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钝顶螺旋藻生物富集!"（!）影响因素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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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钝顶螺旋藻生物富集7.（!）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发现螺旋藻对7.（!）的生物富集主要经历了快

速的吸附和缓慢的吸收两个步骤；化学键较弱的7.（!）化合物具有较高的富集效率；藻细胞浓度一定时，随着7.
（!）浓度的增加，单位重量螺旋藻对7.（!）的富集量不断增加，最后趋于饱和；当7.（!）浓度一定时，随着藻细胞

浓度的增加，螺旋藻对7.（!）的总富集量逐渐增加而单位重量藻体的富集量减少。研究还证实，螺旋藻干粉比新

鲜藻能富集更多的7.（!）；89值是影响7.（!）生物富集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最佳89在5左右；温度升高和加

强光强均可加强7.（!）的富集；阳离子对7.（!）的富集存在一定的促进或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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藻类对许多金属具有较强的生物富集能力，可

广泛应用于污水处理及水质净化、稀有或贵重金属

（如<-、=+）的回收、有毒（如>?、7@、9A）或放射性

物质（如B等）的去除、痕量及超痕量元素分析等领

域［!，#］。近年来生物富集被认为是一项非常有前途

的环境生物技术。此外，生物富集技术在功能性食

品的研制方面也具有重要应用价值［4］。除一些个

别的应用外，生物富集技术的应用大多仍处于实验

室阶段。由于生物富集过程颇为复杂，有关生物富

集的机理还有待研究。与国外相比，我国在金属生

物富集方面的研究才刚刚开始。

7.是人体和动物必需的微量元素，其中7.（!）

具有重要的生理活性［2］，如可防治糖尿病、增强胰

岛素的生理功能、降低血清胆固醇含量，减少动脉硬

化及防止肿瘤发生等。此外，7.也是一个普遍存在

的金属污染源。因此开展有关7.生物富集的研究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自然界中的一些微生物对7.具有较高的生物

富集能力，相对于7.（%C）的生物富集研究而言，7.
（!）的研究较少。目前已有小球藻等绿藻生物富集

金属的研究报道［6］，而关于螺旋藻生物富集金属的

研究报道则极少。螺旋藻现已成为世界上主要的微

藻生产对象，在保健食品、环保及废物利用，以及医

药、精细化工产品等领域显示出日益广阔的应用前

景［"］，但是其所含7.的量极低（一般在#DA／EA左

右［5］。鉴于7.（!）的重要生理活性，开展螺旋藻富

集7.（!）的研究，对于进一步增加螺旋藻的保健功

能，开发新型功能性保健食品具有重要意义。同时，

这对于金属废液处理中金属的生物去除与回收也具

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本文报道了钝顶螺旋藻生物富集7.（!）的影

响因素的研究结果。至于螺旋藻对7.（!）生物富

集过程的动力学及热力学、7.（!）的解吸过程、以及

有关机理等方面的研究将另文报道。

# 材料与方法

#$# 螺旋藻及其培养

钝顶螺旋藻（34#*),#$+4,+/%$&#&）由华南师范

大学提供。采用F+..&-E培养基［3］，在4G气升式内

环流光生物反应器中进行光自养分批培养［0］。最

大光强为#$E’H，#2I照射，温度4$J，通气量为4#
G／I。螺旋藻细胞干重浓度的测定同文献［0］。钝

顶螺旋藻干粉由深圳蓝藻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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