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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烷醇对几种单细胞藻生长影响的研究
*

陈 敏 资 侯 和 胜
(辽宁师范大学生物系

, 大连 1 1 6 0 2 2 )

刘海 涛 徐 志 明
(大连市甘井子区水产研究所

, 辽宁 1 1`。 0。 )

提要 于 1 9 8 8一 1 9 9 0 年
,

在大连凌水养殖二场
,
用 o

.

o l K 1 0一`

一 1
.

o o x 1 0一
`

三十烷醇

处理亚心形扁藻
、

盐藻
、

微球藻
、

球等鞭金藻
、

新月菱形藻
,

观察其对藻的生长影响
。

结果表

明
,

在各种浓度下以上 5, 种藻均提早进人指数生长期
。
对前 3 种藻的最佳处理浓度为 。

.

10 x

1丁
`
;后 2种藻为 。

.

05 x 1 0一` ; 其中对亚心形扁藻
,
促生长效果尤为明显

,
可视为海产经济动物

人工育苗阶段的优质饵料
。

关扭词 三十烷醉 单细胞藻类 增殖 生理活性 品质

作为生长调节物质的三十烷醇
,

无毒无污染
,

能对高等植物和大型经济海藻的生长起

一些特殊的调节作用 ( iR
e s , 19 8 3 ; 陈敏资

, 1 98 7 ;姚南瑜
, 1 9 8 9 )

。

随着水产养殖业的发

展
,

单细胞藻类作为某些经济水产养殖种类人 工育苗阶段的基础饵料
,

已广泛引起重视
。

关于三十烷醇对于单细胞藻类生长效应的研究
,

除 衣 藻 ( C人l a m y d o , o , a , r e i o h a r d t i l )

( H o
ut

z , 19 8 5 ) 外
,

其它单胞藻的生长及生理效应在国内外尚未见报道
。

本文探讨三十烷

醇对几种单细胞藻促进生长
,

提高生理活性和品质的最佳浓度
,

为其应用提供科学依据
。

1 材料和方法

L l 材料 于 1 9 86 一 19 9 0 年
,

在大连凌水养殖二场饵料室
,

选择处于指数生长期
、

细胞

密度适宜且无污染的亚心形扁藻 ( p l a t y m o , a s s u b c o r d i f o r m i s
)

、

盐藻 ( D
“ n a l i e l l a s p p )

、

微球藻 ( N
a n , o c h l o r i s o c u l a t a

) (以上 3 种为绿藻类 )
、

球等鞭金藻 ( I: o c h r y s i s g a l b a , a ,

金藻类 )及新月菱形藻 ( N i r z , c h i a c l o s r e r i , m ,

硅藻类 )为试验材料
。

L Z 方法 ( l) 限量培养
:
接种时

,

将藻液摇匀
,

按 l : l 比例接至已消毒 F / 2 改良培

养液中进行一次限量培养
。

培养液中三十烷醇 ( T A )的浓度分别为 0
.

O l x l o 一 ` ,

0
.

05 x 1 0一 ` ,

心
.

10 x 1 0一 `

及 1
.

00 x 1 0一` ,

以不加 T A 为对照组
。

每个处理重复 9 次
。

培养温度
,

亚心形扁

藻
、

盐藻
、

微球藻均在 16 一 23 ℃ ; 球等鞭金藻在 20 一 23 ℃ ; 新月菱形藻在 巧一 20 ℃ 。

光照

强度分别在 5 0 0 0一 1 0 o o o l x , 1 5 0 0一 3 0 0 0 l x , 3 0 0 0一 8 0 0 0 l x
(散射光 )

。

每 日 3 次振荡通

气
。

接种后
,

每 日上午测定各处理组细胞数 目
,

重复 3一 4 次
,

取其平均值计算出比对照提

高的百分数及其生长效率 (湛江水产专科学校
, 1 9 8 0 )

。

( )z 扩种 培 养 : 以 1 00 0m l 亚 心

*
辽宁省教委重点科研基金赞助

, 1 9 8 9
。

收稿日期 : 1 9 9 0 年 3 月 2 2 日 ,
接受 日期 : 19 9 4 年 2 月 1 2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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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扁藻藻种与 1 o o o m l 含 0
.

