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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 藻 的 开 发 利 用

王家睦 黄如军 甘惠仙 黄企光 周马林

广西 医学 院质粒研究 室

当前
,

世界人 口剧增
,

粮食供应紧张
,

人们通过改进谷物品种 , 开拓新的动 物 性 食 物

( 昆虫
、

野生动物等 )
;
来寻找新的食品

,

最主要的发展方向是微生物食物
。

在寻求新食物时

均注意到营养价值WJ/ 高低
、

加工制作的难易
、

养殖方法的繁简及是否合乎人们的 口 味
。

螺藻

合乎上述条件
,

既是高营养食品又能出口创汇
。

为此
,

近年来国内外许多学者及公司都争着

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养殖螺藻
。

台湾省已有多处养殖螺藻
,

并制成高级食品出口 创 汇
。

西

德
、

意大利
、

日本等国也在东南亚及赤道非洲设厂养殖螺藻
。

我国一些研究单位
,

如中国农

业科学院
、

江西省农业科学院及广西水产研究所都 已开始小规模 研 究
,

我室 1 9 8 3年 开 始研

究
,

现准备用于治癌试验
。

国家科委亦予以重视
,

指定藻类专家曾呈奎教授负责
,

并拨巨款

资助
。

希望我区科技方面的领导也能重视
,

不要白白浪费了我区地处亚热带这一优势
。

螺藻 ( S iP r lu in a ) 蛋白含量很高
,

一般占其干重的45 ~ 6 2 %
。

实验室培养的螺藻
.

它

的蛋 白含量可达干重的 7 0 %
,

其中氨基酸的含量合乎人体的需要
,

8种必需的氨基酸都有
,

优于所有植物蛋 白
,

是一种最好的平衡食料
,

可以纠正任何氨基酸质和量的不平衡
。

螺藻的

脂肪酸含量不高
,

约在 1
。

5 ~ 12 %左右
,

其中70 ~ 80 纬为游离脂肪酸
,

有一些是未饱和 脂 肪

酸歹如亚油酸和亚麻酸
。

螺藻的碳水化合物的含量比较适宜
。

螺藻中维生素和生长因子的含

量也很高
,

其中p
一

胡萝 卜素含量最高
,

可达 5 00 m g / 100 克蛋 白质 , 它的核酸含量较低
,

每 10 克蛋自质含有 0
.

6一。
.

7克
,

远比酵母 ( 每 10 克蛋白质起码含核酸五克 ) 为低
。

螺藻的 外
`

层仅有一层浪簿的鞘膜及含粘肤的细胞壁
,

作为食品
,

比其他单细胞的藻类和酵 母 容易 消

化
。

此外
,

它还具有安全性高
、

无毒
、

风味 良好的特点
。

一些国家如美国
、

墨西哥
、

法 国
、

意大利等
,

已用螺藻制成医药品治疗多种疾病
:
溃疡病

、

贫血
、

糖尿病等
,

它不仅能补足营

养不 良的人对蛋 白
,

质的需要
,

而且对冠心病
、

肥胖病
、

高血压也有一定的作用
。

从螺藻的成

分和结构来看
,

它确实是一种重要的
、

安全可食的蛋白质资源
。

螺藻普遍存在于 自然界
,

在土壤
、

沙
、

沼泽地
、

盐碱地
、

江河湖海中都曾经分离出来
。

它对营养的要求最低
,

在碱性很强
,

盐类含量很高的湖水中生长良好 , 在一些火山爆发后形

成的湖水 ( P H值达 10 一 1 0
。

3 ) 中
,

不仅生长良好并成纯培养
。

螺藻能否作为人和动物的食物来源
,

很多人作了这方面的研究
。

因为螺藻的蛋白质含量

丰富
,

在乍得
,

人们一直在开发和利用这种藻类
。

一些鸟类以螺藻为主要食物
,

在一些地区
,

螺藻存在的多少和鸟类的数量成正比关系
。

不少 实验室 已进行过螺藻的毒理试验 和 营养 试

* 参加此项工作的还有两名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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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
,

试验的动物有小 鼠
、

大鼠
、

猪
、

牛
、

鸡
。

用螺藻饲养 ( 部分成全 部 ) 的 这 些 动物
,

表明螺藻的千品不但易被动物接受
,

且比对照组的动物体重增长得更快
,

营养物质堆积得更

多
。

实验组动物的螺藻进食量达到千重 8 00 m g / k g时
,

未见有毒性作用
,

尸体解 剖 观 察 也

未见有毒性作用和异常作用
。

以螺藻饲养鸡
,

能使鸡产蛋量稍增
,

蛋的大小没有改变
。

在水

产方面
,

以螺藻作饲料
,

可使虾
、

鱼类体重增加
,

体长增加快
,

性成熟早
,

能缩 短 饲 养 周

期
。

螺藻是一种比较优质的单细胞蛋白
,

作为一种饲料的来源是完全可行的
。

’ _ _
’

