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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含油量高、生长速度快及能净化环境的微藻转化制取生物燃料具备较大发展潜力，是实

现“碳中和”和解决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为了降低微藻制取生物柴油的能耗，利用湿法提取

技术直接从湿藻生物质中提取油脂制备生物柴油成为研究热点，综述了传统细胞破壁提油酯交换

法、原位酯交换法及新型水热破壁提油酯交换法３种湿藻油脂制备生物柴油的研究情况并分析了
各自存在的问题。传统细胞破壁提油酯交换法需要有机溶剂提取油脂和酯交换两步实现生物柴油

的制备，生产工艺复杂，生产投入较高。原位酯交换法可实现微藻生物质一步转化为生物柴油，但

存在醇消耗量过大（酸催化原位酯交换）或高温高压能耗高（超临界醇原位酯交换）等问题。新型

水热破壁提油酯交换法能够在不使用有机溶剂的情况下实现湿藻油脂的高效分离，但水热温度较

高时油脂会与微藻其他组分反应导致油脂品质劣化，水热温度较低时难以有效破坏细胞壁导致油

脂提取效率降低。绿色溶剂辅助水热法可有效降低水热温度并抑制副产物的生成，可提高湿藻油

脂提取率。为实现湿藻油脂的高效、环保、低耗制备生物柴油，可进一步依托深共熔溶剂等创新绿

色溶剂低耗高效绿色提取微藻油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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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石燃料的过度消费导致的能源短缺和温室气
体排放增加等问题给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带

来了巨大挑战，开发替代能源以减少化石燃料的使

用刻不容缓［１－２］。利用含油量高、生长速度快、不占

用耕地的微藻生物质制取的生物柴油［３］，被认为是

化石燃料有效替代品之一。因此，对于微藻生物柴

油生产技术的研究受到广泛的关注。

微藻生物质主要成分有碳水化合物、蛋白质、油

脂等［４－５］。微藻生物柴油的生产过程包括微藻的培

养与收获、干燥、油脂的提取和转化，而实现微藻生物

柴油最大生产率的关键步骤在于微藻细胞内油脂的

提取［６］。目前，从微藻细胞内提取油脂有干法提取和

湿法提取两种方法［７］。常见的干法提取微藻油脂的

方法有Ｆｏｌｃｈ、Ｂｌｉｇｈ＆Ｄｙｅｒ和Ｓｏｘｈｌｅｔ法［８－１０］，干法提

取微藻油脂时，要先对微藻进行干燥，再进行预处理

破壁提取油脂，然而，利用干法提取微藻油脂过程中

干燥生物质的能量占总能量输入的 ８９％，占总处理
成本的７０％～７５％［７］。为了降低微藻制取生物柴油

的能耗，利用湿法提取技术直接从湿藻生物质中提取

油脂制备生物柴油已经成为研究的热点［１１］。

本文按照湿藻油脂制备生物柴油的研究发展历

程，综述了传统细胞破壁提油酯交换法、原位酯交换

法及新型水热破壁提油酯交换法制备生物柴油的研

究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并对进一步提高湿藻油脂

制取生物柴油过程的经济性和环保性作出展望。

１　传统细胞破壁提油酯交换法制备生物柴油
湿藻细胞破壁提油制备生物柴油工艺中，先将

微藻细胞壁破碎，然后使用溶剂进行油脂萃取，再通

过酯交换反应完成生物柴油的转换［１２］。湿藻油脂

制备生物柴油工艺中，有效的细胞壁破碎方法是实

现生物柴油最大生产率的主要挑战。对此研究者提

出了各种湿藻破壁方法，传统的湿藻破壁方法主要

分为机械法与非机械法。

１．１　机械法
机械法破壁主要包括球磨机法、高压均质法、微

波法、超声波法、电脉冲法、蒸汽爆破法等［１３－１７］。表

１总结了这几种机械破壁方法的优缺点［１５－１９］。

表１　常见机械破壁方法的优缺点

机械破壁方法 优点 缺点

球磨机法 设备简单，处理时间短而且高效 能量消耗高，过程中高温容易使有机组分分解

高压均质法 室温下破壁，对中性油脂提取有效 后续处理成本高，设备成本投入高，能量输入高

微波法 预处理高效，处理时间短，能量转移快速 成本高，能量消耗高，设备维护成本高

超声波法 效率高，溶剂消耗少，处理时间短 不易扩大规模工业应用

电脉冲法 溶剂需求少，藻类选择性高，处理温和 能量消耗高，方法仍处于起步阶段

蒸汽爆破法 预处理高效，处理时间短 高压、高温条件苛刻，能量消耗高，大规模生产应用受限

　　与其他细胞壁破碎技术相比，机械法破壁对油
脂提取更有利，一方面它可以保护微藻细胞免受污

染，另一方面在细胞壁破裂过程中较少使用化学试

剂，从而达到保护设备材料的作用［１５］。然而，机械

法破壁的显著缺点是细胞预处理过程中的高成本和

高能量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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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非机械法
非机械法主要包括化学法和酶解法。化学法是

通过添加硫酸、硝酸及双氧水等试剂破坏微藻细胞

壁［２０］，从而使油脂溶出。相比于机械法，化学法不需

要大量的热量或电力来破坏细胞壁结构，能耗较低，

但需使用大量化学试剂，细胞破壁后需要对化学试剂

进行处理，工序增加［２１］，同时加入大量的化学试剂会

造成油脂的污染，使得油脂品质劣化，油脂提取效率

变低［１２］。酶解法是利用生物酶使微藻细胞壁发生水

解，从而实现破壁［２２－２３］。酶解法虽可提高油脂提取

效率［２４］，但是不同的微藻需选用不同的酶，造成成本

较高，限制了该方法的工业规模应用。

综上，湿藻细胞破壁提取油脂生产生物柴油工

艺在采用机械法和非机械法进行破壁后，仍需要使

用溶剂萃取完成油脂的提取，再经酯交换制备生物

柴油，生产工艺复杂，且生产投入较高。

２　湿藻原位酯交换法制备生物柴油
目前，常见的湿藻原位酯交换制备生物柴油的

方法有酸催化原位酯交换法和超临界醇原位酯交

换法。

２．１　酸催化原位酯交换法
各种催化剂已被用于原位酯交换法制备生物柴

油中，包括均相酸碱催化剂和多相催化剂，其中，酸

催化剂因为对游离脂肪酸（ＦＦＡ）浓度的高耐受性而
常被用于湿藻生物柴油转化过程［２５］。利用 Ｈ２ＳＯ４、
ＨＣｌ等作催化剂，氯仿、己烷等作溶剂，并与湿藻和
醇类混合，在一定条件下实现微藻一步法制备生物

