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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菜素内醋对两种单细胞藻
生长和某些生理活性的影响

’

侯和胜 陈敏资
(辽 宁师范大学生物系

,

大连 1 16 0 2 9)

提要 研究于 1 9 91 年 3 月 一 1 9 9 2 年 7 月在大连进行
,

实验藻取 自大连凌水养殖二场饵料

室
。

分别用浓度为 5
,

1 0
,

50 卜g / L 和 l
,

5
,

10 卜g / L 的油菜素内酷处理亚心形扁藻及球等

鞭金藻
,

研究其对单细胞藻生长的影响
。

结果表明
,

两种藻的各处理组的生长延缓期均缩

短
,

细胞生长加快
。

促进生长的最佳浓度
,

亚心形扁藻的为 1 0协g / L
,

球等鞭金藻的为5此

/ L ; 油菜素内醋可提高实验藻的叶绿素含量并促进其光合作用 ; 在处理组的亚心形扁藻和

球等鞭金藻中
,

糖
、

蛋白质及维生素 C 含量均增加
。

两种藻的 1) N A 和 RN A 含量也明显高于

对照组的
,

这可能是藻细胞增殖加快的物质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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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菜素内醋 ( B ars
s i n ol ide

,

B )R 由 G r a v e
等 ( 19 7 9) 首次从油菜花粉中分离鉴定

。

10 多

年的大量研究表明
,

在极低浓度下
,

油菜素内醋能明显促进植物细胞的伸长和分裂
,

并

参与调节植物体内多种生理生化过程
。

B R 对农作物的生理作用和应用研究 已经取得了

很大 的进展 (竹松哲夫等
,

19 83 ; M an d va 氏 19 8 ;8 T ak ast uot et .al
,

1 9 83)
,

显示 出其在

农业生产上 良好的应用 前景
。

但 B R 对单细胞藻生长的影响及其生理作用国内外 尚未见

报道
。

亚心形扁藻和球等鞭金藻是常见的海参
、

鲍鱼
、

扇贝等海珍品养殖饵料
。

本文报

道 了 B R 对亚心形扁藻
、

球等鞭金藻生长和某些生理活性
、

生化物质含量 的影响结果
,

以探讨其促进单细胞藻增殖和改善藻细胞品质的最佳浓度
,

为将其用于海珍 品人工育苗

培养优质饵料提供依据
。

1 材料与方法

实验于 19 9 1年 3月一 19 9 2年 7 月进行
。

亚心形扁藻 (阶却m o n a : ; u吞e o r d如
r m is )和球

等鞭金藻 ( sI 口认 yr s is g a lb an a) 系辽宁师范大学生物系植物生理研究室藻类培养室保存种
。

该种来源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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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无污染的藻液
,

摇匀后按 1 :l 比例接种至已

灭菌的 F / 2 改 良培养液中 ( Jan
e丸 1 9 8 7) 进行分批培养

。

两种藻分别各设 3 个处理组
,

其

培养液 中 B R 的浓度 亚心形扁藻 的分别为 5
,

10
,

5 0 “ g / L ; 球等鞭 金藻的分别 为 1
,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
,

3 8 6 0 7 2 8号
。

辽宁省教委重点资助项目
,

8 7 0 3 30号 侯和胜
,

男
,

出生于 19 5 5年

l月
,

博士
,

副教授
。

收稿 日期 : 19 9 5年 5月 2 日
,

接受 日期 : 19 9 6年 1 1月 8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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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10 陀 / L ; 另外每种藻各设一对照组
,

不加 B R
。

每处理组共 9 次重复
。

亚心形扁藻的

培养温度为 1 6一 23 ℃
,

光照度为 5 000 一 10 O00 lx
。

球等鞭金藻的培养温度为 20 一 23 ℃
,

光照度为 1 50 0一 3 000 lx (散射光 )
。

光暗周期为 1h2 : 1h2
。

每 日 3 次振荡通气
。

接种后
,

每 日上午测定各组细胞数 目
,

每个重复测 3 次
,

取其平均值比较
。

用促进生长的最佳 B R 浓度 10林g / L 处理亚心形扁藻
,

5 “ g / L 处理球等鞭金藻
,

测

定其生理活性和品质
。

每个测定设 3 次重复
。

光合作用速率用氧电极法测定 (叶济宇等
,

1 9 8 5) ; 叶绿素含量用分光光度法测定 (eJ ns en
,

19 8 7) ; D N A 和 R N A 含量用改 良的二苯

胺和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 (hC
e

即
,

19 7 3) ; 糖含量用酚一硫酸法测定 (oK
c
he 氏 19 8 7 a) ; 蛋

白质含量用染料法测定 (oK
c he rt, 19 87 b) ; 维生素 c 含量用 2

,

6一二氯酚靛酚法测定 (蔡

武城等
,

1 9 8 2 )
。

2 结果与讨论

2
.

