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Ξ  深海 约 深 热液活动区的微生物作用是

非常重要的 在此区域发现许多动物食物链的基础是

由微生物作用提供 如氧化硫细菌∀ 它的化学作用是

以氧化无机化合物为能源 被认为是深海热液活动区

) ) 非学合区的初级生产力∀ 同时深海热液活动区的

微生物作用可能揭示生命起源的奥秘∀ 因此自 世

纪 年代在深海发现热液活动后不久 ⁄

年 • 等 年就注意到

了在此区域的微生物 并通过各种方法观察研究∀ 其

中包括 用落射式荧光显微镜和核苷酸测定法证

实在热液活动区有相当数量的细菌存在∀ 在热液

活动区的沉积物上发现多层细菌菌苔 如含锰铁矿的

沉积物常被菌苔包围∀ 还有些象亮发菌属和发硫菌属

菌丝状的聚集物 及已退色的蓝细菌细胞个体∀ 通

过用人工玻片沉积法还发现有贝日阿托氏菌属菌丝

和聚集现象∀ 厌氧的嗜热甲烷细菌也在热液活动

区分离获得∀ 在热液活动区生存的一些动物体内

如两瓣类生物的腮腺中发现有大量的细菌存在∀ 经测

试这些细菌的硫代射酶和卡尔文循环酶活性较高∀

在有些无消化道的蠕虫营养组织中发现有提供

× ° 和 ≤ 还原活动的原核细胞被认为是细菌共生

物∀

通过以上的研究观察 • 等

年认为 深海热液活动区内微生物的化学作用形成生

产力在以下三个方面 活跃 在高温度的热液喷

口处∀ 在热液喷口处周围的细菌菌苔中∀ 在与

无脊椎动物共生体中 其中 佳化学作用形成生产力

的方式是在共生体中∀ 它们的结合可以 有效地将细

菌化学合成的有机碳转化到动物体上∀ 研究发现 深

海热液喷口周围的细菌密度高 是因为热液活动区的

物理化学因子为许多细菌提供了合适的繁殖条件∀ 另

外在深海热液活动区没有光照 食物链中原由光合作

用提供的初级生产力被化学作用提供的初级生产力

代替∀ 这些初级生产力就是细菌化学作用产生的有机

碳∀ 换句话说 通常被植物利用的太阳能 在这里被地

质能代替了 这些地质能是细菌氧化热液中还原态的

化学物质释放出来的∀这种能量将为 ≤ 转化成有机

碳的化学合成所利用∀ 这个过程效率很高 热液活动

区内巨大的生产力和极大的生物量就是有利的证明∀

这也是热液活动区生命存在 重要的微生物转化作

用∀

以下的实验研究更具体地说明深海热液活动区

的微生物作用过程和意义∀

 深海调查和现场取样显微镜观察

美国的 ∂ 号深潜调查船 就是 早投入到

深海热液活动区调查研究的考察船 随后比较有影响

是日本的/ 深潜 0号和 近投入使用的日本的/ 深

潜 0号∀ ƒ ≥ 等 年认为 / 深潜

0号调查船将把深海热液活动区的微生物研究带

入一个更新!更有意义的领域∀ 但 早在该区域进行

调查研究的 ∂ 号却使科学家们对深海热液活动

区的微生物直接观察!直接取样成为现实 是深海热

液活动区微生物研究的开端∀

早期观察认为 从热液喷口喷射出带白色的水中

极有可能存在着化学作用 ≥ 的化学氧化和生物氧

化可能在这些水中发生∀ 因为在各种自然环境中靠近

≥ 界面处 白色沉淀和彩红颗粒悬浮液通常是

硫元素形成的标志 并认为此处的硫化物通常是硫酸

盐还原细菌厌氧生活作用的结果∀

通过研究发现还原态的硫化物与自由氧接触就

为众多的氧化硫细菌提供了能源和必要的电子传递∀

利用由这种间接生物氧化释放出的能量可还原 ≤

为有机碳∀ 此过程就是化学合成∀ 并认为在深海海底

还原硫化物的氧化以细菌氧化为主 而自发的化学氧

化大大低于细菌的氧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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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海热液喷口处取水样用 Λ ∏