柴油。表２是部分酸催化原位酯交换法在湿藻生物
柴油制备中的应用情况。

表２　酸催化原位酯交换法在湿藻生物柴油制备中的应用情况

微藻 溶剂 醇 催化剂 结果 参考文献

微拟球藻 氯仿 甲醇 Ｈ２ＳＯ４ 生物柴油产率９１％ ［２６］

小球藻 正己烷 甲醇 Ｈ２ＳＯ４ 生物柴油产率８１％ ［２７］

微拟球藻 － 甲醇 Ｈ２ＳＯ４ 脂质转化率１００％ ［２８］

微拟球藻 正己烷 甲醇 ＣＨ３ＣＯＣｌ 脂质转化率１００％ ［２９］

微拟球藻 氯仿 乙醇 Ｈ２ＳＯ４ 脂质转化率９２％ ［３０］

　　研究发现，与正己烷相比，以氯仿作溶剂采用酸
催化原位酯交换法制备的生物柴油产率较高。Ｉｍ
等［２６］在以氯仿作溶剂，Ｈ２ＳＯ４作催化剂的条件下，湿
藻生物质和甲醇同时进行萃取和酯交换，生物柴油

产率达到９１％，而将溶剂氯仿换为正己烷时，产率
仅为３３％。为了提高生物柴油转化效率并缩短反
应时间，Ｃｈｅｎｇ等［３１］在微波辅助加热条件下，使用

氯仿作溶剂，Ｈ２ＳＯ４作催化剂，湿藻生物质和甲醇进
行原位酯交换制备生物柴油，生物柴油产率相比于

传统加热两步法（先提取油脂后酯交换）提高了

３０％，反应时间缩短为传统加热两步法下的１／６，但
是过程中仍需要使用有毒溶剂氯仿作溶剂，使得该

方法很难在大规模的工业生产中应用。另外，湿藻

中较多的水分会对原位酯交换反应产生不利影响，

一般通过增加原位酯交换过程中醇的用量改善此问

题，造成醇用量过大［３２］，且反应时间长。

２．２　超临界醇原位酯交换法
在湿藻制备生物柴油过程中 ＦＦＡ和催化剂性

能以及湿藻中的水分都会影响酸催化原位酯交换的

效率，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研究人员引入了超临界醇

原位酯交换法，该方法同时进行油脂提取和非催化

酯交换，且水和 ＦＦＡ不会影响反应效率［３３］。在该

方法中，醇类处于超临界状态，藻类细胞的破裂和溶

剂扩散使得油脂提取和酯交换同时发生［３４－３５］。表

３是部分超临界醇原位酯交换法在湿藻生物柴油制
备中的应用情况。

表３　超临界醇原位酯交换法在湿藻生物柴油制备中的应用情况

微藻 醇 反应温度／℃ 反应时间／ｍｉｎ 结果 参考文献

微拟球藻 乙醇 ２６５ ２０ 产率６７％ ［３６］

螺旋藻 甲醇 ３００ ３０ 转化率９９．３２％ ［３３］

小球藻 乙醇 ３２５ １８０ 产率６６．４％ ［３７］

小球藻 乙醇 ２５０ ６０ 产率８１％ ［３８］

小球藻 甲醇 ２６５ ５０ 产率４５．６２％ ［３９］

微拟球藻 甲醇 ２５０ ３０ 产率８４．１５％ ［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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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临界醇原位酯交换法具有简单、环保、油脂转
化率高、无需使用酸或碱催化剂和产品无需后处理

等优点，有利于工业规模生产应用。然而，超临界反

应需要在高温高压条件下进行，且在１ｈ左右才能
获得较高的生物柴油转化率，需要更多的研究来进

一步优化超临界醇原位酯交换技术的关键操作参

数，这将使这种“绿色”工艺在商业应用中更有

前景。

３　新型水热破壁提油酯交换法制备生物柴油
基于传统破壁提油酯交换法制备生物柴油及原

位酯交换法制备生物柴油的不足，近年来出现了水

热破壁提油酯交换制备生物柴油的方法。同样，破

壁是该方法制备生物柴油的关键，相关研究较多，主

要包括高温水热法、低温水热法和绿色溶剂辅助水

热法３种破壁方法。
３．１　高温水热法

水热处理能够直接利用湿藻，从而被广泛应用

在微藻能源转化过程中［４１－４２］。目前，微藻水热处理

主要集中于低脂高蛋白微藻的转化利用，较少应用

于富油微藻的油脂提取。对于高含油量的微藻，直

接进行高温水热处理时，高温水导致细胞壁的水解，

从而释放油脂［４３］。Ｊａｚｒａｗｉ等［４４］在３５０℃下高温水
热处理湿藻３ｍｉｎ最大可达到４１．７％的油脂产率。
然而，在高温高压条件下微藻油脂与蛋白质、多糖等

组分反应生成多种含氮杂环化合物（如吡咯、吲哚

等）及大量的酚醛类、酮类、呋喃类等杂质，导致油

脂品质劣化［４５］。另外，微藻在高温水热处理后使用

二氯甲烷、氯仿等有机溶剂萃取油脂将导致含氮、含

氧杂环组分进入油相［４６］。据报道，经过高温水热处

理提取的油脂的氮含量通常在５％ ～８％之间，而油
脂转化为生物燃料的燃烧会导致有毒 ＮＯｘ的排

放［４７］。因此，需要进一步对高温水热处理进行研

究，降低对于产物的污染，提高对于目标产物的获

取率。

３．２　低温水热法
为了解决高温水热条件下提取湿藻油脂造成的

油脂污染问题，降低水热温度、无溶剂提取油脂成为

了研究热点［４８－４９］。Ｑｉｕ等［４８］提出了采用低温水热

处理湿藻并在无溶剂的条件下提取油脂，在间歇反

应器中对微藻进行２４５℃低温水热处理，这将使得
部分低热值成分（碳水化合物、灰分等）溶解到水

中，然后过滤将高热值成分（油脂）从微藻生物质中

分离出来，油脂提取率达到８９．２％，所获得的产物
含氮量为３．５６％。Ｈｕａｎｇ等［４９］在连续流动反应器

中２６０℃低温水热处理湿藻，将可酯化的油脂从原
始微藻的２．１９％增加到水解在生物溶剂中的４４％，
在不使用有毒溶剂的情况下，油脂提取率达到

７２．３％，氮含量下降到３．４％。
３．３　绿色溶剂辅助水热法

为了进一步降低水热温度对油脂品质的影响，

利用绿色溶剂辅助水热法提取湿藻油脂成为研究

热点［５０］。

离子液体（ＩＬｓ，Ｉｏｎｉｃｌｉｑｕｉｄｓ）是具有低熔点（低
于１００℃）的盐，因其在环境条件下具有非挥发性、
化学和热稳定性、可回收性、高导电性和高溶解能力

等特性而成为挥发性有机溶剂的有力替代品［５１］。

Ｃｈｅｎ等［５２］研究了利用离子液体辅助水热法提取湿

藻油脂，通过在水热过程中加入［ＨＮＥｔ３］［ＨＳＯ４］离
子液体，油脂提取率达到了７３．６３％，将水热温度降
低至１１０℃，有效抑制了高温下油脂与水解产物的
反应。然而，离子液体高毒性、高成本的缺点限制了

