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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刚毛藻（Ｃｌａｄｏｐｈｏｒａｓｐ．）凭借强大的环境适应性异常增殖现象在淡水和海洋浅水区普遍存在。探讨
了不同配置、不同提取方式及不同质量浓度的植物浸提液对刚毛藻生长及光合系统的影响，以期为刚毛藻的

防治提供科学依据。结果表明：银杏叶、柳树叶及两种落叶复配后的水提液均能对刚毛藻的生长表现出极显

著抑制效果，其中银杏叶水提液的抑藻效果最好，９６ｈ时的生长抑制率可达６６．６５％。此外，银杏叶水提液对
刚毛藻的光合系统也产生了较高的抑制作用，９６ｈ时最大 ＰＳⅡ光能转换效率 Ｆｖ／Ｆｍ、实际光化学效率 Ｙｉｅｌｄ
及非光化学淬灭参数ＮＰＱ的抑制率分别达９６．６９％、９９．２２％和７８．０６％。不同提取剂对银杏叶浸提液抑藻
效果的实验结果表明，银杏叶乙醇浸提液和丙酮浸提液对刚毛藻的生长抑制作用强于氯仿及水浸提液，其中

银杏叶乙醇浸提液对刚毛藻光合系统的抑制效果最好，４８ｈ时Ｆｖ／Ｆｍ、Ｙｉｅｌｄ及快速光曲线初始斜率α值抑制
率均可达９９％。进一步研究不同浓度梯度银杏叶乙醇浸提液抑藻效果显示，浸提液质量浓度与抑藻效果存
在正相关，３．００ｇ／Ｌ和６．００ｇ／Ｌ质量浓度组对刚毛藻有显著的抑制效果（Ｐ＜０．０５），６．００ｇ／Ｌ质量浓度组９６
ｈ时的Ｆｖ／Ｆｍ、Ｙｉｅｌｄ、α值抑制率分别达到９９．８７％、１００％和１００％。综上所述，以植物落叶为原料研制针对
刚毛藻的抑藻剂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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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发展和人类活动加剧，水体富营养
化成为了最亟待解决的水环境问题［１］。丝状藻

的异常增殖是水体富营养化的一个重要体现，早

期丝状藻体多为深绿色并附着于池底基质，生长

期时连接成网状，上浮后渐渐变成黄绿色而悬浮

于水面，衰亡期则颜色褪至灰白如旧棉絮浮于水

面并伴有难闻刺鼻的腐烂气味［２］。丝状藻大量

爆发后的主要危害包括：降低水体植物多样

性［３］，造成养殖水生动物的死亡［４］，造成水质下

降等［５］。刚毛藻（Ｃｌａｄｏｐｈｏｒａｓｐ．）是最常见的丝
状藻之一［６］，因此研究刚毛藻的防治技术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目前常见的针对刚毛藻的防治

以物理打捞和泼洒化学药剂为主［７１３］。物理打捞

方式虽然直接、无污染，但费时费力；而化学药剂

法虽然见效快，却存在二次污染等危险［１４］。近年

来，基于植物间化感作用的植物源抑藻剂因其兼

具化学控藻与生物控藻的优点，获得了越来越多

的关注［１５］。ＲＩＣＥ在《Ａｌｌｅｌｏｐａｔｈｙ》将化感作用定
义为：植物（或微生物）通过释放化学物质到环境

中而产生对其他植物直接或间接的作用［１６１７］。

植物化感抑藻是目前的研究热点之一［１８２２］。

现有研究表明：多种水生植物和陆生植物提

取液均具有较强的化感抑藻作用［２３２６］。ＥＬＡＤＥＬ
等［２７］研究表明稻草的水提取液对鱼腥藻有良好

的抑制效果，抑制率均达 ９５％以上。ＹＵＡＮ
等［２８］的研究表明，互花米草水提取液对铜绿微囊

藻光合作用有抑制效果。ＬＥＲＯＵＺＩＣ等［２９］研究

得出柳叶提取物对绿藻和蓝藻均有良好的抑制

效果。此外，部分学者对不同提取工艺剂不同部

位的植物源抑藻效果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不同

提取剂及不同植物部位的抑藻效果均出现差

异［３０３３］。现有相关研究的受试藻类多为微藻，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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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大型丝状藻类如刚毛藻的研究较少，且多数实

验指标也集中于提取液对藻类细胞密度及叶绿

素含量等表观指标的观察，较少涉及机理剖

析［３４］。

本实验基于叶绿素荧光测定技术，研究不同

落叶配置的植物浸提液对刚毛藻生长及光合系

统的抑制效果，并对提取方法及浓度的选择进行

优化，通过对刚毛藻生物量及荧光参数的测定比

较，优选出更为高效、目标精确的植物源抑藻剂，

以期为以刚毛藻为代表的丝状藻的科学治理提

供一定理论依据和参考。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实验材料
实验材料银杏（ＧｉｎｋｇｏｂｉｌｏｂａＬ．）和垂柳

（ＳａｌｉｘｂａｂｙｌｏｎｉｃａＬ．）落叶均采集于上海海洋大
学临港校区，落叶采回后洗净，放入恒温干燥箱

中烘干（８０℃），粉碎后过１００目筛储存备用。
实验用刚毛藻（Ｃｌａｄｏｐｈｏｒａｓｐ．）采自上海海

洋大学校内河道，选取生长情况良好，颜色翠绿

的刚毛藻作为实验对象，刚毛藻采回后使用过滤

后湖水暂养于光照培养箱中，培养条件为：恒温

光照培养［（２５±１）℃，４５μｍｏｌ／（ｍ２·ｓ）］，光暗
比为１２ｈ∶１２ｈ。

实验所用乙醇、丙酮、氯仿等化学试剂均为

市售分析纯试剂。

１．２　不同配置落叶浸提液的抑藻效果实验
１．２．１　植物落叶浸提液的制备

单一植物浸提液的制备：分别称取３．００ｇ银
杏叶／柳叶粉末于茶包袋中，包扎后将其浸泡于
５００ｍＬ蒸馏水中２４ｈ，制成质量浓度为６．００ｇ／Ｌ
单一植物浸提液备用。

复方植物浸提液的制备：称取１．５０ｇ银杏叶
粉末和１．５０ｇ柳叶粉末装于茶包袋中，包扎后将
其浸泡于５００ｍＬ蒸馏水中２４ｈ，制成质量浓度
为６．００ｇ／Ｌ复方植物浸提液备用。
１．２．２　不同浸提液抑藻实验分组与设计

本部分实验设置 １个对照组和 ３个实验组
（单一银杏叶组、单一柳叶组、银杏叶柳叶复方

组），每组均设３个平行。采用１Ｌ烧杯作为实验
容器，对照组中加入５００ｍＬ蒸馏水，实验组中加
入不同条件下制取的质量浓度均为６．００ｇ／Ｌ的
５００ｍＬ浸提液，之后分别投入鲜质量为 １．００ｇ

的生长状态良好，颜色翠绿的刚毛藻，连续培养

９６ｈ。培养条件为：光照４５μｍｏｌ／（ｍ２·ｓ），温度
（２５±１）℃，光暗比为１２ｈ∶１２ｈ。分别于０和９６
ｈ测定刚毛藻生物量及光合荧光参数。
１．３　不同工艺银杏叶浸提液抑藻效果实验
１．３．１　银杏叶浸提液的制备