过滤 用扫描电镜观察 发现有许多微生物细胞

就其数量之多可以证明微生物在此区域繁殖生长∀ 用

落射式荧光显微镜对此区域的水样进行细菌计数 发

现水中的细菌数量可达 ∗ 细胞 ∀ 而且水的

≥ 浓度也达 ∗ ∀ 用 × ° 测定法同样

测得此结果∀ 同时还发现深海热液喷口海水的 × °

量是表层海水中 × ° 量的 ∗ 倍∀ 这些足以证明深

海热液活动区是一些细菌的生长繁殖地∀

利用深潜调查船科学家们发现在热液喷口周围

的温水区浑浊的水中有大量的贻贝生长∀ 并发现它们

更多是靠滤食生存 而浊水中的细菌就是它们 好的

食物∀ 另外还发现两种无脊椎动物蛤和蠕虫是依靠与

化学合成细菌的共生关系生存的∀ 因此认为 生长在

热液活动区海底表层的细菌只是化学作用全部生产

力的一部分∀ 而且这些生产力大部分被海水稀释 虽

然它们还可被一些滤食性的生物捕获 且为热液活动

区的生物多样性作些贡献 但 重要的是细菌悬浮液

为其他生物提供了食物 是此区域食物链的基础 且

颗粒较大的细菌团是一些有较粗过滤器生物的易得

食物∀ 因此在热液活动区经常观察到一些特别的鱼类

在此处游来游去∀

在一些较温暖的热液活动区 发现一些物体表面

被白色膜覆盖 取样在显微镜下观察看到大多是类似

发硫菌属的菌丝体 其细胞内含有硫颗粒∀ 这些菌丝

体越是在热液较活跃的区域越显优势∀ 但在人造材料

表面 如玻片 在热液活动区放置 个月 会发现被

一些白色粘稠物覆盖 镜检发现是类似贝日阿托氏菌

属的菌丝体占优∀ 其中有些菌丝体直径可达 Λ ∀

在这些覆盖物中还有一些短杆和球状细胞 以及相当

数量的类似蓝细菌的多细胞生物体∀ 但没有发现原生

动物或线虫∀ 通过透射式电子显微镜观察所有细胞都

是原核细胞∀

通过形态观察和分离纯化 发现这些微生物覆盖

物中还有生丝单胞菌属或生丝微菌属细菌 这是一种

可利用氨基酸作为唯一碳源和能源 也可以仅用二甲

基亚砜和二甲基硫作为唯一碳源和能源的特别细菌∀

对这些微生物覆盖物进一步地用透射电子显微镜研

究观察发现 个别细胞中有多层膜结构 甲烷氧化细

菌的结构特点 和细胞有氢氧化铁沉淀的铁细菌塞里

伯氏菌属 以后的研究证明这两种细菌在热液活动区

生长繁殖∀ 但覆盖物中一定数量的类似蓝细菌结构的

生物仍是一个谜∀

 现场 深潜调查船上 试验

对于研究深海热液活动区的微生物 现场试验是

很重要的∀ 因为这些微生物生长在深海热液活动区的

高压!高温条件下 有其特殊的生长条件 一旦脱离这

样的环境就会死亡或停止生长繁殖∀ 因此设计了一些

试验方法 用 ≤ 和 同位素法 现场做细菌的生

长试验∀ 把所取样品立刻放入压力罐内或不减压

放入压力罐内做 适压力试验和现场的加富培养∀

做 适温度试验 得到某一地区温度下的化学作

用主要是嗜冷菌 还是嗜温或嗜热菌的作用∀ 做物

体表面附着试验 物体可是玻片 贝壳 塑料和金属

等 在深海热液活动区放置数月 然后检查各种物体

表面附着细菌的数量和种类等∀ 科学家用此方法已经

获得许多很有意义的结果∀

 深海热液活动区微生物的加富培养

和分离

特殊的环境孕育着特殊生物 也包括特殊的微生

物∀ 深海热液活动区是一个特殊的环境区 因此就有

特殊的微生物∀ 这些微生物必须用特殊的方法培养

才能在实验室中培养出来 供研究用∀ 这些特殊的培

养 加富培养 是研究深海热液活动区细菌所必须的∀

通过加富培养已从此区域获得了厌氧菌!嗜热菌!锰

细菌!铁细菌!好氧菌和甲烷菌等等∀

得到上述菌后还需分离纯化 得到纯菌种才能对

其某特殊菌进行生理生化特点的研究∀ 常用的分离纯

化的方法也是试管稀释法和平板划线法∀

通过加富培养和分离纯化 发现了专性化能自养

菌的一个特点 如 Τηιοµ ιχροσπιρα是嗜温菌 它的 佳

生长温度为 ε 和 适压力约是 ° 而在约 ≅

° 下抑制生长∀ 年 ∞ 通过培养

锰氧化菌发现 分纯的菌株只能利用氧化游离的

离子 而不利用已经结合到某些吸附物上的

∀ 热液活动区分离的锰氧化菌 虽然与从锰铁结

核上分离得到的锰氧化菌相似 但它们的 氧化

诱导酶结构不同∀ 另外 ∞ 通过研究还认为锰氧

化菌对深海热液活动区的初级生产力也有贡献∀

• 等 发现了能在高温 ε 产

生甲烷和 ≤ 的细菌 这种极嗜热甲烷菌已被分纯∀

 好氧微生物的化学合成

在深海热液活动区 重要的生物过程就是通过

化学作用把 ≤ 转化成有机碳∀这个过程是由化能自

养细菌完成的∀ 在这个化学合成过程中化学代替光

