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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微藻除菌及除茵与自然带菌微藻

    生长特点比较*

林 伟  陈  弱  刘秀云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青岛 266071)

提要  于 1995 年 4—12 月在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进行微藻除菌及比较除菌与自然带菌

微藻生长特点的研究。经平板培养排除霉菌后，利用组合抗生素(青霉素 + 卡那霉素 + 链霉

素 + 庆大霉素)获得除菌球等鞭金藻、三角褐指藻及小球藻，对抗生素处理前后的微藻生长特

点进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与未除菌时相比，除菌后的球等鞭金藻及小球藻不易老化(可保

持良好悬浮 30d 以上)；回加细菌于除菌藻，藻细胞下沉附底，说明细菌可促使微藻细胞老化。

无维生素时，除菌后的球等鞭金藻生长更差，暗示未除菌的球等鞭金藻培养液内可能存在产

(类)维生素细菌。除菌后三角褐指藻细胞形态发生一定变化，回加细菌后藻细胞形态有部分

恢复。与未除菌时相比，除菌后三角褐指藻更能耐受高温(如 30℃)。另外，某些抗生素能够

刺激球等鞭金藻的生长。

关键词    微藻除菌 延迟老化 细菌作用

学科分类号  Q 938．8

    微藻是海洋初级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影响水产养殖的关键因素之一。以往该

领域中研究的藻种实际上多为微藻和细菌(共存或污染)的混和体，不能准确地研究藻菌

间相互作用，特别是不能探索藻细胞与某一特定细菌的相互关系。而以无菌藻为材料进

行藻菌相互作用研究，因排除其他微生物的干扰，则可以真实反映藻类细胞与特定海洋细

菌，特别是与藻密切相关的细菌及其群落的相互关系。因此，获得除菌微藻，是研究藻菌

关系的关键。

    由于藻和细菌对抗生素的敏感性有一定差异，因而可以利用抗生素除去与藻共存或

污染的细菌(Spencer，1952 ；D roop，1967；Jones et al，1973；D ivan et al，1982 ；Cottrell

et al，1993)。本文选取海水养殖中常用的几种饵料微藻为材料，以抗生素为工具排除微

藻培养系统内细菌，维持无菌培养，研究比较微藻除菌前后生长特点，为今后探讨微藻和

细菌的相互关系打下基础，以便更深入地研究利用饵料微藻资源。

1 材料与方法

1．1 藻种来源及培养方法

    实验用藻种于 1994 年 7 月取 自本所种质库，系球等鞭金藻(Isochrysis galbana )3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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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系、三角褐指藻(Phaeodactd um  tricornutum )2038 品系及小球藻(Chlorel缸 印．)1061 品系。