采用乙醇、丙酮、氯仿和水４种提取剂对银
杏叶粉末进行浸提，具体为取３．００ｇ银杏叶粉末
装于茶包袋中，包扎后将其分别浸泡在５０ｍＬ４
种不同的提取剂中提取３次，每次３０ｍｉｎ，合并浸
提液，加热挥发提取剂后定容至５００ｍＬ，制得质
量浓度为６．００ｇ／Ｌ的４种银杏叶浸提液备用。
１．３．２　不同提取剂对银杏叶浸提液抑藻效果的
影响实验设计

本部分实验设置 １个对照组和 ４个实验组
（乙醇组、丙酮组、氯仿组和水组），每组均设３个
平行。采用１Ｌ烧杯作为实验容器，对照组中加
入５００ｍＬ蒸馏水，实验组中加入不同提取剂制
取的质量浓度为６．００ｇ／Ｌ的５００ｍＬ银杏叶粉末
浸提液，之后分别投入鲜质量为１．００ｇ的生长状
态良好，颜色翠绿的刚毛藻，连续培养４８ｈ。培
养条件为光照４５μｍｏｌ／（ｍ２·ｓ），温度（２５±１）
℃，光暗比为１２ｈ∶１２ｈ。分别于０和４８ｈ测定刚
毛藻生物量及光合荧光参数。

１．４　不同质量浓度银杏叶浸提液抑藻效果实验
１．４．１　不同质量浓度浸提液的制备

取３．００ｇ银杏叶粉末装于茶包袋中，包扎后
将其浸泡在５０ｍＬ乙醇提取剂中提取３次，每次
３０ｍｉｎ，合并浸提液，加热挥发提取剂后定容至
５００ｍＬ制成６．００ｇ／Ｌ母液备用。
１．４．２　不同质量浓度银杏叶粉末浸提液抑藻效
果实验设计

本部分实验设置１个对照组（０ｇ／Ｌ）和４个
实验组（０．７５ｇ／Ｌ、１．５０ｇ／Ｌ、３．００ｇ／Ｌ、６．００ｇ／
Ｌ），每组均设３个平行。采用１Ｌ烧杯作为实验
容器，对照组中加入５００ｍＬ蒸馏水，实验组中用
蒸馏水将母液稀释成不同质量浓度的银杏叶浸

提液，之后分别投入鲜质量为１．００ｇ的生长状态
良好，颜色翠绿的刚毛藻，连续培养９６ｈ，培养条
件为光照４５μｍｏｌ／（ｍ２·ｓ），温度（２５±１）℃，光
暗比为１２ｈ∶１２ｈ。分别于０、２４、４８、７２、９６ｈ测量
刚毛藻光合荧光参数。

５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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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刚毛藻生物量的测定
植物浸提液对刚毛藻生长的影响以刚毛藻

鲜质量为指标。测量时将刚毛藻从烧杯中取出，

用纸巾将附着于藻体表面的水分吸收后测量鲜

质量。

１．６　刚毛藻光合荧光参数的测定
采用双通道调制叶绿素荧光仪（ＤＵＡＬＰＡＭ

１００，德国）测定刚毛藻 ＰＳⅡ光化学活性变化情
况，样品暗适应时间为２０ｍｉｎ，读取荧光参数数
值。测定的荧光参数包括最大光合效率 Ｆｖ／Ｆｍ，
实际光化学效率 Ｙｉｅｌｄ，非光化学淬灭参数 ＮＰＱ
及快速光曲线初始斜率 α值，最大电子传递效率
等。

１．７　数据分析与处理
生长抑制率计算公式为

ＲＩ＝
Ｎ０－Ｎ
Ｎ０

×１００ （１）

式中：ＲＩ为浸提液对刚毛藻生长抑制率，％；Ｎ０
和Ｎ分别为对照组和实验组中刚毛藻鲜质量。

数据处理和图表绘制采用 ＳＰＳＳ２４．０和
Ｏｒｉｇｉｎ２０２１软件。数据结果以平均值 ±标准差
表示，利用ＳＰＳＳ２５．０软件，对符合正态分布和同
质方差的数据，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Ｏｎｅ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和Ｔｕｋｅｙ多重比较测试分析实验组与对
照组间的差异显著性，Ｐ＜０．０５表示组间差异显
著，Ｐ＜０．０１表示组间差异极显著。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配置落叶浸提液的抑藻效果
２．１．１　对刚毛藻生物量的影响

不同种类植物浸提液对刚毛藻生物量的影

响如图１所示。结果表明，所有实验组对刚毛藻
的生物量均有极显著影响（Ｐ＜０．０１）。与对照组
相比，９６ｈ时单一柳叶组和银杏叶柳叶复方组对
刚毛藻生物量抑制率分别达６２．８９％和６０．４０％，
而单一银杏叶组对刚毛藻的生物量抑制率高达

６６．６５％，不同植物配置的浸提液对刚毛藻生物
量的抑制效果表现为单一银杏叶组 ＞单一柳叶
组＞银杏叶柳叶复方组。
２．１．２　对刚毛藻光合荧光参数的影响

不同实验组对刚毛藻光合荧光参数的影响

如图２所示。结果表明，不同实验组对刚毛藻的
Ｆｖ／Ｆｍ、Ｙｉｅｌｄ及ＮＰＱ均产生了极显著的抑制作用

（Ｐ＜０．０１），其中单一银杏叶组对刚毛藻的光合
作用胁迫效果最明显。由图 ２ａ可以看出，９６ｈ
时，单一银杏叶组 Ｆｖ／Ｆｍ由０ｈ时的０．６９５下降
至０．０２３，抑制率达 ９６．６９％，优于单一柳叶组
７６．５５％ 的抑制率和银杏叶柳叶组复方组
９３．０９％的抑制率。由图２ｂ可以看出，单一银杏
组中刚毛藻Ｙｉｅｌｄ由０ｈ的０．６４４下降至９６ｈ的
０．００５，抑制率达 ９９．２２％，优于单一柳叶组
８９．１３％的抑制率和银杏叶柳叶复方组９４．８８％
的抑制率。ＮＰＱ反映植物耗散过剩光能为热量
的能力，９６ｈ时单一银杏叶组、单一柳叶组及银
杏叶柳叶复方组ＮＰＱ值分别由０ｈ时的０．３６下
降至０．０８、０．１１和０．１０。综合分析认为，各实验
组对刚毛藻叶绿素荧光参数的抑制效果表现为

单一银杏叶组 ＞银杏叶柳叶复方组 ＞单一柳叶
组。

图１　不同植物浸提液对刚毛藻生物量抑制效果
Ｆｉｇ．１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ｌａｎｔ
ｅｘｔｒａｃｔｓｏｎｂｉｏｍａｓｓｏｆＣｌａｄｏｐｈｏｒａｓｐ．

２．２　不同工艺对银杏叶浸提液抑藻效果的影响
２．２．１　浸提液对刚毛藻生物量的影响

采用不同提取剂提取的银杏叶浸提液对刚

毛藻生物量的影响如图３所示。结果表明，相比
对照组，４种提取剂制取的银杏叶浸提液对刚毛
藻的抑制作用均存在极显著影响（Ｐ＜０．０１）。其
中，银杏叶乙醇浸提液和丙酮浸提液对刚毛藻生

