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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海藻产量居世界第一 其中海带在海藻养殖业

中占有重要地位 但是海带在育苗和养殖的过程中常有

病烂发生 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 ≈ ∀尤其是在育苗的后

期 随着幼苗养殖密度的增大 着生于低部见光少的苗

容易发生病烂 ∀推测光照条件引起的海带生理生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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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光照条件下海带体内各种化合物的含量及光合作用和呼

吸作用的变化

黄 健 唐学玺 段德麟 刘 涛 李永祺

青岛海洋大学海洋生命学院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青岛

提要 实验检测了不同光照条件 ¬下 海带体内多酚类化合物 !可溶性糖 !可

溶性蛋白 !叶绿素 !类胡萝卜素等的含量及其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的变化 ∀实验结果表明 随

着光照强度的减弱 海带体内多酚类化合物 !可溶性糖 !可溶性蛋白等的含量及其光合作用和

呼吸作用均呈现下降的趋势 而叶绿素 和类胡萝卜素的含量则呈现出上升的趋势 ∀

关键词 海带 多酚类化合物 光合作用 可溶性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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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不同光照条件下海带多酚含量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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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不同光照条件下海带可溶性蛋白含量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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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不同光照条件下海带可溶性糖含量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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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不同光照条件下海带叶绿素 含量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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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与海带病烂有关 ∀本文在不同光照条件下检测了

海带体内的多酚类化合物 !可溶性糖 !可溶性蛋白 !叶

绿素 和类胡萝卜素等含量及海带光合作用和呼吸

作用的变化 为海带病害的防治提供科学依据 ∀

材料和方法

实验材料及处理

海带 Λαµιναριαϕαπονιχα 幼苗 ∗

长 采于山东省荣成市海水养殖场 ∀长满海带的棕绳用

无菌海水反复冲洗 抗生素处理 再用无菌海水反复

冲洗 ∀取 长满海带幼苗的棕绳贴壁培养于

的无菌烧杯中 温度 ? ε 光照条件分别

为 ¬∀培养 后分别取样测定 ∀吸水纸

充分吸干水份 每个生理指标取样品 ∀

生理指标分析

多酚含量分析 参照严小军 年的方法 ≈ ∀

可溶性糖分析 参照薛庆龙 年的方法 ≈ ∀可溶性

蛋白分析 参照 年的方法 ≈ ∀

叶绿素和类胡萝卜素的测定 参照 年的方

法≈ ∀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的测定 参照植物生理学实

验指导方法 ≈ ∀

结果

不同光照条件下海带体内多酚含量的

变化

图 表明 随着光照强度的减弱 海带体内多酚

类化合物的含量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 ∀

不同光照条件下海带体内可溶性糖和

可溶性蛋白的变化

图 和图 表明 随着光照强度的减弱 海带体

内可溶性糖和可溶性蛋白的含量呈现出明显的下降

趋势 ∀

不同光照条件下海带体内叶绿素 和

类胡萝卜素的变化

图 和图 表明 随着光照强度的减弱 海带体内

叶绿素 和类胡萝卜素含量呈现出一定的上升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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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不同光照条件下海带光合作用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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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不同光照条件下海带呼吸作用的变化

ƒ ∏ √

图 不同光照条件下海带类胡萝卜素含量的变化

ƒ ∏ √

≠ 黄健 !唐学玺 !严小军等 ∀ 海带病害的超

微结构及多酚和多酚氧化酶的变化 待刊 ∀

不同光照条件下海带体内光合作用和

呼吸作用的变化

图 和图 表明 随着光照强度的减弱 海带体

内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均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 ∀

讨论

多酚类化合物与海带抗病的关系

多酚类化合物是高等植物的主要化学防御物质

之一 而海带中也含有结构独特的多酚化合物 已有

的研究结果表明 多酚类化合物具有多种体外生物学

活性 如能够降解 ⁄ !抑制多种酶的活性和抗氧化

等 ≈ ∗ 同高等植物进行化学防御的机理相似 海带

中的多酚化合物是海带病害初期用于防御病原体侵

入的主要手段与物质基础 ≠ ∀而本文的实验结果表明

随着光照强度的减弱 多酚类化合物的含量呈现出下

降的趋势 ∀可见 在育苗后期随着苗密度的增大 着生

于低部见光少的苗体内多酚含量的减少 是其抗病力

减弱 易染菌发生病烂的原因之一 ∀

多酚类化合物含量与海带光合作用及

其他生理变化的关系

多酚类化合物是许多大型海藻的主要有机成分

之一 属于次生代谢产物 但是有关多酚类化合物的

体内生物合成途径迄今尚未见报道 ∀有报道认为 大

型海藻中多酚含量随季节发生变化可能与光合作用

活力有关 ≈ ∀本实验结果进一步证实 随着光照强度

的减弱 光合作用强度的减弱是导致多酚含量下降的

原因之一 即多酚类化合物的生物合成与光合作用的

强弱密切相关 ∀另外 呼吸作用的减弱及可溶性糖 可

溶性蛋白 !叶绿素 和类胡萝卜素等含量的变化是否

与多酚类化合物的合成有关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

光合作用与光合色素含量的关系

本文实验中发现 随着光照强度的减弱光合作

用明显减弱 而叶绿素 和类胡萝卜素的含量却呈现

上升的趋势 这说明 光合作用的减弱除了与光合色

素的量有关外 还与光合系统的其他因子有关 ∀这与

在海洋微藻的毒性胁迫实验中的结果一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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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深沪湾晚更新世古牡蛎滩的发育与留存古环境

徐起浩

广东省地震局 广州

提要 福建深沪湾晚更新世古牡蛎滩以牡蛎原生 !分布面积大 年龄主要在 ?

1° ∗ ? 1°之间为其主要特征 在牡蛎生长期间 深沪湾地壳抬升速率与水动

型海平面上升速率相当 深沪湾海水深度稳定 海岸环境稳定 古牡蛎繁盛生长 其后深沪湾

地壳抬升成陆 古牡蛎滩脱离海水成为牡蛎滩台地 距今 和距今 的两次强古地

震 使古牡蛎滩快速下沉到潮下带和潮间带海底 这是深沪湾晚更新世古牡蛎滩能留存到今

天的重要原因 ∀

关键词 晚更新世 古牡蛎滩 地震 地壳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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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作者等在闽南 ! 粤东海岸带对民间传说

的 / 沉东京0 进行追索调查时在福建深沪湾发现海底

古森林遗迹的同时 也发现了大片的晚更新世牡蛎贝

壳海滩岩 主要为胶结成岩的古牡蛎滩 对其成因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