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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蓝藻水华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微囊藻毒素（ＭＣｓ）的污染问题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一些藻毒素污染严重的

湖泊、水库等周边区域的土壤也受到了影响． 用含有藻毒素的地表水及地下水进行灌溉、将蓝藻作为有机肥等措施都会

将 ＭＣｓ 带入土壤． 一旦 ＭＣｓ 进入到土壤，它将会随着降水从地表迁移到土壤深层． 这将会对作物的生长以及土壤生态系

统造成影响，而且会对人类身体健康造成威胁． 本文介绍了土壤中不同种类的 ＭＣｓ 对一些粮食作物和蔬菜作物生长的影

响、在作物体内的积累情况，以及对地下水的污染情况，概述了 ＭＣｓ 的致毒机理，分析了其对土壤生物造成影响的可能

性，并对今后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 微囊藻毒素；土壤；陆生植物；地下水；土壤微生物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ｏｆ ｅｃｏ⁃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ｃｙｓｔｉｎｓ ｉｎ ｓｏｉｌ⁃ｐｌａ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ＡＯ Ｑｉｎｇ１，２ ＆ＸＩＥ Ｌｉｑｉａｎｇ１∗∗

（１： Ｓｔａｔｅ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Ｌａｋ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 Ｌｉｍｎｏｌｏｇ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Ｎａｎｊｉｎｇ ２１０００８， Ｐ．Ｒ．Ｃｈｉｎａ）

（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４９， Ｐ．Ｒ．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 ｓｅｖｅｒ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ｃｙａｎ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ｂｌｏｏｍｓ， ｍｏｒ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ｐａｉｄ ｔｏ ｔｈｅ
ｍｉｃｒｏｃｙｓｔｉｎｓ （ＭＣｓ）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ＭＣｓ ｃａｎ ｂｅ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ｓｏｉｌｓ ｂｙ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ｙａｎ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ｂｌｏｏｍｓ ｐｏｌｌｕｔｅｄ ｗａｔｅｒ． Ａ ｌｏｔ
ｏｆ ｃｙａｎ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ｂｌｏｏｍｓ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ｔａｋｅｎ ｏｕｔ ｏｆ ｌａｋｅｓ ｉｎ ｐａｓｔ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ｙｅａｒｓ． Ｓｏ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ｗａｔｅｒ ｗａｓ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ｅｄ ｉｎ
ｓｏｉｌ ａｓ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Ｏｎｃｅ ｔｏｘｉｃ ｃｙａｎ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ｐｕｔ ｉｎｔｏ ｓｏｉｌ， ＭＣ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ｒｅｌｅａｓｅｄ ａｎｄ ｍｉｇｒａｔ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ｅｐｅｒ ｌａｙ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ｉｌ ａｆｔｅｒ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ｈａｔ ｓｏｉｌｓ ｎｅａｒ ｔｈｅ ｌａｋ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
ｍｉｇｈｔ ｂｅ 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ｅｄ ｂｙ ＭＣｓ ｔｈａｔ ｃａｕｓｅｄ ａ ｈａｒｍｆｕ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ｓｏｉｌ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ｆｏｏｄ ｃｒｏｐ ｐｌａｎｔｓ，
ｗｈｉｃｈ ｍａｙ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ｌｙ ｐｏｓｅ ａ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ｔｈｒｅａｔ ｔｏ ｈｕｍａｎ ａｎｄ ａｎｉｍ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ＭＣｓ ｏｎ ｔｈｅ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ｐｌａｎｔｓ ａｒ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ＭＣｓ 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Ｗｅ ｓｕｍｍａ⁃
ｒｉｚｅｄ ｔｈｅ ｔｏｘｉｃ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ＭＣ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ＭＣｓ ｏｎ ｓｏｉｌ ｏｒｇａｎｉｓｍ． Ａ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ｓｏｉｌ
ＭＣ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ｓ ａｌｓｏ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Ｍｉｃｒｏｃｙｓｔｉｎｓ； ｓｏｉｌ；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ｐｌａｎｔｓ；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ｓｏｉｌ ｍｉｃｒｏｏｒｇａｎｉｓｍ

在全球范围内由于湖泊、水库等水体的富营养化而导致的蓝藻水华问题日趋严重． 藻细胞释放出各种

各样有毒的化合物，其中蓝藻产生的一种单环七肽肝细胞毒性物质微囊藻毒素（Ｍｉｃｒｏｃｙｓｔｉｎｓ， ＭＣｓ）量最大，
危害也最为严重． 据报道，自然界中已经有超过 ８５ 种 ＭＣｓ 的异构体，它们化学性质稳定，耐高温，不易挥发，
且一般的净水技术都不能有效去除 ＭＣｓ［１］ ． 国内外关于 ＭＣｓ 的研究也越来越多，ＭＣｓ 能够破坏细胞内的蛋

白磷酸化平衡，还会导致肝脏血液淤积以及低血容量性休克，最终导致哺乳动物死亡［２］ ． 世界卫生组织将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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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中 ＭＣ⁃ＬＲ 的最高浓度暂行标准定位 １ μｇ ／ Ｌ［３］ ． ＭＣｓ 是蓝藻毒素中对安全饮用水生产威胁最大的毒素

种类，由于其潜在的致癌性，ＭＣｓ 对人类健康和基础生态过程造成巨大威胁［４］ ． 虽然 ＭＣｓ 是由藻类产生在水

体中，但由于水体与陆地之间存在各种各样的物质和能量的交换，ＭＣｓ 通过一些途径也会进入土壤中，如用

含有藻毒素的水进行灌溉、直接用蓝藻作为肥料施用到田地以及河岸渗滤等措施［５⁃８］ ． 土壤中的 ＭＣｓ 会直接

对种植的陆生植物的生长造成影响，也会通过在一些陆生植物体内的积累而进入食物链，还会对地下水造

成污染，最后，也会对土壤中的生物造成影响． 因此，只有正确认识 ＭＣｓ 进入土壤后造成的危害，才能更好地

评估 ＭＣｓ 对土壤环境的影响及其生物安全风险．

１ 对陆生植物的影响

１．１ 对陆生植物生长的影响

不同的 ＭＣｓ 变体对于不同的植物有不同的毒性效应（表 １）． Ｋｕｒｋｉ⁃Ｈｅｌａｓｍｏ 等［９］ 的研究表明，在浓度为

５ μｇ ／ ｍｌ 的 ＭＣ⁃ＲＲ 影响下，白芥的种子萌发受到明显的抑制，而且在浓度达到 ２０～４０ μｇ ／ ｍｌ 时，其根系的生

长受到明显的抑制． Ｈａｍｖａｓ 等［１０］的研究也表明，ＭＣ⁃ＬＲ 抑制了芥末的生长，其鲜物质重、叶片和籽苗主根

的长度都有所减少，而其 ＰＯＤ 活性有所增加． Ｐｉｃｈａｒｄｏ 等［１１］对几种豆类中抗氧化酶活性受 ＭＣｓ 影响的研究

中指出，用 ５．０ μｇ ／ Ｌ 的 ＭＣ⁃ＬＲ 灌溉其籽苗后，其 ＰＯＤ、ＧＳＴ 和谷胱甘肽还原酶（ＧＲ）的活性均受到不同程度

的影响． ５０ 和 １００ μｇ ／ Ｌ 的 ＭＣｓ 能够影响蚕豆的生长、生节和氮吸收［１２］ ． ＭｃＥｌｈｉｎｅｙ 等［１３］对马铃薯的研究表

明，ＭＣ⁃ＬＲ 能够抑制植株生长（≥５ μｇ ／ Ｌ），减少根系数量（≥１０ μｇ ／ Ｌ），造成组织细胞坏死和降低叶绿素浓

度（≥５０ μｇ ／ Ｌ） ． 在浓度为 １．６～７．７ μｇ ／ ｍｌ 的 ３ 种不同 ＭＣｓ 变体的影响下，菜豆的光合作用受到明显的抑制．
水稻和甘蓝型油菜在不同浓度 ＭＣｓ（２４～ ３０００ μｇ ／ Ｌ）的影响下，其生长发育均有显著性差异［１４］ ． Ｐｒｉｅｔｏ

等［１５］的研究发现，ＭＣｓ 能够影响水稻的生长和氧化应激状态． 高浓度的 ＭＣ⁃ＬＲ（０．５ ～ ４ μｇ ／ ｍｌ）能够通过抑

制根系的伸长、冠根的形成以及侧根的发生来阻止水稻根系的形态发生［１６］ ． Ｃｈｅｎ 等［１７］关于 ＭＣｓ 对苹果、油
菜和水稻的研究还证实了 ＭＣｓ 能够引起植物 ＤＮＡ 的损伤． ＭＣｓ 对一些人类直接食用的植物的生长率也有

抑制作用，如西蓝花（Ｂｒａｓｓｉｃａ ｏｌｅｒａｃｅａ） ［１８］和菠菜［１９］ ． ＭＣｓ（５．９～５６．４ μｇ ／ Ｌ）菌株对莴苣（Ｌａｃｔｕｃａ ｓａｔｉｖａ）根系

的生长有明显的抑制作用［２０］ ． 用浓度为 ５０ ｍｇ ／ Ｌ 的 ＭＣ⁃ＲＲ 处理 １４４ ｈ 后，烟草“ＢＹ⁃２”细胞系（Ｎｉｃｏｔｉａｎａ
ｔａｂａｃｕｍ Ｌ． ｃｖ． Ｂｒｉｇｈｔ Ｙｅｌｌｏｗ ２）中有活性氧生成，细胞活性下降 ８０％ ［２１］ ． 用 ５．０ μｇ ／ Ｌ ＭＣｓ 处理过的紫花苜蓿

