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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基、光照强度和初始氮浓度对克里藻生长

及生物活性代谢产物积累的影响

洪　建，戴晨明，张　虎，高保燕，张成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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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利用克里藻ＪＮＵ４１高效生产油脂、亚油酸和叶黄素等重要代谢产物，对其进行培养条件的
优化及代谢产物积累的评估。采用改良的 ＢＧ－１１（ｍＢＧ－１１）和 ＢＢＭ（ｍＢＢＭ）培养基，设置３组
光照强度〔单侧１００μｍｏｌ／（ｍ２·ｓ）、单侧３００μｍｏｌ／（ｍ２·ｓ）和双侧３００μｍｏｌ／（ｍ２·ｓ）〕和６种初
始氮浓度（３、６、９、１２、１５、１８ｍｍｏｌ／Ｌ）对克里藻 ＪＮＵ４１进行培养，并测定其生长曲线、生化组成、总
脂产率、脂肪酸组成及叶黄素含量。结果表明：克里藻ＪＮＵ４１在 ｍＢＢＭ培养基、双侧光照强度３００
μｍｏｌ／（ｍ２·ｓ）、初始氮浓度６ｍｍｏｌ／Ｌ条件下，生物量和总脂产率最高，分别为８．３８ｇ／Ｌ和２８１．７１
ｍｇ／（Ｌ·ｄ）；在ｍＢＧ－１１培养基、双侧光照强度３００μｍｏｌ／（ｍ２·ｓ）、初始氮浓度３ｍｍｏｌ／Ｌ条件下，
总脂和总脂肪酸含量最高，分别为５５１２％和４７．１０％。克里藻 ＪＮＵ４１主要脂肪酸组成为棕榈酸、
油酸、亚油酸和亚麻酸，其中亚油酸含量最高，亚油酸最高相对含量为 ６５．８７％。此外，克里藻
ＪＮＵ４１还积累一定量叶黄素，最高含量可达１．６４ｍｇ／ｇ。因此，克里藻ＪＮＵ４１是一株可用于生产多
种高附加值产物的潜力藻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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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藻是一些重要生物活性物质的宝贵来源，例
如蛋白质、脂肪、多不饱和脂肪酸、多糖、色素等，在

功能食品、医药、生物饲料和生物燃料等领域具有极

大的应用潜力［１］。以往的研究与开发以单细胞微

藻为主，与单细胞微藻相比，丝状微藻具有明显的优

势，它们不仅能够代谢积累多种重要的生物活性物

质，而且其藻体较长，更容易进行重力沉降和过滤收

获，且不容易被原生动物吞食，适合应用于大规模生

产中，且能降低商业化生产成本［２－４］。因此，筛选具

有生长速率快、易收获、脂质含量高、高附加值成分

丰富等优良性状的丝状微藻，对生物燃料和生物制

品商业化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微藻生长需要碳、氮、磷、硫、钾、钙、镁等大量和

中量营养元素，同时还需要铁、铜、锌、钴、钼、硼等微

量营养元素。不同微藻对于各种营养元素组成和浓

度的需求不尽相同，由于不同培养基其组成和营养

盐浓度各不相同，使得微藻在不同培养基中的生长

状况会有差异。因此，在微藻培养的过程中，选择合

适的培养基对其生长和代谢产物的积累至关重要。

光照是影响微藻生长和代谢的重要环境因素之

一［５］，包括光质、光照强度、光照周期等，现有研究

对光照强度的研究较为深入，当光照强度高于光饱

和点时，微藻的生长会受到抑制［６］，而当光照强度

低于光饱和点时，会促使微藻合成较多的类胡萝卜

素、脂类、碳水化合物、多不饱和脂肪酸等抗逆性物

质［７］。同时，光照强度的增加和光照时间的延长有利

于微藻细胞内饱和脂肪酸含量的增加，而不利于细胞

内单不饱和脂肪酸和多不饱和脂肪酸的积累［８］。

氮是藻类生长与代谢所必需的营养元素，其中

氮浓度影响叶绿素合成和光合作用速率，从而控制

细胞生长和能量代谢。当氮充足时，藻细胞内光合

作用固定碳的速率是氮同化速率的７～１０倍；而当
氮缺乏时，藻细胞的光合作用能力降低，细胞内光合

作用固定碳的能力超过吸收含氮化合物的需要，过

量的碳被转化为脂类和碳水化合物等储能化合物。

一般而言，培养基中氮供应的缺乏使碳库更倾向于

碳水化合物或脂质［９－１０］，蛋白质含量在缺氮／限氮
条件下存在明显的物种差异，一些物种维持了细胞

内大部分的蛋白质含量，而另一些物种细胞内的蛋

白质含量则大幅下降。

克里藻 ＪＮＵ４１（Ｋｌｅｂｓｏｒｍｉｄｉｕｍｓｐ．ＪＮＵ４１）是一
株新 分 离 的 气 生 丝 状 绿 藻，隶 属 于 链 藻 门

（Ｓｔｒｅｐｔｏｐｈｙｔａ）、克里藻纲（Ｋｌｅｂｓｏｒｍｉｄｉｏｐｈｙｃｅａｅ）、克
里藻属（Ｋｌｅｂｓｏｒｍｉｄｉｕｍ）。在本研究中，以克里藻
ＪＮＵ４１为研究材料，通过设置２种培养基、３组光照
强度和６种不同初始氮浓度对该藻进行培养，研究
克里藻 ＪＮＵ４１的形态特征和分类，以及不同培养
基、光照强度和初始氮浓度对其细胞生长和生化组

分组成和含量的影响，从而筛选出适合克里藻

ＪＮＵ４１生长、代谢产物积累的最适光照强度及最适
氮浓度，为克里藻ＪＮＵ４１应用于油脂以及高附加值
产品生产提供理论基础。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实验材料

克里藻ＪＮＵ４１（以下简称“克里藻”），来自暨南
大学，现保存于暨南大学水生生物研究中心微藻生

物资源与生物技术实验室藻种库。

Ｌｏｗｒｙ法蛋白质含量测定试剂盒，上海荔达生物
有限公司；十七烷酸（Ｃ１７∶０）、乙酸乙酯，Ｓｉｇｍａ－
Ａｌｄｒｉｃｈ公司；正己烷、浓硫酸、无水乙醚、苯酚、乙腈、
硝酸钠、氢氧化钠等，广州化学试剂厂；二甲基亚砜、