物量抑制效果明显优于氯仿浸提液和水浸提液，

前两组对刚毛藻生物量的抑制率分别达３０．６０％
和３２．４４％。各组对生物量的抑制效果表现为
丙酮组、乙醇组＞氯仿组、水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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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各处理组提取液质量浓度均为６．００ｇ／Ｌ；图中不同字母表示组间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Ｔｈ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ｍａｓｓ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ｉｓ６．００ｇ／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ｅｔｔ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ｆｉｇｕｒ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ｇｒｏｕｐｓ．

图２　不同植物浸提液对刚毛藻荧光参数的影响
Ｆｉｇ．２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ｌａｎｔｅｘｔｒａｃｔｓｏｎｔｈｅ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ｏｆＣｌａｄｏｐｈｏｒａｓｐ．

２．２．２　浸提液对刚毛藻光合荧光参数的影响
４种不同提取剂制得的银杏叶浸提液 ４８ｈ

对刚毛藻荧光参数影响如图４所示。４８ｈ时，乙
醇、丙酮和氯仿提取剂对刚毛藻 Ｆｖ／Ｆｍ抑制效果
极显著（Ｐ＜０．０１），Ｆｖ／Ｆｍ值从０ｈ时的０．７３８分
别下降至４８ｈ时０．００９、０．１１０、０．０２２，抑制率分
别达９８．７８％、８５．０９％和９７．０２％。乙醇、丙酮
和氯仿提取剂对刚毛藻 Ｙｉｅｌｄ抑制效果极显著
（Ｐ＜０．０１），各组由本底值０．６９２下降至０．００１、
０．０９７、０．００６，抑制率分别为９９．８６％、８５．９８％
和９９．１３％。乙醇、丙酮和氯仿对 ＥＴＲｍａｘ抑制
率分别达１００％、９１．９７％和９９．４３％，对α值的抑
制率分别达９９．７０％、８８．７２％和９７．３３％。水

组浸提液抑制效果较差，对刚毛藻 Ｆｖ／Ｆｍ、Ｙｉｅｌｄ、
ＥＴＲｍａｘ和 α的抑制率仅为３８．２１％、３８．２９％、
１７．３６％和４６．８８％。综合分析认为，各实验组对
刚毛藻光合荧光参数的抑制效果表现为乙醇

组＞氯仿组＞丙酮组＞水组。
２．３　不同质量浓度银杏叶乙醇浸提液对刚毛藻
荧光参数的影响

不同质量浓度银杏叶乙醇浸提液对刚毛藻

叶绿素荧光参数的影响如图５所示。结果表明，
银杏叶乙醇浸提液对刚毛藻的抑制效果与质量

浓度呈正相关。０．７５ｇ／Ｌ和１．５０ｇ／Ｌ质量浓度
组银杏叶乙醇浸提液对刚毛藻荧光参数没有显

著影响，３．００ｇ／Ｌ和６．００ｇ／Ｌ质量浓度组对刚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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藻的光合系统均有显著抑制效果（Ｐ＜０．０５）。在
３．００ｇ／Ｌ银杏叶乙醇浸提液作用下，刚毛藻荧光
参数Ｆｖ／Ｆｍ在４８ｈ内呈直线下降趋势，并于７２ｈ
时达到最低值０．１５２；Ｙｉｅｌｄ和 α值在４８ｈ时数
值下降至最低值，分别达 ０．１１和 ０．０６，７２ｈ时
Ｙｉｅｌｄ和α数值基本保持不变，但９６ｈ时 ＹⅡ 和
α数值出现回升现象，推测认为出现该现象的可
能原因是７２ｈ后浸提液中活性物质自然降解，导
致抑藻效果降低。６．００ｇ／Ｌ实验组中刚毛藻荧
光参数 Ｆｖ／Ｆｍ、Ｙｉｅｌｄ及 α值在９６ｈ内均呈下降
趋势，并于９６ｈ时达到最低，所有测定的荧光参
数抑制率均接近１００％，推测认为６ｇ／Ｌ已达刚毛
藻致死质量浓度。

图３　不同提取剂提取的银杏叶浸提液
对刚毛藻生长的影响

Ｆｉｇ．３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Ｇｉｎｋｇｏｂｉｌｏｂａｅｘｔｒａｃｔｓ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ｘｔｒａｃｔａｎｔｓｏｎｔｈｅ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Ｃｌａｄｏｐｈｏｒａｓｐ．

各处理组提取液质量浓度均为６．００ｇ／Ｌ；图中不同字母表示组间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Ｔｈ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ｍａｓｓ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ｉｓ６．００ｇ／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ｅｔｔ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ｆｉｇｕｒ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ｇｒｏｕｐｓ．

图４　不同浸提液对刚毛藻光合荧光参数影响
Ｆｉｇ．４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ｅｘｔｒａｃｔｓｏｎｔｈｅ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ｏｆＣｌａｄｏｐｈｏｒａｓ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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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不同质量浓度银杏叶浸提液对刚毛藻光合荧光参数影响
Ｆｉｇ．５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Ｇｉｎｋｇｏｂｉｌｏｂａｅｘｔｒａｃｔｏｎ
ｔｈｅ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ｏｆＣｌａｄｏｐｈｏｒａｓｐ．

３　讨论

已有研究报道了银杏叶及柳叶提取物对微

型蓝藻的生长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２９，３４］，本实验

研究结果进一步证实了银杏叶及柳叶提取物对

刚毛藻同样具有抑制作用。单一植物浸提液及

复方植物浸提液实验结果表明，银杏叶柳叶两种

物质复配情况下对刚毛藻生物量的影响为拮抗

作用，即复方对刚毛藻生物量的抑制率反而不如

单一物质。而对于刚毛藻荧光参数的影响两种

物质同样未呈现协同效应。推测认为银杏叶及

柳叶浸提液中可能含有类似的抑藻活性物质，如

黄酮类、有机酸类活性物质［３５３９］，导致复配条件

下，抑藻效果不如单一植物浸提液。

采用不同提取剂浸提银杏叶活性成分的实

验中，我们观察到采用丙酮与乙醇为提取剂制得

的银杏叶浸提液对刚毛藻的生长抑制效果优于

以氯仿和水为提取剂的实验组，推测可能原因包

括：（１）银杏叶活性物质极性较强，根据相似相溶
原理，极性更大的乙醇和丙酮能萃取出更多的对

刚毛藻生长有抑制效果的活性物质；（２）银杏叶
富含脂溶性活性物质，因此以乙醇、丙酮等有机

溶剂作为提取剂时能浸提出更多的抑藻活性物

质［４０４２］。另一方面，该部分实验结果还表明以有

机溶剂为提取剂的实验组（乙醇组、丙酮组、氯仿

组）对刚毛藻光合荧光参数的抑制率明显强于以

水为提取剂的实验组，推测其可能的原因是以有

机溶剂为提取剂能够提取出对于刚毛藻光合系

统有更好抑制效果的活性物质，这些活性物质的

作用机理可能包括改变细胞膜通透性导致内含

物泄露［４３４６］，破坏藻细胞的抗氧化酶体系，使得

ＳＯＤ等酶活性下降［３３，４７］或者改变相关生长基因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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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分裂基因、ＡＴＰ转运和结合基因的表达［４８］。