籽苗发芽率和根系生长都受到抑制，而且出现了明显的氧化应激作用［２２］ ．
总的来说，ＭＣｓ 能够影响很多陆生植物（表 １），造成其产量和品质的下降． 现有的研究还没能够清楚阐

述 ＭＣｓ 对植物生长影响的机制，长期低剂量 ＭＣｓ 对植物生长影响的研究也未见报道，所以 ＭＣｓ 对陆生植物

生长的影响还需长期、深入和系统的研究．
１．２ 在陆生植物体内的积累

国内外也有很多关于 ＭＣｓ 在陆生植物体内积累的研究（表 ２）． Ｓａｑｒａｎｅ 等［３２］研究了用含有 ＭＣｓ 的水灌

溉硬粒小麦、玉米、豌豆和兵豆后其生理变化． 结果表明，ＭＣｓ 在不同植物中积累的含量不同，同种植物的不

同器官中 ＭＣｓ 积累的含量也不同，一般是根中积累的 ＭＣｓ 含量要大于茎和叶． 用浓度为 ４．２０ μｇ ／ ｍｌ 的 ＭＣｓ
处理豌豆后，其根、茎和叶中 ＭＣｓ 含量分别为 １９０．８５、７９．１９ 和 １５６．８ μｇ ／ ｇ． 小麦根、茎、叶中积累的 ＭＣｓ 含量

分别为 １６．６６、１．１７ 和 １５．１７ μｇ ／ ｇ． 当用低浓度（０．５０ μｇ ／ ｍｌ）的 ＭＣｓ 处理这几种作物时，玉米植株内未检测到

ＭＣｓ，其他 ３ 种植物仍有不同程度的 ＭＣｓ 积累． Ｍｏｈａｍｅｄ 等［３３］用含有 ＭＣｓ 的水灌溉蔬菜后，６ 种蔬菜根系和

叶片内都检测到 ＭＣｓ，且植株体内 ＭＣｓ 的总量与灌溉水中 ＭＣｓ 的浓度呈正相关（ ｒ ＝ ０．９２），其中萝卜中 ＭＣｓ
含量最高，为 １．２ μｇ ／ ｇ（鲜重），卷心菜中 ＭＣｓ 含量最低，为 ０．０７ μｇ ／ ｇ（鲜重）． 除莳萝外，其他 ５ 种蔬菜积累

的 ＭＣｓ 含量都是根系中大于叶片中． １９９９ 年 Ｃｏｄｄ 等［１９］ 用含有铜绿微囊藻（Ｍｉｃｒｏｃｙｓｔｉｓ ａｅｒｕｇｉｎｏｓａ）（ＭＣ⁃ＬＲ
含量为 ３．２３ ｍｇ ／ ｋｇ（干重））的水喷灌莴苣，其叶片基部的 ＭＣ⁃ＬＲ 含量为 ０．０９４ ｍｇ ／ ｋｇ（干重），叶片末梢为

０．８８３ ｍｇ ／ ｋｇ（干重），叶片中部为 ２．４８７ ｍｇ ／ ｋｇ（干重）． Ｃｒｕｓｈ 等［３４］研究了用含有 ＭＣｓ 的湖水灌溉对黑麦草、
白三叶、油菜和生菜生长及其 ＭＣｓ 含量的影响，茎秆灌溉处理中，黑麦草和油菜的茎秆中检测不出 ＭＣｓ，而
生菜和白三叶中 ＭＣｓ 含量分别为 ０．７９ 和 ０．２０ ｍｇ ／ ｋｇ（干重），直接灌溉到根部处理中，根部 ＭＣｓ 含量最高的

是白三叶，为 １．４５ ｍｇ ／ ｋｇ（干重），生菜为 ０．６８ ｍｇ ／ ｋｇ（干重），黑麦草为 ０．２０ ｍｇ ／ ｋｇ（干重），最低的为油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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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微囊藻毒素对陆生植物生长的影响

Ｔａｂ．１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ｃｙｓｔｉ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ｐｌａｎｔｓ

植物种类 ＭＣｓ 种类 ＭＣｓ 浓度 ／ （μｇ ／ Ｌ） 影响 参考文献

甘蓝型油菜（Ｂｒａｓｓｉｃａ ｎａｐｕｓ） ＬＲ＋ＲＲ＋ＹＲ ２４～３０００ 超氧化物歧化酶（ ＳＯＤ）活性降低；过氧
化物酶（ＰＯＤ）活性增强

［１４］

≥１２０ 种子萌发和幼苗生长受到抑制

≥６００ 叶片失绿

３０００ 根尖坏死；叶片坏死

ＬＲ ０．９ 蛋白磷酸酶受到抑制 ［２３］
ＲＲ ≥１００ 生长受到抑制 ［２４］

小白菜（Ｂｒａｓｓｉｃａ ｃａｍｐｅｓｔｒｉｓ） ＲＲ ≥１００ 生长受到抑制 ［２４］
≥６００ 幼苗根系更短

３０００ 初生根受到抑制；ＳＯＤ 活性降低

红薯（ Ｉｐｏｍｏｅａ ｂａｔａｔａｓ） ＬＲ １９８８ 蛋白磷酸酶受到抑制；阻碍蔗糖诱导基
因的表达

［２５］

家独荇菜（Ｌｅｐｉｄｉｕｍ ｓａｔｉｖｕｍ） ＬＲ １０ 生长受到抑制；谷胱甘肽巯基转移酶
（ＧＳＴ）和脱氧核糖核酸酶活性增强

［２６］

莴苣（Ｌａｃｔｕｃａ ｓａｔｉｖａ） ＬＲ＋ＬＡ＋ＡＲ ５．９～５６．４ 根系生长受到抑制 ［２０］
ＬＲ ３０００～６０００ 芽伸长受到抑制；鲜重减少 ［２７］

苹果（Ｍａｌｕｓ ｐｕｍｉｌａ） ＲＲ＋ＬＲ＋ＹＲ ３００～３０００ 生长和分芽繁殖受到抑制；ＰＯＤ 和 ＳＯＤ
活性增强

［２８］

紫花苜蓿（Ｍｅｄｉｃａｇｏ ｓａｔｉｖａ） ＬＲ ５．０ 发芽和根系生长受到抑制；氧化胁迫 ［２２］
烟草（Ｎｉｃｏｔｉａｎａ ｔａｂａｃｕｍ） ＲＲ ５００００ ＢＹ⁃２ 细胞系中活性氧积累；细胞活性下降 ［２１］
水稻（Ｏｒｙｚａ ｓａｔｉｖａ） ＬＲ＋ＲＲ＋ＹＲ ２４～１２０ ＳＯＤ 活性增高 ［１４］

ＬＲ ５００～４０００ 根系的伸长、冠根的形成以及侧根的发
生受到抑制

［１６］

菜豆（Ｐｈａｓｅｏｌｕｓ ｖｕｌｇａｒｉｓ） ＬＲ ≥９９５０ 叶绿素含量减少；光合作用受到抑制；叶
片坏死

［２９］

ＬＲ １０００ 根褐变；侧根减少；介质吸收受到抑制；
叶片坏死

［１３］

ＬＲ ５．０ 抗氧化系统改变 ［１１］
白芥（Ｓｉｎａｐｉｓ ａｌｂａ） ＲＲ ５００～１０００ 生长受到抑制 ［９］

≥５０００ 茎秆畸形

１００００ 植物褐变

２００００ 阻碍根系生成

ＬＲ ３５００～３００００ 生长受到抑制；侧根减少；子叶组织坏
死；叶柄表皮毛缺失；花青素积累受到抑
制；脱氧核糖核酸酶活性增强

［１０］

３０００～５０００ 生长受到抑制；子叶中花青素形成受到
抑制

［３０］

马铃薯（Ｓｏｌａｎｕｍ ｔｕｂｅｒｏｓｕｍ） ＬＲ １０～１００ 生长受到抑制；根系数量减少 ［１３］
５０～５０００ 细胞组织坏死；叶绿素含量减少；根系发

育受到抑制

菠菜（Ｓｐｉｎａｃｉａ ｏｌｅｒａｃｅａ） ＬＲ ９９４ 蔗糖代谢受到抑制 ［３１］
硬粒小麦（Ｔｒｉｔｉｃｕｍ ｄｕｒｕｍ） ＲＲ、 ＬＲ、 ＹＲ、

（Ｈ４）、ＹＲ、 ＷＲ、ＦＲ
５００ 植株的高度、叶片数量和鲜重都减少 ［３２］

蚕豆（Ｖｉｃｉａ ｆａｂａ） ＤＭＣ⁃ＬＲ、 ＭＣ⁃（Ｈ４）⁃
ＹＲ、ＬＹ、Ｃ⁃ＦＲ、 ＬＲ

５０～１００ 抑制种子发芽；枝干和根系的干重减少；
结节生长抑制

［１２］

玉米（Ｚｅａ ｍａｙｓ） ＲＲ、 ＬＲ、 ＹＲ、
（Ｈ４）ＹＲ、ＷＲ、ＦＲ

２１００ 叶绿素 ａ、ｂ 含量减少；光合作用减弱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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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０．１２ ｍｇ ／ ｋｇ（干重）． 没有直接证据表明植株体内的 ＭＣｓ 会在根系和茎秆之间迁移． Ｊäｒｖｅｎｐää 等［１８］用含有

