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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细菌在微食物环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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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酶和离析酶 ∀同时据王素娟 年报道 商品纤维

素酶往往含有半纤维素酶 这就决定了半纤维素酶对

卡德藻的酶解效果影响较小 含量较低 ∀据 ≠ 等

年报道 纤维素酶 ∏ 2 和离析酶 2

是含有多种多糖水解酶的粗酶 因而仍不清楚酶解细

胞壁的必需组分 ∀

卡德藻在不同的生长时期对溶壁效果差

异很大 这和细胞的生长分裂有很大关系 ∀在细胞的

指数生长期 细胞处于活跃的生长和分裂状态 细胞

壁较薄 !胞外分泌物较少 有利于酶对细胞壁的水解

而在静止期和死亡期 细胞生长分裂较少 细胞壁较

厚 !胞外分泌物多 不利于酶发挥作用 ∀

在不同 以及相同 不同的酶缓冲液下 酶

对卡德藻的溶壁效果不同 主要是不同 和离子影

响了酶的活力 ∀

本文只研究了各种因子对卡德藻溶壁效果的影

响 需进一步研究其对原生质体再生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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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科学家就认识到海洋细菌在海洋食物

网中的作用 主要是消耗有机碳 ∀ 年 ° 提

出了微型食物网的概念 并认为微型食物网在海洋生

态系中是非常重要的 同时 根据各方面的数据指出

微小的异养生物能消耗大量溶解的和颗粒的有机

物 ∀他的这些观点和假设到 年 将落射荧

光显微镜技术应用于海洋细菌的计数后 得到了广泛

的认同 ∀因为荧光技术的应用使人们发现海洋中存在

着大量的细菌 ∀随后在 年 ∏

ƒ∏ 和 相继发现异养细菌生产力也相当大

相当于初级生产力的 ∗ ∀如果海洋细菌的生

长效率是 的估计是正确的 那么异养细菌的生

产就要消耗大约相当 ∗ 初级生产力的有机

碳 ∀• 在 年根据细菌生物量和生产力也得

到了同样的结果 他还认为初级生产力的生产过程

将使 的初级生产力变成可溶性有机碳 °⁄ ≤ 而

这部分有机碳 终将被细菌吸收利用 ∀ 等科学

家在 年又提出了微食物环 即相当数量的有机

物是通过原核生物和非常小的真核生物的利用 并转

化成自身的颗粒有机物被微型的草食性捕食者 捕食

后者再被大的浮游动物捕食进入主食物链 ∀而上述过

程被称之为微食物环 ∀这一概念的提出 使海洋生物

学家对海洋细菌的生物量和生产过程更加关注 ∀一些

国际海洋研究项目如全球海洋生物系统动力学研究

≤ 全球海洋通量联合研究 ƒ≥ 和海陆相

互作用研究 ≤ 等 都把海洋细菌的研究作为主

要内容之一 ∀

近几年来随着对海洋细菌研究的增多 积累了大

量的数据 特别是细菌生物量和生产力时空分布研究

的结果 验证了 • 年和 年的假

设和推论 ∀海洋细菌生物量和生产力的 新研究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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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细菌在微食物环中的作用更加重要 ∀ ƒ∏