叶绿素荧光参数被视为植物光合作用与环

境胁迫之间关系的内在探针，荧光参数的变化可

以清晰表现出逆境对光合作用的各种影响［４９］。

Ｆｖ／Ｆｍ反映了ＰＳⅡ反应中心利用捕获能量的情
况，其变化规律与 Ｙｉｅｌｄ，ＥＴＲｍａｘ及 α的变化趋
势相似，添加植物源抑制剂后，各参数均出现不

同程度下降。在本实验中，Ｆｖ／Ｆｍ等参数的降低
说明刚毛藻形成光合产物少，表明活性物质作用

于刚毛藻时对光合系统造成损害。ＮＰＱ是植物
的一种保护机制，表明吸收的光能中不能用于光

合电子传递而以热的形式耗散掉的部分［５０］，在正

常范围内，植物能够通过正常增加耗散过剩光能

为热能来维持植物的正常生长［５１］，反映为逆境条

件下ＮＰＱ值升高。但本实验验证不同植物抑藻
效果中，ＮＰＱ和 Ｆｖ／Ｆｍ及 Ｙｉｅｌｄ表现出相同下降
趋势，表明在高胁迫状态下，刚毛藻的光合机构

已经被破坏，植物体没有能力正常调节耗散过量

光能，无法维持刚毛藻的正常生长。本实验不同

质量浓度抑藻效果中，低质量浓度（１．５０ｇ／Ｌ及
以下）对刚毛藻的光合系统没有产生明显的破

坏，检测数据均趋于正常。在３．００ｇ／Ｌ质量浓度
组作用下，Ｆｖ／Ｆｍ等值呈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说
明该质量浓度组作用下，光合系统发生可逆损

伤，而在６．００ｇ／Ｌ质量浓度组作用下，Ｆｖ／Ｆｍ等
值呈下降趋势且不再上升，说明该质量浓度组作

用下光合系统活性受到抑制，电子传递活性降

低，最大光能转换效率减弱［５２］，且刚毛藻无法通

过自身调节恢复该损伤。

４　结论

（１）单一银杏叶浸提液对刚毛藻生长及光合
荧光参数的抑制效果优于单一柳叶浸提液及银

杏叶柳叶复方浸提液。

（２）综合分析认为，以乙醇为提取剂制得的
银杏叶浸提液对刚毛藻生长及光合系统的抑制

效果优于丙酮、氯仿及水。

（３）银杏叶乙醇浸提液的抑制作用随着质量
浓度的增加而增大，６．００ｇ／Ｌ质量浓度条件下，
刚毛藻光合系统受到不可逆损伤。

参考文献：

［１］　马婕，申利亚，何培民，等．苏州城区河道浮游植物功能
群演替特征及其对环境因子的响应［Ｊ］．上海海洋大学

学报，２０２１，３０（１）：１０３１１２．

ＭＡ Ｊ， ＳＨＥＮ Ｌ Ｙ， ＨＥ Ｐ Ｍ， ｅｔａｌ．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ｔ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

ｐｈｙｔ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ｇｒｏｕｐｓｉｎｒｉｖｅｒｃｏｕｒｓｅｓｉｎｔｈｅｕｒｂａｎ

ａｒｅａｏｆＳｕｚｈｏｕＣｉｔｙ［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Ｏｃｅ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２１，３０（１）：１０３１１２．

［２］　ＧＯＬＤＳＢＯＲＯＵＧＨＬＧ，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ＧＧＣ．Ｐａｔｔｅｒｎｉｎ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Ｍ］／／ＪＡＮＳＴＥＶＥＮＳＯＮＲ，ＢＯＴＨＷＥＬＬＭＬ，ＬＯＷＥＲ

Ｌ．ＡｌｇａｌＥｃｏｌｏｇｙ．ＳａｎＤｉｅｇｏ：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１９９６：７７１１７．

［３］　ＢＯＮＮＥＴＭＰ，ＰＯＵＬＩＮＭ．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ｐｌａｎｋｔｏｎｉｃ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ｉｎａ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ｒｉｃｈ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ｔｏ Ｍｉｃｒｏｃｙｓｔｉｓ ａｅｒｕｇｉｎｏｓａ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Ｊ］．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２００２，１５６（２／３）：

９３１１２．

［４］　姚雁鸿，何文辉，余来宁．池塘蓝藻水华的产生及对养

殖的危害［Ｊ］．江西农业学报，２００７，１９（４）：９８１００．

ＹＡＯＹＨ，ＨＥＷ Ｈ，ＹＵＬ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ｆｏｒｍｉｎｇｏｆ

Ｃｙａｎ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ｂｌｏｏｍａｎｄｉｔｓ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ｎａｑｕａｃｕｌｔｕｒｅ［Ｊ］．Ａｃｔ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ｅＪｉａｎｇｘｉ，２００７，１９（４）：９８１００．

［５］　李敦海，史龙新，李根保，等．丝状绿藻腐烂过程对水质

和沉水植物黑藻生长的影响实验研究［Ｊ］．环境科学与

管理，２００６，３１（６）：２７３０．

ＬＩＤＨ，ＳＨＩＬＸ，ＬＩＧＢ，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ｅｄ

Ｆｉｌａｍｅｎｔｏｕｓｇｒｅｅｎａｌｇａｅｏｎｗａｔｅｒ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ｇｒｏｗｔｈｏｆ

ｓｕｂｍｅｒｇｅｄ 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ｔｅ Ｈｙｄｒｉｌｌａ ｖｅｒｔｉｃｉｌｌａｔａ ［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０６，３１（６）：２７

３０．

［６］　刘霞，陈宇炜．刚毛藻（Ｃｌａｄｏｐｈｏｒａ）生态学研究进展

［Ｊ］．湖泊科学，２０１８，３０（４）：８８１８９６．

ＬＩＵＸ，ＣＨＥＮＹＷ．ＡｒｅｖｉｅｗｏｎｔｈｅｅｃｏｌｏｇｙｏｆＣｌａｄｏｐｈｏｒａ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Ｌａｋ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８，３０（４）：８８１８９６．

［７］　陈贺林，李芸，储昭升，等．超声波控藻技术现状及研究

进展［Ｊ］．环境工程技术学报，２０２０，１０（１）：７２７８．

ＣＨＥＮＨＬ，ＬＩＹ，ＣＨＵＺＳ，ｅｔａｌ．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ｆ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ｉｃａｌｇａ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０，１０

（１）：７２７８．

［８］　ＫＯＮＧＹ，ＰＥＮＧＹＺ，ＺＨＡＮＧＺ，ｅｔａｌ．Ｒｅｍｏｖａｌｏｆ

Ｍｉｃｒｏｃｙｓｔｉｓａｅｒｕｇｉｎｏｓａｂｙ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Ｉｎ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ｒｅｌｅａｓｅ ｏｆａｌｇ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Ｊ］． 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ｉｃｓ

Ｓｏｎ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１９，５６：４４７４５７．

［９］　王寿兵，徐紫然，张洁．大型湖库富营养化蓝藻水华防

控技术发展述评［Ｊ］．水资源保护，２０１６，３２（４）：８８９９．

ＷＡＮＧＳＢ，ＸＵＺＲ，ＺＨＡＮＧＪ．Ａ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ｆｏｒ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ｃｙａｎ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ｂｌｏｏｍｓｉｎｌａｒｇｅ

ｓｃａｌｅ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ｃａｔｅｄ ｌａｋ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Ｊ］．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２０１６，３２（４）：８８９９．

［１０］　ＪＡＮＣˇＵＬＡＤ，ＭＡＲＳˇ?ＬＥＫＢ．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ａｃｔｕａｌｌｙ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ｆｏｒ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ｃｙａｎ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ｂｌｏｏｍｓ［Ｊ］．Ｃｈｅ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２０１１，８５（９）：