１ 和 １０ μｇ ／ Ｌ ＭＣｓ 的水来灌溉西兰花和白芥，在其植株中，只有根系中能检测到 ＭＣ⁃ＬＲ，分别为 ０．９ ～ ２．４ 和

２．５～２．６ μｇ ／ ｋｇ（鲜重）．
世界卫生组织将饮用水中 ＭＣ⁃ＬＲ 的最高含量暂行标准定位为 １ μｇ ／ Ｌ． 从以往的调查研究来看，根据正

常人的饮食习惯，农作物可食部分积累的 ＭＣｓ 含量远远超过人体能够接受的水平． 现有的研究中对于作物

中 ＭＣｓ 的提取与测定方法不尽相同，这有可能会导致测定结果之间存在差异性． 鉴于 ＭＣｓ 在植物（尤其是

直接食用的蔬菜等作物）中的积累问题越来越严重，有必要规范植物体内 ＭＣｓ 的提取及测定方法，并对 ＭＣｓ
污染严重的地区进行植物体内 ＭＣｓ 积累情况的调查．

２ 对地下水的影响

在全球水资源匮乏的今天，地下水是绝大部分人口日常用水的重要来源，是人类自然资源的重要部分，
工农业生产也离不开地下水资源． 在我国，以地下水为饮用水源的人口约有 ７０％ ，农村直接以地下水为饮用

水源的人口超过 ９５％ ，而全国以地下水灌溉的耕地约有 ４０％ ［３９］ ． ＭＣｓ 通过各种形式进入土壤后，对地下水

造成了一定影响．
Ｃｈｅｎ 等［７］对 ＭＣｓ 进入土壤后对地下水保护的风险评估进行过详细的研究，以 ３ 种 ＭＣｓ 变体 ＭＣ⁃ＲＲ、

ＭＣ⁃ＬＲ 和 ＭＣ⁃Ｄｈａ７ ＬＲ 为研究对象，研究其在土壤中的吸收、降解以及移动性． 淋溶实验表明，ＭＣ⁃ＲＲ 在淋

出液中的回收率为 ０～１６．７％ ；ＭＣ⁃ＬＲ 为 ７３．２％ ～８８．９％ ；ＭＣ⁃Ｄｈａ７ ＬＲ 为 ８．９％ ～ ７３．１％ ． ３ 种 ＭＣｓ 在土壤中都

有较强的移动性． 地表水中的 ＭＣｓ 在 ４ 周内会降解［４０⁃４１］ ． 然而，由于缺少细菌作用，地下水中的 ＭＣｓ 浓度经

过 １００ ｄ 都没有显著变化［４２］ ． 因此，在雨季的时候，将蓝藻水华当做有机肥料施在农田里会导致 ＭＣ⁃ＬＲ 等

微囊藻毒素淋溶进入地下水，造成地下水污染．
Ｅｙｎａｒｄ 等［４３］关于湖水中蓝藻毒素风险的研究中指出，在蓝藻水华暴发的时候（７ ８ 月）研究地区的土

壤净化蓝藻毒素的作用有限，在与地下水相连的水泵站中采集的水样中检测到了相当于 ６００ 和 １４７０ ｎｇ ／ Ｌ
的 ＭＣ⁃ＬＲ 毒素，地下水和饮用水仍然受到蓝藻毒素的威胁． Ｔｉａｎ 等［４４］研究了中国淮河流域癌症高发区地表

水和地下水中溶解的 ＭＣｓ． ５１．７％ 的地下水样品中检测出 ＭＣｓ，平均浓度为 ０．０６ μｇ ／ Ｌ，最高为 ０．４４６ μｇ ／ Ｌ．
研究区域地下水中的 ＭＣｓ 很有可能是因为河流中高浓度的 ＭＣｓ 的迁移，越来越多的 ＭＣ⁃ＲＲ 和 ＭＣ⁃ＬＲ 从河

流中转移到地下水中，地下水中的 ＭＣｓ 对直接饮用地下水的人们造成很大的潜在健康威胁．
由于河流、湖泊以及池塘附近的渗透作用，包括蓝藻细菌在内的微生物造成的地下水污染时有发生． 降

雨在藻类以及其产物向地下水迁移的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旦藻类及藻类孢子进入地下水后，只要

环境适宜（如适宜的光照和养分），它们便会发芽、生长． 由于很多蓝藻都会产生毒素，所以含有蓝藻的地下

水对水质影响巨大． Ｍｏｈａｍｅｄ 等［３３］ 对阿西尔地区地下井的调查研究表明，地下井中的浮游植物样品中蓝藻

占主要部分，而蓝藻中又以颤藻为主． 从地下井采取的浮游植物样品中检测出 ＭＣｓ 的最高浓度为 １１００ μｇ ／ ｇ
（干重）． 沙特阿拉伯的阿西亚地区，在一些不含有能产生 ＭＣｓ 的藻类及细菌的地下井中也检测出了 ＭＣｓ，
这说明受污染的地下井水也受到其他水源的渗透影响．

Ｃｈｅｎ 等［４５］研究了基于土壤处理机械收集蓝藻水华所带来的风险． 一旦蓝藻水华及含有毒素的水体被

转移到土壤界面，将不可避免地导致高浓度的 ＭＣｓ 进入土壤界面，随后在灌溉水以及雨水等的作用下，ＭＣｓ
和其他一些毒素则会从土壤表面转移进入地下水，造成地下水污染． 实验表明，当土壤中的 ＭＣｓ 浓度超过

２．５ μｇ ／ Ｌ 时，则有很高的淋溶可能． 实验中地下水样里的 ＭＣｓ 浓度为 ０．３～ １．３ μｇ ／ Ｌ． 所有样品中的 ＭＣｓ 浓

度均超过了促癌作用的限值． 由于地下水一旦被 ＭＣｓ 污染，治理起来非常困难，所以一定要保护好地下

水源．
目前对于 ＭＣｓ 污染地下水的研究还相对较少，对于 ＭＣｓ 污染地区的地下水的调查也不多见，而用地下

水作为直接饮用水源的人口众多，因此开展 ＭＣｓ 污染地区地下水调查工作刻不容缓，同时，应该开展针对地

下水 ＭＣｓ 污染治理方法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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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微囊藻毒素在陆生植物体内的积累

Ｔａｂ．２ Ｔｈｅ ｂｉｏ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ｃｙｓｔｉｎｓ ｉｎ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ｐｌａｎｔｓ

植物种类 ＭＣｓ 种类、浓度及含量 暴露时间 植株中 ＭＣｓ 的积累量 参考文献

硬粒小麦 ＭＣ⁃ＬＲ：０．５０、１．０５ 和 ４．２０ ｍｇ ／ Ｌ ３０ ｄ 根：０．１８、７．６、１６．６６ μｇ ／ ｇ（鲜重）
茎：ＮＤ、ＮＤ、１．１７ μｇ ／ ｇ（鲜重）
叶：ＮＤ、ＮＤ、１５．１７ μｇ ／ ｇ（鲜重）

［３２］

玉米 根：ＮＤ、７．５５、１８．７１ μｇ ／ ｇ（鲜重）
茎：ＮＤ、１．２９、７．６５ μｇ ／ ｇ（鲜重）
叶：ＮＤ、１．０１、５．８２ μｇ ／ ｇ（鲜重）

豌豆（Ｐｉｓｕｍ ｓａｔｉｖｕｍ） 根：０．２４、６．２３、１９０．８５ μｇ ／ ｇ（鲜重）
茎：ＮＤ、０．８８、７９．１９ μｇ ／ ｇ（鲜重）
叶：０．４１、５．５２、１５６．８ μｇ ／ ｇ（鲜重）

兵豆（Ｌｅｎｓ ｅｓｃｕｌｅｎｔａ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 根：１６、２４．５２、１６２．７９ μｇ ／ ｇ（鲜重）
茎：ＮＤ、２．３３、３６．６１ μｇ ／ ｇ（鲜重）
叶：０．３３、７、９８．３７ μｇ ／ ｇ（鲜重）

萝卜（Ｒａｐｈａｎｕｓ ｓａｔｉｖｕｓ）、芝麻菜（Ｅｒｕｃａ
ｓａｔｉｖ）、 生 菜 （ Ｌａｃｔｕｃａ ｓａｔｉｖａ ）、 莳 萝
（Ａｎｅｔｈｕｍ ｇｒａｖｅｏｌｅｎｓ）、欧芹（Ｐｅｔｒｏｓｅｌｉｎｕｍ
ｃｒｉｓｐｕｍ）、卷心菜（Ｂｒａｓｓｉｃａ ｏｌｅｒａｃｅａ）

ＭＣｓ：０．３～１．８ μｇ ／ Ｌ 整个生长季 在灌溉水浓度最高为 １．８ μｇ ／ Ｌ 时，萝卜
约为 １．２ μｇ ／ ｇ、芝麻菜约为 ０．８５ μｇ ／ ｇ、
生菜约为 ０． ４５ μｇ ／ ｇ、莳萝约为 ０． ８７
μｇ ／ ｇ、欧芹约为 ０．８７ μｇ ／ ｇ、卷心菜约
为 ０．８７ μｇ ／ ｇ（鲜重）

［３３］

黑麦草（ Ｌｏｌｉｕｍ ｐｅｒｅｎｎｅ）、白三叶（Ｔｒｉ⁃
ｆｏｌｉｕｍ ｒｅｐｅｎｓ）、甘蓝型油菜 （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
ｎａｐａ）、生菜

