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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氮蓝藻能够利用空气中的游离氮素
,

合成氮素化合物
,

不断的释放出来
,

死亡分解

之后
,

更可以释放出大量氮素化合物
,

作为其它植物的氮肥
。

过去国外的一些贰脸就 明可

以利用固氮蓝藻作为水稻的氮肥肥源 ��, �� 我俩在 � � �  年进行的固氮蓝藻对盆栽水稻 的

肥效就脸和与湖北省农业科学研究所协作的田简施用固氮萦藻水生 � �� 号和水生 � �� 号

作为水稻追肥贰瀚的拮果
,

也征明 固氮蓝藻可作为水稻田的氮肥新肥源 �� 。

在我俩的贰

纷中
,

每亩稻田接入的固氮蓝藻数量是滤去培养液后的湿重 � 市斤
,

因此
,

大面积的稻 田

施用时
,

需要的固氮蓝藻数量很大
,

如果以一般实脸室的雄形玻璃瓶来培养是无法满足需

要的
,

如何大量培养固氮蓝藻便成为急需解决的简题了
。

我俩 自 � � � � 年春开始进行固氮蓝藻的室内大量培养贰脸
,

气温渐高后
,

又在室外露

天下及温室中大量培养固氮蓝藻
。

培养的对象是水生 �肠 及水生 �� � 固氮蓝藻
,

现将培

养方法和拮果筒单介招如下
。

一
、

在室内大量培养固氮蓝藻的方法

�一 � 培养方法

根据固氮蓝藻生长的特点
� 它喜生长在水面

,

作平面的铺开成大片状
,

或附着在底部
,

或着生在水边上
,

很少或没有漂浮在水层中简
。

我俩便采用面积较大
,

水不深的浅盆来进

行培养
,

使能适于蓝藻的生长
。

室内培养用的容器是长方形的 白色搪瓷盘
,

面积为 � � 又 � �

厘米
,

深度 � 厘米左右
,

盛入豹 � , � � 毫升培养基
,

即深度为 �一� 厘米左右
,

这样
,

可以用

此较少量的培养基而培养较多的固氮蓝藻
。

如无浅搪瓷盘
,

也可以用木盆
,

瓦盆等
,

只要

符合上述的要求
,

都可以用作培养的容器
。

我佣所用的培养基是液体的水生 �仍 号无氮培养基
,

其配制方法如下
�

过磷酸钙 �� � 克 碳酸氢纳 �� � 克

硫酸蹼

氯化钾

� 克

� 克

氯化跌

用酸

微量 ��多水溶液 � 滴�

微量 ��多水溶液 � 滴�

前面四种盐类
,

在大量培养时
,

用量较大
,

系采用普通农业上用的化学肥料
,

后二种是化学

就剂
。

配制培养基所用的水是普通的 自来水
。

为了避免自来水中可能带来的各种低等动物

如原生动物
、

翰虫等
,

或低等植物如菌类及其它的蓝藻
、

椽藻等
,

使培养物污染
,

因此
,

用二

层抄布
,

中简垫着半寸左右的药棉
,

将自来水过滤后再使用
。

�
�� � � 年 �� 月 �� 日收到

。

� �

拭羲中
,

陈发贵同志曾参加部分的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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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基配制好后
, � � 一般在 � 左右