它在微藻生物能源转化利用过程中的扩大化生产应

用。由氢键供体（ＨＢＤ）和氢键受体（ＨＢＡ）合成的
深共熔溶剂（ＤＥＳ）由于制备简单、成本低、毒性低和
生物降解性高等特点成为了生物质预处理和转化过

程中离子液体的有效替代品［５２］。Ｈｕａｎｇ等［９］研究

了ＤＥＳ辅助水热法提取湿藻油脂，在１６０℃的低温
水热条件下油脂提取率达到９５．７５％，并有效抑制
了有毒副产物的生成。

然而，绿色溶剂辅助水热法处理湿藻提取油脂

制备生物柴油尚未在工业规模上使用，规模化生产

的潜力无法判断，需要进一步研究探索。有报道称

在水热处理微藻过程中绿色溶剂的循环利用是开发

具有成本效益的提取工艺的关键挑战［５３］。因此，水

热预处理微藻过程中使用的绿色溶剂以高纯度、高

回收率进行回收再利用也是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的

问题。

４　总结与展望
利用湿藻直接提取油脂制备生物柴油工艺主要

包括传统细胞破壁提油酯交换法、原位酯交换法、新

型水热破壁提油酯交换法，传统细胞破壁提油酯交

换法需要先破壁再使用有机溶剂提油再经酯交换制

备生物柴油，生产工艺复杂，且生产投入较高。原位

酯交换法可实现油脂一步转化为生物柴油，但是酸

催化原位酯交换法为了减少水分对油脂萃取转化的

不利影响，有机溶剂醇的用量会成倍增加，超临界醇

原位酯交换法需要高温高压。新型水热破壁提油酯

交换法制备生物柴油工艺可在不使用有机溶剂的情

况下实现油脂的高效提取，但水热温度较高时油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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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微藻其他组分反应导致油脂品质劣化，水热温度

较低时难以有效破坏细胞壁，导致油脂提取效率低

下。绿色溶剂辅助水热法有效降低了水热温度并抑

制毒副产物的生成，提高了油脂提取率，但作为创新

方法，需进一步研究其规模化生产潜力。

为了使湿藻油脂制备生物柴油更高效、更环保

和更具成本效益，需要对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研究，

主要包括：①对现有的湿藻油脂提取工艺的操作参
数如温度、时间、压力等进行优化以提高生产效率，

实现微藻能源的高效利用；②对于绿色溶剂在湿藻
油脂提取过程中的使用和工业化规模应用前景进行

试验分析，实现“碳中和”目标下化学工业绿色低碳

发展的要求；③对于湿藻油脂制备生物柴油工艺过
程中使用的绿色溶剂以高纯度、高回收率进行回收

再利用。

参考文献：

［１］ＦＥＮＧＨ，ＳＵＮＣ，ＺＨＡＮＧＣ，ｅｔａｌ．Ｂｉｏ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

ｍａｔｕｒｅｌａｎｄｆｉｌｌｌｅａｃｈａｔｅｉｎｔｏｂｉｏ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ａｎｄｖｏｌａｔｉｌｅ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ｓｖｉａｍｉｃｒｏａｌｇａｌ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ｗｉｔｈｄａｒｋ

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Ｊ／ＯＬ］．ＥｎｅｒｇＣｏｎｖｅｒｓＭａｎａｇｅ，２０２２，２５２：
１１５０３５［２０２２－１０－２９］．ｈｔｔｐｓ：／／ｄｏｉ．ｏｒｇ／１０．１０１６／ｊ．

ｅｎｃｏｎｍａｎ．２０２１．１１５０３５．
［２］ＬＩＳ，ＬＩＦ，ＺＨＵＸ，ｅｔａｌ．Ｂｉｏ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ｆｒｏｍ

ｍｉｃｒｏａｌｇａｅ ｆｏｒ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Ｊ／ＯＬ］．

Ｃｈｅ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２０２２，２９１（Ｐｔ１）：１３２７１７［２０２２－１０－２９］．
ｈｔｔｐｓ：／／ｄｏｉ．ｏｒｇ／１０．１０１６／ｊ．ｃｈｅ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２０２１．１３２７１７．

［３］ＧＯＨ Ｂ Ｈ Ｈ，ＯＮＧ Ｈ Ｃ，ＣＨＥＡＨ Ｍ Ｙ，ｅｔａｌ．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ｄｉｒｅｃｔｂｉｏｄｉｅｓｅｌ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ｆｒｏｍｍｉｃｒｏａｌｇａｅ

ｂｉｏｍａｓｓ：Ａ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Ｊ］．ＲｅｎｅｗＳｕｓｔＥｎｅｒｇＲｅｖ，
２０１９，１０７：５９－７４．

［４］ＭＥＮＥＧＡＺＺＯＭＬ，ＦＯＮＳＥＣＡＧＧ．Ｂｉｏｍａｓｓ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ａｎｄ

ｌｉｐｉｄ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ｆｏｒ ｍｉｃｒｏａｌｇａｅ ｂｉｏｆｕｅｌ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ｒｅｖｉｅｗ［Ｊ］．ＲｅｎｅｗＳｕｓｔＥｎｅｒｇＲｅｖ，２０１９，

１０７：８７－１０７．
［５］ＫＨＯＯＫＳ，ＣＨＥＷＫＷ，ＯＯＩＣＷ，ｅｔａｌ．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ａｓｔａｘａｎｔｈｉｎｆｒｏｍ Ｈａｅｍａｔｏｃｏｃｃｕｓｐｌｕｖｉａｌｉｓｕｓｉｎｇ
ｌｉｑｕｉｄ ｂｉｐｈａｓｉｃ ｆｌｏｔ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Ｊ／ＯＬ］． Ｂｉｏｒｅｓｏｕｒ
Ｔｅｃｈｎｏｌ，２０１９，２９０：１２１７９４［２０２２－１０－２９］．ｈｔｔｐｓ：／／

ｄｏｉ．ｏｒｇ／１０．１０１６／ｊ．ｂｉｏｒｔｅｃｈ．２０１９．１２１７９４．
［６］ＭＡＹＡ，ＣＨＥＮＧＹＭ，ＨＵＡＮＧＪＷ，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

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ｉｃａｎｄ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ｐ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ｏｎｌｉｐｉｄ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ｍｉｃｒｏａｌｇａｅ［Ｊ］．ＢｉｏｐｒｏｃｅｓｓＢｉｏｓｙｓｔＥｎｇ，２０１４，３７（８）：

１５４３－１５４９．
［７］Ｐ?ＪＯＶ，ＴＡＶＡＲＥＳＴ，ＭＡＬＣＡＴＡ Ｆ Ｘ．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ｅｓｏｆｗｅｔｍｉｃｒｏａｌｇａ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ｔｏｗａｒｄ ｏｉｌ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Ｊ／ＯＬ］．Ｍｏｌｅｃｕｌｅｓ，２０２１，２６
（３）：６４１［２０２２－１０－２９］．ｈｔｔｐｓ：／／ｄｏｉ．ｏｒｇ／１０．３３９０／