1 B R 对亚心形扁藻和球等鞭金藻生长的影响结果

测定表明
,

B R 在 1
,

5协g / L 浓度下即可对两种藻细胞增殖起促进作 用
,

见表 l
。

B R 处理亚心形扁藻后
,

对照组的生长速度 (生长常数 )K 为 .0 23 ; B R 浓度为 5
,

10 和 50

卜g/ L 处理的 3 组分别为 .0 27
,

.0 29 和 .0 27
。

群体细胞倍增时间
,

对照组 的为 l
.

3 1d ; B R

3 种浓度处理 的分别为 1
.

l dl
,

l
.

04d 和 l
.

l l d
。

B R 处理亚心形扁藻的最佳浓度为 or 卜g/

L
,

以该浓度处理的亚心形扁藻
,

处理后第二天的细胞数接近对照第三天的细胞数
,

其

细胞倍增时间比对照快了将近半天
。

处理组的静止期也 比对照组 的延后 l d
。

用 B R 浓度

为 l
,

5
,

10 “ g / L 处理球等鞭金藻
,

对照组的 K 值为 .0 25
,

处理组的分别为 .0 28
,

.0 30

和 .0 2 ;9 平均世代时间
,

对照组的为 1
.

08 d
,

处理组的分别为 .0 9d7
,

.0 g dl 和 .0 94 d
,

均

比对照组的缩短
。

其最佳浓度为 5协g / L

表 1 B R对亚心形扁藻和球等鞭金藻生长的影响
Tab

.

l E ffe
e st o f B R o n g r o w ht o f 卫 s u b e o r d夕乙mr i s a o d 1 g a l ba n a

藻藻藻 B R 细胞数的对数 (以 10 为底 )))

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

婆婆婆
测定时间 (接种后天数

,

d )))

(((((卜gj )L 0 1 2 3 4 5 666

亚亚心形形 0 2刀 4 2
.

1 5 2 3 2 2 3 6 2 3 7 2
.

4 5 2 4 666

扁扁 藻藻 5 2
.

0 4 2 2 1 2 3 6 2 3 8 2 4 1 2
,

4 6 2乃222

11111 0 2刀4 2
,

2 2 2 3 7 2 4 2 2 4 3 2 4 9 2乃777

55555 0 2 0 4 2
.

19 2 3 6 2 3 7 2 3 8 2
.

4 6 2 5 333

球球等鞭鞭 0 1
.

9 8 2
.

1 1 2 2 5 2 3 1 2 .3 4 2 4 5 2 4 999

金金 藻藻 1 1
.

9 8 2 2 2 2 2 7 2 3 1 2
.

3 5 2碑8 2
.

5 333

55555 1
.

9 8 2
.

2 2 2
.

2 8 2 3 3 2月2 2 4 9 2
.

5 555

111110 1
.

9 8 2
.

1 7 2
.

2 8 2 3 2 2 4 0 2
.

4 8 2
,

5444

B R 处理单细胞藻
,

可使其生长延缓期缩短
,

迅速进人指数生长期
,

且可使细胞保

持较长时间的旺盛生长
。

生长静止期 比对照组 的稍有延后
。

这就使藻细胞在单位时间和

体积 内明显增加
,

为缩短饵料培养时间
,

在相 同时间和相同培养容积的条件下
,

获得更

多的饵料提供了可能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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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B R 对亚心形扁藻和球等鞭金藻生理活性和品质的影响结果

用促进生长的最佳 B R 浓度 (见 2
.

1) 处理亚心形扁藻和球等鞭金藻后
,

测定藻细胞的

生理活性和品质变化
。

结果见表 2 和表 3
。

这里以亚心形扁藻的结果说明 B R 对藻细胞生

理和品质的影响
。

处理后第 4 天测定其叶绿素含量和光合速率
,

结果见表 2
。

光合速率单

位表示的是每毫克叶绿素每小 时放出氧气的毫克数
。

测定结果表明
,

B R 处理组 的藻细

胞叶绿素含量和光合速率分别 比对照组的提高 10
.