ＭＣｓ：１．６ ｍｇ ／ Ｌ 整个生长季 茎秆灌溉处理：黑麦草和油菜茎秆未
检出，白三叶和生菜分别为 ０．２０ ｍｇ ／
ｋｇ 和 ０．７９ ｍｇ ／ ｋｇ（干重）；
根部灌溉处理：白三叶为 １．４５ ｍｇ ／ ｋｇ、
生菜为 ０． ６８ ｍｇ ／ ｋｇ、黑麦草为 ０． ２０
ｍｇ ／ ｋｇ、油菜为 ０．１２ ｍｇ ／ ｋｇ（干重）

［３４］

西兰花 ＭＣｓ：浓度 ０、１、１０ μｇ ／ Ｌ，总量 ０、
２．６、２６ μｇ

２０ ｄ 只有根部检测出 ＭＣ⁃ＬＲ：０．９ ～ ２．４ μｇ ／
ｋｇ（鲜重）

［１８］

白芥 ＭＣｓ：浓度 ０、１、１０ μｇ ／ Ｌ，总量 ０、２．３、
２３ μｇ

１９ ｄ 只有根部检测出 ＭＣ⁃ＬＲ：２．５ ～ ２．６ μｇ ／
ｇ（鲜重）

青菜（Ｂｒａｓｓｉｃ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ＭＣ⁃ＬＲ：０．００８、０．０４、０．０８、０．４、０．８、
４ ｍｇ ／ Ｌ

７ ｄ ＭＣ⁃ＬＲ 含量：４０．２、１０３．７、１５６．２、２１４．９、
５３３．５、１６０９．４ μｇ ／ ｋｇ（鲜重）
ＭＣ⁃ＲＲ 含量：１２．９、１９．１、２６．２、３３．６、４４．０、
１０４．７ μｇ ／ ｋｇ（鲜重）

［３５］

甘蓝型油菜 ＭＣ⁃ＲＲ：０、１０、５０、１００、５００、１０００、
５０００ μｇ ／ Ｌ

７ ｄ ＭＣ⁃ＬＲ 含 量： ４８． ７４、 ６７． ７６、 ７８． ４３、
１０９．９３、２１５．８４、５４６．９４ μｇ ／ ｋｇ（鲜重）
ＭＣ⁃ＲＲ 含 量： １１． ２８、 １６． ８１、 ２８． ３２、
３３．８８、４７．８２、８４．６２ μｇ ／ ｋｇ（鲜重）

［３６］

甘蓝型油菜 蓝藻粗提物，ＭＣ⁃ＬＲ 浓度：０．０２４ ～
３．０００ ｍｇ ／ Ｌ

１０ ｄ ６５１ μｇ ／ ｋｇ（鲜重） ［１４］

水稻 ５．４ μｇ ／ ｋｇ（鲜重）
白三叶 ＭＣ⁃ＲＲ：０．０５、０．１、０．５、１、５ ｍｇ ／ Ｌ ７ ｄ ＭＣ⁃ＲＲ 含量： ８２、 １２６、 １５７、 １９６、 ５８２

μｇ ／ ｋｇ（鲜重）
［３７］

生菜 Ｍｉｃｒｏｃｙｓｔｉｓ ａｅｒｕｇｉｎｏｓａ 浸 提 物 中
ＭＣ⁃ＬＲ 含量为 ３．２３ ｍｇ ／ ｋｇ（干重）

整个生长季 ＭＣ⁃ＬＲ 在叶片中含量为：基部 ０． ０９４
ｍｇ ／ ｋｇ（干重）；中部 ２． ４８７ ｍｇ ／ ｋｇ （干
重）；末梢 ０．８８３ ｍｇ ／ ｋｇ（干重）

［１９］

黑麦草 ＭＣ⁃ＬＲ：０．０４、０．０８、０．４、０．８、４ ｍｇ ／ Ｌ ７ ｄ ＭＣ⁃ＬＲ 含量：０、０．３、３． ５６、６． ３７、３９． ４８
ｍｇ ／ ｋｇ（干重）

［３８］

菜豆 ＭＣ⁃ＬＲ：１．１２ ｍｇ ／ Ｌ １８ ｄ 整株浸提液 ＭＣ⁃ＬＲ 含量为 １９．１ ｍｇ ／ ｋｇ ［１３］



９３０　　 Ｊ． Ｌａｋｅ Ｓｃｉ．（湖泊科学），２０１６，２８（５）

３ 对土壤生物的影响

ＭＣｓ 的致毒机理目前主要有 ３ 种解释：对蛋白磷酸酶的抑制作用、对细胞的氧化胁迫和内质网应激．
ＭＣｓ 能够抑制苏氨酸和丝氨酸蛋白磷酸酶（ｐｒｏｔｅｉｎ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ａｓｅｓ， ＰＰｓ）１ 以及 ２Ａ 的活性，而蛋白磷酸酶在一

系列的生理生化反应中有重要作用，所以当其活性被抑制后，会破坏细胞内的蛋白磷酸化平衡，损害细

胞［４６］ ；当 ＭＣｓ 进入生物体后，使得细胞内活性氧簇（ ｒｅａｃｔｉｖｅ ｏｘｙｇｅ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ＯＳ）急剧产生，细胞内抗氧化

系统受到影响，ＳＯＤ、ＧＳＨ、过氧化氢酶（ＣＡＴ）等都会改变，大量的 ＲＯＳ 还会导致膜脂过氧化、对 ＤＮＡ 造成损

伤、与细胞膜和生物大分子物质发生作用，引起细胞和组织损伤［４７⁃４８］ ；关于内质网应激的研究目前还很少，
可能是由 ＭＣｓ 促使折叠的蛋白质在内质网内腔的积累而导致的［４９］ ． 但对于像蓝藻这样的原核生物微生物

来说，ＭＣｓ 的致毒机理是否相同还不确定，还没有研究证实原核生物中存在和真核生物类似的蛋白磷酸酶

基因，因此在原核生物中，ＭＣｓ 抑制蛋白磷酸酶不一定会对其产生影响，但 ＭＣｓ 对细胞的氧化胁迫同样会影

响原核微生物，使其细胞内的生理生化特性发生改变． 同样，对于作为真核生物的土壤动物来说，ＭＣｓ 势必

也会对它们的生长产生影响．
ＭＣｓ 对细菌和真菌的影响机制目前还没有明确的认识． 关于 ＭＣｓ 对水体中细菌和真菌的影响作用国内

外已经有所研究，Ｖａｌｄｏｒ 等的研究发现［５０］ ，用微囊藻粗提物和纯的 ＭＣ⁃ＲＲ 处理大肠杆菌（Ｓｔｒｅｐｔｏｖｅｒｔｉｃｉｌｌｉｕｍ
ｓｐ．）和链霉菌（Ｅｓｃｈｅｒｉｃｈｉａ ｃｏｌｉ），它们的生长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但不致死． 而 Ｓｉｎｇｈ 等［５１］ 对绿藻、
蓝藻细菌、异养细菌和真菌的研究发现，微囊藻的粗提取物和纯的 ＭＣｓ 只对绿藻和蓝藻的生长有抑制作用，
而对其他没有影响． 刘玲莉等［５２］研究发现，微囊藻的提取液对其胶鞘上伴生的细菌假单胞菌（Ｐｓｅｕｄｏｍｏｎａｓ
ｓｐ．）的生长不但没有抑制，反而有促进作用，并可取代酵母膏提供其生长所需的生长因子等营养物质． Ｄｉｘｏｎ
等［５３］的研究指出，２．５ ｍｇ ／ Ｌ 的 ＭＣｓ 会促进溶酶菌进入大肠杆菌． 国内也有关于 ＭＣｓ 能够改变细胞膜透性的

研究，杨翠云［５４］也发现纯微囊藻毒素 ＭＣ⁃ＲＲ 对大肠杆菌和枯草芽孢杆菌的生长及细胞活性具有短暂的抑

制应，并且能够促进细胞膜对溶酶菌的通透性，促进细胞内可溶性糖和蛋白的外渗；ＭＣ⁃ＲＲ 对大肠杆菌和枯

草芽孢杆菌的氧化胁迫具有一定的时间和剂量效应． 由于不同的细菌和真菌结构和抗性不同，ＭＣｓ 对其影

响作用效果也不尽相同． 从这些研究中可以看出，ＭＣｓ 能够改变细胞膜的渗透性而使大分子化合物进入细

胞，这将会对生态系统中细菌和真菌的数量造成一定影响，并在细菌和真菌种类竞争中具有重要的生态学

功能［５５⁃５７］ ．
目前关于 ＭＣｓ 对土壤微生物直接影响的报道尚不多见． ２０１５ 年 Ｃｏｒｂｅｌ 等［５８］ 对土壤－植物系统中含有

ＭＣｓ 的蓝藻粗提物的植物毒性和生态毒性的可能性进行了评估． 用含有 ＭＣｓ（浓度相当于 ０．１ ｍｇ ／ Ｌ ＭＣ⁃ＬＲ）
的水灌溉土壤 １４ ｄ 后，土壤中的芳基硫酸酯酶、磷酸酶、脲酶和 β⁃Ｄ⁃葡萄糖苷酶活性受 ＭＣｓ 影响均不显著，
但低浓度的 ＭＣｓ 显著增加了土壤中的硝化势，最大约为空白处理的 ５ 倍． 不同 ＭＣｓ 浓度处理的土壤中细菌