,

即可直接使用
。

我俩采用蟹光灯作为培养用的光源
。

一般是用 �� 一�� 瓦的蟹光灯
。

鳖光灯的主要

优点是发 出的光接近于阳光
,

同时热量较少
,

除了酷热的暑天外
,

不会使水温上升过高而

影响固氮蓝藻的生长繁殖
。

鳖光灯可以装在分层的橱或架内
,

每层距离豹 � � 厘米
,

每层

按装 �一� 支 �� 时的蟹光灯
,

灯下可放 �一 � 个浅盘
,

灯管与浅盘的距离的 �一�� 厘米
。

若灯管的距离过远
,

光袋太弱
,

固氮蓝藻繁殖援慢
。

在我俩的贰脸中
。

增加鳌光灯管至五

支的时候
,

固氮蓝藻的繁殖速度亦随之而增加
。

光照时简每天为 �� 一 �斗小时
。

蓝藻是喜温性植物
,

水温在 �� 一�� ℃ 时生长很好
。

我俩采用的是 �� 一�� ℃ 的温度
。

因此
,

在春秋二季
,

温度此较合适 �冬季可以用各种方法如提高室温
、

在培养橱架内增加蕴

赫灯
、

在浅盆上加玻璃盖等以提高水温
。

要注意的是秋末和多季时
,

昼夜温度变化较大
,

夜周气温过低也会影响固氮蓝藻的繁殖
。

需要尽可能保持一定的温度
。

在浅盆培养时
,

通入适量的二氧化碳能加速固氮蓝藻的生失繁殖
,

因固氮蓝藻也和其

它的释色植物一样
,

进行光合作用时需要大量的二氧化碳
,

而空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又很

少
。

增加二氧化碳的方法
,

可以用商品的压精的二氧化碳
,

稀释成含 , 多二氧化碳的空

气
,

或用稀盐酸 �盐酸
�
水二 � � �� 与碳酸氢钠作用制成的二氧化碳

,

用打气机与空气混合后

送入培养液中
,

由于盆浅培养液浅
,

气休通入后很快成为气泡
,

从水面逸去
,

因此
,

如何增

加二氧化碳和水接触的时简
,

提高其溶解量是很重要的
。

我俩利用一根长的 �� 厘来的普

通玻璃管
,

一端拉成初微的 口 ,

放入浅盆内
,

其另一端与通气的橡皮管速接
,

使放出的气泡

巨廷廷瑟垂蒙
�

图 � 进盆培养固氮蓝藻的通气装置
。

�歌明见文中�

很小
,

来增加二氧化碳和水的接触
。

同时
,

为了

使二氧化碳不致立即排出水外
,

我俩将这根玻

璃管的出 口 ,

套在一根长 �� 厘米的较粗的玻璃

管内
,

使气泡出来时
,

先握过大玻璃管内的培养

基
,

增加接触的时简
,

而后再排出水面 �图 � � �

否刻若速度很快
,

大部分的二氧化碳将会来不及溶解在培养基中而逸 出于空气中了
。

若
二

是没有打气机等盆备
,

也可以用水压的方法把二氧化碳送入培养液中
。

每天适当地在室

内燃烧一些带油的抵片或木屑
,

以增加空气中 � � � 的合量
,

也是一个筒单而有效的方法
。

浅盆中接种固氮蓝藻的数量要视藻种的多少而定
。

开始时藻种较少
,

接入浅盆后最

好每天吸出一部分培养基 �豹 � � � 左右�
,

换入新的培养基
,

以加速固氮蓝藻的生长繁殖
,

当藻种较多的时候
,

每个浅盆接种的数量以 �� 一�� 克左右为宜
,

接种时
,

要把固氮蓝藻弄

成 � 平方厘米以下的小块
,

使每个小块都可向四周铺开生长
,

它俩很快地就会速成一大
�

片
,

一般在条件合适的情况下
,

接入这样数量的固氮蓝藻
,

在 �一弓天以后
,

即可长满一盆

颜色解蓝椽色的固氮蓝藻
,

这时候就可以用小的捐网将固氮蓝藻分成几个浅盆扩大培养
,

或施入水稻 田内了
。

�二� 贰肺桔果

我俩莲楠进行了几个月的浅盆培养
,

下面是其中部分的定量培养桔果
�

�
�

水生 � �� 固氮蓝藻培养
�在盛水生 �好 号无氮培养基浅盆中

,

光源为二支 刊 瓦的

鳌光灯
,

每天光照 �斗小时
,

水温在 � �
。

一�� ℃ 简
,

未通入 � � � ,

在培养的第二天补充了蒸

发去的培养液
,

固氮蓝藻增长的拮果如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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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室内培养水生 ��� 固氮萎藻增畏
�

清况

百�一先铭������
产�与厂、�
,
�

�,‘

实脸盆号 培养的天数 每个递盆接种数量
�克 �

收获童
�克�

增长量
�克� 贫率

一,多

邓科招科村

已夕一、�

邓����鲜��
,上弓������

一��乡��勺弓�����了一�
,�斗
�乡

�
�

水生 �肠 固氮蓝藻浅盆培养
�
用水生 �� 夕号无氮培养液

,

光源为 � 支 翎 兀的酱光

灯
,

光照 �� 小时
,

水温在 � �
。

一 � , ℃ 简
,

速擅通入含 � 务� �
�

的空气
,

其拮果如表 � 。

表 � 室内培养水生 � �� 固氮剪菠增是情况

实输盆号 � 培养的天数
每个浅盆接种数量

�毫升 �
�

� �

� �

收获量
�毫升�

� � �

�� �

增长量
�毫升 �

� ��

� �

增长百分率
�� �

� � �

� � �

�
用离心去水后的藻量

。

�
�

水生 � �� 固氮蓝藻浅盆培养
�
用水生 �口, 号无氮培养液

,

光源及光照时简同 � ,

水
温在 � �

”

一 � � �� 简
,

其桔果如表 � 。

表 � 室内培养水生 � �� 固氮奎藻的增是隋况

硒些���������实硷盆号 � 培养的天数 �
’个浅凡黄种数荆

� � 戈 夕匕 , �

收获量
�克�

增长量 � 增
�克 � 犷率

��

�日�������
�

斗

,�一了一、�

� � �

� 吕吕

� , �� �

�
,

斗� �

� �

� �

���
��
�
,�

����

� �  
�

�

从上表 � 可以看出
,

用浅盆来培养固氮蓝藻
,

一般在 �一� 天时简内
,

固氮蓝藻的数量

可增长一倍左右
,

而最高的一天可以增长二倍
,

即每平方米面积每天最高产量为 �� 斗克

�湿重 �
,

固氮蓝藻的繁殖速度是与各种环境因素密切有关的
,

在光接较弱
,

温度较低的情
况下

,

固氮蓝藻的生长繁殖就会显著的援慢了
。

二
、

露天及温室内大量培养固氮蓝藻

为了在广大的水年舀田接种固氮蓝藻
,

在室内的培养就很难满足要求
,

有必要在室外进

行大量培养贰输
,

找 出成本较低
,

不需要特殊毅备
,

到处可以办到的大量培养固氮蓝藻的

方法
。

在室外培养固氮蓝藻
,

也同样的要求面积大而较浅的容器
,

因此
,

一般的浅木盆
,

瓦盆
或洋灰池等都可以利用

。

容器的深度一般在 �
�

� 米左右
,

盛入深豹 �� 厘米的培养液
。

容

器的面积
,

在 �� 平方米内为宜
,

因面积太大不易管理
。

我俩用直径 �� 厘米及 �� 厘米的木盆
,

� � � � �� � 厘米及 �� � 工杨 厘米的方木盆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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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厘米的椭圆形木盆
,