海洋科学



能 以 ≤ 作为唯一碳源 无机化合物为电子供体

如 ≥ ≥ ≥ ƒ 或

等 ∀

生物的自养过程有下列 种

无氧的光合作用 存在于细菌中

≤ ≥
√

≤ ≥

有氧的光合作用 绿色植物都具有

≤
√

≤

化学作用 细菌具有

≤ ≥ ψ ≤ ≥

据 • 等 年研究认为 后一

种生物过程需要游离的氧为电子传递受体∀ 按进化的

观点 化学合成生物应是大气层里有氧气出现后 或

者绿色植物产生氧气后才出现的一种生命形式∀ 这一

观点证实了一个假设 深海热液活动区可能是原始生

命发源地 例如甲烷古细菌∀

另外一研究发现按每一克分子量计算 从 ≥ 完

全氧化经元素硫到酸盐获得的能量超过还原 ≤ 到

碳水化合物需要能量的 这些能量的产生也因

电子供体不同而有区别∀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如氨化

作用和各种微环境条件下的细菌的铁沉积作用 锰氧

化等∀ 但应该强调的是硫氧化作用是深海热液活动区

基本的化学合成过程∀ 这一结论也仅仅是依据有大

量的还原硫存在于深海热液活动区和此区取样加富

培养及分离研究的结果∀

 甲烷细菌和甲烷氧化作用

据 • 等 年研究发现 细菌通

过对氢和 ≤ 的作用产生甲烷的过程是厌氧的化学

合成∀ 通常该过程的进行伴随着发酵∀ 这一过程也常

在有机质丰富的湖底!港湾发生 而海洋中的甲烷主

要来自深海热液活动区∀ 研究认为地热活动是甲烷生

成的基础 另一方面热液活动区的还原条件也适合甲

烷的生物发酵∀ 在实验室中通过对热液活动区水样的

加富培养和分离纯化 已得到极嗜热的甲烷细菌 其

适温度为 ε 这更加证明甲烷细菌在深海热液

活动区的存在∀

 热液活动区的无脊椎生物与化学合

成细菌共生关系

年科学家在热液活动区发现了不常见的巨

蛤和管状蠕虫 而且是此区域动物生物量的一个主要

部分 但对它们的营养来源产生疑问∀ 因为形态学家

发现这种蛤没有典型的滤食过程 并可生长在距热液

喷口较远的环境中 此处海水中的细菌密度也很低∀

而解剖蠕虫发现它没有完整的消化系统∀ 那种认为是

通过表皮消溶有机物为营养的观点在能量学方面不

成立∀ 通过显微镜和酶学方法证明这些动物体内化学

合成细菌的代谢活动相当普遍∀ 进一步研究发现占蠕

虫体长超过 的体腔被一些营养颗粒占据∀ 通过

扫描电镜观察发现这些颗粒被相当密度的球杆体包

围 直径大约 ∗ Λ 再用透射电镜观察 发现是原

核细胞 其细胞壁是细菌革兰氏阴性结构∀ 研究还发

现这些营养颗粒中包含有与硫化细菌代谢相当的

× ° 和卡尔文循环中的二磷酸羧核酮糖化酶和 χ磷

酸核酮糖激酶∀ 这证明化学合成细菌与它们的共生关

系∀ 另外研究发现蠕虫血液中带有 和 ≥ 红血红

蛋白与 的动力学反应与温度无关∀

另外从营养颗粒上分离细菌发现硫氧化菌和甲

烷氧化菌各占一定数量∀ 但营养颗粒是无法纯化培养

的共生体 它包含的一系列细菌生存在一个异源环境

中∀ 所以现在人们对营养颗粒的作用还不清楚 但一

般认为它们或许是一种复杂的同生形式 稳定!普遍

的共生体 有时也在浅水生物中发现∀ 通过同位素标

记法 也证明细菌化学合成的有机碳确实是这些热液

活动区动物的食物∀

综上所述 图 概括了已经研究发现的微生物的

转化作用∀ 而其中的化学合成被认为是深海热液活动

区 重要的微生物作用∀ 因为在非光作用区的动物依

靠微生物的作用得到食物 虽然化学合成在微生物学

和生物化学方面早已被人们认识∀ 但它在生态系统的

作用却是 新发现∀

图 是碳!硫循环和微生物转化作用 它显示了

为什么人们把非光合作用产生有机碳的生产力称为

二次生产力∀ 这是因为硫酸盐还原菌的碳源是由光合

作用提供的∀然而 如果 ≥ 来源是非生物过程 那么

这种有机碳的化学合成生产力就成为了初级过程∀ 这

个专有名词可能受到挑战 因为在陆地上电子的受体

自由的氧 也是光合作用产生的∀ 但术语中的初级生

产力和二次生产力通常是依据能源来确定 而不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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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的接受∀ 光合作用的能量来自太阳 而热液活动

