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Ｊ．Ｌａｋｅ Ｓｃｉ．（湖泊科学），２０１６，２８（１）：３１⁃３９
ＤＯＩ １０ １８３０７ ／ ２０１６ ０１０４
©２０１６ ｂ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ｋ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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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酶活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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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以水葫芦为代表的水生植物进行水体生态治理，具有环保、生态和可持续发展的优点．然而，在外源和内源

污染尚未完全控制的情况下，夏季蓝藻水华仍然会频繁暴发．系统研究水生植物对藻华聚集后形成的逆境环境下的生理

适应机制可为减轻藻华聚集的不良影响、充分发挥水生植物的水体净化功能发挥重要作用．以水葫芦为代表，采用模拟实

验，研究在高温阶段（水温＞２５℃）、水华聚集下对水葫芦关键酶活性的影响及其环境效应，以揭示蓝藻水华聚集后引起的

浅水生态系统中水生植物消亡的深层机理．结果表明，藻华聚集会很快消耗掉水生植物根区内的溶解氧，水体呈现缺氧状

态（溶解氧＜０．２ ｍｇ ／ Ｌ）；植物根区内氧化还原电位值出现明显下降，实验进行 １ ｄ 后低于－１００ ｍＶ，实验结束时达－１９９ ９
ｍＶ，水体呈现强还原环境．植物叶片中丙二醛（ＭＤＡ）、超氧化物歧化酶（ＳＯＤ）、过氧化物酶（ＰＯＤ）含量呈现快速增加的

变化趋势，至实验结束时添加 １２０ ｇ ／ Ｌ 的处理组中其含量分别为 ２．１７ μｍｏｌ ／ ｇ（ＦＷ）、２６６．４９７ Ｕ ／ ｇ、１９８８．６０ Ｕ ／ （ｇ·ｍｉｎ），而
叶片中过氧化氢酶（ＣＡＴ）呈现快速下降的趋势，至实验结束时其含量为 ６．０９ Ｕ ／ （ｇ·ｍｉｎ）；根系中 ＭＤＡ、ＰＯＤ 至实验结束

时其含量分别为 ０．５７ μｍｏｌ ／ ｇ（ＦＷ）、５２５．１６１ Ｕ ／ （ｇ·ｍｉｎ），呈现快速下降的趋势；ＳＯＤ、ＣＡＴ 含量在实验结束时高达 ２２１．７１
Ｕ ／ ｇ、３５．１０ Ｕ ／ （ｇ·ｍｉｎ），表现为快速增加的趋势．水葫芦关键抗氧化酶活性的变化，表明藻华长期聚集、腐解带来的水体

缺氧等不良条件对植物产生了环境胁迫作用，较长时间影响（＞５ ｄ）下对植物产生了严重的伤害作用；同时也表明藻华严

重聚集及藻细胞腐解产生的环境胁迫是漂浮植物水葫芦无法生长乃至死亡的主要影响因素．因此，在利用水生植物进行

水体净化的工程实践中，要避免蓝藻的严重堆积，以减轻藻华暴发对植物的不利影响和充分发挥植物的水体净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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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ｕｃｅｄ ｉｒｒｅｖｅｒｓｉｂｌｅ ｄａｍａｇｅ ｔｏ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ｔｓ． Ｔｈｅ ｓｔｒｏ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ａｌｇａｅ ｃｅｌｌｓ ｇａｔｈｅｒｅｄ ａｎｄ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ａ⁃
ｑｕａｔｉｃ ｐｌａｎｔ ｉｓ ｔｈｅ ｋｅｙ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ａ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ｔ． Ｔｈｅｒ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ｖｏｉｄｅｄ ｔｈｅ ａｌｇａｅ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ｌｇａｅ ｂｌｏｏｍｓ
ａｎｄ ａｖｉａｔｅ ｔｈｅ ｉｎｊｕ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ｙａｎ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ｂｌｏｏｍｓ ｔｏ ｔｈｅ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ｐｌ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ｇｉｖｅ ｆｕｌｌ ｐｌａｙ ｔｏ ｐｕｒｉｆｙ ｔｈｅ ｐｏｌｌｕｔｅｄ ｗａｔ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 ｐｌａｎ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Ａｌｇａｅ ｂｌｏｏｍｓ ｇａｔｈｅｒｅ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 ｐｌａｎｔｓ； ｗａｔｅｒ ｈｙａｃｉｎｔｈ； ｅｎｚｙｍａｔｉｃ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近年来因污水（生活污水、畜禽养殖污水、工业污水等）的排放、农业径流及点源污染等多重因素影响，
导致湖泊、水库等交换周期长、流动性差的水体中过量累积营养盐，水体呈现富营养化［１］ ．其外在表现之一就

是蓝藻水华的周期性、大规模暴发，尤其是蓝藻聚集死亡引起的藻源性黑水团等水污染事件［２⁃３］ ，使得其对

水质污染产生了质的变化；而 ２００７ 年太湖蓝藻引发的饮用水危机，更是对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和国民经

济发展都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因此，如何快速、有效地修复污染水体，已经成为当前水环境保护需要迫切解决

的问题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针对这种情况，目前已采取了多种治理方式，如底泥疏浚［４⁃５］ 、“引江

济太”工程［６］ 、种植水生植物修复水体［７］ 等，在一定范围内取得了相应的效果．其中，种植生长和扩繁能力

快、适应性强、生物量大、易于机械化打捞的凤眼莲成为当前水体治理的热点［８⁃９］ ，实际治理效果也显现出其

具有明显的水质净化功能［１０］ ．然而，即使采用水生植物进行污染水体生态治理，在没有完全控制住水体及内

源氮、磷负荷的情况下，蓝藻水华仍然周期性、规模性发生，而且藻华发生期间正值温度高（气温＞２５℃）、光
照强烈的夏季．该季节正是水生植物生长的旺季，藻华的大量聚集将可能对植物生长产生不良影响；在江苏

太湖地区持续推进的以漂浮植物水葫芦为主的太湖水污染治理专项工程中，蓝藻大量发生、聚集后对水葫

芦生长产生哪些影响，需要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因此，针对这种现象，本研究通过模拟实验研究在藻华的不

同堆积程度下，在较高的温度条件下（气温＞２５℃）藻华聚集后对植物关键抗氧化酶活性的影响及其响应；探
讨漂浮植物乃至水生植物在蓝藻水华聚集后的生长受限原因，以及为减轻蓝藻水华聚集的危害、强化利用