甲醇、正己烷，上海麦克林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ＬＳ－１００ＨＤ高压蒸汽灭菌锅，江阴滨江医疗设
备有限公司；ＶｉｒＴｉｓｗｉｚａｒｄ２．０冷冻干燥机，德国
Ｃｈｒｉｓｔ公司；ＺＨＪＨ－Ｃ１１０９Ｂ超净工作台，上海智城
分析仪器制造有限公司；ＤＦ－１磁力搅拌水浴锅，天
津市赛得利斯实验分析仪器有限公司；Ｎ－ＥＶＡＰＴＭ
１１１氮吹仪，美国 Ｏｒｇａｎｏｍａｔｉｏｎ公司；Ｉｃｙｌｅｒ荧光定
量ＰＣＲ仪、电泳仪，美国 Ｂｉｏ－Ｒａｄ公司；Ａｇｉｌｅｎｔ
６８９Ｎ气相色谱仪，美国 Ａｇｉｌｅｎｔ公司；ＳＣ２０００显微
相机；ＣＸ３１ＲＴＳＦ双筒显微镜，日本 Ｏｌｙｍｐｕｓ公司；
ＵＶ－２４５０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美国 Ｈａｃｈ公司；
Ｋｕｂｏｔａ６５００高速冷冻离心机，美国Ｅｐｐｅｎｄｏｒｆ公司。
１．２　实验方法
１．２．１　克里藻培养

本研 究 设 置 ３组 光 照 强 度 〔单 侧 １００
μｍｏｌ／（ｍ２·ｓ）、单侧３００μｍｏｌ／（ｍ２·ｓ）和双侧３００
μｍｏｌ／（ｍ２·ｓ）〕和６种不同初始氮浓度（３、６、９、１２、
１５、１８ｍｍｏｌ／Ｌ，氮源为ＮａＮＯ３），分别以改良的ＢＧ－
１１（ｍＢＧ－１１）和 ＢＢＭ（ｍＢＢＭ）培养基对克里藻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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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２４ｈ持续光照培养。取对数生长期的克里藻接
种于Φ４．５ｃｍ×６０ｃｍ柱状生物反应器，接种量为
（０．４０±０．１０）ｇ／Ｌ，通入含１％ＣＯ２的压缩空气进行通
气培养，培养时间为１５ｄ，培养温度为（２５±１）℃，设
置３个生物学平行。ｍＢＢＭ和 ｍＢＧ－１１培养基配
方参照Ｗａｎｇ等［２］的方法。

１．２．２　克里藻细胞显微形态学观察
每隔７２ｈ通过显微镜对克里藻进行形态观察，

并拍照记录。

１．２．３　藻粉制备
收集不同培养条件下的藻泥，置于 －２０℃冰箱

中冷冻，然后用冷冻干燥机冻干，密封，保存于４℃
冰箱中。

１．２．４　生物量测定
预先将孔径为０．４５μｍ的微孔滤膜干燥至恒

重，取１０ｍＬ藻液真空抽滤烘干至恒重，根据公式
（１）计算生物量。

Ｗ＝（Ｗｂ－Ｗａ）×１００ （１）
式中：Ｗ为生物量，ｇ／Ｌ；Ｗａ为干燥的微孔滤膜

质量，ｇ；Ｗｂ为烘干后微藻与微孔滤膜质量之和，ｇ。
１．２．５　总脂含量的测定

参考文献［１１］测定微藻中总脂含量。称量７５ｍｇ
冻干藻粉，加入２ｍＬ二甲基亚砜－甲醇（体积比１∶９）
溶液，５０℃下加热搅拌１．５ｈ后，以３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
５ｍｉｎ，收集上清；向沉淀中加入４ｍＬ正己烷 －乙醚
（体积比１∶１）溶液，冰浴搅拌１５ｈ后，以３０００ｒ／ｍｉｎ
离心５ｍｉｎ，收集上清，重复以上操作至藻渣呈灰白
色。合并上述所有上清，加入４ｍＬ去离子水，充分
混匀后静置分层，分离有机相，氮吹浓缩后转至 ＥＰ
管，再氮吹至恒重，根据公式（２）计算总脂含量。

ω１＝（ｍ３－ｍ２）／ｍ１×１００％ （２）
式中：ω１为总脂含量；ｍ１为藻粉质量，ｇ；ｍ２为ＥＰ

管质量，ｇ；ｍ３为ＥＰ管与提取总脂的质量之和，ｇ。
根据生物量和总脂含量计算总脂产率，计算方

法见文献［１２］。
１．２．６　总碳水化合物含量的测定

参考文献［１２］测定微藻中总碳水化合物的含
量。称量 １０ｍｇ干燥脱脂藻渣，加入 ５ｍＬ０．５
ｍｏｌ／ＬＨ２ＳＯ４溶液后１００℃水浴搅拌４ｈ，冷却至室

温后，以３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５ｍｉｎ，将上清转移至２５
ｍＬ容量瓶中，重复上述操作３次，合并上清并定容。
取０５ｍＬ上清加去离子水稀释至２ｍＬ，迅速加入
６％苯酚和９８％浓硫酸后混匀，用紫外可见分光光
度计测定其在４９０ｎｍ处吸光值，根据标准曲线方程
计算总碳水化合物含量。以葡萄糖为标准物的标准

曲线方程为ｙ＝１８０４８ｘ＋０．０１０（ｘ为葡萄糖质量浓
度，ｙ为吸光值；Ｒ２＝０．９９９７）。
１．２．７　总蛋白质含量的测定

使用Ｌｏｗｒｙ法蛋白质含量测定试剂盒测定微藻
中总蛋白质含量。称取约３０ｍｇ干燥脱脂藻渣，加
入５ｍＬ０．５ｍｏｌ／ＬＮａＯＨ溶液后８０℃水浴搅拌１０
ｍｉｎ，以３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５ｍｉｎ，将上清转移至２５ｍＬ
容量瓶中，重复上述操作３次，合并上清并定容，用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测定上清在７５０ｎｍ处吸光值，
根据标准曲线方程中计算总蛋白质含量。标准曲线

方程为 ｙ＝０．４９８４ｘ－０．００４３（ｘ为蛋白质质量浓
度，ｙ为吸光值；Ｒ２＝０．９９９６）。
１．２．８　脂肪酸组成及含量的测定

参考文献［１３］测定微藻中脂肪酸组成及含量。
称取２５ｍｇ冻干藻粉，加入２ｍＬ（２％ Ｈ２ＳＯ４－甲
醇）－甲苯（体积比９∶１）混合液，同时加入１００μＬ
０．２５％十七烷酸标样（Ｃ１７∶０），充氩气进行密封后，
８０℃水浴搅拌１．５ｈ，冷却后加入去离子水和正己
烷各１ｍＬ，以３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５ｍｉｎ，转移上层有机
相至样品瓶中，利用气相色谱仪测定克里藻脂肪酸

组成及含量。气相色谱条件参照Ｇａｏ等［１４］的方法。

１．２．９　总叶黄素含量的测定
称取１０ｍｇ冻干藻粉，加入５ｍＬ甲醇溶液，遮

光冰浴搅拌１６ｈ，以３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５ｍｉｎ，取上
清，使用０．２μｍ有机膜过滤，过滤液转至进样瓶
中，使用高效液相色谱仪测定总叶黄素含量。高效

