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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点评 
 

溶藻细菌 
邱并生 

(《微生物学通报》编委会  北京  100101) 
利用溶藻细菌防治水华和赤潮, 作为富营养化水体藻类生物防治的方法已经受到广泛关注。多项研究表

明, 许多溶藻细菌能分泌胞外活性物质, 对宿主藻类的生长起抑制作用。因此, 分离筛选环保、高效、专一
的溶藻活性代谢产物, 最终开发安全、高效的生物杀藻剂已经日渐成为治理藻类水华和赤潮问题的方法之
一。近年来, 国内外相关人员和机构对溶藻细菌的溶藻机理以及溶藻活性物质的分离、提纯和鉴定进行了较
为深入的基础性研究。 

本刊 2009 年第 6 期发表了张纯敏和潘伟斌等的文章“溶藻细菌胞外活性物质对蛋白核小球藻的毒性效
应”[1], 作者采用不同质量浓度的 L7 胞外活性物质冻干粉(L7-LPEAC)处理蛋白核小球藻 120 h 后, 各浓度组
藻细胞叶绿素 a 含量的相对抑制率均大于 60%。使用 L7-LPEAC 修复富营养化水体时, 选择适当的投加浓
度, 既能杀灭引起水体富营养化的目标藻类, 又能避免对其他藻类产生抑制作用, 可以较好地维持水生生态
系统的平衡。 

该课题组近年来继续对溶藻细菌及其胞外溶藻活性物质对水华藻类的溶藻效应和机理进行了多角度与
多层次的研究。研究发现藻菌浓度及环境因子会对溶藻细菌的溶藻效果产生影响[2], Ca2+和藻细胞破碎液的
添加能够提高这一效果[3]; 在对溶藻细菌及其胞外活性物质对水华藻类藻细胞生物学特征和生理特性的影
响进行研究后 , 发现溶藻细菌会损伤藻细胞的膜结构和功能 [4], 抑制藻细胞的光合作用效率 [5], 还会影响
藻细胞内的氧化或抗氧化反应 , 从而表现出低浓度对藻生长产生兴奋效应 , 而高浓度则产生抑制效应的
结果[6]。在此基础上该课题组在宏观和微观层面推测出了溶藻细菌对藻细胞生长产生影响的途径[2]; 与此同
时, 还鉴定出溶藻细菌分泌的胞外活性代谢产物分子量在 200−700 D 之间, 且不是酚类物质, 可能是糖类、
醇类、氨基酸类或芳香醛类物质[7]。近年来国内在该领域研究非常活跃, 取得了很多可喜的成绩[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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