以水葫芦为代表的水生植物修复污染水体和水质净化效果提供理论依据．

１ 实验设置与样品分析

１．１ 实验设置

本实验在温室大棚内 ４００ Ｌ 大塑料周转箱内开展，其编号为 １＃ ～９＃，其中 １＃ ～３＃为低浓度处理（简称处理

１），４＃ ～６＃为高浓度处理（简称处理 ２），７＃ ～９＃为对照．实验水体采集于江苏省农科院的 ２＃池塘，该池塘的上

游来水主要是生活污水（实验区水体 ＴＮ 浓度为 ３．９０ ｍｇ ／ Ｌ，ＴＰ 浓度为 ０．１５ ｍｇ ／ Ｌ，水温不低于 ２５℃）．然后盛

放在周转箱内，周转箱底部预先放入过筛的 １０ ｃｍ 厚、采自 ２ 号塘中的底泥．待水体注入周转箱 １０ ｄ 后，开始

放入规格一致、生长健壮的水葫芦中等苗．水葫芦为单株、带有 ８ 片新鲜叶片、白色须根的绿色健壮植株．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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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锋等：藻华聚集的环境效应：对漂浮植物水葫芦（Ｅｉｃｈｈａｒｎｉａ ｃｒａｓｓｉｐｅｓ）抗氧化酶活性的影响 ３３　　　

置 １０ ｄ 后，待水葫芦适应水体、开始正常生长后，放入从太湖梅梁湾采集的藻华聚集时的新鲜藻体．放入前

预先用浮游植物生物网过滤掉流动的水分，然后用天平称量后，处理 １ 中蓝藻加入量为 ６０ ｇ ／ Ｌ［１２⁃１３］ ，处理 ２
中蓝藻加入量为 １２０ ｇ ／ Ｌ（处理 １ 中所添加蓝藻浓度相当于 ２００７ 年无锡水厂发生藻华黑水团时的浓度），以
模拟蓝藻水华不同聚集程度以及发生藻源性黑水团时其对水葫芦的影响；对照组不添加蓝藻，每个处理设

置 ３ 个平行．在蓝藻大量死亡、水体发黑后，水葫芦不再生长、植株叶片和根系无明显变化时视为植物受到的

损伤为不可逆的，结束实验．
１．２ 样品采集与分析

１．２．１ 基本指标测定　 实验开始后，在前 ３ ｄ 每天用便携式水质监测仪 ＹＳＩ 测定水体的基本指标（水温、溶解

氧（ＤＯ）、ｐＨ 值、氧化还原电位（Ｅｈ）及电导率（Ｃｏｎｄ）；第 ４ ｄ 后，因水体基本指标较为稳定，每 ２ ｄ 测定 １ 次．
水体样品每 ３ ｄ 采集 １ 次，然后带回实验室测定铵态氮（ＮＨ＋

４ ⁃Ｎ）浓度．
１．２．２ 植物样品采集　 每 ３ ｄ 采集 １ 次植物样品，然后带回实验室，立即用自来水冲洗干净．采集完好植物顶

生叶片 ４ 片和新鲜须根（实验后期，因加藻处理中老根均腐烂、脱落，选取新长出的嫩根作为实验材料），无
折叠地放入自封袋中用细线缠好，立即置于液氮罐中，留作测定关键酶活性指标．
１．３ 酶液提取

测定时把植物叶片、须根从液氮罐中取出，取 ０．５ ｇ 叶片加 ３ ｍｌ ｐＨ 值为 ７．８、５０ ｍｍｏｌ ／ Ｌ 磷酸缓冲液（含
１％ ＰＶＰ， ０．２ ｍｍｏｌ ／ Ｌ ＥＤＴＡ）及少量石英砂，于冰浴中用匀浆机研磨、提取，匀浆液于 １５０００ 转 ／ ｍｉｎ 下 ４℃离

心２０ ｍｉｎ，取上清液用于相关指标测定．
１．３．１ 抗氧化酶活性测定　 超氧化物歧化酶（ＳＯＤ）活性测定参照 Ｇｉａｎｎｏｐｏｌｉｔｉｓ 等［１４］ 的方法，依据 ＳＯＤ 抑制

氮蓝四唑（ＮＢＴ）在光下的还原作用来测定，以抑制 ＮＢＴ 光化还原 ５０％ 为一个酶活单位；过氧化物酶（ＰＯＤ）
活性测定参照 Ｃａｋｍａｋ［１５］的方法，在 ２５℃下直接测定波长 ４７０ ｎｍ 处由于愈创木酚氧化而引起吸光值的上升

速率，以每毫克蛋白每分钟氧化 １ μｍｏｌ 愈创木酚为一个酶活单位；过氧化氢酶（ＣＡＴ）活性测定参照文献

［１６⁃１７］，在 ２５℃下直接测定波长 ２４０ ｎｍ 处由于 Ｈ２Ｏ２分解而引起的吸光值的下降速率，以每毫克蛋白每分

钟分解 １ μｍｏｌ Ｈ２Ｏ２为一个酶活单位．
１．３．２ 膜脂过氧化程度测定　 叶片及根系的膜脂过氧化程度用丙二醛（ＭＤＡ）含量来表示，参照 Ｈｏｄｇｅｓ 等［１８］

的方法测定单位鲜重的植物组织中 ＭＤＡ 的含量．ＭＤＡ 浓度（μｍｏｌ ／ Ｌ）计算公式为：

Ａ５３２－Ａ６００ ＝ １５５０００Ｃ·Ｌ （１）

式中，Ａ５３２和 Ａ６００分别表示 ５３２ 和 ６００ ｎｍ 波长处的吸光度值，Ｌ 表示比色杯的厚度（ｃｍ）．植物组织中 ＭＤＡ 含

量的计算：ＭＤＡ 含量（μｍｏｌ ／ ｇ）＝ ＭＤＡ 浓度（μｍｏｌ ／ Ｌ）×提取液体积（ｍｌ） ／ 植物组织鲜重（ｇ） ．
１．４ 分析方法及数据处理

采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７ 进行数据分析和作图，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８ 软件进行相关统计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藻华聚集对水体基本理化参数的影响