液相色谱条件参照Ｇａｏ等［１４］的方法。

１．２．１０　数据处理
使用 Ｏｆｆｉｃｅ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０、Ｏｒｉｇｉｎ２０１８和 ＳＰＳＳ１３０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以ｐ＜０．０５代表差异显著。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克里藻形态学分析

克里藻的形态学特征如图１所示。

图１　克里藻形态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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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图１可以看出，克里藻呈单链、不分枝的丝状
体，由单列细胞构成，细胞呈圆柱状，每个细胞都含

有单个位于周缘的叶绿体，具有一个蛋白核，细胞壁

薄，丝状体易断裂。从顶部进行观察时，细胞形态近

乎球形，而从侧面进行观察时，细胞形态近似梨形，

整体长度为５～８μｍ，具有两根等长鞭毛。克里藻
分布广泛，能够在干燥、暴晒、炎热或寒冷的陆地等

极端条件下存活并正常生长［１５］；同时能够积累一定

量的油脂，是继黄丝藻（Ｔｒｉｂｏｎｅｍａ）后又一真核产油
丝状微藻［１６］。

２．２　培养基、光照强度和初始氮浓度对克里藻的影响
２．２．１　对生长的影响

光照强度、培养基和初始氮浓度对克里藻生长

的影响如图２所示。

　注：ａ、ｄ．单侧光照强度１００μｍｏｌ／（ｍ２·ｓ）；ｂ、ｅ．单侧光照强度３００μｍｏｌ／（ｍ２·ｓ）；ｃ、ｆ．双侧光照强度３００μｍｏｌ／（ｍ２·ｓ）；
ａ、ｂ、ｃ．ｍＢＧ－１１培养基；ｄ、ｅ、ｆ．ｍＢＢＭ培养基。下同

图２　光照强度、培养基和初始氮浓度对克里藻生长的影响

　　由图２可以看出：不同条件下克里藻生物量均
随培养时间的延长而不断增加；在低光照强度下

（图２ａ、２ｄ），克里藻生物量增加缓慢；而在高光照强
度下（图２ｂ、２ｅ），藻细胞经过２ｄ的适应后进入指
数生长，培养 １５ｄ时生物量远大于低光照强度下
的。通过比较图 ２ａ、２ｂ、２ｃ与图 ２ｄ、２ｅ、２ｆ发现，
ｍＢＢＭ培养基中生物量普遍高于ｍＢＧ－１１培养基。
经检验，克里藻在６种不同初始氮浓度下培养，３组
光照强度间的生物量存在显著差异（ｐ＜０．０５）。在
ｍＢＢＭ培养基、双侧光照强度３００μｍｏｌ／（ｍ２·ｓ）和
初始氮浓度６ｍｍｏｌ／Ｌ条件下培养１５ｄ克里藻生物
量达到最大值，为８３８ｇ／Ｌ（图２ｆ），此时单位体积
生物量为５５８．６７ｍｇ／（Ｌ·ｄ）。综上所述，有利于克
里藻生长的培养条件是 ｍＢＢＭ培养基、双侧光照强
度３００μｍｏｌ／（ｍ２·ｓ）和初始氮浓度６ｍｍｏｌ／Ｌ。

本研究发现，双侧３００μｍｏｌ／（ｍ２·ｓ）光照强度
能够维持克里藻的快速生长。然而多裂克里藻

（Ｋｌｅｂｓｏｒｍｉｄｉｕｍｄｉｓｓｅｃｔｕｍ）的生长响应模式在光照强
度为 ３０μｍｏｌ／（ｍ２·ｓ）时最优，而光照强度超过
８５μｍｏｌ／（ｍ２·ｓ）时生长受到抑制［１７］；锯缘可里藻

（Ｋｌｅｂｓｏｒｍｉｄｉｕｍｃｒｅｎｕｌａｔｕｍ）在低光照强度时生长速

率最快，而光照强度超过８５μｍｏｌ／（ｍ２·ｓ）时增长
率大幅下降［１８］。这与本研究结果并不一致，可能是

因为多裂克里藻和锯缘克里藻是来自于高寒土壤的

适应低温的藻株，而本实验中的藻株是采于全年平

均温度２０～２８℃的亚热带平原地区，属于常温藻
株，它们之间存在较大的种间差异。此外，在本实验

中光照强度并没有到达克里藻光饱和点，其生长还

未受到抑制，证明克里藻具有较强的光耐受能力。

本研究发现，克里藻的生长情况还与氮浓度有关，随

着氮浓度的升高克里藻生长速率加快，但过高的氮

浓度反而会有抑制作用。在本研究中，培养基中６
ｍｍｏｌ／ＬＮａＮＯ３最有利于克里藻的生长，这个氮源
下６ｍｍｏｌ／Ｌ的浓度同样最有利于克里藻 Ｌｇｘ８０
（Ｋｌｅｂｓｏｒｍｉｄｉｕｍｓｐ．Ｌｇｘ８０）的生长［１６］，但克里藻

Ｌｇｘ８０在９ｍｍｏｌ／Ｌ尿素下有更高的生长速率［１６］，因

此为了更好地优化克里藻 ＪＮＵ４１的培养条件，后续
需对氮源进行研究。根据克里藻生长情况，以培养

１５ｄ的微藻进行后续研究。
２．２．２　对生化组成的影响

光照强度、培养基和初始氮浓度对克里藻生化

组成的影响如图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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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不同字母表示组间有显著差异（ｐ＜０．０５）。下同
图３　光照强度、培养基和初始氮浓度对克里藻生化组成的影响

　　由图３可以看出：３种光照强度下克里藻总脂
含量均随培养基中初始氮浓度的增加而不断减少，

在氮浓度为１８ｍｍｏｌ／Ｌ时总脂含量最低；在两种培
养基中初始氮浓度相同时，细胞内总脂含量随光照

强度的增加而增加，而总碳水化合物与总蛋白质含量

则随光照强度的增加而减少。克里藻以ｍＢＧ－１１或
ｍＢＢＭ培养基培养时，其藻细胞总脂、总蛋白质、总
碳水化合物含量在３种光照强度、６种初始氮浓度
之间存在显著差异（ｐ＜０．０５）。在 ｍＢＧ－１１和
ｍＢＢＭ培养基中培养时，克里藻总脂含量均在双侧
光照强度３００μｍｏｌ／（ｍ２·ｓ）、初始氮浓度３ｍｍｏｌ／Ｌ
时达到最高，分别为５５．１２％和５４．８７％，而总碳水
化合物和总蛋白质含量均在单侧光照强度 １００
μｍｏｌ／（ｍ２·ｓ）、初始氮浓度为１８ｍｍｏｌ／Ｌ时最高，
分别为３５．５８％、３７．６９％和３６．９６％、３６．７２％。

研究发现，小球藻（Ｃｈｌｏｒｅｌｌａｓｐ．）和单针藻
（Ｍｏｎｏｒａｐｈｉｄｉｕｍｄｙｂｏｗｓｋｉｉ）在高光照强度下总脂含
量高于低光照强度组，而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含量

