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采用室内培养的方法，从藻的生长，藻的叶绿素ａ、ｂ及类胡萝卜素含量这四个方面研究了藻类对水体中１７β－
雌二醇的光降解的影响。结果发现，光降解前１７β－雌二醇对普通小球藻的生长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也会引起光合色素
浓度的降低；光降解后其抑制作用有所减缓。此结论表明光降解对减弱１７β－雌二醇的生物毒性是有效的，但光降解过
程还需进一步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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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关于环境雌激素干扰人类和动物的内分

泌系统、影响健康和生殖的研究与日俱增 犤１犦。环境雌

激素对内分泌系统、生殖与发育和免疫系统都会产生

影响，并有致癌作用和神经系统毒效应 犤２犦。普通的水

处理方法不能很有效地去除水中的雌激素犤３，４犦。目前

采取的环境雌激素对策除了停止生产或减少使用含

有扰乱内分泌作用的化学物质外，迫切需要其他的方

法对环境雌激素进行分解和消除。目前，通过催化降

解，如催化光解等 犤４，５犦消除环境雌激素已成为重要的

研究课题。其他的方法还有高温熔解、微生物分解法、

机械化学法和电解法等。

对于这些方法的处理效果的测试，目前常用的还

是化学测试法 犤６，７犦，生物测试方法的报道较少。２００１
年，Ｒｉｏｂｏｏ等人采用普通小球藻和衣藻对两种常见除

草剂 （百单枯和羟基二甲苯基苯并呋喃醇）光降解效

率进行了微藻生物测试犤８犦。用两个生态毒性研究的常

用参数—藻类的生长速率和光合色素含量来对这两

种农药作出响应。

本文研究了普通小球藻对 １７β－雌二醇光降解
效果的微生物测试。在城市废水处理厂的排水中及河

流、水库、湖泊等水域均发现有这类物质的存在，废水

的一级和二级处理很难将其全部除去，本课题组利用

光化学方法来处理雌二醇，取得较好的处理效果。选

用单细胞藻类作为测试生物，是因为它们是水体营养

链能量流动的要素，被用于毒性生物测定有许多优

点，如对有机污染物很敏感，易于操作，生命周期很

短。

１７β－雌二醇 （１７β－ｅｓｔｒａｄｉｏｌ，Ｅ２），其分子结构
式如图１所示。

１ 仪器与试剂

仪器：ＬＤ５－２Ａ型低速离心机，ＵＶ—９１００型紫

农业环境科学学报 ２００４牞２３牗２牘：４０４－４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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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普通小球藻的生长速率 ｋ（／ｄ）

牗Ｅ２浓度为３×１０－５ｍｏｌ·Ｌ－１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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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１７β－雌二醇的分子结构

Ｆｉｇｕｒｅ１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１７β－ｅｓｔｒａｄｉｏｌ

外可见分光光度计（北京瑞利分析仪器公司），２５０Ｗ
自镇流式高压汞灯 （λｍａｘ≥３６５ｎｍ），ＨＹ－８型调速
振荡器（国华电器有限公司），ＨＧＰ３００型恒温光照培
养箱，ＰＨＳ—３Ｃ数字精密酸度计。

试剂：１７β－雌二醇（分析纯，Ｓｉｇｍａ公司），普通
小球藻藻种，抗坏血酸 （分析纯），无水乙醇和ＮａＯＨ
均为分析纯；水生４号培养基。

２ 实验方法

２．１普通小球藻的培养
按照水生４号培养基的标准配制普通小球藻培

养液。用 ０．０１ｍｏｌ·Ｌ－１Ｎａ２ＣＯ３溶液调节 ｐＨ值为
７．０～７．２。灭菌２０ｍｉｎ牞冷却后，无菌条件下进行接
种，再放入恒温培养箱内进行培养。温度为２８℃±
２℃。
２．２普通小球藻的生长曲线的测试

用血球记数板每天对培养中的普通小球藻进行

计数，并用ＵＶ－９１００型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对藻液
进行吸光度同步测定，连续测量５ｄ，得出吸光度—小
球藻个数的关系式：