ｍｏｌｅｃｕｌｅｓ２６０３０６４１．
［８］ＢＬＡＮＣＯ－ＬＬＡＭＥＲＯ Ｃ，ＧＡＲＣ?Ａ－ＧＡＲＣ?Ａ Ｐ，

ＳＥＯＲ?ＮＳＦＪ．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ｙｎｅｒｇｉｃｅｎｚｙｍｅｓａｎｄ
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ｓａｓ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ｐ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ｐｒｏｃｅｓｓｔｏｂｒｅａｋ
ｍｉｃｒｏａｌｇａｌｃｅｌｌｗａｌｌａｎｄｅｎｈａｎｃｅａｌｇａｌｏｉｌ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Ｊ／
ＯＬ］．Ｆｏｏｄｓ，２０２１，１０（８）：１９２８［２０２２－１０－２９］．
ｈｔｔｐｓ：／／ｄｏｉ．ｏｒｇ／１０．３３９０／ｆｏｏｄｓ１００８１９２８．

［９］ＨＵＡＮＧＲ，ＨＥＹ，ＹＡＯＸ，ｅｔａｌ．Ｄｉｓ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ｅｔ
ｍｉｃｒｏａｌｇａｅｂｉｏｍａｓｓｗｉｔｈｄｅｅｐ－ｅｕｔｅｃｔｉｃ－ｓｏｌｖｅｎｔ－ａｓｓｉｓｔｅｄ
ｈｙｄｒ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ｆｏｒ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ｌｉｐｉｄ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Ｊ］．
ＧｒｅｅｎＣｈｅｍ，２０２２，２４（４）：１６１５－１６２６．

［１０］ＨＡＪＩＮＡＪＡＦＮ，ＲＡＢＢＡＮＩＹ，ＭＥＨＲＡＢＡＤＩＡ，ｅｔ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ａｎｄ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ｉｃｒｏａｌｇａｅＮａｎｎｏｃｈｌｏｒｏｐｓｉｓｓｐ．ＰＴＣＣ６０１６
ｔｏｒｅａｃｈｈｉｇｈ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ｌｉｐｉｄ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Ｊ］．ＩｎｔＪＥｎｖｉｒｏｎ
ＳｃｉＴｅｃｈｎｏｌ，２０２２，１９（６）：５５１１－５５２８．

［１１］ＣＨＥＮＧＪ，ＨＵＡＮＧＲ，ＬＩＴ，ｅｔａｌ．Ｂｉｏｄｉｅｓｅｌｆｒｏｍｗｅｔ
ｍｉｃｒｏａｌｇａ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ｈｅｘａｎｅ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
ａｓｓｉｓｔｅｄ ｔｒａｎｓｅｓｔ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ｌｉｐｉｄｓ［Ｊ］． Ｂｉｏｒｅｓｏｕｒ
Ｔｅｃｈｎｏｌ，２０１４，１７０：６９－７５．

［１２］黄睿．微藻细胞先酯交换再萃取制生物柴油的机理研
究［Ｄ］．杭州：浙江大学，２０１６．

［１３］ＬＥＥＳＹ，ＫＨＯＩＲＯＨＩ，ＶＯＤＶＮ，ｅｔａｌ．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ｏｆ
ｌｉｐｉｄ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ｍｉｃｒｏａｌｇａｅｆｏｒｂｉｏｆｕｅ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
ｒｅｖｉｅｗ［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ＣｈｅｍＬｅｔｔ，２０２１，１９（１）：２３１－２５１．

［１４］ＰＲＡＧＹＡＮ，ＰＡＮＤＥＹＫＫ，ＳＡＨＯＯＰＫ．Ａｒｅｖｉｅｗｏｎ
ｈａｒｖｅｓｔｉｎｇ， ｏｉｌ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ｉｏｆｕｅｌ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ｆｒｏｍｍｉｃｒｏａｌｇａｅ［Ｊ］．ＲｅｎｅｗＳｕｓｔＥｎｅｒｇＲｅｖ，
２０１３，２４：１５９－１７１．

［１５］ＯＮＵＭＡＥＧＢＵＣ，ＭＯＯＮＥＹＪ，ＡＬＡＳＷＡＤＡ，ｅｔａｌ．Ｐｒ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ｉｏｆｕｅｌ ｆｒｏｍ
ｍｉｃｒｏａｌｇａｅｂｉｏｍａｓｓ［Ｊ］．ＲｅｎｅｗＳｕｓｔＥｎｅｒｇＲｅｖ，２０１８，
９３：１６－２６．

［１６］ＬＥＥＳＹ，ＣＨＯＪＭ，ＣＨＡＮＧＹＫ，ｅｔａｌ．Ｃｅｌｌｄｉｓｒｕ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ｌｉｐｉｄ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ｍｉｃｒｏａｌｇａｌｂｉｏｒｅｆｉｎｅｒｉｅｓ：Ａｒｅｖｉｅｗ
［Ｊ］．ＢｉｏｒｅｓｏｕｒＴｅｃｈｎｏｌ，２０１７，２４４（Ｐｔ２）：１３１７－１３２８．

［１７］ＡＮＧＬＥＳＥ，ＪＡＯＵＥＮＰ，ＰＲＵＶＯＳＴＪ，ｅｔａｌ．Ｗｅｔｌｉｐｉｄ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ｍｉｃｒｏａｌｇａ Ｎａｎｎｏｃｈｌｏｒｏｐｓｉｓｓｐ．：
Ｄｉｓｒｕｐｔｉｏｎ，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ａｎｄｓｏｌｖｅｎｔ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Ｊ］．ＡｌｇａｌＲｅｓ，２０１７，２１：２７－３４．

［１８］ＨＡＬＩＭＲ，ＨＡＲＵＮＲ，ＤＡＮＱＵＡＨＭＫ，ｅｔａｌ．Ｍｉｃｒｏａｌｇａｌ
ｃｅｌｌｄｉｓｒｕｐｔｉｏｎｆｏｒｂｉｏｆｕｅ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Ｊ］．ＡｐｐｌＥｎｅｒｇ，
２０１２，９１（１）：１１６－１２１．

［１９］ＣＨＥＮＧＪ，ＨＵＡＮＧＲ，ＬＩＴ，ｅｔａｌ．Ｐｈｙｓｉｃ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ｅｔｍｉｃｒｏａｌｇａｌｃｅｌｌｓｄｉｓｒｕｐｔｅｄｗｉｔｈ
ｉｎｓｔａｎｔｃａｔａｐｕｌｔｓｔｅａｍｅｘｐｌｏｓｉｏｎｆｏｒｌｉｐｉｄ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Ｊ］．
ＢｉｏｒｅｓｏｕｒＴｅｃｈｎｏｌ，２０１５，１９１：６６－７２．