直接置于阳光下或在温室内进行培养
。

培养液用水生 �口夕

号无氮培养基
,

培养液 , 一�� 厘米深
。

用打气机加入空气
,

来增加 � � � 。

在初期
,

固氮蓝藻

生长较援
,

培养一周后
,

生长速度加快
,

最高速度为一天可以增长一倍
,

但常因环境条件改

变后
,

生长情况亦发生变化
,

如在雨天
,

培养藻类常全部沉至盆底
,

而在 阳光照射后
,

又逐

撕浮至水面
,

速成一大片
。

在室外培养时
,

除培养液条件外
,

主要的是要注意光照
,

温度及污染三方面
。

�
�

光照条件
�在室外培养时是利用阳光作为光源

,

阳光直接照射在培养物上
,

由于这

几种固氮蓝藻原来都是在阳光稍弱处生长较为旺盛的
,

因此
,

在露天下用值射阳 光培养

时
,

张烈的光照对固氮蓝藻的生长繁殖是有影 响的
,

尤其是夏季的中午
,

不但光照过弦
,

紫

外接也相对的增加
,

水温也会上升至 �� ℃ 以上
,

使固氮蓝藻受到伤害甚至不能糙覆生长
。

因此我俩在上午 �� 时到 下午 �一� 时简
,

采用竹帘把培养物遮盖起来
,

这种竹帘的优点是

一方面可以遮去一部分的阳光
,

但又有一些光楼可以从简隙中通过
,

使藻类得以批擅进行

光合作用
,

而且通风情况也良好
,

水温不会很快的上升
。

虽然如此
,

从室内移到室外培养

时
,

最初�� 天蓝藻的生长常常也是较援慢的
,

颜色也由深蓝禄色变成黄禄色
,

有牙灵多蓝藻

都沉在盆底
。

这些现象
,

常被敲为蓝藻正在死亡
,

实际上
,

握过几天不断更换新解的培养

液
,

蓝藻就不断地浮到水面
,

并开始繁殖
,

这是固氮蓝藻逐渐对室外弦光的一种适应过程
。

�
�

温度条件
�
在春秋二季

,

室外水温在 �� ℃ 以上
,

在室外培养固氮蓝藻是很合适的
,

武汉地区夏季水温在 �� ℃ 以上
,

在 阳光直射下最高达 �� ℃
,

因此
,

在直射的阳光下培养

蓝藻
,

如在一天中阳光最弦时用竹帘遮掩起来
,

使水温不超过 � , ℃ 以上
,

还不致影响固氮

蓝藻的生长繁殖
。

在冬季气温较低的情况下
,

要使敞开的容器保持一定的水温
,

困难较

大
,

在室外进行大量培养就较困难
。

�
,

污染简题
�在室外进行大量培养

,

因为是敞开的
,

很容易受到其它生物的污染
。

在我

俩的贰瀚中
,

主要的是受到摇蚊幼虫的污染
,

这种摇蚊幼虫在夏季繁殖很快
,

宅俩不但以

固氮蓝藻作为食料
,

并且将蓝藻做成筒状的窝
,

藏身其中
。

因此
,

当它俩大量出现在培养

物中时
,

便大大的影响了固氮蓝藻的产量
。

我俩根据实舫桔果
,

在培养液中加入 �一 ��� �

的可湿性 �“ �合丙体 �
�

弓多�
,

可以使摇蚊幼虫的数量大大减少或大 量死亡
,

而 对 固氮

蓝藻的生长繁殖没有什么抑制作用【�� 。 也可以握常在培养基中加入 �� � � 的 � �� 来防止

摇蚊幼虫的污染
。

当蝙虫大量发生时
,

也常常吞食蓝藻
,

影响培养
,

可在培养液中加入
�

�

�� � 的商品用的福麻林 ���� � �� !∀
,

可以杀死翰虫及其他原生动物
,

有些种类不死时
,

也将受到抑制不会发展
,

但如加入福麻林份量过多时 ��
�

肠 多以上 �
,

蓝藻亦将不能生长或

死亡
,

需要特别留意
。

此外
,

为了防止污染
,

在操作过程中
,

必需注意清洁尚题
,

使所有使

用的东西保持清洁
,

例如过滤 自来水所用的棉花抄布需要握常更换
,

防 止污物积聚 � 袒常

换出一部分老培养液
,

加新培养液
,

使培养液中的氮素缺少
,

可以防止其它藻类的污染
,

因

为非固氮植物
,

在缺氮培养液中是不易生长繁殖的 �每次收获后
,

容器都要仔翎的洗滁
,

收

获时所用的各种用具在使用前后都要洗滁干泽
,

以减少污染的机会
。

在温室内进行大量培养固氮蓝藻
,

主要的优点是在冬季可以利用各种方法加温
,

糙擅

进行培养
。

在夏季
,

由于温室通风较差
,

水温较高
,

需用竹帘或淋水等方 法来降低室内的

温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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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甜 渝