１４１５１４２２．

［１１］　ＴＳＡＩＫＰ，ＵＺＵＮＨ，ＣＨＥＮＨ，ｅｔ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ｗｉｌｄｆｉｒｅ

０４２



１期 钟佳峻，等：针对刚毛藻的植物源抑制剂的筛选及工艺优化

ｉｎｄｕｃｅｄＭｉｃｒｏｃｙｓｔｉｓａｅｒｕｇｉｎｏｓａｂｌｏｏｍｓｂｙｃｏｐｐｅｒｓｕｌｆａｔｅ：

Ｔｒａｄｅｏｆｆｓ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ａｌｇ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ｄ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ｂｙｐｒｏｄｕｃｔ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Ｊ］．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９，１５８：２２７２３６．

［１２］　ＷＵＬ，ＱＩＵＺＨ，ＺＨＯＵＹ，ｅｔａｌ．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ｔｈｅ

ｈｅｒｂｉｃｉｄｅｇｌｙｐｈｏｓａｔｅ ｏｎ ｔｈｅ ｃｙａｎ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 Ｍｉｃｒｏｃｙｓｔｉｓ

ａｅｒｕｇｉｎｏｓａ［Ｊ］．ＡｑｕａｔｉｃＴｏｘｉ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６，１７８：７２７９．

［１３］　ＭＡＲＴ?ＮＥＺＲＵＩＺＥＢ，ＭＡＲＴíＮＥＺＪＥＲóＮＩＭＯＦ．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ｔｏｔｈｅｈｅｒｂｉｃｉｄｅ２，４Ｄｐｒｏｄｕｃｅ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ｏｘ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ｓｉｎｔｗ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ｈｙｔｏｐｌａｎｋｔｅｒｓ：Ａｇｒｅｅｎｍｉｃｒｏａｌｇａ（Ａｎｋｉｓｔｒｏｄｅｓｍｕｓ

ｆａｌｃ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ａ ｔｏｘｉｇｅｎｉｃ ｃｙａｎ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 （Ｍｉｃｒｏｃｙｓｔｉｓ

ａｅｒｕｇｉｎｏｓａ）［Ｊ］．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１８，

６１９６２０：１５６６１５７８．

［１４］　黄维，裴毅，陈飞勇．水体蓝藻清除的研究及其新型机械

除藻初探［Ｊ］．企业技术开发，２００８，２７（４）：２９３１．

ＨＵＡＮＧＷ，ＰＥＩＹ，ＣＨＥＮＦＹ．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ｂｌｕｅａｌｇａｅａｎｄ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ｓｔｕｄｙｏｎｎｅｗｔｙｐ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ｒｅｍｏｖａｌａｌｇａｅ［Ｊ］．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２００８，２７（４）：２９３１．

［１５］　朱小琴，刀国华，陶益，等．典型植物化感物质对铜绿微

囊藻生长的抑制效果评价［Ｊ］．中国环境科学，２０２０，４０

（５）：２２３０２２３７．

ＺＨＵＸＱ，ＤＡＯＧＨ，ＴＡＯＹ，ｅｔａ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ｐｌａｎｔｄｅｒｉｖｅｄ ａｌｌｅｌ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 ｏｎ

Ｍｉｃｒｏｃｙｓｔｉｓａｅｒｕｇｉｎｏｓａ［Ｊ］．Ｃｈｉｎａ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２０，４０（５）：２２３０２２３７．

［１６］　ＲＩＣＥＥＬ．Ａｌｌｅｌｏｐａｔｈｙ［Ｍ］．２ｎｄｅｄ．Ｌｏｎｄｏｎ：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４．

［１７］　胡利静，肖艳翼，刘腾飞，等．植物化感抑藻作用及机制

的研究［Ｊ］．水产养殖，２０１６，３７（１０）：４１４７．

ＨＵＬＪ，ＸＩＡＯ Ｙ Ｙ，ＬＩＵ ＴＦ，ｅｔａｌ．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ｔｈｅａｌｌｅｌｏｐａｔｈｙｉｎａｌｇａｌｓ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Ａｑｕａ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１６，３７（１０）：４１４７．

［１８］　ＰＡＲＫＭＨ，ＨＡＮＭＳ，ＡＨＮＣＹ，ｅｔａｌ．Ｇｒｏｗｔｈ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ｏｆＢｌｏｏｍｆｏｒｍｉｎｇｃｙａｎ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Ｍｉｃｒｏｃｙｓｔｉｓａｅｒｕｇｉｎｏｓａｂｙ

ｒｉｃｅｓｔｒａｗｅｘｔｒａｃｔ［Ｊ］．ＬｅｔｔｅｒｓｉｎＡｐｐｌｉｅｄ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６，４３（３）：３０７３１２．

［１９］　ＱＩＡＮＹＰ，ＸＵＮ，ＬＩＵＪ，ｅｔａｌ．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

Ｐｏｎｔｅｄｅｒｉａｃｏｒｄａｔａｏｎｔｈｅ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Ｍｉｃｒｏｃｙｓｔｉｓａｅｒｕｇｉｎｏｓａ

［Ｊ］．Ｗａ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８，２０１７（１）：９９

１０７．

［２０］　ＨＯＮＧＹ，ＨＵＨＹ，ＳＡＫＯＤＡＡ，ｅｔａｌ．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ｔｉａｌｇａｌａｌｌｅｌ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ｆｒｏｍ Ａｒｕｎｄｏ

ｄｏｎａｘＬ．［Ｊ］．Ａｌｌｅｌｏｐａｔｈ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０，２５（２）：３５７

３６８．

［２１］　张饮江，宋盈颖，赵圆，等．针对浮萍暴发式生长的植物

源除草剂的筛选［Ｊ］．上海海洋大学学报，２０１６，２５（４）：

５７５５８１．

ＺＨＡＮＧＹＪ，ＳＯＮＧＹＹ，ＺＨＡＯＹ，ｅｔａｌ．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ｈｅｒｂｅｘｔｒａｃｔｓ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ｄｕｃｋｗｅｅｄ

（Ｓｏｉｒｏｄｅｌａｐｏｌｙｒｈｉｚａ） ｕｎｄｅｒ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Ｏｃｅ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６，２５（４）：５７５

５８１．

［２２］　ＷＡＲＩＤＥＬＰ，ＷＯＬＦＥＮＤＥＲＪＬ，ＬＡＣＨＡＶＡＮＮＥＪＢ，ｅｔ

ａｌ． ｅｎｔＬａｂｄａｎｅ ｄｉｔｅｒｐｅｎ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ｐｌａｎｔ

Ｐｏｔａｍｏｇｅｔｏｎｐｅｃｔｉｎａｔｕｓ［Ｊ］．Ｐｈｙｔ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０３，６４（７）：

１３０９１３１７．

［２３］　鲁志营，高云霓，刘碧云，等．水生植物化感抑藻作用机

制研究进展［Ｊ］．环境科学与技术，２０１３，３６（７）：６４６９，

７５．

ＬＵＺＹ，ＧＡＯＹＮ，ＬＩＵＢＹ，ｅｔａｌ．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ｎｐｈｙｔ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ｂｙａｑｕａｔｉｃｐｌａｎｔａｌｌｅｌ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３，３６（７）：６４６９，７５．

［２４］　边归国．陆生植物化感作用抑制藻类生长的研究进展

［Ｊ］．环境科学与技术，２０１２，３５（２）：９０９５．

ＢＩＡＮ Ｇ Ｇ．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ｎ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ｏｆ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ｐｌａｎｔ