［２０］ＳＴＥＲＩＴＩＡ，ＲＯＳＳＩＲ，ＣＯＮＣＡＳＡ，ｅｔａｌ．Ａｎｏｖｅｌｃｅｌｌ
ｄｉｓｒｕｐ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ｔｏｅｎｈａｎｃｅｌｉｐｉｄ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ｆｒｏｍ

４０１ ＣＨＩＮＡＯＩＬＳＡＮＤＦＡＴＳ　　　　　　　　　　　　　　２０２４Ｖｏｌ４９Ｎｏ１



ｍｉｃｒｏａｌｇａｅ［Ｊ］．ＢｉｏｒｅｓｏｕｒＴｅｃｈｎｏｌ，２０１４，１６４：７０－７７．
［２１］ＨＵＹ，ＧＯＮＧＭ，ＦＥＮＧＳ，ｅｔａｌ．Ａ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ｒｅｃ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ｏｆｐｒｅ －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ｌｉｑｕｅｆ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ｍｉｃｒｏａｌｇａｅｆｏｒｂｉｏ－ｃｒｕｄｅｏｉ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Ｊ］．ＲｅｎｅｗＳｕｓｔＥｎｅｒｇＲｅｖ，２０１９，１０１：
４７６－４９２．

［２２］ＰＡＴＥＬＳ，ＫＡＮＮＡＮＤＣ．Ａ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ｗｅｔａｌｇａｌｌｉｐｉｄ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ｆｏｒｂｉｏｆｕｅ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Ｊ／ＯＬ］．ＡｌｇａｌＲｅｓ，２０２１，
５５：１０２２３７［２０２２－１０－２９］．ｈｔｔｐｓ：／／ｄｏｉ．ｏｒｇ／１０．
１０１６／ｊ．ａｌｇａｌ．２０２１．１０２２３７．

［２３］ＫＡＰＯＯＲＥＲＶ，ＢＵＴＬＥＲＴＯ，ＰＡＮＤＨＡＬＪ，ｅｔａｌ．
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ｍｉｃｒｏａｌｇａｅ：Ｆｒｏｍ
ｂｉｏｆｕｅｌｓｔｏｂｉｏｒｅｆｉｎｅｒｙ［Ｊ／ＯＬ］．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８，７（１）：１８
［２０２２ －１０ －２９］． ｈｔｔｐｓ：／／ｄｏｉ．ｏｒｇ／１０．３３９０／
ｂｉｏｌｏｇｙ７０１００１８．

［２４］ＺＨＥＮＧＹ，ＸＩＡＯＲ，ＲＯＢＥＲＴＳＭ．Ｐｏｌｙｍｅｒ－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ｅｎｚｙｍａｔｉｃｍｉｃｒｏａｌｇａｌｃｅｌｌｄｉｓｒｕｐｔｉｏｎｆｏｒｌｉｐｉｄａｎｄｓｕｇａｒ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Ｊ］．ＡｌｇａｌＲｅｓ，２０１６，１４：１００－１０８．

［２５］ＳＡＬＡＭＫＡ，ＶＥＬＡＳＱＵＥＺ－ＯＲＴＡＳＢ，ＨＡＲＶＥＹＡ
Ｐ．Ａ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ｉｎｓｉｔｕｔｒａｎｓｅｓｔ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
ｍｉｃｒｏａｌｇａｅｆｏｒｂｉｏｄｉｅｓｅ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ｃｏ－
ｐｒｏｄｕｃｔ：Ａｒｅｖｉｅｗ［Ｊ］．ＲｅｎｅｗＳｕｓｔＥｎｅｒｇＲｅｖ，２０１６，
６５：１１７９－１１９８．

［２６］ＩＭＨ，ＬＥＥＨ，ＰＡＲＫＭＳ，ｅｔａｌ．Ｃｏｎｃｕｒｒｅｎｔ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ｎｄ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ｂｉｏｄｉｅｓｅｌｆｒｏｍｗｅｔｍｉｃｒｏａｌｇａｅ
［Ｊ］．ＢｉｏｒｅｓｏｕｒＴｅｃｈｎｏｌ，２０１４，１５２：５３４－５３７．

［２７］ＳＡＴＨＩＳＨＡ，ＳＭＩＴＨＢＲ，ＳＩＭＳＲＣ．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ｏｎｉｎｓｉｔｕｔｒａｎｓｅｓｔ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ｉｃｒｏａｌｇａｅｆｏｒｂｉｏｄｉｅｓｅ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Ｊ］．ＪＣｈｅｍＴｅｃｈＢｉｏｔｅｃｈ，２０１４，８９（１）：
１３７－１４２．

［２８］ＫＩＭＴＨ，ＳＵＨＷ Ｉ，ＹＯＯＧ，ｅｔ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
ｄｉｒｅｃｔ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ｍｉｃｒｏａｌｇａｌ ｂｉｏｄｉｅｓｅ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ｗｅｔｂｉｏｍａｓｓｏｆＮａｎｎｏｃｈｌｏｒｏｐｓｉｓｓａｌｉｎａ
［Ｊ］．ＢｉｏｒｅｓｏｕｒＴｅｃｈｎｏｌ，２０１５，１９１：４３８－４４４．

［２９］ＭＡＣ?ＡＳ－Ｓ?ＮＣＨＥＺＭ Ｄ，ＲＯＢＬＥＳ－ＭＥＤＩＮＡＡ，
ＨＩＴＡ－ＰＥＡＥ，ｅｔａｌ．Ｂｉｏｄｉｅｓｅ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ｗｅｔ
ｍｉｃｒｏａｌｇａｌｂｉｏｍａｓｓｂｙｄｉｒｅｃｔｔｒａｎｓｅｓｔ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Ｊ］．Ｆｕｅｌ，
２０１５，１５０：１４－２０．

［３０］ＫＩＭＢ，ＣＨＡＮＧＹＫ，ＬＥＥＪＷ．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ｏｌｖｏｔｈｅｒｍａｌ
ｗｅｔｉｎｓｉｔｕｔｒａｎｓｅｓｔ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ａｎｎｏｃｈｌｏｒｏｐｓｉｓｇａｄｉｔａｎａ
ｆｏｒｂｉｏｄｉｅｓｅ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Ｊ］．ＢｉｏｐｒｏｃｅｓｓＢｉｏｓｙｓｔＥｎｇ，
２０１７，４０（５）：７２３－７３０．

［３１］ＣＨＥＮＧＪ，ＹＵＴ，ＬＩＴ，ｅｔａｌ．Ｕｓｉｎｇｗｅｔｍｉｃｒｏａｌｇａｅｆｏｒ
ｄｉｒｅｃｔｂｉｏｄｉｅｓｅ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ｖｉａ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ｉｒ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Ｊ］．
ＢｉｏｒｅｓｏｕｒＴｅｃｈｎｏｌ，２０１３，１３１：５３１－５３５．