年应用一系列新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发现异养细

菌生产力平均相当于初级生产力的 而有的海

域超过 ∀同时他还认为随着一些新方法新技术

的应用 海洋细菌的重要性将会被更好地认识 ∀

对海洋细菌细胞个体的重量测定研究发现 海洋

细菌细胞的转化因子比在实验室培养的较大细菌细

胞大 倍以上 ∀通常海洋细菌的转化系数是 ∗

Λ 而海洋细菌的个体大约在 ∗ Λ

之间 每个细菌细胞大约含有 ≤ 和 ∀这些研

究更加认识到海洋细菌生物量如此之大 生产力如此

之高 那么它在微食物环中的能流和物流过程如

何 ∀我们可以从图 中得到一些答案 ∀海洋细菌在

微食物环中受到温度和可溶性有机碳的支持 同时又

受到微型浮游动物和病毒的控制 ∀ 近的研究发现

海洋细菌生产力可相当于 ∗ 的初级生产

力 而海洋细菌的生长效率考虑呼吸的消耗大约只有

∗ ≈ 这比以前的 低 ∀即同一海域同样

的细菌生产就需要更多的可溶性有机物 而初级生产

力产生的可溶性有机碳往往满足不了细菌生产力的

需要 ∀因此大量的外源有机物 将是支持细菌生产力

高生产的重要资源 ∀一些海洋生物学家据此认为某

些海域是异养的 ∀但原绿球藻(Προχηλοροχοχχυσ)的发现

使这一争论更加复杂化 ∀无论如何 外源可溶性有机

物 ⁄ 是细菌生产重要的能源是毫无凝问的 ∀

另外海洋水温与海洋细菌生物量和生产力正相

关这一研究结果已在不同海域已被多次证实 在此不

再论述 ∀

海洋细菌生产力的控制因子之一 是海洋微型浮

游动物 从图 中可见有约 的细菌生产力被微

型浮游动物消耗 这主要是异养鞭毛虫 ∀研究发现

Λ 以下的草食性浮游动物对海洋细菌都有捕食

作用 这其中包括异养鞭毛虫 ∗ Λ 纤毛虫

∗ Λ 和一些动物的幼体 ∀这个过程不仅仅是

按颗粒大小而排列的直线传递 而是一个多渠道的能

流 !物流过程 因此引发了一些科学家关于微食物环

和微食物网的争论 ∀作者的研究也发现不同海域不

同季节海洋细菌的主要能流和物流过程不同 如渤海

春末海洋蓝细菌主要被小型浮游动物 纤毛虫 捕食

捕食压力约 ∀在汇泉湾春季和秋季也有相同的

结果≈ ∀但在东海夏季近岸海域海洋蓝细菌主要被微

型浮游动物捕食 捕食压力约 而在东海冲绳海

槽海域和台湾东部以及浙闽沿岸深水区 以

下 夏季海洋蓝细菌可能是被海洋病毒消耗 ∀国外的

研究也有类似的结果 但根据生物量推算微型浮游动

物 异养鞭毛虫 是海洋细菌的主要捕食者 ∀也可以

说 微食物环是主流 而微食物网中有支流 ∀但不同

时间不同海域 主流与支流可能相互替换或取代 也

可能是相互补充 从而增加海洋细菌生产力的效率 ∀

这也更显示出微食物环的高效和重要 ∀

图 海洋食物网的碳通量模型示海洋细菌在海洋生

态系统中的作用 引自 ƒ ƒ∏

海洋病毒是海洋细菌生产力另一重要控制因子

从图 中也可以看到大约 的细菌生产力被病毒

消耗 ∀ 年 等认为病毒裂解致死占异养细

菌死亡率的 年 ƒ∏ 等研究表明

的异养细菌体内含有成熟的噬菌体 ∀这正是海洋环

境中原生动物对细菌的摄食压力不足以解释异养细

菌死亡率的原因之一 ∀ ≤ 年在几个不同海

域做了病毒的垂直分布的研究 发现细菌丰度与病毒

丰度有很好的相关性 这种相关性达到 ∀ • 2

∏ 年对多种微生物动力学参数进行多

元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 病毒对细菌丰度的裂解调控

作用可能远远超过异养鞭毛虫的摄食调控作用≈ ∀假

如这一结果正确 那么细菌的大量裂解 必然导致对

原生动物营养贡献的减少 降低了海洋细菌在食物环

中向上一营养级能量的输送 ∀同时又有大量的细菌

细胞内含物进入可溶性有机碳库中 重新加入到微食

物环中的物质循环中 ∀这样裂解与摄食的双重压力

暗示着细菌对营养物 ⁄ 的利用转化效率远远高

于我们原先的估计 也就是说细菌生产需要消耗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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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虾池半精养封闭式综合养殖的养殖容量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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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虾病的困扰 养虾业近几年来一直未见有较

大的起色 ∀人们也试验了各种不同的养虾模式 混养
≈ !地膜养虾≈ !地下卤水养虾≈ !充气养虾≈ !卤水淡

化养虾 !封闭式养虾≈ 和高位池养虾≈ ∀都取得了一

定程度的成功 ∀但是其局限性也是明显的 这些模式

往往只适合于一定的地区 也就是说只有当具备某些

特殊条件时才能进行特定模式的养殖 ∀实际上 虾病

的大规模爆发 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盲目追求高

产量造成的 ∀高密度放苗和大量投饵使养殖水环境持

续恶化 从而严重地破坏了生态平衡 ∀在这种情况下

养殖容量的研究就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 ∀本研究旨在

查明半精养条件下封闭式养虾池对中国对虾与台湾

红罗非鱼综合养殖的养殖容量 ∀

材料和方法

实验时间和地点

本研究于 年在位于丁字湾畔的山东黄海

水产集团公司养虾场的 号养虾池内进行 β χ

∞ β χ ∀

实验围隔

本研究在 个海水池塘陆基围隔中进行 围隔

国家攀登计划 专题/ 对虾池生态系及其结构与功能的

优化0 °⁄2 2 2 及国家 攻关计划专题/滩涂池塘养殖

系统养殖容量与优化技术0 2 2 2 的部分内容 ∀

收稿日期 2 2 修回日期 2 2

的有机物 ∀因此科学家们认为 微食物环中的物质转

化和能量流动过程在细菌泵 !病毒泵的作用下更加剧

烈≈ ∀

综上所述 作者认为在今后的研究中首先要加强

海洋细菌的研究工作 使它象初级生产力研究那样普

遍 因为它与初级生产力在海洋生态系统中同样重

要 ∀另外还要加强异养鞭毛虫的研究工作 它是海洋

细菌的主要捕食者 它决定着海洋细菌向上一级营养

的能量传递效率 ∀其次是海洋病毒的研究 如果把病

毒的生态作用整合到微食物环中的碳流中 并对病毒

在微食物环中的生态作用进行更为精确有效的定量

化研究 将准确评估微食物环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 ∀

后是海洋中可溶性有机物的研究 它虽然不是海洋

生物学家研究的内容 但却是他们十分关注的问题 ∀

这将解释海洋细菌能消耗多少可溶性有机物 初级生

产力能提供多少 外源有机物能提供多少 即微食物

环的源头问题 ∀这将对微食物环在海洋生态系统中

特别是在主食物链或食物网中占有多少份额以及重

要性 给出一个明确回答 也将阐明微食物环在生源

要素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中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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