藻华细胞聚集后，藻细胞会在 ２ ｈ 内消耗掉植物根区周围水体中的 ＤＯ（由 ｆｉｒｅｓｔｉｎｇＩＩ（德国）微电极测

定，数据未显示）．根区水体中 ＤＯ 浓度低于 ０．２ ｍｇ ／ Ｌ，从而形成缺氧环境（图 １ａ） ．在高温（气温＞２５℃）作用

下藻细胞易腐解，致使根区水体 Ｅｈ 在藻细胞加入后 １ ｄ 内就下降为－１３５．２ ｍＶ（图 １ｂ），表现为厌氧、还原环

境；实验进行 ５ ｄ 后，处理 １、２ 中植物根系就出现发黑、发臭，且老根开始大量脱落，表现出对植物根系产生

毒害；在实验结束（共持续 １４ ｄ）时，处理 ２ 中水体 ＤＯ 浓度和 Ｅｈ 分别低至 ０．１０ ｍｇ ／ Ｌ 和－１９９．９ ｍＶ，呈现厌

氧、强还原的环境；此时老根基本脱落或已死亡，植物叶片呈现焦黄、干枯现象，植物出现大量死亡，植物生

物量不断下降，而处理 １ 和对照组中植物生物量不断增加，处理 １、２ 中藻体量不断下降（数据未显示），表明

在 １２０ ｇ ／ Ｌ 的蓝藻严重聚集状态下，将会对植物产生不可逆的毒害作用，造成植物死亡．
藻细胞死亡后大量细胞内含物会释放到水体中，造成水体 ＮＨ＋

４ ⁃Ｎ 浓度快速升高（图 １ｃ） ．在本实验中，处
理 １、２ 中根区 ＮＨ＋

４ ⁃Ｎ 浓度在实验进行 ３ ｄ 后分别高达 １５．９０ 和 ２１．１８ ｍｇ ／ Ｌ；实验结束时处理 １、２ 中 ＮＨ＋
４ ⁃Ｎ 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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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Ｊ． Ｌａｋｅ Ｓｃｉ．（湖泊科学），２０１６，２８（１）

度分别高达 ３２．９９ 和 ５１．２２ ｍｇ ／ Ｌ，分别为对照组根区水体的 ５４ 和 ８４ 倍．快速死亡、腐解的藻细胞导致水体呈

现强还原、缺氧环境，藻细胞死亡后释放大量的 ＮＨ＋
４ ⁃Ｎ 于水体中，对植物根系产生毒害作用，导致植物生长

的生态环境恶化，植物受外界恶劣的环境胁迫而死亡．
藻华聚集、死亡后，在初始阶段（实验的前 ５ ｄ）大量细胞内含物会释放到水体中，这种细胞内含物含有

大量的颗粒态、胶体态等氮、磷营养盐成分，导致水体中颗粒态及可溶性的氮、磷浓度升高，从而导致水体电

导率升高（图 １ ｄ） ［１９⁃２０］ ．相关研究表明，藻华细胞释放的微囊藻毒素（Ｍｉｃｒｏｃｙｓｔｉｎ， ＭＣ）能够抑制沉水植物的

光合作用及其幼苗的发育［２１⁃２２］ ；在本实验中蓝藻处理组中可能有藻毒素释放从而对水葫芦根系、嫩根生长

等产生抑制作用［２３］ ．何虎等［２４］的研究也表明，水华蓝藻在湖泊沿岸带的堆积会严重影响水体光强、ＤＯ 浓度

等，从而胁迫沉水植物的生长．

图 １ 藻细胞聚集后水体基本理化指标和 ＮＨ＋
４ ⁃Ｎ 浓度变化

Ｆｉｇ．１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ＮＨ＋
４ ⁃Ｎ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ａｓｉｃ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ｉｎ ｏｖｅｒｌｙ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ａｆｔｅｒ ａｌｇａｅ ｃｅｌｌｓ ｇａｔｈｅｒｅｄ

２．２ 藻华聚集后对植株膜脂过氧化的影响

植物器官衰老或在逆境下遭受伤害，往往发生膜脂过氧化作用，ＭＤＡ 是膜脂过氧化的最终分解产物，其
含量可以反映植物遭受逆境伤害的程度．藻细胞聚集后，植物叶片中 ＭＤＡ 含量呈现快速升高的趋势，处理 １
中叶片 ＭＤＡ 含量在实验进行 ３ ｄ 后开始增加，处理 ２ 中叶片则在实验开始后就快速增加，至第 ６ ｄ 达到最高

值，为 ２．２２ μｍｏｌ ／ ｇ（ＦＷ），同期对照组和处理 １ 中叶片的 ＭＤＡ 含量分别为 １．５７ 和 １．８１ μｍｏｌ ／ ｇ（ＦＷ）．随后处

理 ２ 中 ＭＤＡ 含量开始下降，这可能是因为持续的逆境胁迫超过了植物的自我调控能力．而处理 １ 中 ＭＤＡ 含

量持续增加，至实验结束时，处理 １、２ 中叶片 ＭＤＡ 含量为 ２．３４ 和 ２．１７ μｍｏｌ ／ ｇ（ＦＷ），分别为对照组的 １．５ 和

１．４ 倍（图 ２ａ） ．
植物根系中 ＭＤＡ 含量则呈现不同的变化趋势，处理 １ 表现为先增加、后降低、再增加的变化趋势，这可

能是初始阶段根系受损死亡，在后期长出部分新根受逆境胁迫导致 ＭＤＡ 含量较高．在实验进行 ３ ｄ 后增加

为 ０．８６ μｍｏｌ ／ ｇ （ ＦＷ），在第 ６ ｄ 降低为 ０． ６９ μｍｏｌ ／ ｇ （ ＦＷ），随后开始快速增加，至实验结束时高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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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锋等：藻华聚集的环境效应：对漂浮植物水葫芦（Ｅｉｃｈｈａｒｎｉａ ｃｒａｓｓｉｐｅｓ）抗氧化酶活性的影响 ３５　　　