ａｌｌｅｌｏｐａｔｈｙｏｆａｌｇａｅｇｒｏｗｔｈ［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２，３５（２）：９０９５．

［２５］　张建恒，霍元子，王阳阳，等．浒苔与球等鞭金藻相互抑

制的实验验证［Ｊ］．上海海洋大学学报，２０１１，２０（２）：

２１１２１６．

ＺＨＡＮＧＪＨ，ＨＵＯＹＺ，ＷＡＮＧＹＹ，ｅｔ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ｏｎ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ｅｆｆｅｃｔ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Ｕｌｖａ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ａｎｄ

Ｉｓｏｃｈｒｙｓｉｓｇａｌｂａｎａｕｎｄｅｒ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Ｏｃｅ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１，２０（２）：２１１

２１６．

［２６］　贾惠雁，陈永华，陈明利，等．５种水生植物对铜绿微囊

藻的抑制与生理影响研究［Ｊ］．农业现代化研究，２０１９，

４０（６）：１０５６１０６４．

ＪＩＡＨＹ，ＣＨＥＮＹＨ，ＣＨＥＮＭＬ，ｅｔａｌ．Ａｌｌｅｌｏｐａｔｈｉｃ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ｆｉｖｅａｑｕａｔｉｃｐｌａｎｔｓｏｎＭｉｃｒｏｃｙｓｔｉｓａｅｒｕｇｉｎｏｓａ［Ｊ］．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９，４０（６）：１０５６１０６４．

［２７］　ＥＬＡＤＥＬＨ，ＢＡＴＴＡＨＭ，ＤＡＷＡＡ，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ｒｉｃｅ

ｓｔｒａｗｅｘｔｒａｃｔｓｏｎ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ｔｗｏｐｈｙｔ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ｉｓｏｌ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ａ

ｆｉｓｈｐｏｎｄ［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Ｐｈｙ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９，３１（６）：

３５５７３５６３．

［２８］　ＹＵＡＮＲＹ，ＬＩＹ，ＬＩＪＨ，ｅｔａｌ．Ｔｈｅａｌｌｅｌｏｐａｔｈ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

ａｑｕｅｏｕｓｅｘｔｒａｃｔｓｆｒｏｍＳｐａｒｔｉｎａａｌｔｅｒｎｉｆｌｏｒａ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ｔｈｅ

Ｍｉｃｒｏｃｙｓｔｉｓａｅｒｕｇｉｎｏｓａｂｌｏｏｍｓ［Ｊ］．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Ｔｏ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２０，７１２：１３６３３２．

［２９］　ＬＥＲＯＵＺＩＣＢ，ＴＨＩéＢＡＵＴＧ，ＢＲＩＥＮＴＬ．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ｏｆｃｙａｎ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ｓｐｅｃｉｅｓ（Ｐｌａｎｋｔｏｔｈｒｉｘａｇａｒｄｈｉｉ）

ｂｙａｒｉｐａｒｉａｎｔｒｅｅｌｅａｆｅｘｔｒａｃｔ［Ｊ］．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１６，９７：７４７８．

［３０］　ＰＡＴＩＬＶ，ＡＢＡＴＥＲ，ＹＡＮＧＹＦ，ｅｔａｌ．Ａｌｌｅｌｏｐａｔｈｉｃ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Ｐｙｒｏｐｉａｈａｉｔａｎｅｎｓｉｓ（Ｒｈｏｄｏｐｈｙｔａ）ｏｎｔｈｅｂｌｏｏｍｆｏｒｍｉｎｇ

Ｓｋｅｌｅｔｏｎｅｍａｃｏｓｔａｔｕｍ （Ｂａｃｉｌｌａｒｉｏｐｈｙｔａ）［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Ｐｈｙ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０，３２（２）：１２７５１２８６．

［３１］　张庭廷，陈传平，何梅，等．几种高等水生植物的克藻效

应研究［Ｊ］．生物学杂志，２００７，２４（４）：３２３６．

ＺＨＡＮＧＴＴ，ＣＨＥＮＣＰ，ＨＥＭ，ｅｔａｌ．Ａｌｌｅｌｏｐａｔｈ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ｓｅｖｅｒａｌｈｉｇｈｅｒａｑｕａｔｉｃｐｌａｎｔｓｏｎａｌｇａ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７，２４（４）：３２３６．

１４２



上 海 海 洋 大 学 学 报 ３２卷

［３２］　ＺＨＡＯＷ，ＺＨＥＮＧＺ，ＺＨＡＮＧＪＬ，ｅｔａｌ．Ａｌｌｅｌｏｐａｔｈｉｃａｌｌｙ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ｕｓｅｘｔｒａｃｔｓｏｎｔｈｅｇｒｏｗｔｈｏｆ

Ｍｉｃｒｏｃｙｓｔｉｓａｅｒｕｇｉｎｏｓａ［Ｊ］．Ｃｈｅ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２０１９，２２５：４２４

４３３．

［３３］　向丽，邹华，黄亚元，等．稻秆对铜绿微囊藻抑制作用的

研究［Ｊ］．环境工程学报，２０１１，５（２）：２７９２８３．

ＸＩＡＮＧＬ，ＺＯＵＨ，ＨＵＡＮＧＹＹ，ｅ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ｒｉｃｅｓｔｒａｗｏｎＭｉｃｒｏｃｙｓｔｉｓａｅｒｕｇｉｎｏｓａｇｒｏｗｔｈ［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１，５（２）：

２７９２８３．

［３４］　石雨鑫，汤春宇，谭梦，等．常见入侵植物水提液对水华

藻生长及光合荧光特性的影响［Ｊ］．上海农业学报，

２０２０，３６（２）：１０１１０７．

ＳＨＩＹＸ，ＴＡＮＧＣＹ，ＴＡＮＭ，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ｗａｔｅｒ

ｅｘｔｒａｃｔｓ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ｐｌａｎｔｓ ｏ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ｗａｔｅｒｂｌｏｏｍ

ａｌｇａｅ［Ｊ］．Ａｃｔａ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ｅ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２０２０，３６（２）：１０１

１０７．

［３５］　ＮＩＬＸ，ＨＡＯＸＹ，ＬＩＳＹ，ｅｔａｌ．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ｔｈｅ

ｅｘｔｒａｃｔ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ｏｌｖｅｎｔｓｆｒｏｍｔｈｒｅ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ａｅｐｌａｎｔｓ

ｏｎｃｙａｎ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 Ｍｉｃｒｏｃｙｓｔｉｓａｅｒｕｇｉｎｏｓａｓ［Ｊ］．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ｈｉｎａ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１１，５４（７）：１１２３１１２９．

［３６］　张之浩．富营养化水体原位生态修复中沉水植物的功能

研究［Ｄ］．长沙：中南林业科技大学，２０１８．

ＺＨＡＮＧ Ｚ Ｈ．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ｓｕｂｍｅｒｇｅｄ

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ｔｅｓｉｎｉｎｓｉｔｕ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ｃ

ｗａｔｅｒｓ［Ｄ］．Ｃｈａｎｇｓｈａ：ＣｅｎｔｒａｌＳｏｕｔｈ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８．

［３７］　李江．挺水植物对城市景观水体铜绿微囊藻化感抑制作

用与机理研究［Ｄ］．长沙：湖南大学，２０１７．

ＬＩＪ．Ｔｈｅａｌｌｅｌｏｐａｔｈ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ａｎｄ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

