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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氨酸在模拟海洋小生境中的行为

蔡福龙 陈 英 黄凌毅 林盛荣

(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汗 屯门 )

摘 要

本文利用
, ‘
S 一蛋氨酸为示踪剂

,

在人工模拟的条件下研究它在海洋生境中的

行为
.

结吴表 明在 10 1 的实验系统中
,

游离蛋氨酸被转移至相应介质 的 百 分 率

是
:

悬浮物 占1 1
.

4 肠
,

扁藻24 肠
,

沉积物 7
.

8 帕
,

毛蜡 3 4 肠
.

毛蜡吸 收 蛋氨酸的

主 要通道是内脏
,

其次是外套膜和鳃
,

吸收2 4小时以后内脏和血液中的蛋氨酸明

显转移到肌 肉组 织
,

毛蜡从海水介质直接吸收蛋氛酸比通过食物媒介显得重要而

迅 任羹
.

海洋生境
,

卜
,

光能 自养的微生物和植物
,

化能异养的动物与腐生性的细菌三者间保持

着非密闭的性质 -

一能量循环交流关系
,

其中包括某些有机营养物如氨基酸的交流
.

近年

来
,

这方面的研究 已成为海洋化学与海洋生物学的交叉点 受到人们的重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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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过海水中氨基酸浓度及其周转率和通量的 变化
.

本文 利用
3 5

5 一蛋氨酸为示踪刊
,

在人工模拟的条件下
,

研究它在海洋生境中的行为
.

实 丁

(一 ) 蛋氨酸的转移实验

在直径为24 c m 的圆柱形玻璃缸中
,

装 1 01 天然海水
,

水深30 c m
,

加入 2 5 协Ci 的
’‘
S 一蛋

氮酸
,

充分搅匀
,

根据
一

l.’列 内容依次进行实验
:

一

首先按不同时间间隔取出水样
;

静置一天

让悬浮物下沉
,

再接种活的扁藻 (尸lo ty o on as )
,

定时取样
;

然后放入直径3c m
,

厚 1 c m

的沉积物7 盘 弋占玻璃缸底面积1/ 3)
;

最后引入 12 个 洗 净 的 毛 蜡 ( A : 。a 翎b 。: e o at a

l 招 c h k e )
,

体 长3一4c m
,

毛重 6一8 9
,

放养 1 周后结束实验
_

〔二) 毛蜡吸收蛋氮酸的途径

实验分成 2个组
,

其培养介质分别是
: A 组为过滤海水

,

不投饵料
; B 组 为 含 有扁藻

( 0
.

犯 /l ) 的海水
,

, 5

5 一
蛋氨酸的浓度 1 0件C i/l

.

术文于 1 0 8 6 年。
「

} 2 。日收到
,

修改稿于 1 9 8了年 3月 5 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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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样品处理

海水样品均用 0
.

45 林m 滤膜过滤
,

求出悬浮物或扁藻湿重
; 沉积物用滤纸 吸 干水分后

称重
.

毛蜡取出后置于 1 1 天然海水里 15 分钟
,

让其排出壳内所含的外循环 海 水
,

再用自

来水和 0
.

5肠E D T A 二钠溶液轮番冲洗 3次用纱布擦干后解剖出各个组织器官
.

用F H 一4 0 8自动定标器和 FJ一36 7塑料晶体 (计数效率为44 肠) 测 定 样 品 中 的日放 射

性
.

二
、

结果和讨论

(一 ) 悬浮物对氮基酸的浓集

图1表明悬浮物对蛋氮酸的浓集速率快而量大
,

2小时浓集系数达6
.

8 x lo 3 ,

此后就趋

于动态平衡
.

从10 次取样中求出 1 0 1 海水里含有1 68 m g 的悬浮物
,

当其浓集达到动态平衡时
,

按照

浓集系数公式
〔” 算出每克悬浮物含有 1 7件C i ’ 5

5 一蛋氨酸
,

则在10 1 的实验体 系 里
,

悬浮

物所含” S 一蛋氨酸为 2
.

8 6件C i (l
.

6 8 x 1 0 3 g X 1 7 协C i)
,

即有1 1
.

4肠的蛋氨酸转移到悬浮

物上
.

(二 ) 蛋氮吐向扁燕转移

由图2可 以看到扁藻对蛋氨酸的浓集在4 8小时达到高峰
,

此后就逐步下 降
.