和古菌的 １６Ｓ ｒＲＮＡ 基因丰度没有显著变化，氨氧化古菌 ａｍｏＡ 基因丰度也没有显著变化，然而不同浓度

ＭＣｓ 处理后的土壤中氨氧化细菌 ａｍｏＡ 基因丰度均显著增加． 但因为实验中的土壤种植了作物，所以土壤中

这些微生物的变化有可能是由于植物根系活动影响造成的． 因此，关于纯 ＭＣｓ 对土壤微生物的影响还需进

一步的研究．
国内外尚无关于 ＭＣｓ 对土壤动物影响的报道，土壤动物在生态系统中举足轻重，一方面积极同化各种

有用物质以建造其自身，另一方面又将其排泄物归还到环境中不断改造环境． ＭＣｓ 进入土壤后必然会对生

活在其中的土壤动物产生影响． ＭＣｓ 对土壤动物的毒性作用还亟待研究，需要开展的研究包括 ＭＣｓ 对土壤

动物的急性毒性（如存活、摄食）、慢性毒性（如生长、繁殖）、对其生理生化的影响（如蛋白酶、磷酸酶活性）、
对其行为及分布的影响等．

４ 展望

由于全球气候变化等原因，水体富营养化问题在水生生态系统，尤其是湖泊和水库中越来越严重，蓝藻

水华在咸水和淡水水体中频发，且范围越来越广． ＭＣｓ 存在于全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天然水体中． 随着

ＭＣｓ 污染范围的逐渐扩大，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渐渐地将目光从湖泊、水库等水体上转移到了土壤中来． 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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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个复杂的自然体，与人类生产、生活息息相关． 进入土壤的 ＭＣｓ 将会对土壤相关的各种生物产生影响，包
括陆生植物甚至人类． 因此，在 ＭＣｓ 对人类健康影响的风险评估中，以及在评价 ＭＣｓ 污染严重的湖泊及水

库周边的农业生产质量和土壤质量过程中，全面了解 ＭＣｓ 进入土壤后对植物、地下水以及土壤生物的影响

以及其作用机制十分迫切和必要．
关于进入土壤生态系统中 ＭＣｓ 的研究开展得较早，但大部分研究集中在地上部分，对陆生植物影响的

研究相对较多，而对土壤生物方面的研究则较为缺乏． 在已有的研究中，已经认识到 ＭＣｓ 经过各种途径进入

土壤后，会对种植在土壤上的作物生长造成影响，也会在一些作物体内积累，这样不但会影响作物的产量和

品质，而且会对以此作物为食的人类的健康造成威胁；由于在土壤中的移动性以及雨水等的作用，ＭＣｓ 往往

会对地下水造成污染，这对直接饮用地下水的人群的身体健康也造成了极大威胁，而且用 ＭＣｓ 污染的地下

水进行灌溉，又会对作物产生影响；土壤动物在土壤生态系统中担负着消费者和分解者的多重角色，在土壤

的形成、熟化以及在生态系统的能量转化和物质循环中都起着重要作用． 土壤微生物是土壤生物活性的重

要组分，是土壤性质的一个重要方面，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几乎所有的土壤过程． ＭＣｓ 进入土壤后对土壤生

物造成影响，长此以往势必会影响土壤的质量． 但尚有一些问题亟需解决，如目前还没有蓝藻水华污染严重

的一些湖泊、水库周边的土壤、植物和地下水中 ＭＣｓ 的调查数据，无法估计 ＭＣｓ 对人类健康影响的风险值；
ＭＣｓ 对植物生长影响的作用机制尚不明确，ＭＣｓ 的含量与作物生长受影响程度以及作物中的积累量的剂量

效应关系也不明确，缺乏长时间低剂量的 ＭＣｓ 对作物生长影响的研究；现有的研究都集中在粮食作物以及

蔬菜作物上，很少有关于经济作物（如果树等）对 ＭＣｓ 积累的研究；缺乏关于 ＭＣｓ 对土壤生物影响的研究，
现在关于 ＭＣｓ 对水生生物影响的研究有很多，但国内外尚无 ＭＣｓ 对土壤中一些大型动物（如环节动物、节
肢动物和软体动物等）影响的研究，对土壤微生物的影响作用也鲜有研究． 因此，目前还无法评估 ＭＣｓ 对土

壤质量的影响作用．
针对目前的研究现状以及上述存在的问题，建议今后的研究工作重点可以放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全面调查 ＭＣｓ 污染区域的土壤、植物以及地下水中的 ＭＣｓ 种类、含量以及分布． 为准确评估 ＭＣｓ 对

人类健康影响的风险值奠定基础．
２）加强 ＭＣｓ 对植物生长影响的作用机制的研究；阐明 ＭＣｓ 与植物的剂量效应关系，调查研究 ＭＣｓ 在污

染区域种植较多较广的经济作物中的积累作用以及对作物品质的影响． 从而有效控制 ＭＣｓ 在土壤－植物系

统中的迁移和生态风险．
３）全面开展 ＭＣｓ 对土壤生物影响的研究，主要是对土壤微生物的研究，包括微囊藻毒素对土壤酶活性、

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以及土壤微生物功能的影响，以及对其他土壤动物生长、多样性及分布格局的影响，为
ＭＣｓ 污染区域的土壤质量评估提供依据．

５ 参考文献

［ １ ］　 Ｒｉｖａｓｓｅａｕ Ｃ， Ｍａｒｔｉｎｓ Ｓ， Ｈｅｎｎｉｏｎ ＭＣ．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ｍｅ ｐｈｙｓｉｃ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ｃｙｓｔｉｎｓ （ｃｙａｎ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ｔｏｘｉｎ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ｃｅ ｌｅｖｅ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ｕｓｉｎｇ ｌｉｑｕｉｄ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１９９８，
７９９ （１ ／ ２）： １５５⁃１６９．

［ ２ ］ 　 Ｄｚｉｇａ Ｄ， Ｗａｓｙｌｅｗｓｋｉ Ｍ， Ｗｌａｄｙｋａ Ｂ ｅｔ ａｌ．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ｃｙｓｔｉｎｓ．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Ｔｏｘｉ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３，
２６（６）： ８４１⁃８５２．

［ ３ ］ 　 Ｋｉｒｓｔｅｎ Ｃ， Ｈａｎｎｅ Ｋ． Ｔｏｘｉｃ ｃｙａｎ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Ａ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 Ｌｉｍｎｏｌｏｇｙ ＆ 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２０００， ４５（５）： １２１２．

［ ４ ］ 　 Ｒａｓｔｏｇｉ ＲＰ， Ｓｉｎｈａ ＲＰ， Ｉｎｃｈａｒｏｅｎｓａｋｄｉ Ａ． Ｔｈｅ ｃｙａｎｏｔｏｘｉｎ⁃ｍｉｃｒｏｃｙｓｔｉｎｓ：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Ｒｅｖｉｅｗｓ ｉ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Ｂｉｏ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４， １３（２）： ２１５⁃２４９．

［ ５ ］ 　 Ｍｏｒｒｉｓ ＲＪ，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ＤＥ， Ｌｕｕ ＨＡ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ｃｙｓｔｉｎ⁃ＬＲ ｂｙ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ｃｌａｙ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Ｔｏｘｉｃｏｎ， ２０００， ３８
（２）： ３０３⁃３０８．

［ ６ ］ 　 Ｍｉｌｌｅｒ ＭＪ， Ｃｒｉｔｃｈｌｅｙ ＭＭ， Ｈｕｔｓｏｎ Ｊ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ｙａｎ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ｈｅｐａｔｏｔｏｘｉｎｓ ｆｒｏｍ ｗａｔｅｒ ｏｎｔｏ ｓｏｉｌ ｄｕｒｉｎｇ ｂａｔｃｈ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０１， ３５（６）： １４６１⁃１４６８．

［ ７ ］ 　 Ｃｈｅｎ Ｗ， Ｓｏｎｇ ＬＲ， Ｇａｎ ＮＱ ｅｔ ａｌ． 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ｃｙｓｔｉ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ｓｏｉｌｓ： Ｒｉｓｋ ａｓ⁃



９３２　　 Ｊ． Ｌａｋｅ Ｓｃｉ．（湖泊科学），２０１６，２８（５）

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２００６， １４４（３）： ７５２⁃７５８．
［ ８ ］ 　 Ｒａｐａｌａ Ｊ， Ｓｉｖｏｎｅｎ Ｋ， Ｌｙｒａ Ｃ ｅｔ 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ｃｙｓｔｉｎｓ， ｃｙａｎ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ｈｅｐａｔｏｔｏｘｉｎｓ， ｉｎ Ａｎａｂａｅｎａ ｓｐｐ． ａｓ ａ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ｒｏｗｔｈ ｓｔｉｍｕｌｉ．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 １９９７， ６３ （６）： ２２０６⁃２２１２．
［ ９ ］ 　 Ｋｕｒｋｉ⁃Ｈｅｌａｓｍｏ Ｋ， Ｍｅｒｉｌｕｏｔｏ Ｊ． Ｍｉｃｒｏｃｙｓｔｉｎ ｕｐｔａｋｅ ｉｎｈｉｂｉｔｓ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ａｓ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ｍｕｓｔａｒｄ （Ｓｉｎａｐｓｉｓ ａｌ⁃

ｂａ Ｌ．）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 Ｔｏｘｉｃｏｎ， １９９８， ３６（１２）： １９２１⁃１９２６．
［１０］ 　 Ｈａｍｖａｓ ＭＭ， Ｍａｔｈｅ Ｃ， Ｍｏｌｎａｒ Ｅ ｅｔ ａｌ． Ｍｉｃｒｏｃｙｓｔｉｎ⁃ＬＲ ａｌｔｅｒｓ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ｔｈｏｃｙａｎｉ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ｉｎｇｌｅ⁃ｓｔｒａｎｄｅｄ ＤＮａｓｅ

