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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玛亚历山大藻!香港株"!

6\M[

"*链状亚历山大藻!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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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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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产麻痹性贝毒!

K+K

"微藻以及
=B

株不产
K+K

藻在不同温度条件下培养微藻的各生长期

产毒能力与三维荧光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不同温度条件下&产毒藻类单位藻细胞产毒量会发生显著变

化&低温可促进麻痹性贝毒的产生'通过
9%?

小波分解&选取
#!<

尺度分量的联合荧光谱作为特征谱并利

用
W27-P.

判别发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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藻与不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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藻荧光差异主要集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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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波段&利用判别函数建立判别式&实现了对产麻痹性贝类毒素藻类的识别测定'对产
K+K

毒

素藻类的判别率达到
E<S?d

&不产
K+K

毒素藻类判别率达到
E<S<d

&综合判别率为
E<SDd

'该研究可实现

对水体中活体产
K+K

微藻的快速识别&为进一步开发产毒微藻识别仪提供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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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已经发现的麻痹性贝毒毒素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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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这些方法已经相对成熟&但仍然存在时效性差*成

本高*需要专业人员操作等缺点'本课题组以前期建立的鱼

毒性藻类快速识别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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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微藻的产毒特性与其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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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实验藻株'实验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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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素的提取与高效液相色谱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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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测得的藻类三维荧光光谱分为产毒藻类和非产毒藻类&每

类随机再分为等数量的两组&一组为训练集&用于判别函数

的构建&另一组为测试集&用于对判别函数的识别率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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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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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对产毒藻生长及产毒影响

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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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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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产麻痹性贝毒藻类在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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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生

长速率和最大细胞密度普遍增加&这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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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在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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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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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率最大的结果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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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温度升高&亚历山大藻单位藻

细胞所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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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量下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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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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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藻在各个生

长期单位藻细胞产
K+K

总量最低'低温下&亚历山大藻藻细

胞的产毒总量升高&与已有的研究结果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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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氨酸是合

成麻痹性贝类毒素的重要前体物质&高温使得精氨酸用于藻

细胞的生长&所以合成
K+K

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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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因为低温藻细

胞的生长下降&细胞中精氨酸得到积累而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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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成'

对于链状裸甲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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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低温以及高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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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量均

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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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量最高&其中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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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素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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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素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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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实验结果一

致'说明不同属的产
K+K

藻&在不同温度条件下产毒类型及

含量不同&有利于藻类生长的环境&有毒藻产
K+K

毒素能力

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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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对五种产毒藻生长和产毒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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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荧光光谱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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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各层尺度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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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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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第一层尺度分

量受噪声影响较明显&难以有效地体现荧光特征&第二*三

层分量能较好地避免噪声干扰&但随着分层次数的增加&信

号频率降低&光谱产生了失真'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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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别对比发现&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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