下培养 然后转移至光强为 ∗ ¬!温度

为 ? ε 的光照培养箱中培养 每一实验剂量

设一平行组 ∀

细胞密度 Ν 和相对增长率 Κ 的测定

细胞密度的测定用 ∏ 碘液固定样品 血球记

数板记数 ∀

相对增长率的测定按照公式 Κ= Ν Ν Τ

计算 ∀

叶绿素 ≤ 2 !类胡萝卜素 ≤ 含

量的测定方法

叶绿素 ! 类胡萝卜素含量测定参照 ≈ 方

法进行 丙酮提取 型分光光度计测定 ∀

结果

∂2 辐射对两种微藻相对增长率的影响

图 为经不同剂量 ∂2 处理后培养 时的两

种微藻的生长情况 ∀随着 ∂2 辐射剂量的增大 两种

藻的相对增长率明显下降 并且随着辐射剂量的不断

增长而不断降低 说明 ∂2 辐射对海洋微藻的生长

具有抑制作用 ∀经 τ2检验 当辐射剂量为

时 小新月菱形藻的降低已达显著水平 Π 降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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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辐射对两种海洋微藻相对增长率的影响

图 ∂2 辐射对两种海洋微藻 ≤ 2 含量的影响

图 ∂2 辐射对两种海洋微藻 ≤ 含量的影响

低率为 ∀当辐射剂量为 时 亚心形扁

藻的降低已达显著水平 Π 降低率为

∀小新月菱形藻在 ∗ 的辐射剂量范

围内 下降比较迅速 此后下降稍有所平缓 ∀亚心形扁

藻在 ∗ 的辐射剂量范围内 下降速度比较

快 此后下降稍有所平缓 ∀ ∂2 辐射对小新月菱形藻

生长的 半数有效抑制剂量 # ∞≤ 为

∂2 辐射对亚心形扁藻生长的 半数有效

抑制剂量 # ∞≤ 为 所以前者比后者

对紫外线敏感 ∀

∂2 对光合色素含量的影响

由图 !图 可以看出 随着 ∂2 辐射剂量的增

加 两种藻的光合色素 ≤ 2 和 ≤ 含量都有所降

低 但变化过程存在种的差异 ∀首先 亚心形扁藻的

≤ 2 和 ≤ 含量明显高于小新月菱形藻 其次 亚心

形扁藻的 ≤ 2 和 ≤ 含量在小于 的剂量

范围内 下降速度比较快 此后有所减缓 ∀图 中 亚

心形扁藻在最大剂量 处 其 ≤ 2 含量比对

照组降低了 经 τ2检验降低显著 Π

小新月菱形藻在最大剂量 处 其 ≤ 2 含量

比对照组降低了 经 τ2检验降低显著 Π

∀图 中 亚心形扁藻在最大剂量

处 ≤ 含量比对照组降低了 经 τ2检验降低

显著 Π 小新月菱形藻在最大剂量

处 ≤ 含量比对照组降低了 经 τ2检验降低

显著 Π ∀

讨论

∂2 辐射对海洋微藻生长的影响

本研究结果表明 增强的紫外线辐射对海洋微

藻的生长具有抑制作用 ∀在较小的辐射剂量 小新月菱

形藻为 亚心形扁藻为 微藻的

相对增长率即达到显著水平 Π ∀齐雨藻等 ≈

研究表明 在经受紫外线辐射后塔玛亚历山大藻会产

生几种不同的反应 无明显肉眼可见的伤害

细胞活动能力大为减弱 只能在水底缓慢游动 丧

失游动能力 沉于水底 ∀小新月菱形藻和亚心形扁藻

经 ∂2 辐射可能会产生与塔玛亚历山大藻类似的反

应 从而在 时 不同剂量的 ∂2 处理组与对照

组相比 相对增长率均有所降低 ∀小新月菱形藻比亚

心形扁藻对 ∂2 辐射敏感 这可能与藻的形态构造

不同有关 ∀

∂2 辐射对海洋微藻光合色素的影响

亚心形扁藻的光合色素含量明显高于小新月菱

形藻 这是由藻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 ∀亚心形扁藻细

胞内有一个大型 !杯状 !绿色的色素体 而小新月菱形

藻只具有两片黄褐色的色素体 ∀

∂2 辐射使光合色素含量降低 这是因为 ∂2
能破坏叶绿体质膜和叶绿素分子 抑制 °羧化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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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 从而抑制希尔反应 破坏光合系统 ∀另外

≤ 作为生物体内一种重要的抗氧化剂 对于植物来

说 它一方面吸收光能并传递给叶绿素分子 防止激

发能从反应中心向外传递 另一方面又保护叶绿素免

遭光氧化 ∀ ≤ 还是有效的活性氧促灭剂 它可以有

效地中断活性氧链式反应 从而防止活性氧对有机体

的进一步伤害 ∀本实验中 随着 ∂2 辐射剂量的增

大 ≤ 含量逐渐降低 可能使活性氧增多 进而对海

洋微藻的生长产生不利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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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下卤水养虾的几个技术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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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对虾养殖由于受到病毒病害的影响 仍处

在低迷不振状态 生产形势十分严峻 国家及个体经

济损失严重 ∀这些年来近岸海水各种污染没有得到严

格控制 水质普遍富营养化 !赤潮频有发生 海洋的自

然生态平衡受到破坏 ∀虽然国家也投入一定力量进行

虾病防治和水环境改良 但收效不大 ∀由于形势所迫

广大的养殖工作者在不断地试探改进养殖模式 ∀

为了避开海水所带入病毒的影响 作者采用地下

卤水养虾 并对我国北方部分沿海地区 !山东沿海地

区及胶州湾周边地下卤水性质 进行走访和调查了

解 并取样分析 ∀通过对资料分析对比 认为上述沿海

地下卤水与天然海水的主要组成和化学特征基本一

致 为 ≤ 2 型水 并且北方沿岸地下 井 卤水十分

丰富 含卤浓度高 一般矿化度均在 ∗ 有的高

达 贮存量大 而且卤水层浅薄易提取 具有

较大的开发利用价值 ∀用地下卤水养虾从理论上讲是

可行的 ∀但从地下提取的新卤水 最好不要立即用于

养殖 待卤水经活化处理后 再用效果会更好 ∀

沿岸地下卤水主要物理化学特性

北方沿海 !胶州湾沿岸 !莱州湾沿岸地

区地下卤水的主要组成及化学特征

由表 ∗ 示出 ≈ ∀

从表中可见 北方沿岸及胶州湾岸边地下卤水属

于 ≤ 2 型水 地下卤水的化学组成与自然海水基本

相似 ∀海水中 种元素为主要成分 它们的存在形式

为 ≤ ≥ ≤ ƒ ≥

≤ ≤ ∀这些成分占海水总量的

∀自然海水中离子含量固定次序是

≤ ≤ ≥ ≤ ≤ ∀其中一

些地下卤水的化学元素如 ≤ ≤ ≥

是低于同浓度的浓缩海水 而

ƒ ƒ ≤∏ 等离子含量却又高于海水 ∀从

地下卤水总的分布情况看 卤水中主要元素含量存在

着区域性的差异 而同一个卤水源又有层次之间的差

别 其微量元素的含量也有较大的不同 ≈ ∀

另外 从沿海地下卤水的主要离子含量与标准海

水相比 两者的含量差别不大 ∀卤水中阳离子

≤ 平均含量分别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