草螺藻作为人类的食物早有先例
。

在 C h a d地区
,

有30 万居民有食用螺藻的习惯
,

在 盛 产

螺藻的旺季
,

他们用螺藻作为主食 ( 占7 / 10 )
,

也有把螺藻作为一 种调味汁的成分的
。

螺

藻含有 60 %左右的蛋白质
,

容易消化
,

有香味
,

也很好烹调
,

易为人们所接受
。

墨西 哥的运

动员也曾经食用过螺藻
,

每人每天 20 一 40 克干 品
,

经 30 到 40 天
,

得到很好的结果
。

给患重度

营养不 良的小孩和婴幼儿喂养螺藻
,

治疗效果也很好
,

病人体重增加
,

逐浙恢复 氮 的 正 平

行
,

未见有任何副作用
。

由此看来
,

螺藻对人的毒性作用没有或很低
,

应作为一种蛋白质含

量丰富的优质食物开发利用
。

目前各国对于把螺藻作为一种工业大规模生产正在进行进一步的试验
。

西德
、

日本
、

泰

国
、

印度
、

非洲地 区已建立起螺藻培养体系
。

自然的大规模的螺藻生产场所是墨西哥的 T e x c 一

oc
。
湖

,

地处亚热带
,

_

适合于螺藻的生长
,

年产量可达 28 吨蛋 白质
。

螺 藻 生 长 于水面
,

易

收获
,

经 日晒或人工烘千即可得到干品
。

不少国家还在试验用含盐废水培养螺藻
,
还有的用

密 闭的管道来培养
,

进行工业化大生产
。

广西地处亚热带
,

常年气温较高
,

光照十分充足
,

这是螺藻生长的必要和有利条件之一
。

螺藻的生长速度与光照和温度有很密切的关系
,

夏天螺藻每天的产量可以 达 到 4 0克 / m Z ,

本区气温在 2 5
O

C以上有 7一 8个月
,

非常有利于螺藻的生长
。

按照这样计算
,
每年每公顷可以

生产蛋白质 2基吨
。

这对于改善人类蛋白质供应是巨大的潜在资源
,

应该尽力开发利用这一资

源
。

我区为少数民族地区
,

一些地区的温饱同题尚未完全解决
。

对螺藻的研究和推广
,

可以

开辟新的蛋 白质资源
,

解决部分的饲料和营养食品问题
。

目前在没有对菌株进行选育
,

培养

条件
、

培养基
、

种植设计
、

技术操作亦未作任何改良工作的情况下
,

单位面积螺藻的产量仍

然是很高的
。

谷 物 和 螺 藻 的 产 量 比 较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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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陆地土满足人们所需要的蛋 白质的土地是5公顷
,

则螺藻只大约 需 10 m
“

就 可 以

了
。

尤其在耕地面积缩小的情况下
,

研究推广螺藻的养殖是非常有意义的
。

在蛋白质供应不

足的地区
,

可试验用螺藻作食物的添加剂来治疗儿童的营养不 良
,

此外对治疗冠心病
、

肥胖

病
、

溃疡病等等方面也是有意义的
。

螺藻所需要的生活条件较低
。

城市的工厂中排出的废水不少
,

完全可以利用不含有毒成

分的废水来培养螺藻
,

如纸厂
、

糖厂
、

化肥厂等的含高盐和二氧化碳的废水均可利用
。

用废

水来培养螺藻
,

既能改善水质
,

又能为生物提供饲料等
,

变废为宝
。

发展螺藻养殖
,

不断研究降低培养成本
,

提高单位水域产量
,

必然带来巨大 的 经 济 效

益
。

在农村
,

可利用一些废物添加有机物进行培养研究 , 在城市
,

利用屋顶
、

平台
、

花园及公

园的水域养殖螺藻
,

还可吸收有害废气
,

改善污染 日益严重的环境
。

总之
,

如能对螺藻进行

开发研究
,

必将大大地改进人民的营养和生活环境
,

防止一些疾病的发生
。

建议列入我 区星

火计划
,

开发利用螺藻食料资源
。

食 用 菌 与 生 物 技 术

谷 才 恩

( 广西科学院生物室 )

启扮 心毖
目幼 百

生物技术
“

B i ot ce h n ol o g y ”
一词

,

也有人译做
“
生物工程学

”
或

“
生物工艺学”

。

目

前对这一词尚无统一的定义
,

对它的内容和范围也有不同的理解
。

目前比较普遍的说法
,

生

物技术是将生命科学的知识用于工业过程和解决工业生产有关间题的技术 , 是将活生物或它

的组分用于工农业生产过程的技术 ,是直接或间接地利用生物体及其机能生产物质的技术 ,是

经营和开发有工业潜力的微生物
、

动植物细胞及其组分的技术等
。

归结起来可以说
,

生物技

术是一种新的高度先进的技术能力
,

能改变活的生物体以服务于人类
。

目前一般认为生物技

术主要包括基因工程
、

细胞工程
,

酶工程和发醉工程等四个方面
。

生物工程既是一门综合性的新技术
,

又是一个知识密集型的新产业
,

是一个应用范围十

分广泛的新兴学科
。

目前在进行食用菌的开发应用研究方面
,

也已开始应用生物工程技术
,

期望能用生物技术的先进方法获得具有优 良性状的新物种
,

并获取一些新物质
。

但由于技术力

量薄弱
,

设备陈旧落后
,

横向配套不齐等间题
,

致使发展速度缓慢
。

我们相信
,

随着生物技

术的发展
,

其在食用菌的开发应用上也将会取得好的成果
。

当前以食用菌为开发利用对象
,

用生物工程技术已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就
。

人们不仅可

以通过传统栽培方式变废为宝
,

培养出子实体供人们食用
,

而且通过发醉工程手段获取食用

菌及其代谢产物
,

如蛋 白质
、

糖类
、

脂肪
、

氨基酸
、

有机酸
、

多糖类物质
、

特有酶等
。

这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