10 x 1 0一` T A 的培养液接种
,

每隔 斗 d 加入 1 o o o m l 培养液
,

侧定细胞数 目
、

生理活性并进行品质分析
。
以氧电极 (上海植物生理学会

, 1 9 8 , )测定光合

速率
,

以分光光度法 ( J
e n s e n ,

1 9 7 5 ) 测定叶绿素含量
。
以改良的 s 。 h m i d t 一 T h a n n h a u s e r -

cs h ne i d e r 法测定藻体中 D N A 和 RN A 含量
。
用 2

,

6 一二氯酚靛酚滴定法测定 V c 含

量 (蔡武成等
, 1 9 8 2 )

。

用酚
一

硫酸法和染料法 ( K oc he
r t , 1 9 7 8 ) 测定藻体中糖及蛋 白质含

量
。

2 结果与讨论

.2 1 T A 对限量培养的 5 种单胞藻细胞增殖速度的影响 结果表明
,

不同浓度的 T A

对采用的 5 种单胞藻的细胞增殖速度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表 l )
。

绿藻类 对 T A 最 敏 感
,

其中对亚心形扁藻细胞增殖的促进作用最明显 ; 其次是盐藻和微球藻
。
对亚心形扁藻的

生长效率 (相对生长常数 K ,)
,

测定结果表明
,

对照组为 0
.

22 ; 0
.

01 X 1 0一 ` , 0
.

10 x 1 0一`
及

1
.

00 x 1 0一`

浓度组的分别为 0
.

3 1 , 0
.

31 及 0
.

2 9 (时间以天—
d 为单位 )

。

群体细胞平均

倍增时间分别为 1
.

3 7 , 0
.

9 7
, 0

.

97 及 1
.

04
。 0

.

10 x 1 0一` 浓度处理的亚心形扁藻
,

第二天的

细胞数与对照组第 3 天的接近 ;第 3 天后可提前两天达到对照组的细胞数
,

直至第 8 天仍

衰 1 T A 对限 t 培养的 s 种单饱燕细饱增玻的浦定结果
’ ,

T a b
.

1 T h e r e s u t l s o f m u l t i P l i e a t i o n o f f i v e u n i e e l l u l a r a l a g e c u l t u r e d i n l i m i t e d

v o l u m e a f f e c t e d b y T A ( i
n e r e a s e

%
e o m p a r e d w i t h e o n t r o l l o d o n e

)

藻 种
处理浓度

( K 10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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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月菱形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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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测定结果以比对照组提高的百分数表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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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对照组的 ;其静止期也延后约 ld
。

用 0
.

10 x 1 0一` T A处理 的盐藻相对生长常数也较 对

照组提高 7
.

5%
,

其平均世代时间也略比对照组缩短
。
盐藻及微球藻在限量培养情况下

,

处理组能提前 1一 1
.

d5 达到对照组的细胞密度
。 3 种绿藻施用 T A 的最佳浓度 为 o

.

10 x

1 0一 ` ,

球等鞭金藻及新月菱形藻的最佳浓度为 0
.

05 x 1 0一` ,

用其处理的藻均可提前一天

达到对照组的细胞浓度
。

尽管 T A 对不 同叼藻细胞生长效率的影响不同
,

但都能缩短延

缓期使其迅速进人指数生长期
。

在单细胞藻类生产培养中
,

接种培养后能否较快进人指数

生长期
,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培养的成败
,

施用 T A 使其延缓期缩短
,

对生产培养是非常

有利的
,

处理组平均倍增时间缩短且静止期延后
,

这就使藻类细胞迅速生长繁殖
,

减少培
-

养时间
。

试验还证明
,

以 T A O
.