１．０２ μｍｏｌ ／ ｇ（ＦＷ），这种现象可能是植物根系对藻华细胞刚聚集时的逆境产生的一种自我应答响应；随后大

量的藻细胞开始腐烂，产生严重的胁迫，植物根系死亡，导致 ＭＤＡ 含量下降；在度过了适应期后，植物新根

系长出后，虽然环境胁迫仍然存在，但植物根系能够继续生长，因此表现为根系中 ＭＤＡ 含量很高．处理 ２ 中

藻华细胞聚集最为严重，其造成的环境胁迫作用也最为强烈，其根系中 ＭＤＡ 含量表现为实验开始后就下降

的变化趋势，至实验结束时其含量降为 ０．５７ μｍｏｌ ／ ｇ（ＦＷ）（图 ２ｂ）．植株根系中 ＭＤＡ 含量的持续降低表明在

藻细胞聚集后产生的厌氧、强还原环境和高 ＮＨ＋
４ ⁃Ｎ 含量等环境对植物根系产生了不可逆的胁迫作用．丙二

醛含量是植物细胞膜质过氧化程度的体现，丙二醛含量高，说明植物细胞膜质过氧化程度高，细胞膜受到的

伤害严重，同时也会告诉机体需要进行更激烈的胁迫应答反应来保护机体［２４］ ，其积累是活性氧毒害作用的

表现［２５］ ，也是判断植物衰老与膜脂过氧化的一种指标．本研究表明，在蓝藻严重聚集后产生的厌氧、强还原

和高盐度等环境胁迫下，植物叶片和根系内膜脂过氧化产物———丙二醛的含量在实验后期快速升高．由于根

系最先和最直接受到逆境胁迫影响，因此在藻细胞聚集后水葫芦根系中 ＳＯＤ 含量就出现了快速升高（图
２）；随后受逆境条件影响，水葫芦根系中 ＳＯＤ 含量呈现稳中有升的变化趋势．植物叶片中 ＳＯＤ 含量变化具

有滞后性，但在外界逆境胁迫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叶片功能受到影响，从而导致叶片中 ＳＯＤ 含量出现快速增

加现象．丙二醛含量的增加常被看作衡量活性氧对植物体防御系统破坏程度的一个准确的衡量指标［２６］ ．因
此，藻细胞聚集后，植物根系内 ＭＤＡ 含量立即增高，且随着藻细胞聚集程度而增加，其叶片、根系内 ＭＤＡ 含

量比对照组分别增加了 １１５％和 １１２％ ，说明藻细胞聚集后形成的恶劣环境不但引起了植物根系内严重的膜

脂过氧化现象，而且对植物叶片也产生了显著影响．

图 ２ 藻细胞聚集后植株叶片和根系 ＭＤＡ 和 ＳＯＤ 含量变化

Ｆｉｇ．２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ＭＤＡ ａｎｄ ＳＯ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ｉｎ ｌｅａｆ ａｎｄ ｒｏｏｔ ｏｆ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ｐｌａｎｔ ａｆｔｅｒ ａｌｇａｅ ｃｅｌｌｓ ｇａｔｈｅｒｅｄ

２．３ 藻华聚集后对植株 ＳＯＤ的影响

ＳＯＤ 是一类广泛存在于生物体内的金属酶，能够催化超阳阴离子自由基发生歧化反应，平衡机体内的

氧自由基．植物正常代谢过程和在各种环境胁迫下均能产生活性氧和自由基，活性氧和自由基的积累引起细

胞结构和功能的破坏．ＳＯＤ 作为膜脂过氧化防御系统的主要保护酶，能催化活性氧发生歧化反应产生无毒分

子氧和过氧化氢，从而避免植物遭受伤害，较高的 ＳＯＤ 活性是植物抵抗逆境胁迫的生理基础．在本实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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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Ｊ． Ｌａｋｅ Ｓｃｉ．（湖泊科学），２０１６，２８（１）

藻细胞聚集后，植物叶片中的 ＳＯＤ 含量呈现缓慢增加趋势，至实验结束时，处理 １、２ 叶片的 ＳＯＤ 含量分别

升至 ２７４．４３０ 和 ２６６．４９７ Ｕ ／ ｇ，分别为同期对照组的 １．９４ 和 １．８８ 倍（图 ２ｃ） ．根系中 ＳＯＤ 含量具有类似变化趋

势，也表现为持续增加，但在实验结束时，处理 １ 中叶片 ＳＯＤ 含量要低于处理 ２（图 ２ｄ）．植株体内 ＳＯＤ 含量

的持续增加，表明在藻华细胞聚集、引起环境变化后，对植物产生了胁迫；植物为了抵抗逆境压力，通过增加

ＳＯＤ 含量以消除植株体内产生的自由基，以保护蛋白质、细胞膜免受活性氧毒害［２７］ ．活性氧代谢失调是植物

在逆境胁迫下遭受伤害和衰老的机理之一，因此植物体内 ＳＯＤ 等内源清除剂可以在逆境胁迫过程中清除活

性氧，维持活性氧代谢平衡、保护膜结构，从而使植物能在一定程度上忍耐、减缓或抵抗逆境胁迫．这表明水

葫芦在环境胁迫时通过增加体内 ＳＯＤ 含量能较好地保护自身免遭活性氧自由基的伤害．如 Ｍａｓｓａｃｃｉ 等［２８］的

研究也表明，植物通过 ＳＯＤ 活性增加可以减少环境胁迫下活性氧自由基的累积．
２．４ 藻华聚集后对植株 ＰＯＤ的影响

植物在逆境条件下，体内活性氧代谢和膜脂过氧化作用加剧．保护酶系统的 ＰＯＤ 与 ＳＯＤ 可有效地清除

活性氧、自由基，保持体内活性氧的平衡．在加入藻细胞后，植物叶片和根系内 ＰＯＤ 含量呈现不同的变化趋

势（图 ３ａ、ｂ）．藻细胞聚集后，处理 １、２ 中植物叶片 ＰＯＤ 含量立即增加，且处理 ２ 中增加幅度要大于处理 １，
实验进行 ３ ｄ 后，处理 １、２ 叶片中 ＰＯＤ 含量分别为 ５２３．７６ 和 １３７０．４１ Ｕ ／ （ｇ·ｍｉｎ），实验结束时，处理 １、２ 中

ＰＯＤ 含量高达 １１６３．１０、１９８８．６０ Ｕ ／ （ｇ·ｍｉｎ），分别为对照组的 １．５ 和 ２．６ 倍．根系中 ＰＯＤ 含量呈现相反的变化

趋势，表现为先增加、后降低的趋势（由于测定的为实验开始后含量，因此图中未显示出藻细胞添加前的变化

趋势图），这可能是由于在藻华细胞聚集后，产生的环境条件变化立即对植物体、尤其是水葫芦的根系产生胁

迫，因根系直接接触到水环境且能够迅速产生反应，因此，其中 ＰＯＤ 含量出现了快速增加．在实验开始后，可以

看出处理 １、２ 根系中 ＰＯＤ 含量要远高于对照组，其含量分别 ２６４３．０７、３１７５．７４ Ｕ ／ （ ｇ·ｍｉｎ），为对照组的 ２．５
和 ３．０ 倍．随后其含量就开始急剧下降，处理 １ 中 ＰＯＤ 含量与对照组持平，而处理 ２ 中 ＰＯＤ 含量则低于对照