在低光照强度组更有利于积累［１９］。这与本研究的

结果相似，高光照强度条件下，微藻会合成较多的油

脂等抗逆性物质，用于抵御光氧化［２０］。由图 ３可
知，随光照强度增加克里藻总脂含量已增加缓慢，再

进一步提高光照强度，总脂含量的增加幅度可能会

很小，因此需要平衡好光照强度增加带来的能耗与

总脂含量增加的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Ｎｚａｙｉｓｅｎｇａ
等［２１］在对杜氏盐藻（Ｄｕｎａｌｉｅｌｌａｔｅｒｔｉｏｌｅｃｔａ）进行研究
时发现，较高的脂质含量与较低的蛋白质含量相关，

说明脂质合成主要依赖于蛋白质的降解或蛋白质合

成受阻，蛋白质含量随光照强度的增加而下降可能

归因于氮的消耗。

２．２．３　对总脂产率的影响
光照强度、培养基和初始氮浓度对克里藻总脂

产率的影响如图４所示。
由图４可知：初始氮浓度对克里藻总脂产率有

显著影响，且总脂产率随着光照强度的增加而增加；

在ｍＢＢＭ培养基、双侧光照强度３００μｍｏｌ／（ｍ２·ｓ）
和初始氮浓度６ｍｍｏｌ／Ｌ时克里藻总脂产率最高，为
２８１．７１ｍｇ／（Ｌ·ｄ），结合图１可知，该条件也有利
于生物量的积累。据文献报道，祖芬根小球藻

（Ｃｈｌｏｒｅｌｌａｚｏｆｉｎｇｉｅｎｓｉｓ）在缺氮条件下得到最大的油
脂含量（６５．１％）和油脂产率〔８７．１ｍｇ／（Ｌ·ｄ）〕，
氮缺乏诱导脂质产生［２２］。这是因为氮缺乏时，藻细

胞的光合作用能力显著降低，细胞内光合作用固定

碳的能力可能超过吸收含氮化合物的需要，过量的

碳可能被转化为脂质类等储存化合物。一般而言，

培养基中氮的缺乏使碳更倾向于合成碳水化合物和

脂质［２３－２４］，如斜生栅藻（Ｓｃｅｎｅｄｅｓｍｕｓｏｂｌｉｑｕｕｓ）在氮
缺乏条件下获得最高碳水化合物含量和产量，分别

为５１．８％和３８３．４ｍｇ／（Ｌ·ｄ）［２５］。而本研究发现，
克里藻在高氮（１８ｍｍｏｌ／Ｌ）条件下碳水化合物含量
较高。这可能是因为克里藻中碳和能量储存的初期

积累物主要为碳水化合物，后期主要以油脂的形式，

但斜生栅藻（Ｓ．ｏｂｌｉｑｕｕｓ）在胁迫条件下主要以碳水
化合物作为碳和能量的储存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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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光照强度、培养基和初始氮浓度对克里藻总脂产率的影响

２．２．４　对脂肪酸组成的影响
光照强度、培养基和初始氮浓度对克里藻脂肪

酸组成的影响如图５所示。

图５　光照强度、培养基和初始氮浓度对克里藻脂肪酸组成的影响

　　由图５可以看出，克里藻总脂肪酸含量（脂肪
酸绝对含量）总体随初始氮浓度的增加而减少，在

双侧光照强度 ３００μｍｏｌ／（ｍ２·ｓ）、初始氮浓度
３ｍｍｏｌ／Ｌ、ｍＢＧ－１１培养基下总脂肪酸含量最高，
为 ４７１０％。克 里 藻 主 要 脂 肪 酸 有 棕 榈 酸
（Ｃ１６∶０）、油酸（Ｃ１８∶１）、亚油酸（Ｃ１８∶２）和亚麻酸
（Ｃ１８∶３），还含有少量的硬脂酸（Ｃ１８∶０）、棕榈油酸
（Ｃ１６∶１）、二十烷酸（Ｃ２０∶０）与二十二烷酸（Ｃ２２∶０）。
在单侧光照强度 ３００μｍｏｌ／（ｍ２·ｓ）、初始氮浓度
３ｍｍｏｌ／Ｌ、ｍＢＧ－１１培养基下亚油酸相对含量达到

最高，为６５．８７％；在单侧光照强度３００μｍｏｌ／（ｍ２·ｓ）、
初始氮浓度１８ｍｍｏｌ／Ｌ、ｍＢＢＭ培养基下棕榈酸相
对含量达到最高，为 ２５．０７％；在单侧光照强度
３００μｍｏｌ／（ｍ２·ｓ）、初始氮浓度１８ｍｍｏｌ／Ｌ、ｍＢＢＭ
培养基下油酸相对含量达到最高，为１５３８％；在单
侧光照强度 ３００μｍｏｌ／（ｍ２· ｓ）、初始氮浓度
１８ｍｍｏｌ／Ｌ、ｍＢＧ－１１培养基下亚麻酸相对含量达
到最高，为８．９０％。

微藻细胞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由于可用于人类或运

动营养而受到更多关注［２６－２７］。对克里藻脂肪酸组成

１１１２０２４年第４９卷第１期　　　　　　　　　　　　　中　国　油　脂



的研究表明，丝状微藻含有大量的必需脂肪酸———亚

油酸（Ｃ１８∶２ω－６）和 α－亚麻酸（Ｃ１８∶３ω－６）。
其中亚油酸是γ－亚麻酸和花生四烯酸的前体物
质；而α－亚麻酸是重要的 ω－３多不饱和脂肪酸，
可进一步转化为超长链多不饱和脂肪酸二十碳五烯

酸（ＥＰＡ，Ｃ２０∶５ω－３）和二十二碳六烯酸（ＤＨＡ，
Ｃ２２∶６ω－３）。此外，Ｎｚａｙｉｓｅｎｇａ等［２４］研究发现，链带

藻（Ｄｅｓｍｏｄｅｓｍｕｓｓｐ．）和斜生栅藻 （Ｓｃｅｎｅｄｅｓｍｕｓ
ｏｂｌｉｑｕｕｓ）中的脂肪酸含量与光照强度呈正相关，这
与本研究所观察到的现象一致。这可能是因为高光