［３２］ＨＵＡＮＧＲ，ＬＩＪ，ＴＡＮＧＹ，ｅｔ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ｌｉｆｅ－
ｃｙｃｌｅ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ｍｉｃｒｏａｌｇａｌｂｉｏｄｉｅｓｅ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ｖｉａ
ｖａｒｉｏｕｓ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ｗｅｔ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ｉｍｐａｃｔｓ［Ｊ／ＯＬ］．Ｅｎｅｒｇ

ＣｏｎｖｅｒｓＭａｎａｇ，２０２２，２５７：１１５４２７［２０２２－１０－２９］．
ｈｔｔｐｓ：／／ｄｏｉ． ｏｒｇ／１０． １０１６／ｊ． ｅｎｃｏｎｍａｎ． ２０２２．
１１５４２７．

［３３］ＭＯＨＡＭＡＤＺＡＤＥＨＳＨＩＲＡＺＩＨ，ＫＡＲＩＭＩ－ＳＡＢＥＴＪ，
ＧＨＯＴＢＩＣ．Ｂｉｏｄｉｅｓｅ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Ｓｐｉｒｕｌｉｎａｍｉｃｒｏａｌｇａｅ
ｆｅｅｄｓｔｏｃｋｕｓｉｎｇｄｉｒｅｃｔｔｒａｎｓｅｓｔ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ｎｅａｒｓｕｐｅｒ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ａｎｏ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Ｊ］．ＢｉｏｒｅｓｏｕｒＴｅｃｈｎｏｌ，２０１７，２３９：
３７８－３８６．

［３４］ＡＢＥＤＩＮＩＮＡＪＡＦＡＢＡＤＩＨ，ＶＯＳＳＯＵＧＨＩＭ，ＰＡＺＵＫＩ
Ｇ．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ｃｏ－ｓｏｌｖｅｎｔｓｉｎ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ｔｈｅｄｉｒｅｃｔ
ｔｒａｎｓｅｓｔ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ｗｅｔｍｉｃｒｏａｌｇａｌｂｉｏｍａｓｓ ｕｎｄｅｒ
ｓｕｐｅｒ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Ｊ］．ＢｉｏｒｅｓｏｕｒＴｅｃｈｎｏｌ，２０１５，
１９３：９０－９６．

［３５］ＪＡＺＺＡＲＳ，ＯＬＩＶＡＲＥＳ－ＣＡＲＲＩＬＬＯ Ｐ，Ｐ?ＲＥＺＤＥ
ＬＯＳＲ?ＯＳＡ，ｅｔａｌ．Ｄｉｒｅｃｔｓｕｐｅｒ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ｍｅｔｈａｎｏｌｙｓｉｓｏｆ
ｗｅｔ ａｎｄ ｄｒｙ ｕｎｗａｓｈｅｄ ｍａｒｉｎｅ ｍｉｃｒｏａｌｇａｅ
（Ｎａｎｎｏｃｈｌｏｒｏｐｓｉｓｇａｄｉｔａｎａ） ｔｏｂｉｏｄｉｅｓｅｌ［Ｊ］．Ａｐｐｌ
Ｅｎｅｒｇ，２０１５，１４８：２１０－２１９．

［３６］ＲＥＤＤＹＨＫ，ＭＵＰＰＡＮＥＮＩＴ，ＰＡＴＩＬＰＤ，ｅｔａｌ．Ｄｉｒｅｃｔ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ｏｆｗｅｔａｌｇａｅ ｔｏ ｃｒｕｄｅ ｂｉｏｄｉｅｓｅｌｕｎｄｅｒ
ｓｕｐｅｒ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ｅｔｈａｎｏ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Ｊ］．Ｆｕｅｌ，２０１４，１１５：
７２０－７２６．

［３７］ＫＩＭＢ，ＨＥＯＨＹ，ＳＯＮＪ，ｅｔａｌ．Ｓｉｍｐｌｉｆｙｉｎｇｂｉｏｄｉｅｓｅ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ｍｉｃｒｏａｌｇａｅｖｉａｗｅｔｉｎｓｉｔｕｔｒａｎｓｅｓｔ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ｖｉｅｗｉｎｃｕｒｒｅ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ｆｕｔｕｒｅ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Ｊ／ＯＬ］．
ＡｌｇａｌＲｅｓ，２０１９，４１：１０１５５７［２０２２－１０－２９］．ｈｔｔｐｓ：／／ｄｏｉ．
ｏｒｇ／１０．１０１６／ｊ．ａｌｇａｌ．２０１９．１０１５５７．

［３８］ＪＩＮＢ，ＤＵＡＮＰ，ＸＵＹ，ｅｔａｌ．Ｌｅｗｉｓａｃｉｄ－ｃａｔａｌｙｚｅｄｉｎ
ｓｉｔｕ ｔｒａｎｓｅｓｔ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ｅｓｔ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ｍｉｃｒｏａｌｇａｅ ｉｎ
ｓｕｐｅｒ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ｅｔｈａｎｏｌ［Ｊ］．ＢｉｏｒｅｓｏｕｒＴｅｃｈｎｏｌ，２０１４，１６２：
３４１－３４９．

［３９］ＪＡＺＺＡＲＳ，ＱＵＥＳＡＤＡ －ＭＥＤＩＮＡ Ｊ，ＯＬＩＶＡＲＥＳ－
ＣＡＲＲＩＬＬＯＰ，ｅｔａｌ．Ａｗｈｏｌｅｂｉｏｄｉｅｓｅｌ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
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ｓｉｔｕｓｕｐｅｒ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ａｎｏｌｔｒａｎｓｅｓｔ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ａｔｉｖｅｍｉｃｒｏａｌｇａｅ［Ｊ］．
ＢｉｏｒｅｓｏｕｒＴｅｃｈｎｏｌ，２０１５，１９０：２８１－２８８．

［４０］ＰＡＴＩＬＰＤ，ＧＵＤＥＶＧ，ＭＡＮＮＡＲＳＷＡＭＹＡ，ｅｔａｌ．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ｒｅｃｔ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ｗｅｔａｌｇａｅｔｏｂｉｏｄｉｅｓｅｌ
ｕｎｄｅｒｓｕｐｅｒ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ｍｅｔｈａｎｏ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Ｊ］．Ｂｉｏｒｅｓｏｕｒ
Ｔｅｃｈｎｏｌ，２０１１，１０２（１）：１１８－１２２．

［４１］ＣＨＥＮＸ，ＭＡＸ，ＣＨＥＮＬ，ｅｔａｌ．Ｈｙｄｒ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ｌｉｑｕｅｆ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Ｃｈｌｏｒｅｌｌａｐｙｒｅｎｏｉｄｏｓａａｎｄ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ｅｍｕｌ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ｎ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ｔｈｅｂｉｏ－ｏｉｌ［Ｊ／ＯＬ］．ＢｉｏｒｅｓｏｕｒＴｅｃｈｎｏｌ，
２０２０，３１６：１２３９１４［２０２２－１０－２９］．ｈｔｔｐｓ：／／ｄｏｉ．ｏｒｇ／
１０．１０１６／ｊ．ｂｉｏｒｔｅｃｈ．２０２０．１２３９１４．