    微藻培养液按照大规模培养常用营养配方配制。金藻培养液营养盐组成为：在 1L

海水中加入N aN 0 360m g、K H 2P0 44m g、№C6 H 5 0 70．45m g、维生素Ⅶ 1100肛g、Ⅶ 120．5飕。

三角褐指藻培养液营养盐组成为：在 1L 海水 中加入 N aN O s60m g、KH 21210 44m g、

FeC6H ；0 70．45m g、N a2Si0 3X H 20  0．45rng；小球藻培养液营养盐组成为：在 1L 海水中加

入N aN 0 360m g、K I-'12P0 44m g、(N I---12)2C0 18m g、FeC6H 50 70．45rng；灭菌后备用。在藻种

传代及培养过程中，均严格遵循无菌操作规则。培养温度为(22 ±1)℃，光照度为 3000

lX，光暗周期比为 14h ：10h。

1．2 微藻除菌方法

1．2 ．1 污染霉菌排除方法

    按微藻培养营养配方配制藻营养盐琼脂(1．2％)培养基平板。利用血球计数器计数

藻细胞，适度稀释微藻培养液(处于生长指数后期)，吸取0．1m l稀释液涂布培养基平板，

密封平板防止水分蒸发。荧光灯光照培养 30d，选取无霉菌平板，挑取藻落于新配制无菌

微藻培养液中培养。

1．2 ．2 微藻除菌

    (1)微藻培育系统内细菌对不同抗生素敏感测试一药敏纸片法    将多种抗生素均

稀释至 10 000U ／m 1，然后用灭菌微量进样器各吸取 10出分别加到预先准备的灭菌烘干圆

形滤纸片(直径 5 ．5m m )上。

    吸取 0．1m l处于生长指数后期微藻培养液(小球藻)或稀释 10 倍后吸取 0．1m l(球等

鞭金藻及三角褐指藻)涂布 2216E 琼脂培养基平板，将含有抗生素的圆形滤纸片贴在平

板表面。将平板置于4℃冰箱过夜。25℃培养 7d，培养过程中定期观察结果。

    (2 )不同抗生素对微藻细胞生长影响的测试方法    根据(1)测试结果，初步选取青

霉素、链霉素、卡那霉素、庆大霉素、氯霉素等 5 种抗生素做为微藻除菌工具。将上述抗生

素以合适浓度(在藻培养液内为 25U ／rnl)分别加入各为 100m l处于生长指数后期的微藻

培养液内，以后逐 日追加一次，3 天后停加。同时观察微藻生长状况。

    (3)利用抗生素除菌方法  根据(2)实验结果，选取青霉素、卡那霉素、庆大霉素、链

霉素等 4 种抗生素作为微藻除菌工具(由于氯霉素强烈抑制微藻生长，弃之)。

    将 4 种抗生素稀释至 10 000U ／m 1后，混和加入处于生长指数后期的微藻培养液中，

使每种抗生素最终浓度均达到 25U ／m l。2d 后将微藻转移到新配制的无菌培养液内(接

种量为 1 ：3)，同时加入抗生素，6d 后，转到新鲜配制无菌培养液内(接种量为 1 ：3)，培

养数代，消除残留抗生素影响。在微藻经抗生素处理过程中，定期用 2216E 培养基作细

菌培养检测，直到未发现有细菌存在迹象时为止。处理过程均严格遵循元菌操作规则。

    采用荧光显微镜(吖啶橙染色)(H obble et al，1977)镜检经抗生素处理后微藻培养液

是否无菌。采用细菌培养法检测微藻培养液是否无菌。

    检测细菌培养基：2216E (固体及液体)培养基及藻营养盐琼脂固体培养基(加有

0 ．5％蛋白胨 ，0．5％酵母膏)。

1．3 未除茵及除菌微藻生长曲线比较

    微藻培养液摇晃混匀后，定期吸取少量微藻培养液计数藻细胞密度。采用血球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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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计数。取样时均严格遵循无菌操作规则。

2 结果与讨论

2．1 微藻除菌过程中某些现象的探讨

    在利用抗生素处理微藻培养液几天后，发现培养液中有大量絮状物出现，经 2216E

培养基培养及光镜直接镜检为霉菌，说明待除菌微藻培育系统中均污染了霉菌，抗生素处

理前，大量细菌使霉菌生长受到拮抗，而细菌经抗生素处理急剧减少时，霉菌则迅速繁殖。

因此微藻除菌，首先要除去霉菌，实验中首先选用了抗真菌抗生素两性霉素 B 作为消除

霉菌工具。经实验发现即使在很低浓度下(2U ／“ )，两性霉素 B 也能严重影响微藻生长，

甚至杀死藻细胞，而霉菌却并不能被有效去除。推测可能由于霉菌及微藻均系真核生物，

两性霉素 B 不能有效地区分霉菌及微藻。因此，选用平板涂布培养藻细胞法排除霉菌。

    经 2216E 琼脂培养基平板涂布培养，发现小球藻培养液中细菌含量明显低于其它二

种微藻(球等鞭金藻和三角褐指藻)中的细菌含量；而达到生长指数后期至稳定期时，小球

藻细胞密度则高于其培养液中细菌密度。从图 1 中可以看出，只有小球藻细胞密度高于

其培养液中细菌密度。在利用含藻的营    ．

养盐固体培养基平板涂布排除霉菌实验

过程中，发现小球藻藻落能够独立于细  ．6

菌菌落存在(因其藻细胞密度高于细菌 鼍

密度 )。藻 落 经 仔 细 挑 取 培 养 后，经 吾4

2216E 液体培养基培养，出现混浊现象，一

表明有细菌生长迹象。经荧光显微镜仔  ‘

细镜检，发现有细菌存在迹象(粘附于藻  ．

细胞表面)，表明直接采用平板法无法分

离得到无菌的小球藻。由于球等鞭金藻

  2    3

编号

垩三妻望孥萋僦 皂：。罂慧塑烹 图1微藻培养液中细菌与藻细胞的含量对比
于藻细胞含量，经荧光显微镜检测，发现  最- 兰：r二=‘：：i 二：二茹’：二二=
藻细胞表面粘附有细菌，因此只能采用    i。mi。roalgal。ultures