6% 和 16
.

75 %
,

这对藻细胞的干物质积

累是十分有利的
。

测定显示
,

处理组的干重为 .0 g o l g/ L
,

对照组的为 .0 6 2 2 9/ L
,

处理组

的干物质 比对照组的提高了 4 .4 85 %
。

处理后第 4 天测定藻细胞中的核酸含量
,

结果见表

2
。

结界表明
,

藻细胞内的核糖核酸 ( R N A )和脱氧核糖核酸 ( I〕N A )含量均明显提 高
,

分

别增加 37 .4 % 和 26
.

3%
。

藻体 内核酸含量 的增加
,

为该藻细胞分裂次数的增加
,

提高生

长速度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证
。

B R 对亚心形扁藻品质的影响
,

见表 3
。

可见
,

亚心形扁藻经 B R处理后
,

藻体中糖
、

蛋白质和维生素 C 含量分别 比对照组的提高了 .4 4%
,

14
.

3% 和 22
.

7%
。

藻体内这几种营

养成分含量的增加
,

一方面提高了细胞的干物质含量
,

另一方面也明显改善了藻细胞的

品质
,

这就提高了亚心形扁藻作为饵料的营养价值
,

对海珍品的培育是十分有利的
。

表 2 B R处理后亚心形扁藻和球等鞭金藻中叶绿素
、

光合速率和核酸含量的变化

T a b Z C h an g e s o f e川 o
or hP y l l

,

P h o to s y ll l】l e t ic r a l e a
nd

n u c le 一e ac id e o n te n ts

in 尸 s u b e o r J夕云r m 行 an d 1 g a lb a n a

aft
e r B R t re a

加
e n t

藻藻藻 B R浓度 叶绿素含量 光合速率率 R N A D N AAA

名名名 (卜g / L ) (m g / L ) [m g z (m g
·

h) ]]]]]]]]]]]]]]]]]]]]]]]]]]]]]]]]]]]]]]] 含含含含量 (爬 z L ) 增加%%% 含量 (m留 )L 增加%%%

亚亚心形形 0 5石 5 1
.

9 777 1
.

2 3 000 0
.

19 000

扁扁藻藻 10 6 2 5 2 3 000 1 6 9 3 7 444 0 2 4 2 6 333

球球等鞭鞭 0 5
.

2 4 1
.

7 666 1
.

24 000 0
.

2 0 000

金金藻藻 5 5刀9 2刀555 1
.

6 8 3 5 555 0
一

2 5 2 5
.

000

表 3 B R对亚心形扁藻和球等鞭金藻中某些营养成分含量的影响

T a b 3 E f fe c ts o f B R o n

hte
e o n te n ts o f s o m e n u itr it v e e o m P o n e n ts in 尸 s u b o o r J夕云r 胡行 出1 ( 1 1 g a lb a n a

藻藻名名 B R浓度 糖含量 蛋 自质含量 维生素C含量量

(((((卜g / )L (m g / L ) (m g / L ) (m g / )))L

亚亚心形形 0 4 50 2 10 0
.

1 2 666

扁扁藻藻 10 4 70 2 4 0 0
.

15 555

球球等鞭鞭 0 4 4 0 2 2 5 0
.

12 000

金金藻藻 5 4 6 5 2 55 0
.

14 888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
,

B R 对海珍品养殖的主要饵料亚心形扁藻和球等鞭金藻生长有明显

的促进作用
,

前者最佳施用浓度为 10林留 L
,

后者为 5卜g / L
。

B R 也表现出对亚心形扁藻和

球等鞭金藻的某些生理活性和营养物质含量的促进作用
,

其作用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
。

3 结语

3
.

1 油菜素内酚明显促进亚心形扁藻和球等鞭金藻 的生长
,

施 用于两种藻的最佳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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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 1 0林g / L和 5卜g / L
。

1 2 施用R B后
,

可缩短饵料的培养时间
,

以达到在相同的培养时间和培养体积条件

下
,

收获更多藻细胞的目的
。

.3 3 B R 处理后
,

两种藻 的糖
、

蛋 白质和维生素 C 含量均有增加
,

干物质积累 明显高于

对照组的
。

这说明饵料品质有所提高
。

这对海参等海珍品的养殖是 十分有益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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