［４２］ＬＩＵＨ，ＣＨＥＮＹ，ＹＡＮＧＨ，ｅｔａｌ．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ｈｉｇｈ－
ａｓｈｍｉｃｒｏａｌｇａｅｔｈｒｏｕｇｈｈｙｄｒ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ｌｉｑｕｅｆａｃｔｉｏｎ［Ｊ］．
ＳｕｓｔＥｎｅｒｇＦｕｅｌｓ，２０２０，４（６）：２７８２－２７９１．

（下转第１１９页）

５０１２０２４年第４９卷第１期　　　　　　　　　　　　　中　国　油　脂



ｉｎＳａｃｃｈａｒｏｍｙｃｅｓｃｅｒｅｖｉｓｉａｅ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ａｎｏｖｅｌａｓｓａｙｆｏｒ
ｎｏｎｓｔｅｒｏｉｄａｌａｎｔｉ－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ｄｒｕｇｓ［Ｊ］．ＦＥＭＳＹｅａｓｔ
Ｒｅｓ，２００９，９（３）：４２０－４２７．

［１３］ＫＡＮＡＭＯＴＯＨ，ＴＡＫＥＭＵＲＡＭ，ＯＨＹＡＭＡＫ．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ａｃｙｃｌｏｏｘｙｇｅｎａｓｅｇｅｎｅｆｒｏｍ ｔｈｅｒｅｄａｌｇａＧｒａｃｉｌａｒｉａ
ｖｅｒｍｉｃｕｌｏｐｈｙｌｌａａｎｄｂｉｏ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ａｒａｃｈｉｄｏｎｉｃａｃｉｄｔｏ
ＰＧＦ２αｉ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ｅｄＥｓｃｈｅｒｉｃｈｉａｃｏｌｉ［Ｊ］．Ａｐｐｌ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
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２０１１，９１（４）：１１２１－１１２９．

［１４］ＧＵＤＥＲＪＣ， ＢＵＣＨＨＡＵＰＴ Ｍ， ＨＵＴＨ Ｉ， ｅｔａｌ．
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ｗａｒｄｓａ ｈｉｇｈｌｙ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ｐｒｏｓｔａｇｌａｎｄｉｎｓ［Ｊ］．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Ｌｅｔｔ，
２０１４，３６（１１）：２１９３－２１９８．

［１５］Ｏ′ＮＥＩＬＬＧＰ，ＭＡＮＣＩＮＩＪＡ，ＫＡＲＧＭＡＮＳ，ｅｔａｌ．
Ｏｖｅｒ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ｈｕｍａｎｐｒｏｓｔａｇｌａｎｄｉｎＧ／Ｈｓｙｎｔｈａｓｅ－１
ａｎｄ－２ｂｙ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ｎｔｖａｃｃｉｎｉａｖｉｒｕｓ：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ｂｙ
ｎｏｎｓｔｅｒｏｉｄａｌａｎｔｉ－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ｄｒｕｇｓａｎｄｂｉｏ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ｏｆ
１５－ｈｙｄｒｏｘｙｅｉｃｏｓａｔｅｔｒａｅｎｏｉｃａｃｉｄ［Ｊ］．Ｍｏｌ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
１９９４，４５（２）：２４５－２５４．

［１６］ＴＡＩＨＨ，ＥＮＳＯＲＣＭ，ＴＯＮＧＭ，ｅｔａｌ．Ｐｒｏｓｔａｇｌａｎｄｉｎ
ｃａｔａｂｏｌｉｚｉｎｇｅｎｚｙｍｅｓ［Ｊ］．ＰｒｏｓｔａｇｌａｎｄｉｎｓＯｔｈｅｒＬｉｐｉｄ
Ｍｅｄｉａｔ，２００２，６８／６９：４８３－４９３．

［１７］闫子祥，杨然，李秀婷．微生物表达系统研究进展
［Ｊ］．中国食品学报，２０１３，１３（１０）：１２６－１３５．

［１８］何东洋，马超，高振月，等．人源ＣＤ１３７Ｌ基因在不同
表达系统中表达效率的比较［Ｊ］．生物技术通报，２０１４
（９）：１７８－１８３．

［１９］苏鹏，龚国利．优化大肠杆菌表达外源蛋白的研究进
展［Ｊ］．生物技术通报，２０１７，３３（２）：１６－２３．

［２０］许思远，张永贵，赵沛，等．产油核桃内生细菌乙酰辅
酶Ａ羧化酶ａｃｂ基因克隆及优化表达［Ｊ］．中国油脂，
２０２３，４８（４）：９９－１０４．

［２１］黄旭，王振，刘娟，等．玉米黄烷酮－３－羟化酶原核
表达条件对香橙素生成量的影响［Ｊ］．食品与发酵工
业，２０２２，４８（３）：３８－４３．

［２２］林丹敏，宋彩燕，余林金，等．应用正交实验法优化大
肠杆菌表达ＣＴＢ－ＰＳＭＡ６２４－６３２蛋白的条件［Ｊ］．基
因组学与应用生物学，２０１９，３８（２）：６３６－６４３．

［２３］张煜彬，叶路芬，吴忠秀，等．ＰＤ０７２１单链抗体的体
外原核表达条件优化及蛋白质鉴定［Ｊ］．食品与生物
技术学报，２０２１，４０（７）：４２－４９．

［２４］ＶＡＲＶＡＳＫ，ＫＡＳＶＡＮＤＩＫＳ，ＨＡＮＳＥＮＫ，ｅｔ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ｉｎｔｏｔｈｅａｌｇａｌｐｒｏｓｔａｇｌａｎｄｉｎＨｓｙｎｔｈａｓｅ
ｒｅｖｅａｌａｔｙｐｉｃ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ｎｏｎ － ａｎｉｍａｌ
ｃｙｃｌｏｏｘｙｇｅｎａｓｅ［Ｊ］．ＢｉｏｃｈｉｍＢｉｏｐｈｙｓＡｃｔａ，２０１３，１８３１（４）：

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

８６３－８７１．

（上接第１０５页）
［４３］ＮＧＡＭＳＩＲＩＳＯＭＳＡＫＵＬＭ，ＲＥＵＮＧＳＡＮＧＡ，ＬＩＡＯＱ，ｅｔ

ａｌ．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ｂｉｏ－ｅｔｈａｎｏ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Ｃｈｌｏｒｅｌｌａｓｐ．
ｂｉｏｍａｓｓｂｙｈｙｄｒ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ｐ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ｎｄ ｅｎｚｙｍａｔｉｃ
ｈｙｄｒｏｌｙｓｉｓ［Ｊ］．ＲｅｎｅｗＥｎｅｒｇｙ，２０１９，１４１：４８２－４９２．