照强度下，藻类通过将过量光同化物转化为脂肪酸

来对抗光氧化，特别是多不饱和脂肪酸，如亚油酸、

亚麻酸、ＥＰＡ、ＤＨＡ等［２８］。克里藻主要的脂肪酸为

亚油酸，它在高光照强度下含量高于低光照强度下，

同样也符合对抗光氧化的猜想。多不饱和脂肪酸对

人和运动健康至关重要，因此克里藻可能成为生产

亚油酸和α－亚麻酸的潜力藻株。
２．２．５　对总叶黄素的影响

光照强度、培养基和初始氮浓度对克里藻总叶

黄素的影响如图６所示。

　　
图６　光照强度、培养基和初始氮浓度对克里藻总叶黄素的影响

　　由图６可以看出：以 ｍＢＧ－１１培养基培养时，
克里藻细胞内总叶黄素含量在双侧光照强度 ３００
μｍｏｌ／（ｍ２·ｓ）和初始氮浓度１５ｍｍｏｌ／Ｌ时达到最
高，为１．６４ｍｇ／ｇ；以ｍＢＢＭ培养基培养时，克里藻细
胞内总叶黄素含量在双侧光照强度３００μｍｏｌ／（ｍ２·ｓ）
和初始氮浓度１５ｍｍｏｌ／Ｌ时达到最高，为０．９４ｍｇ／ｇ。
因此，最有利于克里藻积累叶黄素的培养条件是双

侧光照强度 ３００μｍｏｌ／（ｍ２· ｓ）、初始氮浓度
１５ｍｍｏｌ／Ｌ和ｍＢＧ－１１培养基。在本研究中高光照
强度有利于克里藻 ＪＮＵ４１细胞中叶黄素的积累，可
能是因为高光照强度可以提高番茄红素β－环化酶
基因的表达水平［２９］，该基因是微藻中类胡萝卜素积

累的关键酶。此外，Ｃｏｅｓｅｌ等［３０］也提出，强光胁迫

可以调节植物八氢番茄红素合酶和去饱和酶的

活性。

３　结　论
在改良的ＢＢＭ（ｍＢＢＭ）培养基、双侧光照强度

３００μｍｏｌ／（ｍ２·ｓ）、初始氮浓度６ｍｍｏｌ／Ｌ条件下，
克里藻的生物量和总脂产率最高，分别为８．３８ｇ／Ｌ
〔此时单位体积生物量为 ５５８．６７ｍｇ／（Ｌ·ｄ）〕和
２８１７１ｍｇ／（Ｌ·ｄ）；而在改良的ＢＧ－１１（ｍＢＧ－１１）
培养基、双侧光照强度３００μｍｏｌ／（ｍ２·ｓ）、初始氮
浓度３ｍｍｏｌ／Ｌ条件下，总脂和总脂肪酸含量最高，
分别为５５．１２％和４７．１０％。克里藻的主要脂肪酸
成分为棕榈酸、油酸、亚油酸和亚麻酸，其中亚油酸

为优势脂肪酸，其相对含量最高为 ６５．８７％。
１５ｍｍｏｌ／Ｌ的初始氮浓度有利于诱导叶黄素积累，
其含量最高可达１．６４ｍｇ／ｇ。克里藻是一种新型的
产油丝状微藻，能够富集亚油酸、亚麻酸和叶黄素等

高附加值产物，且丝状微藻具有易采收、易培养和易

收获的性能，在生产高附加值营养保健品方面具有

巨大应用前景，并适合进行生物燃料的生产。

参考文献：

［１］ＤＩＮＥＳＨＢＡＢＵＧ，ＧＯＳＷＡＭＩＧ，ＫＵＭＡＲ Ｒ，ｅｔａｌ．
Ｍｉｃｒｏａｌｇａｅ－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ｕｓ，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ａｑｕａ－ａｎｄａｎｉｍａｌｆｅｅｄ
ｓｏｕｒｃｅ［Ｊ／ＯＬ］．ＪＦｕｎｃｔＦｏｏｄｓ，２０１９，６２：１０３５４５［２０２２－
０７－０６］．ｈｔｔｐｓ：／／ｄｏｉ．ｏｒｇ／１０．１０１６／ｊ．ｊｆｆ／２０１９．１０３５４５．

［２］ＷＡＮＧＨ，ＧＡＯＬ，ＣＨＥＮＬ，ｅｔａｌ．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
ｂｉｏｄｉｅｓｅ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ｆｉｌａｍｅｎｔｏｕｓｏｌｅａｇｉｎｏｕｓｍｉｃｒｏａｌｇａｅ
Ｔｒｉｂｏｎｅｍａｍｉｎｕｓ［Ｊ］．ＢｉｏｒｅｓｏｕｒＴｅｃｈｎｏｌ，２０１３，１４２：３９－
４４．

［３］ＳＡＴＰＡＴＩＧ Ｇ，ＰＡＬ Ｒ．Ｎｅｗ ａｎｄ ｒａｒｅｒｅｃｏｒｄｓｏｆ
ｆｉｌａｍｅｎｔｏｕｓｇｒｅｅｎａｌｇａｅｆｒｏｍＩｎｄｉａｎＳｕｎｄａｒｂａｎｓＢｉｏｓｐｈｅ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Ｊ］．ＪＡｌｇａｌＢｉｏｍａｓｓＵｔｌｎ，２０１６，７（２）：１５９－
１７５．

［４］ＺＨＡＮＧＷ，ＺＨＡＯ Ｙ，ＣＵＩＢ，ｅｔａ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
ｆｉｌａｍｅｎｔｏｕｓｇｒｅｅｎａｌｇａｅａｓｆｅｅｄｓｔｏｃｋｓｆｏｒｂｉｏｆｕｅ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Ｊ］．ＢｉｏｒｅｓｏｕｒＴｅｃｈｎｏｌ，２０１６，２２０：４０７－４１３．

［５］ＳＩＮＧＨＳＰ，ＳＩＮＧＰ．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ｌｉｇｈｔｏｎ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ａｌｇａｅｓｐｅｃｉｅｓ：Ａｒｅｖｉｅｗ［Ｊ］．ＲｅｎｅｗＳｕｓｔＥｎｅｒｇ
Ｒｅｖ，２０１５，５０：４３１－４４４．

［６］ＳＦＯＲＺＡＥ，ＳＩＭＩＯＮＡＴＯＤ，ＧＩＡＣＯＭＥＴＴＩＧＭ，ｅｔａｌ．

２１１ ＣＨＩＮＡＯＩＬＳＡＮＤＦＡＴＳ　　　　　　　　　　　　　　２０２４Ｖｏｌ４９Ｎｏ１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ｌｉｇｈｔａｎｄｄａｒｋｃｙｃｌｅｓｃａｎ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ｉｎａｌｇａｅｇｒｏｗｉｎｇｉｎｐｈｏｔｏｂｉｏｒｅａｃｔｏｒｓ［Ｊ／ＯＬ］．
ＰＬｏＳＯｎｅ，２０１２，７（６）：ｅ３８９７５［２００２－０７－０６］．
ｈｔｔｐｓ：／／ｄｏｉ．ｏｒｇ／１０．１３７／／ｊｏｕｒｎａｌ．ｐｈｏｎｅ．００３８９７５．