10 x 1 0一` 浓度处理后
,

限量培养第 4 天增殖效果最明显
,

此效

应可延续至 7一 d8
,

然后才逐渐与对照组有接近的趋势
。
可见

,
T A 促进单细胞藻生长的

作用是比较持久的
。

.2 2 T A 对扩种培养的亚心形扁藻细胞增殖速度的影响 试验结果表明
,

经 T A 处 理

后 2 , 4 , 6 ,

d8
,

亚心形扁藻细胞数分别比对照组提高 10 %
,

34
.

, %
,

43
.

8多
,

60
.

5务 ;接种后

1 2d
,

就外观看
,

处理组绿色明显比对照组深
,

细胞数为对照组的 2
.

” 倍
,

增殖速度显著提

高
。

在水泥池开放式不通气系统大量培养中
,

用 0
.

10 x 1 0一`

浓度的 T A 处理该藻也收到

同样效果
。

表 2 T A 对扩种培养的亚心形扁燕细胞增殖的侧定结果 ( x 1 0, o ll /m l)

T a b
.

2 T h e r e s u l t s o f m u l t i p li e a t i o n o f P l a r y二 o 二 a : s , b c o r d i f o r . i s e u l t u r e d i n

e n l a r g e d v o l u m e a f f e e t e d b y T A ( 丫 10
一 , e e l l /m l )

处理浓度

( 又 1 0
一 `

)

测 定 结 果

接 种 后 天 数

!
8

}
, ,

0
。

0 0

0
,

1 0 廿7 7
。

5 8 1 6

8 5
。

3 2 7 3

阵牛- {

一{
’ 2

·

9 4 8 0

}
}

` 2 5
·

0 5 5 ,

!

1 12
。

7 4 9 5

18 0
。

9 6 13

12 7
.

3 4 5 4

3 0 3
。

8 3 0 1

.2 3 T A 对亚心形扁藻生理活性的影响 测定结果表明
,

以 T A O
.

10 x 1 0一 `

浓度处理

的亚心形扁藻
、

叶绿素
、

核酸含量和光合速率均高于对照组
。

叶绿素含量的提高
,

增强了

表 3 T A 对亚心形扁燕叶绿素
、

核酸含 t 影响的测定结果
T a b

.

3 T h e e o n t e n t s o f e h l o r o p h y l l a n d n u e l e ie a c i a i n p l a 不夕房 。 ” a s

s u b c o r d i f o r m i s a f f e e t e d b y T A

接接种后天数数 处理浓度度 叶绿素含量量 比对照组提高高 D N AAA R N AAA

((((( 又 1 0
一 `

))) ( m g / L ))) (土% ))))))))))))))))))))))))))))))))))))))))))))))) 含含含含含含 量量 比对照组提高高 含 量量 比对照组提高高
((((((((((( m g / L ))) (士% ))) ( m g / L ))) (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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藻的群体光合
,

处理后 4 , 8 , 1 2d
,

光合速率比对照组分别提高 20 务
,

22 务
,

12 务
,

这就有利

于该藻干物质的积累
。

藻中 D N A 和 R N A 含量的提高
,

可能是 T A 促进该藻细胞分裂

次数增加
,

生长速度加快的原因
。

.2 4 T A 对亚心形扁藻品质的影响 亚心形扁藻经 T A 处理后 12 d
,

藻体中糖
、

蛋白

质和 V C
含量分别比对照组提高 5务

,

10 % 和 25 关
,

从而提高其饵料价值
。

iR
e s 等 ( 1 9 8 8 )

认为
,

T A 能被植物很快吸收
,

并能以不变的形式活动
,

它能激活某些酶的活性或改变

一种细胞膜的结构
,

从而使 代谢过程和各种中间代谢产物发生变化
。

本研究证明
, T A 对

单胞藻类的细胞增殖
、

生理活性及其品质提高有促进作用
,

但其作用机制尚有待进一步深

人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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