组，至实验结束时，其含量分别为 ８４１．７３０ 和 ５２５．１６１ Ｕ ／ （ ｇ·ｍｉｎ），为同期对照组的 １．０７ 和 ０．６７ 倍．实验中

还发现，处理 １ 中植物已经长出大量新根，开始正常生长，处理 ２ 中大部分植物叶皮发黄、枯焦死亡．这也表

明藻华聚集后产生的严重环境胁迫会对植物根系产生不可逆的伤害，导致植物 ＰＯＤ 根系快速下降而无法恢

复．Ｒｉｖｅｒｏ 等［２９］研究高温对黄瓜叶片的胁迫时也发现 ＰＯＤ 活性增加，但在低温下其活性下降．在环境胁迫

下，不同植物有上升、下降或不变等响应［３０⁃３２］ ．
２．５ 藻华聚集后对植株 ＣＡＴ 的影响

ＣＡＴ 也是一种酶类清除剂，又称为触酶，是以铁卟啉为辅基的结合酶．它可促使 Ｈ２Ｏ２分解为分子氧和

水，清除体内的 Ｈ２Ｏ２，从而使细胞免于遭受 Ｈ２Ｏ２的毒害，是生物防御体系的关键酶之一．在本模拟实验中，
植物叶片中 ＣＡＴ 含量表现为前期增加、后期降低的变化趋势，藻细胞聚集后，叶片中 ＣＡＴ 含量立即升高，处
理 １ 中 ＣＡＴ 持续增加，到实验进行到 ９ ｄ 时其含量达到最高（２３．２１ Ｕ ／ （ ｇ·ｍｉｎ）），随后快速降低，至实验结

束时为 １２．９６ Ｕ ／ （ｇ·ｍｉｎ），为同期对照组的 １．３４ 倍．处理 ２ 中叶片在实验前期维持较高含量，在实验进行到

６ ｄ 后达到最高值（１７．３５ Ｕ ／ （ｇ·ｍｉｎ）），随后就急剧下降，到实验结束时其含量仅为 ６．０９ Ｕ ／ （ ｇ·ｍｉｎ），为同

期对照组中的 ０．６３ 倍（图 ３ｃ） ．植物体中 ＣＡＴ 对不同胁迫做出不同的响应已经通过拟南芥进行了研究［３３］ ，
研究表明植物体内 Ｈ２Ｏ２浓度越高，分解速度越快．在实验中处理组 ２ 的根系中保持较高的自由基清除酶活

性，从而保证其较强的自由基清除能力，减轻自由基对植物细胞生物大分子如 ＤＮＡ、蛋白质、脂肪酸的伤害，
维持细胞正常的生命活动，这是植物抵抗逆境胁迫、保持再生长的基础［３４］ ．然而，处理 ２ 中植物叶片中 ＣＡＴ
含量在经过逆境胁迫 ７ ｄ 后出现快速下降，表明植物叶片中 ＣＡＴ 因较强的逆境胁迫压力超过了植物的自我

调节能力，导致植物叶片失去部分生理功能，如植物叶片光合作用下降（数据未显示，另文说明），也表明在

植物受到逆境胁迫后，因根部受到伤害，导致水分、营养等物质的传递受阻［３５］ ，反而出现植物叶片抗逆能力

低于植物根部的现象，这也是本实验出现根部 ＣＡＴ 含量高于叶片的原因之一（图 ３ｃ、ｄ）．

３ 讨论

蓝藻水华的频繁暴发不但对当地水体的景观、旅游、饮用水水源等产生不良影响，而且对水生植被产生

重要影响［３６］ ，以太湖为例，２００４ ２００７ 年，太湖水华蓝藻的最大聚集面积从 １９６．８ ｋｍ２上升到 ９７９．１ ｋｍ２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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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锋等：藻华聚集的环境效应：对漂浮植物水葫芦（Ｅｉｃｈｈａｒｎｉａ ｃｒａｓｓｉｐｅｓ）抗氧化酶活性的影响 ３７　　　

图 ３ 藻细胞聚集后植株叶片和根系 ＰＯＤ 和 ＣＡＴ 含量变化

Ｆｉｇ．３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ＰＯＤ ａｎｄ ＣＡＴ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ｉｎ ｌｅａｆ ａｎｄ ｒｏｏｔ ｏｆ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ｐｌａｎｔ ａｆｔｅｒ ａｌｇａｅ ｃｅｌｌｓ ｇａｔｈｅｒｅｄ

与此同时，全湖水生植被的覆盖面积从 ４８２．２ ｋｍ２下降到 ３６４．１ ｋｍ２，总生物量下降 ２３％ ［３７］ ．而且受风向、湖流

等影响，蓝藻水华常在下风向水域发生堆积，这种堆积常具有时间短、浓度高的特征，在高温作用下常出现

短期内大量死亡，造成水体缺氧甚至形成藻源性“黑水团”现象，对水体污染产生质的变化［３８］ ，从而导致下

风向水域中水生植被生物量显著降低［３９］ ．相关研究表明，蓝藻聚集对水生植被的生存、发展产生了重要影

响，而在当前多地开展的以水葫芦为代表的水生植物的生态治理中，也发现藻华聚集、快速死亡后对水葫芦

的生长、扩繁产生了严重影响，甚至出现死亡的现象．通过本研究发现，藻华细胞快速死亡后形成的缺氧、还
原和高 ＮＨ＋

４ ⁃Ｎ 环境对水葫芦根系产生了不可逆的毒害作用，从而导致植物体内 ＰＯＤ、ＳＯＤ、ＣＡＴ、ＭＤＡ 含量

快速变化（图 ２、３）．随着藻细胞腐解、环境持续恶化和对植物毒害的持续影响，导致在处理 ２ 中植物无法抵

消这种逆境胁迫而死亡．通过对植物体内几种关键酶和藻华聚集后引起的主要环境因子变化之间的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性分析（表 １）表明，植物体内酶活性变化与根区水体 ＤＯ 浓度、Ｅｈ 呈负相关（Ｐ＜０．０５），与水体中 ＮＨ＋