ｅｍｅｒｇｅｎｔｐｌａｎｔｓｏｎｔｈｅ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Ｍｉｃｒｏｃｙｓｔｉｓａｅｒｕｇｉｎｏｓａｉｎ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ｗａｔｅｒ［Ｄ］．Ｃｈａｎｇｓｈａ：Ｈｕ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７．

［３８］　ＭＥＣＩＮＡＧＦ，ＤＯＫＫＥＤＡＬＡＬ，ＳＡＬＤＡＮＨＡＬＬ，ｅｔ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ｏｆＭｉｃｒｏｃｙｓｔｉｓａｅｒｕｇｉｎｏｓａＢＣＣＵＳＰ２３２ｔｏｂａｒｌｅｙ

（ＨｏｒｄｅｕｍｖｕｌｇａｒｅＬ．）ｓｔｒａｗ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ｅｘｔｒａｃｔａｎｄ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Ｊ］．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１７，５９９６００：

１８３７１８４７．

［３９］　ＨＵＡＮＧＨＭ，ＸＩＡＯＸ，ＧＨＡＤＯＵＡＮＩＡ，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ｆｌａｖｏｎｏｉｄｓｏｎ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ｃｅｌｌ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

ｉｎＭｉｃｒｏｃｙｓｔｉｓａｅｒｕｇｉｎｏｓａ［Ｊ］．Ｔｏｘｉｎｓ，２０１５，７（１）：６６８０．

［４０］　鲍宇茹，张慧茹，刘来亭．银杏叶黄酮提取工艺及其抗氧

化活性研究［Ｊ］．河南工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２０１６，３７（５）：９６９９．

ＢＡＯＹＲ，ＺＨＡＮＧＨＲ，ＬＩＵＬＴ．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ｆｌａｖｏｎｏｉｄｓ ｆｒｏｍ Ｇｉｎｋｇｏ ｂｉｌｏｂａ ｌｅａｖｅｓ ａｎｄ

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ｅ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１６，３７（５）：９６

９９．

［４１］　魏雨，张景迅，张玉忠，等．银杏黄酮提取工艺及纯化研

究［Ｊ］．化学世界，２０１８，５９（１２）：７９５８００．

ＷＥＩＹ，ＺＨＡＮＧＪＸ，ＺＨＡＮＧＹＺ，ｅ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ｕ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ｌａｖｏｎｏｉｄｓｆｒｏｍＧｉｎｋｇｏｂｉｌｏｂａ

ｌｅａｖｅｓ［Ｊ］．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Ｗｏｒｌｄ，２０１８，５９（１２）：７９５８００．

［４２］　李志平，李护护．银杏叶中黄酮类化合物的提取和分离

［Ｊ］．中国油脂，２０２１，４６（２）：１３１１３４．

ＬＩＺＰ，ＬＩＨＨ．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ｌａｖｏｎｏｉｄｓｆｒｏｍ

Ｇｉｎｋｇｏｂｉｌｏｂａｌｅａｖｅｓ［Ｊ］．ＣｈｉｎａＯｉｌｓａｎｄＦａｔｓ，２０２１，４６

（２）：１３１１３４．

［４３］　张振业，吴晓霞，张俊松，等．植物化感抑藻作用的研究

进展［Ｊ］．广东农业科学，２０１２，３９（１９）：１４６１５０．

ＺＨＡＮＧＺＹ，ＷＵＸＸ，ＺＨＡＮＧＪＳ，ｅ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ｆｐｌａｎｔａｌｌｅｌｏｐａｔｈ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ｎ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ｏｆａｇｌａｅ

ｇｒｏｗｔｈ［Ｊ］．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２，３９

（１９）：１４６１５０．

［４４］　林必桂，杨柳燕，肖琳，等．赖氨酸对铜绿微囊藻细胞的

抑制机理［Ｊ］．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２００８，２４（４）：６８

７２．

ＬＩＮＢＧ，ＹＡＮＧＬＹ，ＸＩＡＯＬ，ｅｔ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Ｌｙｓｉｎｅ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ｎｇＭｉｃｒｏｃｙｓｔｉｓａｅｒｕｇｉｎｏｓａｃｅｌｌ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Ｒｕｒ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０８，２４（４）：６８７２．

［４５］　ＨＵＡＱ，ＬＩＵＹＧ，ＹＡＮＺＬ，ｅｔａｌ．Ａｌｌｅｌｏｐａｔｈ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ｈｅ

ｒｉｃｅｓｔｒａｗ ａｑｕｅｏｕｓｅｘｔｒａｃｔｏｎｔｈｅ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Ｍｉｃｒｏｃｙｓｔｉｓ

ａｅｒｕｇｉｎｏｓａ［Ｊ］．Ｅｃｏｔｏｘｉｃ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ａｆｅｔｙ，

２０１８，１４８：９５３９５９．

［４６］　李锋民，胡洪营，种云霄，等．２甲基乙酰乙酸乙酯对藻

细胞膜和亚显微结构的影响［Ｊ］．环境科学，２００７，２８

（７）：１５３４１５３８．

ＬＩＦＭ，ＨＵ Ｈ Ｙ，ＣＨＯＮＧ Ｙ Ｘ，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

ａｌｌｅｌ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ＥＭＡｉｓｏｌ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Ｐｈｒａｇｍｉｔｅ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ｏｎ

ａｌｇａｌｃｅｌｌ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ｌｉｐｉｄ ａｎｄ ｕｌｔ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７，２８（７）：１５３４１５３８．

［４７］　ＷＡＮＧＨＰ，ＬＩＵＦ，ＬＵＯＰ，ｅｔａｌ．Ａｌｌｅｌｏｐａｔｈ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

Ｍｙｒｉｏｐｈｙｌｌｕｍａｑｕａｔｉｃｕｍｏｎｔｗｏｃｙａｎ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ｏｆＡｎａｂａｅｎａ

ｆｌｏｓａｑｕａｅａｎｄＭｉｃｒｏｃｙｓｔｉｓａｅｒｕｇｉｎｏｓａ［Ｊ］．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ｏｘｉ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７，９８（４）：

５５６５６１．

［４８］　ＷＡＮＧＪ，ＤＡＩＣ，ＺＨＡＮＧＸＱ，ｅｔａｌ．Ｅｌｕｃｉｄａｔｉｎｇｔｈｅ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ｅｐｉｇａｌｌｏｃａｔｅｃｈｉｎ３ｇａｌｌａｔｅｏｎＭｉｃｒｏｃｙｓｔｉｓａｅｒｕｇｉｎｏｓａ［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Ｐｈｙ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８，３０（３）：１７４７１７５８．

［４９］　黄建，冯耀祖，刘易，等．ＮａＣｌ胁迫对蓖麻功能叶光系统

Ⅱ荧光特性的影响［Ｊ］．干旱区资源与环境，２０１５，２９

（７）：１４５１４９．

ＨＵＡＮＧＪ，ＦＥＮＧＹＺ，ＬＩＵＹ，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ＮａＣｌｓｔｒｅｓｓ

ｏｎｐｈｏｔｏｓｙｓｔｅｍＩＩ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ｌｅａｖｅｓｉｎＣａｓｔｏｒ［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ｒｉｄＬ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１５，２９（７）：１４５１４９．