ｅｎｚｙｍ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Ｓｉｎａｐｓｉｓ ａｌｂａ Ｌ．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Ｔｏｘｉ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３， ６２（１）： １⁃９．
［１１］ 　 Ｐｉｃｈａｒｄｏ Ｓ， Ｐｆｌｕｇｍａｃｈｅｒ Ｓ．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ｏｆ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ｂｅａｎ ｖａｒｉａｎｔｓ ｔｏ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ＭＣ⁃ＬＲ ａｎｄ ｃｙａｎ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ｃｒｕｄｅ ｅｘｔｒａｃ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Ｔｏｘｉ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１， ２６（３）： ３００⁃３０６．
［１２］ 　 Ｌａｈｒｏｕｎｉ Ｍ， Ｏｕｆｄｏｕ Ｋ， Ｆａｇｈｉｒｅ Ｍ ｅｔ ａｌ． Ｃｙａｎ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ｅｘｔｒａｃｔｓ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ｍｉｃｒｏｃｙｓｔｉｎｓ ａ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ｎｏｄ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ｕｐｔａｋｅ ｏｆ ｆａｂａ ｂｅａｎ （Ｖｉｃｉａ ｆａｂａ Ｌ．， Ｆａｂａｃｅａｅ） ． Ｅｃｏｔｏｘｉ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２， ２１（３）： ６８１⁃６８７．
［１３］ 　 ＭｃＥｌｈｉｎｅｙ Ｊ， Ｌａｗｔｏｎ ＬＡ， Ｌｅｉｆｅｒｔ Ｃ．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ｃｙｓｔｉｎｓ ｏｎ ｐｌａｎ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ｏｘｉｃ⁃

ｉｔｙ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ｔｉｓｓｕｅｓ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Ｔｏｘｉｃｏｎ， ２００１， ３９（９）： １４１１⁃１４２０．
［１４］ 　 Ｃｈｅｎ Ｊ， Ｓｏｎｇ Ｌ， Ｄａｉ Ｊ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ｃｙｓｔｉ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ｓｕｐｅｒｏｘｉｄｅ ｄｉｓｍｕｔａｓｅ ａｎｄ ｐｅｒｏｘｉｄａｓｅ

ｏｆ ｒａｐｅ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 ｎａｐｕｓ Ｌ．） ａｎｄ ｒｉｃｅ （Ｏｒｙｚａ ｓａｔｉｖａ Ｌ．） ． Ｔｏｘｉｃｏｎ， ２００４， ４３（４）： ３９３⁃４００．
［１５］ 　 Ｐｒｉｅｔｏ Ａ， Ｃａｍｐｏｓ Ａ， Ｃａｍｅａｎ Ａ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ｒｉｃｅ ｐｌａｎｔｓ （Ｏｒｙｚａ ｓａｔｉｖａ） ｅｘｐｏｓｅｄ

ｔｏ ｔｗｏ ｅｘｔｒａｃｔｓ ｏｆ ｔｏｘｉｎ⁃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ｃｙａｎ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Ａｐｈａｎｉｚｏｍｅｎｏｎ ｏｖａｌｉｓｐｏｒｕｍ ａｎｄ Ｍｉｃｒｏｃｙｓｔｉｓ ａｅｒｕｇｉｎｏｓａ）． Ｅｃｏｔｏｘｉｃｏｌｏｇｙ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ａｆｅｔｙ， ２０１１， ７４（７）： １９７３⁃１９８０．

［１６］ 　 Ｃｈｅｎ Ｊ， Ｈａｎ ＦＸ， Ｗａｎｇ Ｆ ｅｔ ａｌ．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ｈｙｔｏ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ｃｙｓｔｉｎ⁃ＬＲ ｉｎ ｒｉｃｅ （Ｏｒｙｚａ ｓａｔｉｖａ）． Ｅｃｏｔｏｘｉｃｏｌｏｇｙ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ａｆｅｔｙ， ２０１２， ７６（２）： １９３⁃１９９．

［１７］ 　 Ｃｈｅｎ ＪＺ， Ｙｅ ＪＹ， Ｚｈａｎｇ ＨＹ ｅｔ ａｌ． 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 ｔｏｘｉｃ ｃｙａｎ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ＤＮＡ ｄａｍａｇｅ ｉｎ ａｐｐｌｅ （Ｍａｌｕｓ ｐｕｍｉｌａ）， ｒａｐｅ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 ｎａｐｕｓ） ａｎｄ ｒｉｃｅ （Ｏｒｙｚａ ｓａｔｉｖ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ａｚａｒｄｏｕｓ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２０１１， １９０（ｓ １ ／ ２ ／ ３）： ２４０⁃２４４．

［１８］ 　 Ｊäｒｖｅｎｐää Ｓ， Ｌｕｎｄｂｅｒｇ⁃Ｎｉｉｎｉｓｔö Ｃ， Ｓｐｏｏｆ Ｌ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ｃｙｓｔｉｎｓ ｏｎ ｂｒｏｃｃｏｌｉ ａｎｄ ｍｕｓｔａｒｄ，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ａｃｃｕｍｕ⁃
ｌａｔｅｄ ｔｏｘｉｎ ｂｙ ｌｉｑｕｉｄ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ｍａｓｓ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 Ｔｏｘｉｃｏｎ， ２００７， ４９（６）： ８６５⁃８７４．

［１９］ 　 Ｃｏｄｄ ＧＡ， Ｍｅｔｃａｌｆ ＪＳ， Ｂｅａｔｔｉｅ ＫＡ．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ｃｙｓｔｉｓ ａｅｒｕｇｉｎｏｓａ ａｎｄ ｍｉｃｒｏｃｙｓｔｉｎ ｂｙ ｓａｌａｄ ｌｅｔｔｕｃｅ （Ｌａｃｔｕｃａ ｓａｔｉｖａ）
ａｆｔｅｒ ｓｐｒａｙ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ｃｙａｎ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Ｔｏｘｉｃｏｎ， １９９９， ３７（８）： １１８１⁃１１８５．

［２０］ 　 Ｐｅｒｅｉｒａ Ｓ， Ｓａｋｅｒ ＭＬ， Ｖａｌｅ Ｍ ｅｔ 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ｇｒａｓｓｅｓ （Ｌｏｌｉｕｍ ｐｅｒｅｎｎｅ Ｌ． ａｎｄ Ｆｅｓｔｕｃａ ｒｕｂｒａ Ｌ．） ａｎｄ ｌｅｔ⁃
ｔｕｃｅ （Ｌａｃｔｕｃａ ｓａｔｉｖａ Ｌ．） ｅｘｐｏｓｅｄ ｔｏ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ｍｉｃｒｏｃｙｓｔｉｎｓ．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 Ｔｏｘ⁃
ｉ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９， ８３（１）： ８１⁃８４．

［２１］ 　 Ｙｉｎ Ｌ， Ｈｕａｎｇ Ｊ， Ｈｕａｎｇ Ｗ ｅｔ ａｌ． Ｍｉｃｒｏｃｙｓｔｉｎ⁃ＲＲ⁃ｉｎｄｕｃｅｄ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ａｃｔｉｖｅ ｏｘｙｇｅ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ａｌｔ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ｔｉｏｘｉ⁃
ｄａ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ｎ ｔｏｂａｃｃｏ ＢＹ⁃２ ｃｅｌｌｓ． Ｔｏｘｉｃｏｎ， ２００５， ４６（５）： ５０７⁃５１２．

［２２］ 　 Ｐｆｌｕｇｍａｃｈｅｒ Ｓ， Ｊｕｎｇ Ｋ， Ｌｕｎｄｖａｌｌ Ｌ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ｙａｎ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ｔｏｘｉｎｓ ａｎｄ ｃｙａｎ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ｃｅｌｌ⁃ｆｒｅｅ ｃｒｕｄｅ ｅｘｔｒａｃｔ ｏｎ ｇｅｒ⁃
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ｌｆａｌｆａ （Ｍｅｄｉｃａｇｏ ｓａｔｉｖａ）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Ｔｏｘｉｃｏｌｏｇｙ ＆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２００６， ２５
（９）： ２３８１⁃２３８７．

［２３］ 　 ＭａｃＫｉｎｔｏｓｈ Ｃ， Ｂｅａｔｔｉｅ ＫＡ， Ｋｌｕｍｐｐ Ｓ ｅｔ ａｌ． Ｃｙａｎ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ｍｉｃｒｏｃｙｓｔｉｎ⁃ＬＲ ｉｓ ａ ｐｏ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ａｓｅｓ １ ａｎｄ ２Ａ ｆｒｏｍ ｂｏｔｈ ｍａｍｍａｌｓ ａｎ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ｐｌａｎｔｓ． Ｆｅｂｓ Ｌｅｔｔｅｒｓ， １９９０， ２６４（２）： １８７⁃１９２．

［２４］ 　 Ｌｉｕ ＢＢ， Ｇｏｎｇ Ｙ， Ｘｉａｏ ＢＤ ｅｔ ａｌ． Ａ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ｃｙｓｔｉｎ⁃ＲＲ ｉｎ ｃｒｏｐｌａｎ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０８， ８６（３）： ５６６⁃５７４．