固氮蓝藻的大量培养是利用固氮蓝藻作为稻 田氮肥肥源的关键之一
,

只有在找出商

易
、

翘济的大量培养方法后
,

固氮蓝藻肥源才能普遍推广使用
。

在固氮蓝藻的培养中
,

培养液是否合适是培养成败的关键之一
,

我俩现在所采用的是

水生 �� , 号无氮培养液
,

蓝藻的生长速度还是很快的
。

有些作者 �� ,

在无氮培养液中加入

�
�

�外 的葡萄糖来加速它的生长
,

增加产量
,

亦有用有氮培养液来培养的
。

用有氮培养液
,

尤其是用稍酸态氮作为氮源时
,

其生长繁殖速度是较通过固氮作用利用空气中的游离态

氮要高 �� � � �

我俩一值采用无氮培养液进行固氮蓝藻培养是依据下列三个理由
� ��� 根据固氮耙菌

的培养
�

清况来看
,

它的固氮能力是有退化现象的
,

在固氮蓝藻的培养中
,

到 目前为止
,

肯未

报导过这样的现象
,

为了保靓我俩的几种固氮蓝藻
,

确实是不断地利用空气中的游离氮

素
,

保持它的固氮能力
,

我俩就采用无氮培养 � �� �在室内或室外开敞的浅盆或大盆培养

时
,

都容易受到外界生物的污染
,

尤其是空气中常有相当数量的藻类
。

随风飘揭
,

我俩不易

控制
,

如采用无氮培养液
,

因为溶液中缺氮
,

其宅不能利用空气中的游离氮素的藻类
,

不易

繁殖
,

就可以大大地减少污染 � �� �在培养液中增加有机物盾如酪类
,

固然可以促进固氮蓝

藻的生长
,

但是
,

一方面培养藻类
,

另一方面对藻类在培养中得到锻炼
,

使它能更适于在较

差的营养条件 下生长
,

不加入酪是较恰当 的
。

从我俩培养的拮果来看
,

在一般情况下
, � 天可以增长一倍以上

,

最高达到每天增矢
� �� 务

,

也就是表它的生长率为 � �斗克�湿重 ��平方米� � 小时光照
。

日本渡边篇在 � 米竟
� 米长的木槽中培养小单枝藻

,

利用直接阳光
。

并通入合 �外� �
�

的空气
,

每天收获 � �� 克

藻类 �湿重�
,

即 �� 克 �湿重 �� 平方米八 � 小时光照
。

到 目前为止培养产量最高的为 �
�

�
,

��� �� 氏
,

他培养柱抱焦腥藻 ��
。 浮�二� 。 �� “心�� 

。

�
,

产量为 �� 克�于重�� 平方米八 � 小

时 �� 。

可以看出
,

我俩用水生 �口, 无氮培养液进行培养
,

实际产量是很高的
。

光技的弦弱和温度的高低
,

也是大量培养蓝藻中的一个关键性简题
。

在人工光源下进行培养
,

是较容易按制
,

但耗费较多
,

将来电力网完成后
,

利用人工光

照培养藻类
,

是一个重要的方法
。

直接利用太阳光照是一个既有效而又袒济的办法
、

是大

量培养时光照的主要来源
。

太阳的光照弦度和光照时简长短
,

是因季节
,

樟度和高度而有

不同的
,

在北樟 �� 一钧
。

之简
, � 月简可能光照时周最长

,

可达 �斗一 � � 小时
,

�� 月最短 为

� �劝一切
�
认 小时

。

在夏季
,

由于紫外钱因在夫气中被吸收量的减少
,

阳光中的紫外技增
弦

,

在热带可达 斗多�� � 同时由于太阳和地平梭 的角度不同
,

阳光不仅弦弱因太阳高低而

有差异
,

就是光谱的构成上也有所不同
,

在早晚杠光量最多
,

而在中午则紫光部分相对的

增加
,

这些情况都和我摺的培养措施有关
。

因此在夏季中午时
,

加上竹帘遮掩
,

尽量避免

直射张光
,

可以减少对生长不利的条件
。

蓝藻植物除含有叶椽素
�

之外
,

还含有叶黄素
、

胡耀 卜素和藻色素 �包括藻蓝素及藻

赶素 �
,

这些色素在量的粗成上是因光的孩弱和光的波长不同而改变的
,

一般称为色素的

