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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率先实现科学技术跨越

发展，率先建成国家创新人才高地，率先建成国家高水平科技智库，率先建设国际一流科研机构。

——中国科学院办院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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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环境所在拉氏尖头藻与稀有细菌互作研究方面取得进展

　　拉氏尖头藻在全球深水湖库呈现出入侵和扩张态势，已发展成为继微囊藻之后威胁水生态系统健康的主要水华蓝藻之一。在我国东南地区已分离到产拟柱

孢藻毒素的拉氏尖头藻，该毒素也是全球第二常见的蓝藻毒素。目前，产毒拉氏尖头藻水华及其引发的生态效应已成为藻类学者、生态学者和管理部门密切关

注的焦点。长期以来，大量研究聚焦于水体营养盐、水文水动力、气象条件等非生物因素对水华蓝藻影响，但是仍然难以准确预测、彻底消除蓝藻水华，近年

来生物因素，如异养细菌与蓝藻关系逐渐受到重视。然而，大量藻菌关系研究主要限于优势细菌与蓝藻的相互作用，而多样性极高的稀有细菌往往被忽视，因

此，稀有细菌与拉氏尖头藻的互作关系尚不清楚。

　　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研究员杨军团队以福建水库分离的产毒拉氏尖头藻为研究对象，通过梯度稀释（10、100、1000、10000、100000、

1000000倍）水库原水构建随机稀有细菌群落，在实验室用水库原水与拉氏尖头藻共培养，利用Phyto-PAM和16S rRNA基因测序分析拉氏尖头藻的生理响应

和细菌群落变化，进而研究稀有细菌与拉氏尖头藻的相互作用。结果显示，同对照组相比，高稀释处理组（水库原水中细菌稀释≥10000倍）的拉氏尖头藻生

长基本不受影响，而低稀释处理组（水库原水中细菌稀释度≤1000倍）的拉氏尖头藻生长和光合作用均受到显著抑制。而且，培养7天后低稀释处理组细菌群

落组成显著不同于高稀释处理组。更重要的是，在培养实验中低稀释处理组的稀有细菌发生剧烈变化，导致细菌群落的遗传多样性降低、生态位变窄。网络分

析表明，低稀释处理组的细菌群落网络复杂性和群落组成稳定性降低。该研究暗示低稀释处理组稀有细菌通过物种共存和物种互作，显著抑制了拉氏尖头藻的

生长和光合活性。研究结果为认识稀有细菌的生态作用提供了新见解，为理解拉氏尖头藻水华生消的微生态过程提供了新视角，为基于微生物技术开展蓝藻水

华防控提供了新思路。

　　相关研究成果以Interaction between Raphidiopsis raciborskii and rare bacterial species revealed by dilution-to-extinction experiments为题发表

在Harmful Algaeshang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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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实验揭示拉氏尖头藻与稀有细菌的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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