区的化学作用的能量来自地热∀

图  在深海热液活动区的微生物作用 据

• 等 年

图  碳!硫循环和微生物转化作用 据 •

等 年

由于大气层的作用使太阳的光线只有一少部分

到达地球表面 而海水的阻挡使深海热液活动区形成

非光合作用区 依赖光合作用生长的生物就不能生

存∀ 但好氧的化学作用可以进行 只要海水中有足够

的游离氧存在∀ 当游离的氧被完全消耗尽后 厌氧的

化学作用就可普遍进行∀ 反过来 深海热液活动区就

被认为是生命起源的 合适的地方 有些区域已发现

的某些细菌现在按系统发育可归为古细菌∀

另外有一种理论认为化学作用支撑着热液活动

区的生命活动 并且认识热液活动区的食物供给与热

对流形式有关∀ 热液喷口处的热水上升可使底部产生

对流 对流可把一些颗粒食物搜集和携带到喷口处

若要使食物供应不在短时间内消耗完 还须直接与表

层海水中的光合作用产生联系∀ 一些数据也支持这一

观点 如锰溶解的分布数据显示在高温 ε 的喷口

处 海水流速 快可达 而只能带动不到

底部 在 处 的海水上升 而温差小的 高为

ε 热液喷口海水流速低 却能带动几米直

径的水团上升∀ 此区域的生物密度和总数量比高温喷

口处大∀

还有动物主要分布在小的热液喷口附近 一般是

在半径几米之内 这也说明它们依赖喷口周围的食物

生存∀ 而依靠化学合成细菌共生的动物 它们的分布

规律与热液活动区海水中的硫化物浓度相关∀ 这一规

律在几个著名的热液活动区已被证实∀

前面已经提到深海热液活动区的微生物化学作

用经常发生在 个地方 微生物菌苔表层和喷口喷射

物 喷口内和周围的微生物菌苔中及与喷口处无脊椎

动物形成的共生体∀ 喷口处及周围由于温度高益于生

物生长 如果把喷口处的浑浊水样接种在 ε 其

≤ 的吸收率会比在 ε 接种的吸收率大 ∗

倍∀ 用酶学方法测得喷口周围的微生物菌苔中一些酶

的活性强 如 ∏ ¬ 二磷

酸核酮糖羧化酶 ∀ 再者就是共生联合体 它在热液活

动区的数量表明它是 重要的∀ 因为它们的联合作用

使蛤和蠕虫的数量占热液活动区动物生物量的 ∀

研究认为不断增加对合适能源的有效利用 如 ≥ 和

甲烷以及动物体内的局部化学作用生产力 是与进化

紧密相联的∀ 在陆地和浅海水中如果没有阳光为能源

提供各种食物链任何生物都不能存活 当 近在深海

热液活动区发现化学作用细菌与无脊椎动物的共生

体后 相似的共生体也在沿海浅水区发现 只不过其

中的化学合成仍是二次生产 因为浅水区的 ≥ 是由

硫酸盐还原菌提供的∀ 但沿岸的热喷泉中发现的共生

海洋科学



体另当别论∀ 虽然微生物与动物的共生现在是一种普

遍现象 但深海热液活动区的共生体却潜在着特别重

要的意义∀

更有意义的推测认为深海热液活动区可能是地

球上生命的发源地 因为在此区域得到非生物结构的

有机化合物∀ 另一方面 在高温!高压下地热产生的有

机化合物有助于兼性的化能自养菌和异养菌进入这

一地区∀ 关于热液活动区有机化合物的浓度数据是用

一个专用海底取样器取样分析后得到的 但要区别生

物溶解的有机化合物中哪一些是由细菌化学合成的

有一定的困难 除非用碳同位素标记法来解决∀ 在热

液活动区发现还有一些重要的无机物也引起科学家