４ ⁃Ｎ
浓度呈显著正相关．表明在水体产生缺氧、还原环境中，几种关键的抗氧化酶含量增加；而水体中 ＮＨ＋

４ ⁃Ｎ 浓

度增加将会对植物产生毒害作用，植物为了抵消该种逆境的不利影响，通过调节体内抗氧化酶的活性，以抵

消不良环境胁迫对植物产生的毒害作用．其中植物体内 ＰＯＤ 含量与水体中 ＤＯ 浓度和 Ｅｈ 均呈极显著负相

关（Ｐ＜０．０１），由于植物正常代谢过程和在各种环境胁迫下均能产生活性氧和自由基，活性氧和自由基的积

累引起细胞结构和功能的破坏，而超氧化物歧化酶是活性氧清除系统中第一个发挥作用的抗氧化酶［４０］ ，表
明植物体 ＰＯＤ 酶活性对水体 ＤＯ 浓度和 Ｅｈ 变化的反应更为灵敏，从而有助于植物消除外界不良影响．但在

藻华细胞严重聚集环境下，植物在无法抵消逆境影响时，根系将会受到毒害而逐渐死亡［４１］ ．这也表明在藻华

暴发堆积严重的水域中，植物生长环境的严重恶化是水生植被包括漂浮植物死亡的主要原因．

４ 结论

１） 藻华细胞聚集后，受较高水体温度（＞２５℃）的协同作用，水体 ＤＯ 在 ２ ｈ 内就消耗殆尽（ＤＯ＜０．２ ｍｇ ／ Ｌ）；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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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　　　 Ｊ． Ｌａｋｅ Ｓｃｉ．（湖泊科学），２０１６，２８（１）

物根区 Ｅｈ 快速下降，到实验结束时降低到－１９９．９ ｍＶ，处理 １、２ 根区水体 ＮＨ＋
４ ⁃Ｎ 浓度分别高达 ３２．９９ 和

５１．２２ ｍｇ ／ Ｌ，呈厌氧、强还原、高 ＮＨ＋
４ ⁃Ｎ 的严重不良环境条件，植物在该种逆境胁迫下受到毒害作用．

表 １ 植物体内关键酶活性和环境指标的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性分析

Ｔａｂ．１ Ｐｅａｒｓｏｎ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ｋｅｙ ｅｎｚｙｍａｔｉｃ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ＳＯＤ ＭＤＡ ＰＯＤ ＣＡＴ ＤＯ Ｅｈ ＮＨ＋
４ ⁃Ｎ

ＳＯＤ １
ＭＤＡ ０．７６４ １
ＰＯＤ ０．８５５∗ ０．９２４∗ １
ＣＡＴ －０．８７７∗ －０．５２２ －０．５７３ １
ＤＯ －０．６９４ －０．７６５ －０．９３４∗ ０．３８８ １
Ｅｈ －０．７６９ －０．８４５∗ －０．９５９∗∗ ０．５４４ ０．９６９∗∗ １

ＮＨ＋
４ ⁃Ｎ ０．７２５ ０．９３７∗∗ ０．８８２∗ －０．７７０ －０．８９４∗ １

∗表示在 ０．０５ 水平下显著； ∗∗表示在 ０．０１ 水平下显著．

２） 藻华细胞聚集后，首先对水葫芦根系直接产生胁迫影响，植物根系内关键抗氧化酶活性出现剧烈的

应答响应．至实验结束时，处理 １、２ 根系内 ＳＯＤ 含量分别为对照组的 １．７ 和 １．９ 倍；ＰＯＤ 含量为对照组的 ２．５
和 ３．０ 倍；根系内 ＣＡＴ 含量为对照组的 １．０ 和 ２．０ 倍．根系在藻细胞开始聚集时立即出现强烈的膜脂过氧化

作用，随后受环境的持续毒害作用根系死亡，表明在较长时间段（＞５ ｄ）的环境胁迫下、超过植物的自我调节

能力后，植物将开始死亡．
３） 水葫芦受到逆境胁迫影响后，植物体内的 ＳＯＤ、ＰＯＤ、ＣＡＴ 等抗氧化酶活性出现即时应答变化，到实

验结束时处理 １、２ 的叶片内 ＳＯＤ 含量分别为对照组的 １．９４ 和 １．８８ 倍，ＰＯＤ 含量分别为对照组的 １．５ 和 ２．６
倍，ＣＡＴ 含量分别为对照组的 １．３４ 和 ０．６３ 倍；植物叶片内膜脂过氧化程度加剧，处理 １、２ 叶片内的 ＭＤＡ 含

量分别为对照组的 １．５ 和 １．４ 倍．叶片内抗氧化酶活性的变化，反映出植物叶片内部发生了强烈的生理生化

反应．

５ 参考文献

［ １ ］　 Ｓｍｉｔｈ ＨＶ， Ｓｃｈｉｎｄｌｅｒ ＷＤ． 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ｗｈｅｒｅ ｄｏ ｗｅ ｇｏ ｆｒｏｍ ｈｅｒｅ？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２００９， ２４
（４）： ２０１⁃２０７．

［ ２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太湖梅梁湾 ２００７ 年蓝藻水华形成及取水口污水团成因分析与应急措施建议．
湖泊科学， ２００７， １９（４）： ３５７⁃３５８． ＤＯＩ １０． １８３０７ ／ ２００７． ０４０１．

［ ３ ］ 　 Ｌｕｃｉｅ Ｇ． Ｄｏｉｎｇ ｂａｔｔｌ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ｇｒｅｅｎ ｍｏｎｓｔｅｒ ｏｆ Ｔａｉｈｕ Ｌａｋ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７， ３１７： １１６６．
［ ４ ］ 　 钟继承， 刘国锋， 范成新等． 湖泊底泥疏浚环境效应： Ⅰ． 内源磷释放控制作用． 湖泊科学， ２００９， ２１（１）： ８４⁃９３．

ＤＯＩ １０． １８３０７ ／ ２００９． ０１１１．
［ ５ ］ 　 陈　 超， 钟继承， 范成新等． 疏浚对湖泛的影响： 以太湖八房港和闾江口水域为例． 中国环境科学， ２０１４， ３４（８）：