［７］印尤强，黄罗冬，胡强，等．光强和氮源及其浓度对缺刻
缘绿藻生长、油脂和花生四烯酸积累的影响［Ｊ］．植物
科学学报，２０１７，３５（４）：５９２－６０２．

［８］ＡＬ－ＱＡＳＭＩＭ，ＲＡＵＴＮ，ＴＡＬＥＢＩＳ，ｅｔａｌ．Ａｒｅｖｉｅｗｏｆ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ｌｉｇｈｔｏｎｍｉｃｒｏａｌｇａｅｇｒｏｗｔｈ［Ｃ］／／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Ｌｏｎｄｏｎ：ＷＣＥ，２０１２．

［９］ＪＵＮＥＪＡＡ，ＣＥＢＡＬＬＯＳＲＭ，ＭＵＲＴＨＹＧＳ．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ｎ ｔｈｅ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ａｌｇａｅｆｏｒｂｉｏｆｕｅｌｓ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
ｒｅｖｉｅｗ［Ｊ］．Ｅｎｅｒｇｉｅｓ，２０１３，６（９）：４６０７－４６３８．

［１０］ＧＵＯＦ，ＷＡＮＧＨ，ＷＡＮＧＪ，ｅｔａｌ．Ｓｐｅｃｉａｌ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ｔｏ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ｄｅｐｒ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ｉｌａｍｅｎｔｏｕｓｏｌｅａｇｉｎｏｕｓ
ｍｉｃｒｏａｌｇａｅＴｒｉｂｏｎｅｍａｓｐ．［Ｊ］．ＢｉｏｒｅｓｏｕｒＴｅｃｈｎｏｌ，２０１４，
１５８：１９－２４．

［１１］ＫＨＯＺＩＮ－ＧＯＬＤＢＥＲＧＩ，ＳＨＲＥＳＴＨＡＰ，ＣＯＨＥＮＺ．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ｒａｃｈｉｄｏｎｙｌｍｏｉｅｔｉｅｓｆｒｏｍｔｒｉａｃｙｌｇｌｙｃｅｒｏｌｓ
ｉｎｔｏｃｈｌｏｒ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ｌｉｐｉｄｓ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ｆｒｏｍ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ｓｔａ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ｍｉｃｒｏａｌｇａＰａｒｉｅｔｏｃｈｌｏｒｉｓｉｎｃｉｓａ［Ｊ］．
ＢｉｏｃｈｉｍＢｉｏｐｈｙｓＡｃｔａＭｏｌＣｅｌｌＢｉｏｌＬｉｐｉｄｓ，２００５，１７３８
（１／２／３）：６３－７１．

［１２］ＤＵＢＯＩＳＭ，ＧＩＬＬＥＳＫＡ，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ＪＫ，ｅｔａｌ．
Ｃｏｌｏｒｉｍｅｔｒｉｃ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ｕｇａｒｓ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ｅｄ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ｓ［Ｊ］．ＡｎａｌＣｈｅｍ，１９５６，２８（３）：３５０－３５６．

［１３］ＢＩＧＯＧＮＯＣ，ＫＨＯＺＩＮ－ＧＯＬＤＢＥＲＧＩ，ＢＯＵＳＳＩＢＡＳ，
ｅｔａｌ．Ｌｉｐｉｄａｎｄｆａｔｔｙａｃｉｄ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ｇｒｅｅｎ
ｏｌｅａｇｉｎｏｕｓａｌｇａＰａｒｉｅｔｏｃｈｌｏｒｉｓｉｎｃｉｓａ，ｔｈｅｒｉｃｈｅｓｔｐｌａｎｔ
ｓｏｕｒｃｅｏｆａｒａｃｈｉｄｏｎｉｃａｃｉｄ［Ｊ］．Ｐｈｙｔ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０２，６０
（５）：４９７－５０３．

［１４］ＧＡＯＢ，ＹＡＮＧＪ，ＬＥＩＸ，ｅｔ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ｅｌ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ｃｈａｎｇ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ｌｉｐｉｄ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ｉｇｍｅｎｔｐｒｏｆｉｌｅｏｆａｎｏｖｅｌｏｌｅａｇｉｎｏｕｓｍｉｃｒｏａｌｇａ，Ｖｉｓｃｈｅｒｉａ
ｓｔｅｌｌａｔａ（Ｅｕｓｔｉｇｍａｔｏｐｈｙｃｅａ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ｄ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ｉｔｉａｌｎｉｔｒａｔｅｓｕｐｐｌｉｅｓ［Ｊ］．ＪＡｐｐｌＰｈｙｓ，２０１６，２８（２）：
８２１－８３０．

［１５］ＭＩＫＨＡＩＬＹＵＫＴ，ＧＬＡＳＥＲＫ，ＨＯＬＺＩＮＧＥＲＡ，ｅｔａｌ．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Ｋｌｅｂｓｏｒｍｉｄｉｕｍ（Ｓｔｒｅｐｔｏｐｈｙｔａ）ｆｒｏｍａｌｐｉｎｅ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ｏｉｌｃｒｕｓｔｓ（Ａｌｐｓ，Ｔｙｒｏｌ，Ａｕｓｔｒｉａ，ａｎｄＩｔａｌｙ）
［Ｊ］．ＪＰｈｙｃｏｌ，２０１５，５１（４）：７５０－７６７．

［１６］ＸＵＺ，ＨＥＱ，ＧＯＮＧＹ，ｅｔａｌ．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ａｎｏｖｅｌ
ｏｌｅａｇｉｎｏｕｓｆｉｌａｍｅｎｔｏｕｓｍｉｃｒｏａｌｇａ Ｋｌｅｂｓｏｒｍｉｄｉｕｍ ｓｐ．
Ｌｇｘ８０（Ｓｔｒｅｐｔｏｐｈｙｔａ，Ｋｌｅｂｓｏｒｍｉｄｉａｌｅｓ）ｆｏｒｂｉｏｍａｓｓａｎｄ
ｌｉｐｉ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Ｊ］．ＪＰｈｙｃｏｌ，２０２１，５７（４）：１１５１－
１１６６．

［１７］ＫＡＲＳＴＥＮＵ，ＨＯＬＺＩＮＧＥＲＡ．Ｌｉｇｈｔ，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
ｄｅｓｉｃｃ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ｎ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ｄｒｏｕｇｈｔ－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ｕｌｔ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ｅｅｎ Ａｌｇａ
Ｋｌｅｂｓｏｒｍｉｄｉｕｍ ｄｉｓｓｅｃｔｕｍ （Ｓｔｒｅｐｔｏｐｈｙｔａ） ｆｒｏｍ ａｈｉｇｈ
ａｌｐｉｎｅｓｏｉｌｃｒｕｓｔ［Ｊ］．ＭｉｃｒｏｂＥｃｏｌ，２０１２，６３（１）：５１－
６３．