主 要 原因

是扁藻细胞壁外有胶质物
,

细菌大量丛生
,

两者对示踪剂的吸附
,

致使初期藻体高度浓集
;

而后由于细菌繁殖和扁藻细胞分裂
,

共同将每单位菌体和藻体所浓集的示踪剂
“

稀释
” ,

致使中后期浓集系数下降
,

最终稳定在 1
.

2 X lo ‘ .

按照浓集系数公 式 计 算
,

则有 6林C i的

蛋氨酸转移到扁藻上
,

即占24 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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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 5 一蛋氨酸的浓集过程 图 2 扁藻对

’ 5 5 一蛋氨酸的浓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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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蛋氮酸向沉积物转移

图3显示了沉积物对蛋氨酸的浓集过程
,

表明其浓 集 能力很小
,

4叼
、
时以后 、 浓集系

数稳定在4
.

5左右
.

沉积物的总量为5 8
.

4 69
,

则浓集
’ ‘

S 的总量为。
.

6 终C i
,

约有2
.

6 肠的蛋

氦酸转移至吐沉积物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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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一蛋氨酸 任毛蜡体内的万 亩
a

—
吸收6小时 6

—吸收%小 时 工

—血液

忿一

一鳃 3

—
外套胶 ‘

—
内脏 。

—
闭壳叭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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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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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蛋氮酸向海洋动物转移

1 2个毛蜡培养幻司后
,

其可食部分 (包括血液 ) 对
3 3

5 的浓集系数为 1 9 8
,

毛蛤 可食部

分的总量为 1 7
.

0 8 9
,

则含
’ ‘
S总量为8

.

5协C i
,

即体系里有34 肠蛋氨酸转移到毛蜡的 可食部

分
.

(五 ) 毛蜡吸收
’ 5
5一蛋橄政的特性

从图 4可以看到
,

毛蜡对
3 5

5 一蛋氨酸的吸收极为迅速
,

在6 小时内就遍布 软 组 织 的各

个器官
;

内脏是吸收蛋氨酸的主要途径
,

其次才是外套膜和鳃
.

9 6小时后吸收的主要途径

仍然不变
,

但氨基酸己发生 了转移
,

其中内脏
、

血液明显减少
,

其数量分 别为
a 组 的49 肠

和66 肠
;

而肌肉组织的闭壳肌
、

腹足等的蛋氨酸增加了
,

其数量分 别 为
a 组的1

.

2倍和2
.

1

倍
;

鳃和外套膜的含量变化不大
:

外壳的吸收甚微
,

到9 6小时后
,

其 数 值仅为3d p m/ g
.

本实验的毛蜡胃肠事先排空
,

培养在过滤的海水中
,

不投任何饵料
,

反映了毛蜡对
’ 3
5 一蛋

氮酸纯碎的吸收转移过程
.

(六 ) 毛蜡吸收
3 5

5一蛋氮酸的途径

比较图4 和图 5 的结果表明
,

投入扁藻后
,

对毛蛆吸收
3 3

5 一蛋氮酸的 影 响 极大
,

各组

2

吕
, 日

过滤海水

投入扁 澡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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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扁藻为饵料的毛蜡培养6小讨

后
3 5 5 一蛋氨酸在其体内的分布

2

—
鳃 3

—
外套膜 4

—
内脏

c

—
腹足 了

—
外 : 8

—
扁藻

划6 坟八扁滦对毛蜡吸收
“ “5 一蛋氛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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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器官的吸收大幅度下降
,

反映毛蛤从水体 中直接吸收游离蛋氨酸 比起通过食物媒介吸收

蛋氨酸来得重要而迅速
.

其下降的原因有二
:

(1) 水体中大量氨基酸被扁 藻 浓集
,

同样

是培养6小时扁藻的浓集量高达26 7 lld p / m 以图5 )
,

从而通过肠道直接被吸收的氨基酸数

量减少了
; (2) 毛蛤摄食扁藻后吸收蛋氨 酸 需要有一定的同化过程

,

不如从水体吸收来

得迅猛 (图6)
,

而且在24 小时以后就转移到其他的组织器官
.

二二 众七 才五
一

、 奋目 于口

1
.

在模拟海洋生境中的游离蛋氨酸转移至相应介质的百分率是悬 浮 物占1 1
.

4 %
,

扁

藻2 4 肠
,

沉积物了
.

8 肠
,

毛蜡34 肠
.

2
.

毛蜡浓集蛋氨酸的主要通道是内脏
,

其次是外套膜 和 鳃
,

吸收24 小时以后内脏和

血液中的蛋氨酸明显转移到肌肉组织
.

3
.

毛蜡从海水介质直接吸收蛋氨酸比通过食物媒介来得重要和迅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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