２０７１⁃２０７７．
［ ６ ］ 　 贾锁宝， 尤迎华， 王　 嵘． 引江济太对不同水域氮磷浓度的影响． 水资源保护， ２００８， ２４（３）： ５３⁃５６．
［ ７ ］ 　 叶　 春， 金相灿， 王临清等． 洱海湖滨带生态修复设计原则与工程模式． 中国环境科学， ２００４， ２４（６）： ７１７⁃７２１．
［ ８ ］ 　 Ｔｓｕｔｏｍｕ Ｉ， Ｔｅｒａｎｉｓｈｉ Ｓ． Ｒａｔｅｓ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ｕｐｔａｋｅ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ｈｙａｃｉｎｔｈ ［Ｅｉｃｈｈｏｒｎｉａ ｃｒａｓｓｉｐｅｓ（ｍａｒｔ． ） Ｓｏｌｍｓ］ ．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９８８， ２２（８）： ９４３⁃９５１．
［ ９ ］ 　 严少华， 王　 岩， 王　 智． 水葫芦治污试验性工程对滇池草海水体修复的效果． 江苏农业学报， ２０１２， ２８（５）：

１０２５⁃１０３０．
［１０］ 　 刘国锋， 张志勇， 严少华等． 大水面放养水葫芦对太湖竺山湖水环境净化效果的影响． 环境科学， ２０１１， ３２（５）：

１２９９⁃１３０５．
［１１］ 　 吴婷婷， 刘国锋， 韩士群等． 蓝藻水华聚集对漂浮植物水葫芦生理生态的影响． 环境科学， ２０１５， ３６（１）： １１４⁃１２０．
［１２］ 　 何　 浪， 商兆堂， 秦铭荣等． 太湖蓝藻密度消长的规律分析． 苏农业科学， ２０１２， ４０（６）： ３３３⁃３３５．
［１３］ 　 刘国锋， 何　 俊， 范成新等． 藻源性黑水团环境效应： 对水 沉积物界面处 Ｆｅ、Ｍｎ、Ｓ 循环影响． 环境科学， ２０１０，

３１（１１）： ２６５２⁃２６６０．

地质测绘院　 社会　 ０００７．湖泊科学 ２０１６－１　 五校样　 张芸　 成品尺寸 １８５×２６０（ｍｍ）　 ４５ 字 ４４ 行　 ２０１５ ／ １２ ／ １６





























































































































































































































刘国锋等：藻华聚集的环境效应：对漂浮植物水葫芦（Ｅｉｃｈｈａｒｎｉａ ｃｒａｓｓｉｐｅｓ）抗氧化酶活性的影响 ３９　　　

［１４］　 Ｇｉａｎｎｏｐｏｌｉｔｉｓ ＣＮ， Ｒｉｅｓ ＳＫ． Ｓｕｐｅｒｏｘｉｄｅ ｄｉｓｍｕｔａｓｅｓ： Ⅰ．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ｈｉｇｈｅｒ ｐｌａｎｔｓ． Ｐｌａｎｔ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 １９７７， ５９（２）：
３０９⁃３１４．

［１５］ 　 Ｃａｋｍａｋ Ｉ， Ｍａｒｓｃｈｎｅｒ Ｈ． Ｍａｇｎｅｓｉｕｍ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ｌｉｇｈｔ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ｓｕｐｅｒｏｘｉｄｅ ｄｉｓｍｕｔａｓｅ， ａｓｃｏｒ⁃
ｂａｔｅ ｐｅｒｏｘｉｄａｓｅ， ａｎｄ ｇｌｕｔａｔｈｉｏｎｅ ｒｅｄｕｃｔａｓｅ ｉｎ ｂｅａｎ ｌｅａｖｅｓ． Ｐｌａｎｔ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 １９９２， ９８（４）： １２２２⁃１２２７．

［１６］ 　 Ｐａｔｒａ ＨＫ， Ｋａｒ Ｍ， Ｍｉｓｈｒａ Ｄ． Ｃａｔａｌａｓ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ｌｅａｖｅｓ ａｎｄ ｄｕｒｉｎｇ ｐｌａ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ｅｎｅｓｃｅｎｃｅ．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ｅ ｕｎｄ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ｅ ｄｅｒ Ｐｆａｎｚｅｎ， １９７８， １７２： ３８５⁃３９０．

［１７］ 　 李合生． 植物生理生化实验原理和技术．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０．
［１８］ 　 Ｈｏｄｇｅｓ ＤＭ， Ｄｅｌｏｎｇ ＪＭ， Ｆｏｒｎｅｙ ＣＦ ｅｔ ａｌ．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ｈｉｏｂａｒｂｉｔｕｒｉｃ ａｃｉｄ⁃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ｓ ａｓｓａｙ ｆｏｒ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ｌｉｐｉｄ

ｐｅｒ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ｌａｎｔ ｔｉｓｓｕｅｓ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ａｎｔｈｏｃｙａｎｉｎ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ｉｎｇ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Ｐｌａｎｔａ， １９９９， ２０７（４）： ６０４⁃６１１．
［１９］ 　 孙小静， 秦伯强， 朱广伟． 蓝藻死亡分解过程中胶体态磷、氮、有机碳的释放． 中国环境科学， ２００７， ２７（ ３）：

３４１⁃３４５．
［２０］ 　 李秋华， 林秋奇， 韩博平． 广东大中型水库电导率分布特征及其受 Ｎ、Ｐ 营养盐的影响． 生态环境， ２００５， １４（１）：

１６⁃２０．
［２１］ 　 Ｐｆｌｕｇｍａｃｈｅｒ Ｓ．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ａｌｌｅｌｏｐａｔｈ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ｙａｎｏｔｏｘｉｎｓ， ｗｉｔｈ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ｏ ｍｉｃｒｏｃｙｓｔｉｎ⁃ＬＲ， ｉｎ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Ｔｏｘｉ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２， １７（４）： ４０７⁃４１３．
［２２］ 　 Ｙｉｎ ＬＹ， Ｈｕａｎｇ ＪＱ， Ｌｉ ＤＨ ｅｔ ａｌ． Ｍｉｃｒｏｃｙｓｔｉｎ⁃ＲＲ ｕｐｔａｋ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ｓｕｂｍｅｒｇｅｄ 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ｔｅ Ｖａｌｌｉｓｎｅｒｉａ

ｎａｔａｎｓ（ｌｏｕｒ． ） ｈａｒａ．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Ｔｏｘｉ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５， ２０（３）： ３０８⁃３１３．
［２３］ 　 周　 庆， 韩士群， 严少华等． 凤眼莲对铜绿微囊藻生长及藻毒素与营养盐释放的影响． 环境科学， ２０１４， ３５（２）：