Ｙ＝－０．０１４９＋０．０９７１４Ｘ，ｒ＝０．９９９５７，ｎ＝５
式中：Ｙ为吸光度 （ＡＢＳ）；Ｘ为普通小球藻个数

（×１０１０个·Ｌ－１）。
２．３普通小球藻悬浮液的预处理

胶状的氢氧化铁颗粒自身具有光敏化作用，本次

实验用 ０．０１ｍｏｌ·Ｌ－１的抗坏血酸清洗藻类悬浮液，
去除藻类培养基中可能吸附在藻细胞上氢氧化铁犤９犦。

对藻类悬浮液采用离心方法进行清洗后，经检测知牞
留在溶液中培养基中铁的浓度将小于１０－５ｍｏｌ·Ｌ－１，
即可排除其影响。

具体步骤为：用０．０１ｍｏｌ·Ｌ－１抗坏血酸调节悬
浮液的ｐＨ＝３，轻度搅拌３０ｍｉｎ，离心２０ｍｉｎ，转速为
３５００ｒ·ｍｉｎ－１。然后倒出上层清液，加蒸馏水清洗３
次。对清洗后的藻液进行定容，并计数。

２．４普通小球藻色素的提取方法
从样品中取出２０ｍＬ溶液，分别放在５ｍＬ离心

管中 ，放入离心机中离心 １０ｍｉｎ，转速 ３５００ｒ·
ｍｉｎ－１，倒掉上层清液，加９０％丙酮溶液，摇匀，进行萃
取。在暗处抽提２４ｈ后取出，利用分光光度计分别测
量６３０ｎｍ，６４５ｎｍ，６６５ｎｍ波长下的吸光度，运用
Ｐａｒｓｏｎｓ和Ｓｔｒｉｃｋｌａｎｄ提出的（１９６８年）的叶绿素ａ、叶
绿素 ｂ和类胡萝卜素计算公式分别计算出藻的色素
含量犤１０犦。计算公式如下：

Ｃ叶 绿 素 ａ 牗μｇ·Ｌ－１牘＝（１１．６×Ｄ６６５－１．３１×Ｄ６４５－
０．１４×Ｄ６３０）×ｖ×ｌ－１×Ｖ－１

Ｃ叶 绿 素 ｂ 牗μｇ·Ｌ－１牘＝（２０．７×Ｄ６４５－４．３４×Ｄ６６５－
４．４２×Ｄ６３０）×ｖ×ｌ－１×Ｖ－１

Ｃ类 胡 萝 卜 素 牗μｇ·Ｌ－１牘＝（５５×Ｄ６３０－４．６４×Ｄ６６５－
１６．３×Ｄ６４５）×ｖ×ｌ－１×Ｖ－１

式中：ｖ为丙酮溶液的体积，ｍＬ；ｌ为比色皿的光径，
ｃｍ；Ｖ为藻液的体积，Ｌ。
２．５１７β－雌二醇的光降解溶液制备

取一定量的１７β－雌二醇溶液，加入相同量的微
囊藻，配制成浓度分别为３×１０－５ｍｏｌ·Ｌ－１，６×１０－５

ｍｏｌ·Ｌ－１的溶液，在高压汞灯下光照４ｈ，取出冷却，
得到Ｅ２的光降解溶液，以备后续实验所用。

将上述预处理好的微囊藻藻液在高压汞灯下光

照４ｈ，取出冷却，离心后得到Ｅ２光降解体系本底溶
液，以备后续实验所用。

分别取Ｅ２溶液、Ｅ２的光降解后的溶液、微囊藻
的光降解体系本底溶液各１０ｍＬ，加入到培养液中，
总体积为２００ｍＬ。然后进行培养。

３ 结果与讨论

３．１光降解对普通小球藻生长速率的影响
从图 ２中可以看出，加入初始浓度为 ３×１０－５

ｍｏｌ·Ｌ－１的光降解前后的Ｅ２时，经过９６ｈ培养，光
降解前的 Ｅ２使得普通小球藻的生长量降低了
２１．３％，光降解后Ｅ２加入使小球藻生长速率有小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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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不同条件下普通小球藻生长速率ｋ牗／ｄ牘

Ｔａｂｌｅ１ＴｈｅｇｒｏｗｔｈｒａｔｅｏｆＣｈｌｏｒｅｌｌａｖｕｌｇａｒｉｓｋ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ｎ
ｄｉｔｉｏｎｓ牗／ｄ牘