［１８］ＫＡＲＳＴＥＮＵ，ＬＴＺＣ，ＨＯＬＺＩＮＧＥＲＡ．Ｅｃｏ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ａｅｒｏ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ｇｒｅｅｎａｌｇａＫｌｅｂｓｏｒｍｉｄｉｕｍ
ｃｒｅｎｕｌａｔｕｍ（Ｃｈａｒｏｐｈｙｃｅａｅ，Ｓｔｒｅｐｔｏｐｈｙｔａ）ｉｓｏｌ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ａｎ
ａｌｐｉｎｅｓｏｉｌｃｒｕｓｔｗｉｔｈａｎｅｍｐｈａｓｉｓｏｎｄｅｓｉｃ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ｅｓｓ［Ｊ］．
ＪＰｈｙｃｏｌ，２０１０，４６（６）：１１８７－１１９７．

［１９］ＨＥＱ，ＹＡＮＧＨ，ＷＵＬ，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ｌｉｇｈｔ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ｏｎ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ｓ，ｃａｒｂｏｎ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ｎｅｕｔｒａｌ
ｌｉｐｉｄ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ｏｌｅａｇｉｎｏｕｓｍｉｃｒｏａｌｇａｅ［Ｊ］．Ｂｉｏｒｅｓｏｕｒ
Ｔｅｃｈｎｏｌ，２０１５，１９１：２１９－２２８．

［２０］ＲＵＡＮＧＳＯＭＢＯＯＮ Ｓ．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ｌｉｇｈｔ，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ａｎｄｓａｌｉｎｉｔｙｏｎｌｉｐｉ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ｎｅｗｌｙ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ｓｔｒａｉｎｏｆｔｈｅｇｒｅｅｎｍｉｃｒｏａｌｇａ，Ｂｏｔｒｙｏｃｏｃｃｕｓｂｒａｕｎｉｉ
ＫＭＩＴＬ２［Ｊ］．ＢｉｏｒｅｓｏｕｒＴｅｃｈｎｏｌ，２０１２，１０９：２６１－
２６５．

［２１］ＮＺＡＹＩＳＥＮＧＡＪＣ，ＦＡＲＧＥＸ，ＧＲＯＬＬＳＬ，ｅｔ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ｌｉｇｈｔ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ｏｎ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ｌｉｐｉ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
ｍｉｃｒｏａｌｇａｅｇｒｏｗｎｉｎ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Ｊ／ＯＬ］．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
Ｂｉｏｆｕｅｌｓ，２０２０，１３：４［２０２２－０７－０６］．ｈｔｔｐｓ：／／ｄｏｉ．
ｏｒｇ／１０．１１８６／ｓ１３０６８－０１９－１６４６－ｘ．

［２２］ＦＥＮＧＰ，ＤＥＮＧＺ，ＦＡＮＬ，ｅｔａｌ．Ｌｉｐｉｄ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ｇｒｏｗｔｈ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Ｃｈｌｏｒｅｌｌａｚｏｆｉｎｇｉｅｎｓｉｓ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ｎｉｔｒａｔｅａｎｄ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Ｊ］．Ｊ
ＢｉｏｓｃｉＢｉｏｅｎｇ，２０１２，１１４（４）：４０５－４１０．

［２３］ＧＵＯＦ，ＷＡＮＧＨ，ＷＡＮＧＪ，ｅｔａｌ．Ｓｐｅｃｉａｌ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ｔｏ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ｄｅｐｒ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ｉｌａｍｅｎｔｏｕｓｏｌｅａｇｉｎｏｕｓ
ｍｉｃｒｏａｌｇａｅＴｒｉｂｏｎｅｍａｓｐ．［Ｊ］．ＢｉｏｒｅｓｏｕｒＴｅｃｈｎｏｌ，２０１４，
１５８：１９－２４．

［２４］ＭＵＲＴＨＹＧＳ，ＣＥＢＡＬＬＯＳＲＭ，ＪＵＮＥＪＡＡ．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ｎｔｈｅ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ａｌｇａｅｆｏｒｂｉｏｆｕｅｌｓ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ｒｅｖｉｅｗ［Ｊ］．Ｅｎｅｒｇｉｅｓ，２０１３，６（９）：４６０７－４６３８．

［２５］ＨＯＳＨ，ＣＨＥＮ ＣＹ，ＣＨＡＮＧ ＪＳ．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ｌｉｇｈｔ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ａｎｄ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ｓｔａ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ｎＣＯ２ｆｉｘ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ｌｉｐｉｄ／
ｃａｒｂｏｈｙｄｒａｔ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ａｎ 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 ｍｉｃｒｏａｌｇａ
ＳｃｅｎｅｄｅｓｍｕｓｏｂｌｉｑｕｕｓＣＮＷ－Ｎ［Ｊ］．ＢｉｏｒｅｓｏｕｒＴｅｃｈｎｏｌ，
２０１２，１１３：２４４－２５２．

［２６］ＧＲＩＦＦＩＴＨＳＭＪ，ＨＡＲＲＩＳＯＮＳＴＬ．Ｌｉｐｉ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ｓａｋｅｙ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ｆｏｒｃｈｏｏｓｉｎｇａｌｇａｌｓｐｅｃｉｅｓｆｏｒ
ｂｉｏｄｉｅｓｅ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Ｊ］．ＪＡｐｐｌＰｈｙｃｏｌ，２００９，２１（５）：
４９３－５０７．

［２７］ＢＯＮＡＦ， ＣＡＰＵＺＺＯ Ａ， ＦＲＡＮＣＨＩＮＯ Ｍ， ｅｔａｌ．
Ｓｅｍｉ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ｓ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ｔｏｍａｘｉｍｉｚｅｆａｔｔｙａｃｉ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Ｎｅｏｃｈｌｏｒｉｓ
ｏｌｅｏａｂｕｎｄａｎｓ［Ｊ］．ＡｌｇａｌＲｅｓ，２０１４，５：１－６．

（下转第１２６页）

３１１２０２４年第４９卷第１期　　　　　　　　　　　　　中　国　油　脂



［８］ＳＡＲＭＡＵＰ，ＢＨＥＴＡＲＩＡＰＪ，ＤＥＶＩＰ，ｅｔａｌ．Ａｆｌａｔｏｘｉｎｓ：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ｈｅａｌｔｈ［Ｊ］．ＩｎｄｉａｎＪＣｌｉｎＢｉｏｃｈｅｍ，２０１７，
３２（２）：１２４－１３３．

［９］陈毅保，杨趁仙，刘昆仑，等．黄曲霉毒素ＡＦＢ１的脱除
及其机制研究进展［Ｊ／ＯＬ］．中国油脂，２０２２：１－１５
［２０２２－１０－２５］．ｈｔｔｐｓ：／／ｋｎｓ．ｃｎｋｉ．ｎｅｔ／ｋｃｍｓ／ｄｅｔａｉｌ／
６１．１０９９．ＴＳ．２０２２０６１５．１１２７．０１２．ｈｔｍｌ．