５９７⁃６０４．
［２４］ 　 何　 虎， 何宇虹， 李宽意等． 蓝藻堆积和螺类牧食对苦草生长的影响． 生态学报， ２０１２， ３２（１７）： ５５６２⁃５５６７．
［２５］ 　 Ｐéｒｅｚ⁃Ｈａｒｇｕｉｎｄｅｇｕｙ Ｎ， Ｄíａｚ Ｓ， Ｇａｒｎｉｅｒ Ｅ ｅｔ ａｌ． Ｎｅｗ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ｆｏｒ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ｓｅ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ｉｔｓ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ｏｔａｎｙ， ２０１３， ６１（３）： １⁃６８．
［２６］ 　 鲁　 萍， 桑卫国， 马克平． 外来入侵种飞机草在不同环境胁迫下抗氧化酶系统的变化． 生态学报， ２００６， ２６（１１）：

３５７８⁃３５８５．
［２７］ 　 任安芝， 高玉葆， 陈　 悦． 干旱胁迫下内生真菌感染对黑麦草叶内几种同工酶的影响． 生态学报， ２００４， ２４（７）：

１３２３⁃１３２９．
［２８］ 　 Ｍａｓｓａｃｃｉ Ａ， Ｉａｎｎｅｌｌｉ ＭＡ， Ｐｉｅｔｒｉｎｉ Ｆ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ｔ ｌｏｗ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ｎ 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ｏｆ ｐｈｏｔｏ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ｉｚｅ ｌｅａｖ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Ｂｏｔａｎｙ， １９９５， ４６： １１９⁃１２７．
［２９］ 　 Ｒｉｖｅｒｏ ＲＭ， Ｒｕｉｚ ＪＭ， Ｇａｒｃａ ＰＣ ｅｔ ａｌ．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ｃｏｌｄ ａｎｄ ｈｅａｔ ｓｔｒｅｓｓ：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ｈｅｎｏｌｉｃ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ｉｎ ｔｏｍａｔｏ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ｍｅｌｏｎ ｐｌａｎｔｓ． Ｐｌａ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１， １５７： ３１５⁃３２１．
［３０］ 　 Ｚｈａｎｇ Ｊ， Ｃｕｉ Ｓ， Ｌｉ Ｊ ｅｔ ａｌ． Ｐｒｏｔｏｐｌａｓｍｉｃ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ｉｌｌｉｎｇ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ｉｎ ｍａｉｚｅ． Ｐｌａｎｔ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１９９５， ３３： ５６７⁃５７５．
［３１］ 　 Ｚｈａｎｇ Ｊ， Ｋｉｒｋｈａｍ ＭＢ． 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ｔｏ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ｉｎ ｓｕｎｆｌ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ｓｏｒｇｈｕｍ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 Ｎｅｗ Ｐｈｙｔｏｌｏｇｉｓｔ， １９９６， １３２：

３６１⁃３７３．
［３２］ 　 Ｆａｎｇｍｅｉｅｒ Ａ， Ｂｒｕｎｓｃｈｏｎ Ｓ， Ｊａｇｅｒ ＨＪ． Ｔｉｍ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ｏｘｉｄａｎｔ ｓｔｒｅｓｓ ｂｉｏｍａｒｋｅｒｓ ｉｎ ｆｌａｇ ｌｅａｖｅｓ ｏｆ ｗｈｅａｔ ｅｘｐｏｓｅｄ ｔｏ ｏｚｏｎｅ

ａｎｄ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ｓｔｒｅｓｓ． Ｎｅｗ Ｐｈｙｔｏｌｏｇｉｓｔ， １９９４， １２６： ６３⁃６９．
［３３］ 　 Ｋｕｂｏ Ａ， Ａｏｎｏ Ｍ， Ｎａｋａｊｉｍａ Ｎ ｅｔ 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ｉ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 ｅｎｚｙｍｅｓ ｔ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ｅｓ ｉｎ Ａｒａｂｉｄｏｐｓｉｓ ｔｈａｌｉａ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９９９， １１２（３）： ２７９⁃２９０．
［３４］ 　 邓　 旭， 王　 娟， 谭济才． 外来入侵种豚草对不同环境胁迫的生理响应． 植物生理学通讯， ２０１０， ４６（ １０）：

１０１３⁃１０１９．
［３５］ 　 董合忠， 唐　 薇， 李振怀等． 棉花缺钾引起的形态和生理异常． 西北植物学报， ２００５， ２５（３）： ６１５⁃６２４．
［３６］ 　 陈开宁， 李文朝， 吴庆龙等． 滇池蓝藻对沉水植物生长的影响． 湖泊科学， ２００３， １５（４）： ３６４⁃３６８． ＤＯＩ １０． １８３０７ ／

２００３． ０４１１．
［３７］ 　 Ｍａ ＲＨ， Ｄｕａｎ ＨＴ， Ｇｕ ＸＨ ｅｔ ａｌ． Ｄｅｔｅｃｔｉｎｇ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ａｉｈｕ Ｌａｋｅ， Ｃｈｉｎａ ｕｓｉｎｇ ｍｕｌｔｉ⁃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ｉｍａｇｅｒｙ． Ｓｅｎｓｏｒｓ， ２００８， ８（６）： ３９８８⁃４００５．
［３８］ 　 刘国锋， 范成新， 钟继承等． 风浪作用下太湖改性沉积物对藻体絮凝去除效果研究． 环境科学， ２００９， ３０（１）：

５２⁃５７．
［３９］ 　 刘伟龙， 胡维平， 陈永根等． 西太湖水生植物时空变化． 生态学报， ２００７， ２７（１）： １５９⁃１７０．
［４０］ 　 Ｆｅｓｔｅｒ Ｔ， Ｓｃｈｕｓｔｅｒ Ｗ． Ｐｏｔａｔｏ 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 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 ｓｕｐｅｒｏｘｉｄｅ ｄｉｓｍｕｔａｓｅ ｉｓ ａｎ ＲＮＡ⁃ｂｉｎｄｉｎｇ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１９９５， ３６（１）： ６７⁃７５．
［４１］ 　 Ｔａｎｇ Ｄ， Ｓｈｉ Ｓ， Ｌｉ Ｄ ｅｔ ａｌ．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ｏｆ Ｓｃｙｔｏｎｅｍａ ｊａｖａｎｉｃｕｍ（ ｃｙａｎ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 ｔｏ ｓａｌｔ

ｓｔｒｅｓ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ｒｉ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２００７， ７１： ３１２⁃３２０．

地质测绘院　 社会　 ０００７．湖泊科学 ２０１６－１　 五校样　 张芸　 成品尺寸 １８５×２６０（ｍｍ）　 ４５ 字 ４４ 行　 ２０１５ ／ １２ ／ １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