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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螺菌科细菌
,

其细胞内含有菌叶绿素 a 或 b 和各类胡萝 卜素
,

能进行不放氧的光合作用
。

其大多

数种类能以有机物作为光合作用的供氢体兼碳源
,

故在自然界里被有机物污染的地方它们广泛存在
,

在

净化环境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

由于它们在不同的条件下能以不同的代谢方式
,

高效地降低 污 水 中 的

B O D
,

故在处理高浓度有机废水中有着独特的优点和广泛的应用前途
「’一 名 ’ 。

对其菌体成份分析表明
:

它

们有很高的蛋白质含盈 ( 65
.

4 5形 )
,

还含有对动物生长发育起促进作用的生理活性物质 (辅酶 Q和相当

完全的 B 族维生素等 )
。

据国外有关报导
,

它们对鱼类具有明显的促进生长作用
,

并且还有防治鱼虾疾

病
、

净化养殖水质等多方面的功能
,

已被认为是一个能促进水产生产很有价值的开发性研究对象
〔̀ ’ 。

但

在国内尚夫见报导
。

我们从 19 8 3 年以来
,

对这类光合细菌进行了分离
、

培养
,

同时进行了较多的应用试

验
。

木文剪点介绍对这类光合细菌的分离
、

鉴定和实验室扩大培养的方法
,

同时对养殖上的应用也作初

步的研究报导
,

以期引起水产界重视这一开发性的工作
。

材 料 和 方 法

1
.

菌株的分离和鉴定

(1 ) 分 离材料 取材于豆制品广废水排出沟处
,

呈橙黄色的块状沉积物
。

( 2) 分 离用的培养基 其成份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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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磅2 0分钟 蒸压灭菌
。

( 3 ) 分离方法 橙黄色块状沉积物 1 克
,

在装有玻璃珠的 6 0祖 无菌水锥形瓶中
,

振荡使充 分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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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
.

加入装有浓体培养基的大试管中 ( 悬浊液与培养液之比为 1 :

动
,

在液面上滴加灭菌液体石腊进 行

厌氧培养
,

保温 2 8一 3少 C
,

光照强度 的oo uL
x 左右

。

十四夭后培养浓呈明显红色
,

如此培养液重复进

行富集培养二次
,

即得到深红色的培养液
。

以富集培养液进行琼脂平板划线分离
,

以常规的化学去 氧

法和物理去氧法相结合进行厌氧培养
,

在 2 8一3丁 C
,

光照 ( S 000 uL
二 左右 ) 三天

,

开始出现红色小菌落
,

五天单菌落生长 良好
。

挑取单菌落重复分离三次
,

直至得到纯培养单菌株
。

(约 鉴定 方法 在上述合成培养基中观察单菌落形态
、

菌休形态
,

并进行电镜观察 ; 用以上合成堵

养基为丝础
,

通过改变碳源及光合供氢体或在各种不同环境下进行菌株的生理代谢特性的观察
。

2
.

实验室扩大培养川

( 1 ) 培养装置 根据光合细菌的生物学特性
,

笔者设计光合细菌实验室中扩大培养装置每个单 体

容最 7 升
,

可平行进行培养或串连进行连续培养
。

控温仪用来控制培养液的温度
。

注射器和分离漏斗用

来取样和向培养液中添加有机酸
,

以防止培养过程中 p H 值的过度升高
。

碘钨灯提供光源
。

磁力加热搅

拌器用来加热和保持培养液受光
、

受热均匀
。

此装置不仅能够为光合细菌的增殖提供厌气和适宜 的 光

照
、

温度
、

p H 等良好的生态环境
,

而且操作也很方便
。

( 2) 培养基 将互制品厂培养白地霉后的排放废液用浓氨水调 p R 值至 7
;

o
,

通气
,

使好氧性异样

菌火愚增殖
,

将废液中的大分子有机物进行分解
。

然后煮沸 5 分钟
,

再调 p 日 值至 7
.