［１０］ＫＨＡＮＡＦＡＲＩＡ，ＳＯＵＤＩＨ，ＭＩＲＡＢＯＵＬＦＡＴＨＩＭ．
Ｂｉｏ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Ａｓｐｅｒｇｉｌｌｕｓｆｌａｖｕｓａｎｄ ａｆｌａｔｏｘｉｎ Ｂ１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ｃｏｒｎ［Ｊ］．Ｉｒａｎ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ＨｅａｌｔｈＳｃｉＥｎｇ，
２００７，４（３）：１６３－１６８．

［１１］阴佳璐，唐语谦，任杰，等．浑浊红球菌 ＰＤ６３０对黄
曲霉毒素Ｂ１的生物降解特性研究［Ｊ］．中国食品添加
剂，２０２０，３１（２）：３９－４６．

［１２］张文双，孟宇飞，胡申才．黄曲霉毒素 Ｂ１降解菌的筛
选鉴定及发酵条件优化［Ｊ］．中国酿造，２０２２，４１（８）：
１４３－１４８．

［１３］刘亚楠，彭丹丹，王敏，等．枯草芽孢杆菌Ｑ１２５降解
黄曲霉毒素Ｂ１发酵条件优化及活性物质分析［Ｊ］．河
南工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２１，４２（４）：９－１５．

［１４］刘畅，马现永，马三梅，等．降解黄曲霉毒素 Ｂ１的乳
酸片球菌重组多铜氧化酶学性质［Ｊ］．食品与发酵工
业，２０２１，４７（１３）：７２－７８．

［１５］董慧燕，许艳华，牛永武，等．铜绿假单胞菌Ｍ４菌株
降解黄曲霉毒素Ｂ１的条件优化研究［Ｊ］．河南工业大
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２１，４２（３）：５０－５７．

［１６］孙丰芹．固态发酵法去除花生粕中的黄曲霉毒素 Ｂ１
［Ｄ］．江苏 无锡：江南大学，２０１０．

［１７］张杨杨．降解黄曲霉毒素Ｂ１解淀粉芽孢杆菌的筛选及
其毒素降解活性产物分析［Ｄ］．郑州：河南农业大
学，２０２１．

［１８］邓盾，唐嘉虹，王永飞，等．ＡＦＢ１降解菌的分离鉴定、
降解条件优化及降解产物毒性评估［Ｊ］．南方农业学
报，２０２２，５３（３）：５９６－６０６．

［１９］徐阳．黄曲霉毒素Ｂ１降解菌株的筛选及其活性酶的纯
化［Ｄ］．南京：南京理工大学，２０１９．

［２０］于丽娜，王明清，张初署，等．黄曲霉毒素 Ｂ１降解菌
株的筛选及鉴定研究［Ｊ］．食品研究与开发，２０１８，３９
（２１）：１６７－１７１．

［２１］谢澳文，樊磊，韩一鸣，等．降解 ＡＦＢ１的克雷伯氏菌
分离、鉴定及降解机理初步研究［Ｊ］．河南工业大学学
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２１，４２（２）：６４－７０．

［２２］郭钰婷．黄曲霉毒素Ｂ１降解菌的筛选及其降解特性研
究［Ｄ］．郑州：河南工业大学，２０２０．

［２３］李超波，李文明，杨文华，等．降解黄曲霉毒素微生物
筛选中降解与吸附结合作用的区分［Ｊ］．食品与发酵
工业，２０１２，３８（５）：１７－２１．

［２４］ＡＤＥＢＯＯＡ，ＮＪＯＢＥＨＰＢ，ＳＩＤＵＳ，ｅｔａｌ．ＡｆｌａｔｏｘｉｎＢ１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ｂｙｌｉｑｕｉｄ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ｌｙｓａｔｅｓｏｆｔｈｒｅｅ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ｓｔｒａｉｎｓ［Ｊ］．ＩｎｔＪＦｏｏｄ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２０１６，２３３：１１－１９．

［２５］ＬＩＪ，ＨＵＡＮＧＪ，ＪＩＮＹ，ｅｔａｌ．ＡｆｌａｔｏｘｉｎＢ１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ｂｙｓａｌｔｔｏｌｅｒａｎｔＴｅｔｒａｇｅｎｏｃｏｃｃｕｓｈａｌｏｐｈｉｌｕｓＣＧＭＣＣ３７９２
［Ｊ］．ＦｏｏｄＣｈｅｍＴｏｘｉｃｏｌ，２０１８，１２１：４３０－４３６．

［２６］ＳＡＮＧＡＲＥＬ，ＺＨＡＯＹ，ＦＯＬＬＹＹＭＥ，ｅｔａｌ．Ａｆｌａｔｏｘｉｎ
Ｂ１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ｂｙａＰｓｅｕｄｏｍｏｎａｓｓｔｒａｉｎ［Ｊ］．Ｔｏｘｉｎｓ，
２０１４，６（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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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０２８－３０４０．

（上接第１１３页）
［２８］ＪＡＨＡＮＧＥＥＲＭ，ＭＡＨＭＯＯＤＺ，ＭＡＳＨＯＯＱＡ，ｅｔ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ｂｉｏｍｅｄｉｃａｌａｎｄ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ｄｒｙｆｒｕｉｔｓ：Ａｒｅｖｉｅｗ［Ｊ］．ＬｉｆｅＳｃｉＪ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２０１９，１（１）：２４－３３．

［２９］ＲＡＭＯＳＡ，ＣＯＥＳＥＬＳ，ＭＡＲＱＵＥＳＡ，ｅｔａｌ．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ｓｔｒｅｓｓ－ｉｎｄｕｃｉｂｌｅＤｕｎａｌｉｅｌｌａ
ｓａｌｉｎａＬｃｙ－βｇｅｎｅｅｎｃｏｄｉｎｇａ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ｌｙｃｏｐｅｎｅβ－

ｃｙｃｌａｓｅ［Ｊ］．Ａｐｐｌ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２００８，７９（５）：
８１９－８２８．

［３０］ＣＯＥＳＥＬＳＮ，ＢＡＵＭＧＡＲＴＮＥＲＡＣ，ＴＥＬＥＳＬＭ，ｅｔａｌ．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ｓｔｈｅｍａｉｎ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ｆａｃｔｏｒｆｏｒ
ｃａｒｏｔｅｎｏｉｄ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ｏｒｐｓｙａｎｄｐｄｓｓｔｅａｄｙｓｔａｔｅ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ｌｅｖｅｌｓｉｎ Ｄｕｎａｌｉｅｌｌａ ｓａｌｉｎａ （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ｔａ）
ｅｘｐｏｓｅｄｔｏ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ａｎｄｓａｌｔｓｔｒｅｓｓ［Ｊ］．Ｍａｒ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
２００８，１０（５）：６０２－６１１．

６２１ ＣＨＩＮＡＯＩＬＳＡＮＤＦＡＴＳ　　　　　　　　　　　　　　２０２４Ｖｏｌ４９Ｎｏ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