［５０］　钱永强，周晓星，韩蕾，等．Ｃｄ２＋胁迫对银芽柳 ＰＳⅡ叶

绿素荧光光响应曲线的影响［Ｊ］．生态学报，２０１１，３１

（２０）：６１３４６１４２．

ＱＩＡＮＹＱ，ＺＨＯＵＸＸ，ＨＡＮＬ，ｅｔａｌ．Ｒａｐｉｄｌｉｇｈｔ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ＰＳⅡ 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ｉｎｌｅａｖｅｓ

ｏｆＳａｌｉｘｌｅｕｃｏｐｉｔｈｅｃｉａｓｕｂｊｅｃｔｅｄｔｏｃａｄｍｉｕｍｉｏｎｓｔｒｅｓｓ［Ｊ］．

２４２



１期 钟佳峻，等：针对刚毛藻的植物源抑制剂的筛选及工艺优化

Ａｃｔａ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１，３１（２０）：６１３４６１４２．

［５１］　ＧＯＮＺ?ＬＥＺＧＲＡＮＤＥＰ，ＳＵ?ＲＥＺＮ，ＭＡＲ?ＮＯ．Ｅｆｆｅｃｔｏｆ

ｓａｌｉｎｉｔｙａｎｄｓｅｅｄｓａｌｔｐｒｉｍｉｎｇｏｎｔｈｅ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ｏｆａｄｕｌｔｐｌａｎｔｓ

ｏｆＳｏｌａｎｕｍｌｙｃｏｐｅｒｓｉｃｕｍｃｖ．‘ＲíｏＧｒａｎｄｅ’［Ｊ］．Ｂｒａｚｉｌ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ｏｔａｎｙ，２０２０，４３（４）：７７５７８７．

［５２］　赵跃锋，任晓雪，陈昆．盐胁迫对茄子种子萌发、光合指

标及叶绿素荧光参数的影响［Ｊ］．天津农业科学，２０１８，

２４（８）：４６，１０．

ＺＨＡＯＹＦ，ＲＥＮＸＸ，ＣＨＥＮＫ．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ｓａｌｔｓｔｒｅｓｓｏｎ

ｓｅｅｄ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ｉｎｄｅｘ ａｎｄ 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

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Ｅｇｇｐｌａｎｔ［Ｊ］．Ｔｉａｎｊｉ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８，２４（８）：４６，１０．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ｓ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ｒｏｍｐｌａｎｔｓｆｏｒＣｌａｄｏｐｈｏｒａ
ｓｐ．

ＺＨＯＮＧＪｉａｊｕｎ１，ＺＨＡＯＱｉａｎｍｉｎｇ１，ＨＥＰｅｉｍｉｎｇ１，２，ＳＨＡＯＬｉｕ１，２

（１．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ＭａｒｉｎｅＥｃ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Ｏｃｅ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１３０６，Ｃｈｉｎａ；２．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ｏｆＷａｔｅｒ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Ｅｃｏｌｏｇｙ，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Ｏｃｅ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１３０６，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Ｃｌａｄｏｐｈｏｒａｓｐ．ａｒｅ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ｓｉｎｈａｂｉｔｉｎｇｗａｔｅｒ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ａｌｉｎｉｔｙ，ｆｒｏｍ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ｔｏ
ｈｙｐｅｒｓａｌｉｎｅ．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ｒｉｎｅａｎｄｉｎｌ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ｉｎｔｈｅｈｕｇ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ｆｉｌａｍｅｎｔｏｕｓｇｒｅｅｎ
ａｌｇａｅ，ｗｈｉｃｈｒｅａｃｈｈｉｇｈｂｉｏｍａｓｓａｎｄｏｃｃｕｐｙｌａｒｇｅａｒｅａ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ｗａｔｅｒｂｏｄｉｅｓ．Ｉｎ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ｗｅｅｘｐｌｏｒｅｄ
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ｓ，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ｎｄ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ｐｌａｎｔｅｘｔｒａｃｔｓｏｎｔｈｅ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Ｃｌａｄｏｐｈｏｒａｓｐ．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ｆｒｅｓｈｗｅｉｇｈｔｏｆＣｌａｄｏｐｈｏｒａｓｐ．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ｎｈｉｂｉｔｅｄｂｙＧｉｎｋｇｏｂｉｌｏｂａ，ｗｉｌｌｏｗａｎｄｔｗｏ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ｌｅａｖｅｓｅｘｔｒａｃｔｓＴｈ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ｏｆＧｉｎｋｇｏｂｉｌｏｂａ
ｌｅａｖｅｓｈａｄｔｈｅｂｅｓｔ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Ｃｌａｄｏｐｈｏｒａｓｐ．，ｗｉｔｈａｇｒｏｗｔｈ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６６．６５％ ａｔ９６ｈ．
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ｔｈ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ｏｆＧｉｎｋｇｏｂｉｌｏｂａｌｅａｖｅｓａｌｓｏｈａｄａｈｉｇｈｅｒ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ｔｈｅ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Ｃｌａｄｏｐｈｏｒａｓｐ．．Ａｔ９６ｈ，ｔｈｅ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ｓｏｆｍａｘｉｍｕｍＰＳⅡ ｌｉｇｈｔｅｎｅｒｇｙ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Ｆｖ／Ｆｍ），ａｃｔｕａｌｐｈｏｔ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Ｙｉｅｌｄ）ａｎｄｎｏｎｐｈｏｔ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ｑｕｅｎｃｈｉｎｇ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ＮＰＱ）
ｒｅａｃｈｅｄ９６．６９％，９９．２２％ ａｎｄ７８．０６％，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ｅｘｔｒａｃｔｓｏｎｔｈｅ
ａｌｇａｌ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ｏｆＧｉｎｋｇｏｂｉｌｏｂａｌｅａｆｅｘｔｒａｃ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ｅｔｈａｎｏｌａｎｄａｃｅｔｏｎ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ｓｔｒｏｎｇｅｒ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ｔｈａｎｃｈｌｏｒｏｆｏｒｍ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ｅｘｔｒａｃｔｓ．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ｍ，ｅｔｈａｎｏｌｅｘｔｒａｃｔｓｈａｄｔｈｅｓｔｒｏｎｇｅｓｔ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ｔｈｅ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Ｃｌａｄｏｐｈｏｒａｓｐ．，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ｓｏｆＦｖ／Ｆｍ，Ｙｉｅｌｄａｎｄｉｎｉｔｉａｌｓｌｏｐｅｏｆ
ｆａｓｔｌｉｇｈｔｃｕｒｖｅ（α）ａｌｌｒｅａｃｈｅｄ９９％ ａｔ４８ｈ．Ｉｎ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ａ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ｌｇａｅ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３．００ｇ／Ｌａｎｄ６．００ｇ／Ｌｇｒｏｕｐｓｈａ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Ｃｌａｄｏｐｈｏｒａｓｐ．．Ｔｈｅ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ｒａｔｅｓｏｆＦｖ／Ｆｍ，Ｙｉｅｌｄａｎｄαｏｆ６．００ｇ／Ｌａｔ９６
ｈｗｅｒｅ９９．８７％，１００％ ａｎｄ１００％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ｓ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ｕｇｇｅｓｔｔｈａｔｐｌａｎｔｌｅａｖｅｓｅｘｔｒａｃｔｓｍａｙｂｅ
ｕｓｅｆｕｌ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Ｃｌａｄｏｐｈｏｒａｓｐ．．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ａｌｌｅｌｏｐａｔｈｙ；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ｓｙｓｔｅｍ；ｇｒｏｗｔｈ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ｆｉｌａｍｅｎｔｏｕｓ
ａｌｇａｅ

３４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