补偿作用 同 。
� ��� �� � 氏 �� � � �� 在研究温度和光梭相互交又增减时对蓝藻的色素形成的作

用中
,

表明了弦光促使焦腥藻 �� � �� ��
� ��� � 耙胞 内黄色 素的大量形成

,

而相对地藻蓝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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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大大地减少
,

以致光谱分析中亦不出现这种色素的吸收光谱
。

因此张光造成的拮果是

使蓝藻的颜色呈黄色较多 �� 。

我俩在阳光下培养时
,

发现藻类的颜色变成黄椽色
,

应孩是

和这种情况一致的
。

过弦的光技对蓝藻的生长繁殖上的一些影响
,

并不会影响到固氮蓝藻在稻 田 中的施

月
。

在春季早稻插秧前后
,

阳光还不是很弦烈
,

还不致于影 响到固氮蓝藻的生长
,

到了入
·

夏以后
,

阳光逐渐增弦时
,

水稻亦逐渐长大而在稻 田中形成了阵影
,

弦烈的光楼通过稻叶

的过滤是降低了很多
,

对蓝藻来表还是很适于生长的
。

温度对生物的生命过程—
代谢作用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

它控制了生命活动
。

在适

宜的温度下
,

固氮蓝藻生长得很好
,

然而如果骤然超过了它生长的温度最高限
,

时常由于

代韵环能平衡而带来了死亡
。

蓝藻是喜温性植物
,

对温度要求比一般藻类高
,

在 � �一�� ℃ 以内
,

生长很旺盛
,

在武
一

汉地区夏季浅水温度可高至 帕℃ 以上
,

而冬季严寒时
,

温度又在 。℃ 以下
,

如在室外常年

培养
,

困难是较多的
。

在夏季可以通过加竹帘掩盖的方法来降低温度和减少光照
,

而在冬

季只能在温室内进行培养较为合适
。

在室内培养时
,

夏季温度较高
,

亦不是很合适的
,

因为室温既高
,

又用灯光培养
,

温度

夏高
,

可以采用朝北窗 口的自然光来培养
,

既此较通风
,

又可避免灯光的温度
。

但一般靛

来
,

夏季在室内培养不如在室外竹帘棚下
。

在冬季则可利用镐蒜灯加热
,

或直接用稿林灯

�� � �一�� � 瓦的�作为光源
,

既可解决光源简题
,

又提高了培养液的温度
,

使蓝藻生长得更

好
。

在严寒时候
,

还可以在室内生炉子加温
,

既提高了温度
,

又增加了空气中所含的 �� � ,

对固氮蓝藻的繁殖是有利的
。

四
、

总 精

�
�

固氮蓝藻的大量培养方法的解决
,

对推广使用固氮蓝藻作为水稻 田的氮肥肥源是

很重要的
。

我佣以水生 �肠 固氮蓝藻和水生 � � 固氮蓝藻为材料
,

以水生 1口, 无氮培养

掖进行培养
。

2
.

在室内培养
,

主要是用浅的长方形搪瓷盆在蟹光灯下培养
,

室外主要是用浅木盆培

养
,

直接利用 阳光
,

夏季在培养盆上加竹帘棚
,

以降低温度
,

减少光弦
。

3

.

室内浅盆培养时
,

如果条件合适
,

在 2 天内
,

一般可增长 1倍
,

最高可增长 2 倍
,

达

到 83 斗克/平方米/20 小时
。

室外培养时
,

条件适宜也可以达到一天增长一倍
。

4

.

在室外培养时
,

除培养液外
,

温度
,

光照和污染尚愚将是决定培养好坏的关键简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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