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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  温度对光合细菌生长的影响及温度

与 间的关系

 温度对光合细菌生长的影响

当温度为 ε 时 光合细菌数 ≅

分别为 ∀细菌生

长最适宜温度为 ∗ ε ∀ 从菌液的颜色和状态观察

到 ε 时菌液呈浅红色 无沉淀 ε 时菌液呈红色

无沉淀 ε 菌液呈深红色 有少量红色沉淀 ε 菌

液呈深红色 有红色沉淀 ε 时呈浅红色 有大量的

白色沉淀析出∀

 温度与 值之间的关系

  当温度为 ε 时 值分别为

∀

 光照对光合细菌生长的影响及光照

与 间的关系

 光照对光合细菌生长的影响

当光照 ε 为 ¬

时 光合细菌数 ≅ 分别为 浅红色 无沉

淀 红色 微量红色沉淀 深红色 适量

红色沉淀 深红色 红色沉淀 浅红色

大量白色沉淀 ∀

 光照与 值之间的关系

光照为 ¬时 值

分别为 ∀

 值对光合细菌生长影响及光合细

菌生长前后 值的变化

 值对光合细菌生长的影响

当培养基 值为 时 光

合细菌数 ≅ 分别为 红色 无沉淀

深红色 微量红色沉淀 红色 有适量沉淀

浅红色 大量白色沉淀 浅红色 大量白色

沉淀 ∀

 光合细菌生长前后的 值

培养基 为 时 菌液

值分别为 ∀

 讨论

 不同的温度对光合细菌的生长产生不同的

影响 并且导致菌液的 发生不同的变化∀ 对此 作

者认为 由于培养基使用的海水中含多量钙!镁等

离子 遇到磷酸盐和酵母膏时 在较高温度下可产生白

色沉淀 使溶液 值升高 降低了溶液中营养盐的浓

度 抑制了光合细菌的生长≈ ∀ 光合细菌生长的产

物也呈碱性≈ 它的生长也加快了这些离子间的化学

反应速度 降低了反应所需的温度 所以 ε 以上 化

学反应速度加快 培养基中的有效成分迅速生成沉淀

值升高∀ 值升高 直接影响光合细菌对营养

物质的吸收≈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 光合细菌最适温度

在 ∗ ε 之间∀

 光照的强弱影响着光合细菌的生长 同时也

影响着菌液的 值∀光作为光合细菌的能源之一 它

的强度影响着光合细菌的生长≈ 在一定温度下 光

线越强 光合细菌生长越快∀但是光照的强弱同时也影

响着菌液的温度 光照越强 菌液的温度升高越快 化

学反应速度加快 菌液的 值升高 产生

沉淀∀所以光合细菌在 ε 时 光照强度为 ∗

¬最适宜 ∀

 培养基的 值直接影响光合细菌的生长∀

这是因为 值是氢离子浓度的负对数∀氢离子浓

度与营养物质进入细胞体内有直接关系∀ 当氢离子浓

度不同时 组成原生质半渗透膜的胶体所带的电荷即

发生变化∀胶体在一定的氢离子浓度下带正电荷 在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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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氢离子浓度下带负电荷 这种电荷的变换会引起

原生质膜对培养基中某些个别离子的渗透性的改变

从而影响细菌对营养物质的吸收≈ ∀ 培养基的

值变化 打破了培养基中的离子间的化学平衡 使化学

平衡发生移动 生成一些沉淀 降低了培养基中的营养

盐的浓度∀ 可见从两方面都可得出 值直接影响光

合细菌的生长∀由试验结果可以看出 光合细菌生长的

最适 值为 ∀

 综合上述 温度!光照和 值同时影响着

光合细菌的生长∀而且温度!光照! 之间是相互制约

的 温度与光照的强弱应是对立统一的∀ 所以 光合细

菌生长的最适条件是互应的∀ 即温度高 光照应弱 温

度低 光照应强∀ 如果是温度高 光照强 值就会迅

速升高 培养基产生沉淀 抑制光合细菌的生长 如果

温度低 光照弱 光合细菌得不到最佳能源 它的生长

速度也很慢∀ 经试验得出光合细菌生长的最适条件

温度为 ∗ ε 光照应为 ∗ ¬ 培

养基 为 ∀ 温度为 ∗ ε 时 光照为

∗ ¬ 其培养基 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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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  泡沫分离法又称气除法 2 是利用泡

沫与水界面的物理吸附作用以表聚物形式去污净水的

方法∀在本研究中 泡沫分离设置在沉淀!砂滤之后 是

常规育苗用水处理的第三个步骤∀在充气条件下 首先

转换表聚物由溶解!悬浮态变为吸附态 然后运动吸附

态的表聚物至液体 海水 表面被析出∀ 年 作者

在文登北海资源增殖站栉孔扇贝苗种生产中进行了泡

沫分离技术及其应用的系列研究 取得良好效果∀

 材料与方法

 试验材料
扇贝幼虫 栉孔扇贝选幼后 的 ⁄ 型幼虫∀

泡沫分离装置 在距预热池底部 呈/ 非0字

型处布置 5 的硬聚乙烯管 作为空气扩散器 管

壁均布 5 ∗ 小孔 孔间距 池壁外设一

阀门控制气量 由罗茨风机 供气 气流速度

∗ ∀ 预热池深 水体 ∀

泡沫水 在预热池泡沫溢出处收集浮起的泡沫

或用 目筛网捞取泡沫 液化后用作实验∀

 方法

⁄ 型幼虫培育对比实验  分别以泡沫水 液化泡

沫 !处理水 泡沫分离后 !砂滤水 未经泡沫分离 作

为饲育水 在 烧杯中以 个 密度移入同

一批 ⁄ 幼 各设一平行组 共 组 进行 ⁄ 幼培育对比

实验∀ 幼体平均壳长 Λ 水温 ε 常规饲育

月 日∗ 月 日 每日进行生长和成活率测量∀

表聚物含量粗略测定 取 摇匀的泡沫水于

洁净的培养皿中在 ε 烘箱里烘干 由分析天平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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