戈

( 3) 培养环境 的控制 在培养时接种量与新培养液的休积按 1 :
3的 比例较为合达

。

光照强度控制在

6 (X洲〕L n x 左右
,

温度恒温于 2 8~ 3。℃左右
,

p H 值维待在7
.

4左右对其增琐最佳
。

3
.

强化枝角类喂养金鱼的试验

( 1 ) 材抖 受试鱼苗是用孵化后能够开始摄食淡水枝角类的金鱼苗作为受试对像
。

这些鱼苗是 来

自同一对金鱼亲体繁殖的后代
,

遗传学特性基木一致
。

饵料是淡水枝角类
,

用浮游动物网在野外水域中

捞取
,

这些枝角类是金汽良好的饵料
,

不存在营养上的缺陷
。

( 2 ) 方法 将受试鱼苗随机分成两组
,

即实验组和对照组
,

鱼苗的饵料是野外捞来并经一定浓度的

光合细菌强化的淡水枝角类
。

强化方法是让枝角类饱食光合细菌
。

对照组鱼苗则直接用野外捞来的 淡

水枝角类进行饲喂
。

共它养殖条件均一致
。

4
.

在虾类育苗上的应用试验

试验的虾类是脊尾白虾 (万二 p川 “ , ” 哪叮俪。 a肠 da)
,

共选用休长 5 ~ 跳111 的抱卵亲虾 200 尾左右
,

获得同时孵出的搔状幼体 1
.

2万尾
,

分别饲养于 衬 6
X

6。 义 4茄 111 有效水休为 。
.

1 , n 3

的塑料水槽中
,

每槽

连O。。尾
。

试验海水盐度 g一 10练
,

水温2 5产
J

Z俨C
,

试验共进行十九天
。

试验前期
,

各槽均以鸡蛋黄为饵料
,

何槽投饵量为每天 3一 4
.

6克
,

从幼体发育为淡状n 期后开始投

以卤虫无节幼体
。

投喂量以水巾生少维持每毫升 3 尾以上卤虫幼体为准 ; 每天投喂 4 次
,

时间为 8
:
O。

、

拐 : 00
、

18
:

00
、

2 :1 00
。

换水量各槽相同
,

一般 占全部水里的 2乡~ 加男 ; 每天一次
,

经2 00 目筛 绢网过滤后

使用
。

光合细菌的投喂量分为 1 40 0 1试验组
、

」00 0 1试验组 (菌液浓度为每升中含干菌体 2 克左右 )和

对照组
,

每天换水后分二次直接投于育苗水体中
。

试验期间
,

对各槽的氨氮
、

化学耗氧量
、

p ll 等因子每天测定一次
。

结 果 与 讨 论

1
.

菌抹鉴定

(劝 菌落形态 琼脂平板厌氧
、

光照
、

2 8~ 3少C五天培养
,

菌落圆形
、

边缘整齐
,

表面凸面状
,

呈深

红色至暗红色
,

不透明
,

无粘滞性
,

略具光泽
,

直径为 。
.

2 ~ 0
.

4」l
加

.

( 2 ) 菌体形态 菌体杆状
、

两端钝圆
、

有时稍弯曲
、

大小为 。
.

6~ 。
.

匆 x l
.

5~ 3
.

郊
,

革 兰氏染色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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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

幼龄菌体亚极生鞭毛
。

菌休内含技多的聚 夕~ 狸基丁酸
。

在老龄培养物中常呈玫瑰花簇状聚 集 生

长
,

芽生繁殖
,

能明显见到呈哑铃状的菌体
。

(的 生理性状和代谢方式的测定

冻 在含有机物的培养基中
,

生长良好〔如以酷酸钠及丙酸钠作碳源的合成培养基
、

经可溶化处理的

豆制占
`
皮水等 )

,

在培养基中不加 N毗C O 。
同样得到良好生长

。

证明具有以有机物作光合作用的供氢体
,

同时作为碳源使用的性能
,

是属于能进行光能异养生 长的光合细菌
。

b
.

以元素硫 O
甲

。5~ 0
.