［２５］ 　 Ｔａｋｅｄａ Ｓ， Ｍａｎｏ Ｓ， Ｏｈｔｏ Ｍ ｅｔ ａｌ．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ｓ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ａｓｅｓ １ ａｎｄ ２Ａ ｂｌｏｃｋ ｔｈｅ ｓｕｇａｒ⁃ｉｎｄｕｃｉｂｌｅ ｇｅｎ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ｐｌａｎｔｓ． Ｐｌａｎｔ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 １９９４， １０６（２）： ５６７⁃５７４．

［２６］ 　 Ｇｅｈｒｉｎｇｅｒ ＭＭ， Ｋｅｗａｄａ Ｖ， Ｃｏａｔｅｓ Ｎ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Ｌｅｐｉｄｉｕｍ ｓａｔｉｖｕｍ ｉｎ ａ ｐｌａｎｔ ｂｉｏａｓｓａ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
ｃｒｏｃｙｓｔｉｎ⁃ＬＲ． Ｔｏｘｉｃｏｎ， ２００３， ４１（７）： ８７１⁃８７６．

［２７］ 　 Ｗａｎｇ Ｚ， Ｘｉａｏ Ｂ， Ｓｏｎｇ Ｌ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ｃｙｓｔｉｎ⁃ＬＲ， ｌｉｎｅａｒ ａｌｋｙｌｂｅｎｚｅｎｅ ｓｕｌｆｏｎａｔ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ｍｉｘｔｕｒｅ ｏｎ ｌｅｔｔｕｃｅ （Ｌａｃ⁃
ｔｕｃａ ｓａｔｉｖａ Ｌ．） ｓｅｅｄｓ ａｎｄ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 Ｅｃｏｔｏｘｉ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１， ２０（４）： ８０３⁃８１４．

［２８］ 　 Ｃｈｅｎ Ｊ， Ｄａｉ Ｊ， Ｚｈａｎｇ Ｈ ｅｔ ａｌ． Ｂｉｏ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ｃｙｓｔｉ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ｅ （Ｍａｌｕｓ ｐｕｍｉｌａ） ． Ｅｃｏ⁃
ｔｏｘｉ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０， １９（４）： ７９６⁃８０３．

［２９］ 　 Ａｂｅ Ｔ， Ｌａｗｓｏｎ Ｔ， Ｗｅｙｅｒｓ ＤＢ ｅｔ ａｌ． Ｍｉｃｒｏｃｙｓｔｉｎ⁃ＬＲ ｉｎｈｉｂｉｔｓ 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ｏｆ Ｐｈａｓｅｏｌｕｓ ｖｕｌｇａｒｉｓ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ｌｅａｖｅｓ： ｉｍ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ｐｒａｙ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Ｎｅｗ Ｐｈｙｔｏｌｏｇｉｓｔ， １９９６， １３３（４）： ６５１⁃６５８．



操　 庆等：土壤－作物系统中微囊藻毒素生态毒性的研究进展和展望 ９３３　　

［３０］　 Ｈａｍｖａｓ ＭＭ， Ｍáｔｈé Ｃ， Ｖａｓａｓ Ｇ ｅｔ ａｌ． Ｃｙｌｉｎｄｒｏｓｐｅｒｍｏｐｓｉｎ ａｎｄ ｍｉｃｒｏｃｙｓｔｉｎ⁃ＬＲ ａｌｔｅｒ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ｅｒｏｘｉ⁃
ｄａｓｅ ｅｎｚｙｍ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ｗｈｉｔｅ ｍｕｓｔａｒｄ （ Ｓｉｎａｐｉｓ ａｌｂａ Ｌ．）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ｃｔａ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 Ｈｕｎｇａｒｉｃａ，
２０１０， ６１（Ｓｕｐｐｌ １）： ３５⁃４８．

［３１］ 　 Ｓｉｅｇｌ Ｇ， ＭａｃＫｉｎｔｏｓｈ Ｃ， Ｓｔｉｔｔ Ｍ． Ｓｕｃｒｏｓｅ⁃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ｓｙｎｔｈａｓｅ ｉｓ ｄｅ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ｙ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ａｓｅ ２Ａ ｉｎ ｓｐｉｎａｃｈ
ｌｅａｖｅｓ．Ｆｅｂｓ Ｌｅｔｔｅｒｓ， １９９０， ２７０（１ ／ ２）： １９８⁃２０２．

［３２］ 　 Ｓａｑｒａｎｅ Ｓ， Ｏｕａｈｉｄ Ｙ， Ｅｌ Ｇｈａｚａｌｉ Ｉ ｅｔ ａｌ．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ｒｉｔｉｃｕｍ ｄｕｒｕｍ， Ｚｅａ ｍａｙｓ， Ｐｉｓｕｍ ｓａｔｉｖｕｍ ａｎｄ Ｌｅｎｓ ｅｓ⁃
ｃｕｌｅｎｔａ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ｍｉｃｒｏｃｙｓｔｉｎｓ： ａ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ｘｉ⁃
ｃｏｎ， ２００９， ５３（７ ／ ８）： ７８６⁃７９６．

［３３］ 　 Ｍｏｈａｍｅｄ ＺＡ， Ｓｈｅｈｒｉ ＡＭＡ． Ｍｉｃｒｏｃｙｓｔｉｎｓ ｉｎ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ｗｅｌｌ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ｒｒｉｇ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ｅｄ ｗａｔｅｒｓ ｉｎ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ａｚａｒｄｏｕｓ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２００９， １７２（１）： ３１０⁃３１５．

［３４］ 　 Ｃｒｕｓｈ ＪＲ， Ｂｒｉｇｇｓ ＬＲ， Ｓｐｒｏｓｅｎ ＪＭ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ｌａｋｅ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ｍｉｃｒｏｃｙｓｔｉｎｓ ｏｎ ｍｉｃｒｏｃｙｓｔｉ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ｒｙｅｇｒａｓｓ， ｃｌｏｖｅｒ， ｒａｐｅ， ａｎｄ ｌｅｔｔｕｃ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Ｔｏｘｉ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８， ２３（２）： ２４６⁃２５２．

［３５］ 　 Ｌｉ Ｈｕｉｍｉｎｇ， Ｘｕｅ Ｙａｎｆｅｎｇ， Ｙｉ Ｎｅｎｇ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ｃｙｓｔｉ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ａｂｂａｇｅ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Ｌ．）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０９， ２５（３）： ６８０⁃６８４（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
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李慧明， 薛延丰， 易能等． 藻毒素对青菜生长的影响及其在幼苗体内的积累． 江苏农业学报， ２００９，
２５（３）： ６８０⁃６８４．］

［３６］ 　 Ｙｉ Ｎｅｎｇ， Ｘｕｅ Ｙａｎｆｅｎｇ， Ｌｉ Ｈｕｉｍｉｎｇ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ｃｙｓｔｉ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 ｅｎｚｙｍｅｓ ｉｎ
ｒａｐｅ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 Ａｃｔａ Ｂｏｔａｎｉｃａ Ｂｏｒｅａｌｉ⁃Ｏｃｃｉｄｅｎｔａｌｉ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２００９， ２９（６）： １２０７⁃１２１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易能， 薛延丰， 李慧明等． 微囊藻毒素对油菜幼苗生长及抗氧化酶活性的影响． 西北植物学报， ２００９， ２９（６）：
１２０７⁃１２１３．］

［３７］ 　 Ｘｕｅ Ｙａｎｆｅｎｇ， Ｌｉ Ｈｕｉｍｉｎｇ， Ｙｉ Ｎｅｎｇ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ＭＣ⁃ＲＲ ｏｎ ｔｈｅ ｓｅｅｄ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ｉｎ Ｔｒｉｆｏｌｉｕｍ ｒｅｐｅｎｓ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 Ａｃｔａ Ｐｒａｔａｃｕｌｔｕｒａｅ Ｓｉｎｉｃａ， ２００９， １８（６）： １８０⁃１８５（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
ｓｔｒａｃｔ） ．［薛延丰， 李慧明， 易能等． 微囊藻毒素（ＭＣ⁃ＲＲ）对白三叶种子萌发及幼苗生理生化特性影响． 草业学报，
２００９， １８（６）： １８０⁃１８５．］

［３８］ 　 Ｇｅｎｇ Ｚｈｉｍｉｎｇ， Ｇｕ Ｙｉｎｇｙｉｎｇ， Ｗａｎｇ Ｐｅ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ｃｙｓｔｉｎ ｏ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ａｋｃｈｏｉ ｃａｂｂａｇｅ ａｎｄ ｔｏｍａｔｏ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ｍ． Ａｃｔ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ｅ Ｊｉａｎｇｘｉ， ２０１１， ２３（９）： ２１⁃２４（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耿志

明， 顾迎迎， 王澎． 微囊藻毒素对小白菜、番茄生长发育影响及其在它们体内积累的研究． 江西农业学报， ２０１１，
２３（９）： ２１⁃２４．］

［３９］ 　 Ｙｉ Ｇｕｏｘｕｎ， Ｌｉ Ｚｈｅｎｓｈａｎ ｅｄｓ．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５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尹国勋， 李振山． 地下水污染与防治． 北京：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

［４０］ 　 Ｉｓｈｉｉ Ｈ， Ｎｉｓｈｉｊｉｍａ Ｍ， Ａｂｅ 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ｃｙａｎ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ｈｅｐａｔｏｔｏｘｉｎｓ ｂｙ ａ ｇｒａｍ⁃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ａｅｒｏｂｉｃ 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０４， ３８（１１）： ２６６７⁃２６７６．