抗生素排除细菌。    1．球等鞭金藻；2．三角褐指藻；3．小球藻

    将经过除菌步骤处理的微藻经镜检，藻细胞表面及周围无细菌存在迹象；经细菌培养

检测，无细菌生长迹象，因此获得除菌的球等鞭金藻、三角褐指藻及小球藻藻种。

2．2 除菌微藻与自然带菌微藻生长特点E匕较

    除菌球等鞭金藻 3011 经长期传代培养，排除残留抗生素影响。与 自然带菌金藻相

比，除菌金藻具有独特生长特点。在对数生长期，二者生长速率基本一致，达到稳定期后

藻细胞最大密度也相仿。但在自然带菌金藻细胞开始下沉，悬浮藻细胞的密度不断下降

时，除菌金藻仍能保持明显上浮。当自然带菌金藻细胞几乎全部下沉，凝聚成片，上层培

养液基本澄清时，除菌金藻仍未出现老化现象(图 2)。观察结果表明，除菌金藻持续培养

30d 以上时仍未出现老化现象，说明某些细菌在金藻生长过程中，可能起着促使老化作

用。未经抗生素处理金藻培养 10d 开始老化时，采用 0．65／，m 滤膜滤除藻细胞，过滤液再

经 0．2肿 滤膜过滤，将细菌滞留于膜上，将此带菌滤膜加入培养 lOd 的除菌金藻培养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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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未除菌与除菌后的球等鞭金藻

    生长曲线比较

Fig．2 Com parison of grow ing C131"VeS betw een nonaxenic

    and axenic lsochrysis galbana

    ● 除菌藻；o 未除菌藻

中，48h 后藻细胞开始下沉附底。进一步

说明金藻培育系统内，确实存在促使金

藻细胞老化的细菌。

    将培养 6d 除菌及未除菌的球等鞭

金藻(藻细胞密度基本一致，均为 5．2 X

106cell／m 1)转入加有营养盐 (缺维生素

B I、B 12)的人工海水中，连续传代 3 次，

消除维生素影响。藻的细胞最大密度急

剧下降，其中除菌藻细胞密度下降尤甚

(6 ．0 ×104cell／m l：1．8 ×105cell／m 1)。然

后同时分别转入下列 4 种培养液 中：

(1)自然海水 + 营养盐(有维生素)；(2 )

自然海水 + 营养盐(无维生素)；(3)人工

海水 + 营养盐(有维生素)；(4 )人工海水

+ 营养盐(无维生素)。测定除菌及未除

菌的球等鞭金藻在4种培养液中生长状况，其最高藻细胞密度对比情况如图3 所示。从

图 3 中可以看出：当培养液中均含有

维生素时，不同藻均生长良好；由于

自然海水中含有其它营养成分，故比

在人工海水中生长略好 (1．04 ：1)。

但当缺乏维生素时，藻的生长受到严

重影响，尤其是除菌的藻。由于自然

海水中存在痕量维生素，故二者生长

状况均比在人工海水中略好。从图

3 中还可 以看 出，在不加维生素时，

未除菌藻生长状况均好于除菌藻，尤

以在人工海水中为甚。说明金藻培

育系统内可能有产维生素(或类似物

质)的细菌。当培养液中含有维生素

时，其作用被掩盖，反之其作用凸现。

当未除菌的球等鞭金藻经人工海水

培养液(无维生素)长期传代培养后，

2216E 平板涂布发现其细菌含量与

鼍6．2
 8
哥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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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未除菌及除菌的球等鞭金藻 3011在不同

    培养条件下生长状况比较(培养 8d)

Fig．3 Com parison of growing conditiom  betw een nonaxenic

  and axenic lsochr≯is galbana 3011 (cultured 8 days)

1．自然海水中(加维生素)；2．自然海水中(元维生素)；

3．人工海水中(an维生素)；4．人工海水中(无维生紊)

在自然海水培养液(加有维生素)时相比有上升现象(培养 6d：1．8 X 106cfu／m l：1．1×

106cfu／m1)，暗示可能因为产维生素(或类似物)细菌数量增多所致。

    除菌后的三角褐指藻与其未除菌时的生长特点基本一致。长期培养后，均出现细胞

下沉现象，经摇动后，细胞能够浮起。但当培养温度超过其最适温度范围时，二者生长差

异显现出来。如在室温3012时，除菌三角褐指藻最高藻细胞密度可达8．5 X 106cell／m l，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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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维持较长时间；而其 自然带菌藻在此温度下藻细胞密度只能达到 4．0 ×106cell／m l，且易