1呱尹 作唯一光合供氢体的合成培养基上不生长
,

以 取
:

次O
。
作唯一光合供

氢体的合成培养基上生长微弱
,

但加入酵母膏则能生长
。

。
,

在以低级脂肪酸为光合供氢体兼碳源的合成培养基上
,

无论在厌氧
.

光照或好氧
、

黑咭条件 下均

生长良好
。

说明此菌株在不 同条件下
,

能通过不同的代谢方式进行生长和获得能量
。

d
.

最适宜 P H 生长范田 6一 8 ; 在州 6~ 石
.

5 的培养基中不生长
,

在 p H弓
.

8的培养基中少蚤生 长
,

细

胞均为杆状
。

最适生长温度 2 8~ 3护 C
。

。
.

在 0
.

2拐丙酸钠中生长良好
,

不利用柠檬酸盐
、

钊
一

露醇
、

山梨簿
、

不浓化明胶
。

根据以上的形态
、

生理及生态特点
,

主要特征附合红螺菌科的沼泽 红假单胞菌 〔盗呵叩
,

哪而斑毋
才“

夕川拐 ”亡丫乞s

(M
o U义 b ) V 。。 N让及1 94 4三

〔̀ ’

2
.

实验室扩 大培莽结果 用比浊法测定此菌株培养液的菌体含量
,

即在 6 6。队二 的波长 厂测得 的

菌液消光值同菌体浓度呈 线性关系
,

丁OD相 当于 1
.

07印克 .’ 升的菌滚浓度
。

用这样的方法
一

计算
,

我们在进

行该菌株培养时的产量为
: 了m

3

豆制品废水 (培养白地霉后 )可培养出 2 公斤的于菌体
。

同时原皮 液 的

C o D 、 ,

去除率达 9 0粥左右
。

这样在废水处理上能一举二得
,

可得到大量廉价的光合细葛菌休
。

3
.

在金鱼苗促 长试验土的结果 经过 1 5天的投喂试验
,

用忽子称将两组色苗逐一称重
,

将实验数

据 (每组 8 0 尾 ) 代入生物统计
一

学公式
。

对平均增重进行均值笙异 显著性检验后发现
,

实验组鱼苗的平均

增重量 ( 0
.

4 9 4 克 )及成活率 ( 9 8
,

74 写)显著的高于对照组 ( 分别
一

为。
.

别 2竟
,

防
,

3挥 )
二

这显示了光合细菌

休中含有较高的可消化蛋白质及半富的叶酸
、

辅酶 Q
、

B 族维生索群
、

类胡萝 卜索等营养成分
,

通过枝角

类载体被鱼苗摄食后
,

对其生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

4
,

在坏类育 苗上试脸结果 经过十九天培养
,

投喂光合细菌菌液 1切m l 试验组
,

虾苗由淡状幼体

变为幼体的变态率为9杏
,

1形
,

成活率邸
甲

7 男
。

投喂光合细菌菌液 仓00 碱 试验组变态率为 沮
.

走劣
,

成活

率为巧3
.

9苏
,

对照组变态率为了7形
,

成活率为妞
.

4形
。

表明
:

光合细菌菌液添加在虾类育苗水体中
,

具有

提高虾苗成活率
,

促进生长发育
,

是一种比较理想的爵苗添加剂
。

{
;

汀时从各育苗水槽的水质情况着
,

虽

各组均在正常范围内
,

但相比之下
,

光合细菌 1驹m t 试验织的氨执含氢平均值要比对照组高出 加形左

右
,

C O D 值高出 4男左右
,

而 10 。以 试验组则与对照组丛本接近
。

p H 傀的变化是对照组略高于两试 验

组
。

根据这些情况
,

我们认为
,

菌液主要起了强化营养的效果
:
同时 由于虾苗和卤虫幼体大量摄入菌体

,

其净化水质的作用也大大减弱
。

经我们实验观察
,

菌液投喂 3 小时后
,

水体由褐色变清而在幼体肠胃中

均出现红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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