们的关注 如在热液活动区发现了无机物焦磷酸 它

是某些硫酸盐还原细菌的能源∀ 而在深海热液活动区

发现在高温下生长的硫酸盐还原细菌 同位素示踪法

显示硫酸盐的还原作用可在 ε 以上进行 适温

度是 ∗ ε ∀ 这一发现把原先科学家认为深海

底质中硫酸盐还原菌的 高适应温度 ∗ ε 提高

ε ∀另外得到这种嗜热细菌对于 ε 以上的硫元

素的生物地质化学过程有着潜在的重要性∀

早期就发现有一种独特的微生物 / 古细菌0在热

液活动区存在 这种细菌与甲烷菌!嗜酸菌!嗜热菌和

嗜盐菌在 结构上不同∀ 但 近从土壤中和浅海

热泉中分离得到一热嗜酸菌 它们的生理生化特点与

古细菌有相似之处 它们可以生长在 ∗ 环

境中 温度在 ∗ ε 的条件下 还可还原硫为

≥∀但因它们的碳源是有机物 所以它们的代谢类型

是化能异养型∀

热液活动区的微生物还有下列特殊性 研究发现

从深海热液活动区分离得到的大多数好氧!厌氧!兼

性或专性化能自养细菌有相似的代谢形式∀ 这并不奇

怪 因为深海条件并不能破坏那些不断来自于海洋表

层的微生物∀ 而那些来自深海或浅海水中的微生物对

高压有一定的承受力∀ 另一方面化能自养细菌生命力

很强 对深海的高压有一定的适应能力∀ 某些异养细

菌也有这一特点 所以深海异养细菌在某些小环境中

有很高的密度∀ 例如 底栖无脊椎动物消化道内和海

底温度只有 ε 的海水中也可以分离到异养细菌∀另

外在深海高压低温的环境中也可分离到具有嗜热特

点的细菌∀ 当然高压是深海热液活动区的一个共同特

点∀ 但深海热液活动区的微生物的特殊性仍是科学家

研究的焦点 也是许多对热液活动区研究的科研计划

的重点∀

声波与水生生物

ΣΟΥΝ∆ Ω Ας Ε ΑΝ∆ ΑΘΥΑΤΙΧ ΟΡ Γ ΑΝΙΣΜ

王清池  周时强  李文权

厦门大学海洋系

α  随着 世纪的来临 交叉学科的兴起与发展已成

为科技发展的鲜明趋势 尤其是与生物学相关的交叉

学科的发展更是显示出广阔的前景≈ ∀ 近年来 声波

对水生生物影响与作用的研究已引起国内外生物界

和声学界的重视和兴趣∀ 本文介绍国内外一些学者研

究声波对水生生物的影响与作用及其应用的若干成

果∀

 声波对水生生物的影响与作用

 超声波对鱼卵孵化的影响

水生生物的特性阻抗 密度与声速的乘积 与水

的特性阻抗相接近 因此 超声波对生物体活组织具

有相当强的穿透力∀ 生物体活组织能够吸收透入到它

内部的超声波高频振动能量而产生出各种生物效应∀

谢瑞生!章之蓉 指出 一定频率

与强度 声功率为 • 的超声波对金鱼

Χαρασσιυσ αυρατυσ 和大鳞副泥鳅 Παραµ ισγ υρνυσ

δ αβρψανυσ 受精卵孵化具有良好的刺激作用 超声波

可以促进受精卵的发育 使胚体提前出膜 时间集中

并且仔鱼初期饲养成活率高 可以提高较低水温下的

大鳞副泥鳅受精卵的孵化率 达 ∀

 超声波对水生生物生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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