Ｅ２初始浓度 对照 Ｅ２ Ｅ２光降解 光降解体系本底

３×１０－５ｍｏｌ·Ｌ－１ ０．３９０ ０．２３２ ０．４６５ ０．４０５
６×１０－５ｍｏｌ·Ｌ－１ — — ０．２５２ —

度增长。利用回归分析计算了小球藻的生长速率 ｋ，
结果列于表１。比较ｋ值可以发现，未光降解时Ｅ２抑
制了小球藻的生长牞光降解后则较大幅度促进了小球
藻的生长。考虑到光降解体系本底物质（包括培养基、

作为催化剂的微囊藻的分泌物等）可能对小球藻的生

长有影响，为此做了相应的对照实验。结果表明光降

解体系本底对小球藻生长也有明显促进作用，使得小

球藻的生长速率从０．３９０／ｄ增长到０．４０５／ｄ，但是这
一增长幅度仍然小于Ｅ２光降解后对小球藻生长的促
进效率（后者生长速率达到０．４６５／ｄ）。

从表１的数据可以看出，当Ｅ２初始浓度提高１
倍时（６×１０－５ｍｏｌ·Ｌ－１），Ｅ２光降解后对小球藻的生
长有着明显的抑制作用，生长速率仅为０．２５２／ｄ，但
是这一生长速率仍然略高于 ３×１０－５ｍｏｌ·Ｌ－１Ｅ２存
在下小球藻生长速率０．２３２／ｄ。从污染物浓度与毒性
关系考虑，６×１０－５ｍｏｌ·Ｌ－１Ｅ２会使得小球藻生长速
率低于０．２３２／ｄ。所以可以得出结论：６×１０－５ｍｏｌ·
Ｌ－１Ｅ２光降解后使得其对小球藻生长的抑制作用减
弱。当然由于Ｅ２的光降解效率一般低于５０％，６×
１０－５ｍｏｌ·Ｌ－１Ｅ２光降解后参与浓度高于 ３×１０－５

ｍｏｌ·Ｌ－１，这就使得６×１０－５ｍｏｌ·Ｌ－１Ｅ２光降解后对
小球藻生长的影响不同于较低浓度 （３×１０－５ｍｏｌ·
Ｌ－１）的情况，即没有促进反而抑制。

有文献报道，Ｅ２的光降解使得其分子中的苯环
结构发生氧化、断裂，产生了低分子羧酸产物 犤１１犦，这

些产物的毒性较小，而如果光降解效率更高，浓度更

大，则会使得Ｅ２发生矿化生成水和二氧化碳，这样就
能实现无害化处理了。因此，从本实验结果也可以推

断，Ｅ２光降解减弱了Ｅ２对普通小球藻的毒性。
３．２光降解对普通小球藻光合色素浓度的影响

除了直接用小球藻生长量和生长速率来判断有

机物光降解前后的毒性变化，Ｒｉｏｂｏｏ等犤８犦还通过测定

藻细胞光合色素浓度来说明上述问题。本实验也测定

了光降解前后的Ｅ２对普通小球藻细胞光合色素浓度
的影响，结果如表２所示。与对照实验相比，光降解前
后都导致了细胞中叶绿素ａ、ｂ及类胡萝卜素含量的
降低，而光降解体系本底实验却引起了色素含量的增

加，此现象可能是由于普通小球藻细胞数量增加引起

的。

比较表２中不同初始浓度Ｅ２光降解前后对普通
小球藻光合细胞色素浓度的影响可以看出，随着浓度

的提高 （６×１０－５ｍｏｌ·Ｌ－１），光降解前后都呈现抑制
效果，因为Ｅ２自身降解效率较低，即使降解后Ｅ２的
浓度仍然高于３×１０－５ｍｏｌ·Ｌ－１的浓度。因此从本实
验结果也可以断定光降解作用使得Ｅ２对普通小球藻
的毒性减弱了。

４ 结论

本实验研究表明，Ｅ２在低浓度时，对普通小球藻
的生长及其色素浓度都有一定的抑制作用；随着浓度

的提高，抑制作用会有明显加强的趋势；经光降解后，

对小球藻生长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促进效率不是很

高。对于光合色素浓度的影响，在低浓度时，光降解前

产生抑制作用，光降解后则有一定促进效果；随着浓

度的提高，光降解前后都呈现抑制效果。因为Ｅ２自身
降解效率较低，即使降解后Ｅ２的浓度仍然高于低浓
度，因此浓度提高后，光降解后要比光降解前的光合

色素浓度低，而呈现出抑制作用。说明通过光解可以

在一定程度上减弱雌二醇的生物毒性，以达到无害化

处理的目的，但是光降解过程需要进一步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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