［４１］ 　 Ｌａｈｔｉ Ｋ， Ｒａｐａｌａ Ｊ， Ｆäｒｄｉｇ Ｍ ｅｔ ａｌ．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ｙａｎ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ｈｅｐａｔｏｔｏｘｉｎ， ｍｉｃｒｏｃｙｓｔｉｎ⁃ＬＲ ｉｎ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ｄ ｉｎ ｌａｋｅ ｗａｔｅｒ．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９９７， ３１（５）： １００５⁃１０１２．

［４２］ 　 Ｈｏｌｓｔ Ｔ， Ｊøｒｇｅｎｓｅｎ ＮＯＧ， Ｊøｒｇｅｎｓｅｎ Ｃ ｅｔ ａｌ．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ｃｙｓｔｉｎ ｉｎ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ａｔ ｏｘｉｃ ａｎｄ ａｎｏｘｉｃ， ｄｅｎｉｔｒｉｆｙ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
ｔｉｏｎｓ．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０３， ３７（１９）： ４７４８⁃４７６０．

［４３］ 　 Ｅｙｎａｒｄ Ｆ， Ｍｅｚ Ｋ， Ｗａｌｔｈｅｒ ＪＬ． Ｒｉｓｋ ｏｆ ｃｙａｎ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ｔｏｘｉｎｓ ｉｎ Ｒｉｇａ ｗａｔｅｒｓ （Ｌａｔｖｉａ） ．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００， ３４（１１）：
２９７９⁃２９８８．

［４４］ 　 Ｔｉａｎ ＤＪ， Ｚｈｅｎｇ ＷＷ， Ｗｅｉ Ｘ ｅｔ ａｌ． 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ｄ ｍｉｃｒｏｃｙｓｔｉｎｓ ｉ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ａｎｄ ｇｒｏｕｎｄ ｗａｔｅｒｓ ｉｎ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 ｃａｎｃｅｒ ｉｎｃｉ⁃
ｄ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Ｈｕａｉ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Ｃｈｅ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２０１３， ９１（７）： １０６４⁃１０７１．

［４５］ 　 Ｃｈｅｎ Ｗ， Ｊｉａ ＹＬ， Ｌｉ ＥＨ ｅｔ ａｌ． Ｓｏｉｌ⁃ｂａｓｅ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ｌｙ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ｃｙａｎ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ｂｌｏｏｍｓ ｆｒｏｍ Ｌａｋｅ Ｔａｉｈｕ： Ｅｆ⁃
ｆｉｃｉｅｎ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ｒｉｓｋ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２， ４６（２４）： １３３７０⁃１３３７６．

［４６］ 　 ＭａｃＫｉｎｔｏｓｈ Ｃ， Ｂｅａｔｔｉｅ ＫＡ， Ｋｌｕｍｐｐ Ｓ ｅｔ ａｌ． Ｃｙａｎ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ｍｉｃｒｏｃｙｓｔｉｎ⁃ＬＲ ｉｓ ａ ｐｏ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ａｓｅｓ １ ａｎｄ ２Ａ ｆｒｏｍ ｂｏｔｈ ｍａｍｍａｌｓ ａｎ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ｐｌａｎｔｓ． ＦＥＢＳ Ｌｅｔｔｅｒｓ， １９９０， ２６４（２）： １８７⁃１９２．

［４７］ 　 Ｌｉ ＸＹ， Ｌｉｕ ＹＤ， Ｓｏｎｇ ＬＲ ｅｔ 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ｏｆ 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ｅｐａｔｏｃｙｔｅｓ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ｃａｒｐ （Ｃｙｐｒｉｎｕｓ ｃａｒｐｉｏ Ｌ．）
ｔｏ ｔｈｅ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ｃｙｓｔｉｎ⁃ＬＲ． Ｔｏｘｉｃｏｎ， ２００３， ４２（１）： ８５⁃８９．

［４８］ 　 Ｐｆｌｕｇｍａｃｈｅｒ Ｓ．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ｔｅ Ｃｅｒａｔ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ｄｅｍｅｒｓｕｍ ｄｕｒｉｎｇ ｂｉｏ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ｙａｎ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ｔｏｘｉｎｍｉｃｒｏｃｙｓｔｉｎ⁃ＬＲ．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Ｔｏｘｉ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４， ７０（３）： １６９⁃１７８．



９３４　　 Ｊ． Ｌａｋｅ Ｓｃｉ．（湖泊科学），２０１６，２８（５）

［４９］　 Ｒｕｔｋｏｗｓｋｉ ＤＴ， Ｋａｕｆｍａｎ ＲＪ． Ａ ｔｒｉｐ ｔｏ ｔｈｅ ＥＲ： ｃｏｐ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ｓｔｒｅｓｓ．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Ｃｅｌｌ Ｂｉ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４， １４（１）： ２０⁃２８．
［５０］ 　 Ｖａｌｄｏｒ Ｒ， Ａｂｏａｌ Ｍ．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ｌｉｖｉｎｇ ｃｙａｎ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ｃｙａｎ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ｅｘｔｒａｃｔｓ ａｎｄ ｐｕｒｅ ｍｉｃｒｏｃｙｓｔｉｎｓ ｏ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ｕｌｔｒａ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ａｌｇａｅ ａｎｄ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Ｔｏｘｉｃｏｎ， ２００７， ４９ （６）： ７６９⁃７７９．
［５１］ 　 Ｓｉｎｇｈ ＤＰ， Ｔｙａｇｉ ＭＢ， Ｋｕｍａｒ Ａ ｅｔ ａｌ． Ａｎｔｉａｌｇ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ａ ｈｅｐａｔｏｔｏｘｉｎ⁃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ｃｙａｎ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 Ｍｉｃｒｏｃｙｓｔｉｓ ａｅｒｕｇｉｎｏｓａ．

Ｗｏｒｌ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１， １７（１）： １５⁃２２．
［５２］ 　 Ｌｉｕ Ｌｉｎｇｌｉ， Ｇｕ Ｙｕｆｅｉ， Ｌｕｏ Ｙｕ ｅｔ ａｌ． Ｏｎ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ｏｕｓ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 ｏｆ 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Ｍｉｃｒｏｃｙｓｔｉｓ

ａｅｒｕｇｉｎｏｓｕ ｉｎ Ｔａｉｈｕ Ｌａｋｅ． Ｊ Ｌａｋｅ Ｓｃｉ， ２０００， １２（４）： ３７３⁃３７８（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ＤＯＩ： １０．１８３０７ ／ ２０００．
０４１２．［刘玲莉， 顾宇飞， 罗屿等． 一株自太湖微囊藻上分离到的细菌的生长及磷代谢． 湖泊科学， ２０００， １２（４）：
３７３⁃３７８．］

［５３］ 　 Ｄｉｘｏｎ ＲＡ， Ａｌ⁃Ｎａｚａｗｉ Ｍ， Ａｌｄｅｒｓｏｎ Ｇ． 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ｓ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ｕｂ⁃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ｃｙｓｔｉｎ ｏｎ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Ｅｓｃｈｅｒｉｃｈｉａ ｃｏｌｉ． Ｆｅｍｓ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 Ｌｅｔｔｅｒｓ， ２００４， ２３０（２）： １６７⁃１７０．

［５４］ 　 Ｙａｎｇ Ｃｕｉｙｕ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ｅｃｏ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ｃｙｓｔｉｎ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ｍｉｃｒｏｂｅｓ［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 Ｗｕｈ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 ＣＡＳ， ２００７（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杨翠云． 微囊藻毒素对微生物的生理生态学效应［学位

论文］ ． 武汉：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２００７．］
［５５］ 　 Ａｂｏａｌ Ｍ， Ｐｕｉｇ ＭＡ， Ｒíｏｓ Ｈ ｅｔ 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ａｃｒｏｉｎ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ｔ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ｏｆ Ｃｙａｎｏｐｈｙｃｅａｅ （Ｃｙａ⁃

ｎ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ｉｎ ｓｏｍｅ ｓｔｒｅａｍｓ ｆｒｏｍ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Ｓｐａｉｎ． Ｄｕｂｌｉｎ：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Ｌｉｍ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０， ２７（１）： １⁃５．

［５６］ 　 Ａｂｏａｌ Ｍ， Ｐｕｉｇ ＭＡ， Ｍａｔｅｏ Ｐ ｅｔ ａｌ．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ｙａｎｏｐｈｙｔｅ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ｏｎ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ｏｆ ｃａｌｃａｒｅｏｕｓ ｓｔｒｅａｍｓ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Ｓｐａｉ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Ｐｈｙ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１， １４（１）： ４９⁃５６．

［５７］ 　 Ａｂｏａｌ Ｍ， Ｐｕｉｇ ＭＡ， Ａｓｅｎｃｉｏ Ａ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ｃｙｓｔｉｎｓ ｉｎ ｃａｌｃａｒｅｏｕｓ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ｓｔｒｅａｍｓ： Ｔｈｅ Ａｌｈａｒａｂｅ Ｒｉｖｅｒ，
Ｓｅｇｕｒａ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Ｓｐａｉ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Ｐｈｙ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５， １７（３）： ２３１⁃２４３．

［５８］ 　 Ｃｏｒｂｅｌ Ｓ， Ｍｏｕｇｉｎ Ｃ， Ｍａｒｔｉｎ⁃Ｌａｕｒｅｎｔ Ｆ ｅｔ ａ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ｈｙｔｏ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ｓ ｏｆ ａ ｃｙａｎ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ｅｘ⁃
ｔｒａｃｔ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ｍｉｃｒｏｃｙｓｔｉｎｓ ｕｎｄｅｒ 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ｎ ａ ｓｏｉｌ⁃ｐｌａ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ｈｅ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２０１５，
１２８： ３３２⁃３４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