老化。经镜检发现 ，未除菌的三角褐指藻藻细胞形态均一 ；而除菌后藻细胞大小不一 ，与

未除菌藻相比有明显差异。将未经抗生素处理的三角褐指藻(培养 7d)经 0．659in 滤膜过

滤，除去藻细胞，过滤液再经0．2肚m 滤膜过滤，将细菌滞留于膜上。将此滤膜加入培养7d

的除菌三角褐指藻中培养数代。经显微镜观察发现其细胞形态渐趋一致，与未处理时相

似，但个体均比未除菌藻细胞小，表明某些细菌可能影响藻细胞的形态。除菌的三角褐指

藻细胞形态发生变化也可能由于抗生素处理时受损伤所致 ，此种现象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除菌后的小球藻与未除菌时的生长速度基本一致，达到稳定期后，最大细胞密度也基

本一致。但培养数天后，未除菌小球藻少量细胞开始下沉，并粘附于培养器皿底部，摇动

时不易浮起。而除菌小球藻经长期培养出现少量细胞下沉现象，摇动时易浮起。采用

0 ．65ttm 及 0 ．2m 滤膜获得藻培育系统 内细菌 ，加入除菌小球藻 内，2—3d 后 出现藻细胞

下沉附着现象，表明某些细菌能刺激小球藻细胞附着，促使老化。

    在微藻除菌过程后期，停加抗生素后，发现除菌的球等鞭金藻生长旺盛。与未除菌时

相比，二者的生长速度基本一致，但在未除菌的藻细胞密度达到最高峰后，除菌藻仍能够

维持生长(1d 左右)，使得除菌藻细胞最大密度明显高于未除菌藻(1．30 ：1)。随着藻的

培养传代，抗生素影响渐渐消失，除菌的球等鞭金藻生长逐渐恢复正常，但老化明显延迟，

说明某些抗生素可能刺激其生长。

    以无菌微藻为材料研究藻菌关系，特别是特定细菌与藻之间相互作用是必不可少的。

除菌微藻的获得，为以后多领域深层次的研究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关于藻菌相互之间，特

别是特定的影响微藻生长的细菌的筛选及细菌对微藻形态影响等工作有待进一步研究。

  C ottrell M  T ，Suttle C  A ，1993

b ．J Phye01．29：385—387

  D ivan C L ，Schnoes H  K ，1982

M icrobi01．44 ：250—_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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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alsIa-aet  Study on m ia Dalgal axenation and ownm rison of nonaxenic and axeni c m flljne ndcroalgae in som_e

 characteristics of grow th w as carried out．A fter m ould—free algae strains w ere dotained by selecfing 蛔 l colony

on the plates (al斟 nutrients co ntained) without m ould，bacteria—free cultures of three algae (1sochrysis galba．

na 3011，Phaeodactylum  tricornutum  2038 and G h／ore／／a sp．1061) w er e produced by initially determ ining ef—

fects of several antibiotics on the algae and the CO—c)ccurring bacteria，and then using  proper antibiotic m ixtures

(penicillin，gentam ycin，kanam ycin and streptom ycin，all are 25 u ／m l in the m ould —free algal cultures) tO

 elim inate assod ated bacteria．G row th characteri stics of antibiotic treated an d untreated  m icroalgae w ere (X31TI．

pared．Res ults showed that axenic lsochrysis galbana 3011 and Chlorella sp．1061 co uld maintain good condi．

tion for one m onth (∞m m red w ith nonaxenic algae 3011 and 1061，w hich began agirig alter 10 days culturing )，

sorne algae—conca'nitant bacteria co uld cause aging of  algae 3011 an d 1061．Bacteria in nonaxenic algae 3011

can produce vitam in(s) (or anal ogues) and stim ulate grow th 0f the妇 ．Cell shape cha抛：∞after Phaeodacty-

lure  tH cornutum  2038 becolYles bacteria free．but the shape returns to norm al tO som e extent if the algae—co n—

corrfitant bacteria m eets the algae again，Axenic algae 2038 carl tolerate relatively high environm ental tem perature

(30℃，for exam ple) w hich inhibits gro帆h of the nonaxenic algae seriously．In addition．蛳 antibiotics  can

stim ulate grow th of the algae 3011．

K ey w tM*ds  M icm algae axenation D elayed 碰血培  Ba cterial influence

Subject classification n删∞b盯  Q 93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