［４４］ＪＡＺＲＡＷＩＣ，ＢＩＬＬＥＲＰ，ＲＯＳＳＡＢ，ｅｔａｌ．Ｐｉｌｏｔｐｌａｎｔ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ｏｆ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ｈｙｄｒｏｔｈｅｒｍａｌ ｌｉｑｕｅｆ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ａｌｇａｅ［Ｊ］．ＡｌｇａｌＲｅｓ，２０１３，２（３）：２６８－２７７．

［４５］ＣＨＥＮＧＪ，ＨＵＡＮＧＲ，ＹＵＴ，ｅｔａｌ．Ｂｉｏｄｉｅｓｅ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ｌｉｐｉｄｓｉｎｗｅｔｍｉｃｒｏａｌｇａｅｗｉｔｈ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ｉｒ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ｂｉｏ－ｃｒｕｄ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ｆｒｏｍ ａｌｇａｌｒｅｓｉｄｕｅｔｈｒｏｕｇｈ
ｈｙｄｒ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ｌｉｑｕｅｆａｃｔｉｏｎ［Ｊ］．ＢｉｏｒｅｓｏｕｒＴｅｃｈｎｏｌ，２０１４，
１５１：４１５－４１８．

［４６］ＴＡＮＧＸ，ＺＨＡＮＧＣ，ＹＡＮＧＸ．Ｏｐｔｉｍｉｚ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
ｈｙｄｒ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ｌｉｑｕｅｆ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ｍｉｃｒｏａｌｇａｅｖｉａｆｌａｓｈｈｅａｔｉｎｇ
ａｎｄｉｓｏｌａｔｉｎｇａｑｕｅｏｕｓｅｘｔｒａｃｔｆｒｏｍｂｉｏ－ｃｒｕｄｅ［Ｊ／ＯＬ］．Ｊ
ＣｌｅａｎＰｒｏｄ，２０２０，２５８：１２０６６０［２０２２－１０－２９］．
ｈｔｔｐｓ：／／ｄｏｉ．ｏｒｇ／１０．１０１６／ｊ．ｊｃｌｅｐｒｏ．２０２０．１２０６６０．

［４７］ＫＵＭＡＲＫ，ＧＨＯＳＨＳ，ＡＮＧＥＬＩＤＡＫＩＩ，ｅｔａｌ．Ｒｅｃ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ｏｎｂｉｏｆｕｅｌｓ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ｍｉｃｒｏａｌｇａｅａｎｄ
ｍａｃｒｏａｌｇａｅ［Ｊ］．ＲｅｎｅｗＳｕｓｔＥｎｅｒｇＲｅｖ，２０１６，６５：２３５－
２４９．

［４８］ＱＩＵＹ，ＣＨＥＮＧＪ，ＧＵＯＨ，ｅｔａｌ．Ｍｉｌｄｈｙｄｒｏｔｈｅｒｍａ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ｎｍｉｃｒｏａｌｇａｌｂｉｏｍａｓｓｉｎｂａｔｃｈｒｅａｃｔｏｒｓｆｏｒｌｉｐｉｄｓ

ｈｙｄｒｏ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ｓｏｌｖｅｎｔ－ｆｒｅ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ｔｏｐｒｏｄｕｃｅｂｉｏｄｉｅｓｅｌ
［Ｊ／ＯＬ］．Ｅｎｅｒｇｙ，２０１９，１８９：１１６３０８［２０２２－１０－２９］．
ｈｔｔｐｓ：／／ｄｏｉ．ｏｒｇ／１０．１０１６／ｊ．ｅｎｅｒｇｙ．２０１９．１１６３０８．

［４９］ＨＵＡＮＧＲ，ＣＨＥＮＧＪ，ＱＩＵＹ，ｅｔａｌ．Ｓｏｌｖｅｎｔ－ｆｒｅｅｌｉｐｉｄ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ｍｉｃｒｏａｌｇａｌｂｉｏｍａｓｓｗｉｔｈｓｕｂ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ｗａｔｅｒｉｎ
ａ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ｆｌｏｗｒｅａｃｔｏｒｆｏｒａｃｉｄ－ｃａｔａｌｙｚｅｄｂｉｏｄｉｅｓｅ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Ｊ］．Ｆｕｅｌ，２０１９，２５３：９０－９４．

［５０］ＣＨＥＮＸ，ＨＵＬ，ＸＩＮＧＲ，ｅｔａｌ．Ｉｏｎｉｃｌｉｑｕｉｄ－ａｓｓｉｓｔｅｄ
ｓｕｂ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ｗａｔｅｒｐｒｏｍｏｔｅｓｔｈ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ｌｉｐｉｄｓｆｒｏｍｗｅｔ
ｍｉｃｒｏａｌｇａｅＳｃｅｎｅｄｅｓｍｕｓｓｐ．［Ｊ］．ＥｕｒＪＬｉｐｉｄ Ｓｃｉ
Ｔｅｃｈｎｏｌ，２０１５，１１７（８）：１１９２－１１９８．

［５１］ＭＡＬＥＫＧＨＡＳＥＭＩＳ，ＫＡＲＩＭＩＮＩＡＨＲ，ＰＬＥＣＨＫＯＶＡＮ
Ｋ，ｅｔａｌ．Ｄｉｒｅｃｔｔｒａｎｓｅｓｔ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ｅｔｍｉｃｒｏａｌｇａｅｔｏ
ｂｉｏｄｉｅｓｅｌｕｓｉｎｇｐｈｏｓｐｈｏｎｉｕｍ ｃａｒｂｏｘｙｌａｔｅｉｏｎｉｃ ｌｉｑｕｉｄ
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ｓ［Ｊ／ＯＬ］．ＢｉｏｍａｓｓＢｉｏｅｎｅｒｇ，２０２１，１５０：１０６１２６
［２０２２ －１０ －２９］． ｈｔｔｐｓ：／／ｄｏｉ．ｏｒｇ／１０．１０１６／ｊ．
ｂｉｏｍｂｉｏｅ．２０２１．１０６１２６．

［５２］ＣＨＥＮＹ，ＭＵＴ．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ｅｅｐｅｕｔｅｃｔｉｃｓｏｌｖｅｎｔｓｉｎ
ｂｉｏｍａｓｓｐ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Ｊ］．ＧｒｅｅｎＥｎｅｒｇ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２０１９，４（２）：９５－１１５．

［５３］ＫＩＭＫＨ，ＤＵＴＴＡＴ，ＳＵＮＪ，ｅｔａｌ．Ｂｉｏｍａｓｓｐ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ｕｓｉｎｇｄｅｅｐｅｕｔｅｃｔｉｃｓｏｌｖｅｎｔｓｆｒｏｍｌｉｇｎｉｎｄｅｒｉｖｅｄｐｈｅｎｏｌｓ［Ｊ］．
ＧｒｅｅｎＣｈｅｍ，２０１８，２０（４）：８０９－８１５．

９１１２０２４年第４９卷第１期　　　　　　　　　　　　　中　国　油　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