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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年来，我国近海面临海洋环境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严峻挑战，中国沿海的渤海湾地区，长江、珠江
人海口、南海北部、台湾海峡是赤潮的高发区。
我国赤潮呈现发生频率逐年增加，影响范围逐渐增大，有毒藻种增多，持续时间增长四个主要特点，
它不仅严重破坏海洋生态系统、制约经济的发展，也严重危害人类的健康!在赤潮生消机制的探讨中，
人们越来越多地关注菌一藻相互关系、相互作用的内在规律的揭示。
在生物法赤潮防治策?中，“以菌治藻”已成为国际上生物治理有害赤潮的研究热点!至今，国内外的
赤潮研究学者普遍认为，“以菌治藻”作为一种清洁的、绿色的、环境友好型的有害藻华控制方法，
其应用前景相当广阔。
编者多年来从事有害赤潮生防菌质资源的挖掘、研究与利用，旨在寻找高效抑藻、杀藻、裂藻的海洋
微生物并积极阐释其调控有害赤潮的原理、途径与方法。

　
本书聚焦于赤潮生消过程中海洋微生物的特殊地位与作用，其中有许多内容是本书作者们多年来潜心
研究的成果。
全书共十一章，由三篇组成：第一至第三章为概论，属第一篇，主要介绍赤潮及?潮成因的研究进展。
第四至第九章属第二篇，主要内容是赤潮中的有效抑／杀藻微生物(细菌、放线菌及病毒)及活性成分
对有毒赤潮藻的作用过程探讨。
第十章独立为第三篇，简要介绍了现今条件下的赤潮防治策略。
我们把全书的重点放在第二篇，内容上尽可能地将自己的研究结果同国内外的研究进展相结合。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赤潮控制微生物学>>

书籍目录

总序
序
前言
第一篇
　第一章　赤潮概论
　　第一节　赤潮的定义与分类
　　　一、赤潮的定义
　　　二、赤潮的判断
　　　三、赤潮的分类
　　第二节　赤潮生消的基本过程
　　　一、起始阶段
　　　二、发展阶段
　　　三、维持阶段
　　　四、消亡阶段
　　第三节　赤潮的成因
　　　一、赤潮生物
　　　二、发生赤潮的理化条件
　　　三、赤潮发生的营养物质基础
　　　四、水文气象因素
　　　五、地幔流体
　　　六、全球生态变化
　　第四节　中国赤潮的发生概况和发展趋势
　　　一、中国赤潮发生的历史概况和总趋势
　　　二、近10余年中国赤潮的发生概况
　　第五节　赤潮的危害及其防治
　　　一、赤潮?危害
　　　二、赤潮的预防策略
　　　三、赤潮的监测
　　　四、赤潮的防治方法
　第二章　赤潮原因生物类型导论
　　第一节　引发赤潮的浮游微藻
　　　一、甲藻门Pyrrophyta
　　　二、硅藻门Bacillariophvta
　　　三、着色鞭毛藻门ChromophytaChristensen
　　第二节　引发赤潮的原生动物
　　第三节　引发赤潮的蓝细菌
　　　一、红海束毛藻Trichodesmiumerythraeum
　　　二、薛氏束毛藻Trichodesmi“mthiPbautii
　　　三、汉氏束毛藻Trichodesmiumhildebrandtii
　　第四节　赤潮与生物入侵
　第三章　海洋中的微生物
　　第一节　海洋古生菌
　　　一、古茵的分类
　　　二、海洋古菌的分布
　　　三、古茵的生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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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海洋细菌
　　　一、海洋中细菌的种类组成
　　　二、海洋细菌的分布
　　　三、细菌在海洋生态系中的作用
　　第三节　海洋真菌
　　　一、海洋真菌的分类
　　　二、海洋真菌的分布
　　　三、海洋真菌的生态习性
　　　四、海洋真菌的生态作用
　　第四节　海洋病毒
　　　一、海洋病毒的主要类群
　　　二、浮游病毒的感染与浮游病毒的功能基因
　　　三、病毒的分布与丰度
　　　⋯⋯
第二篇
第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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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8.降雨　　降雨，对于绝大多数地区都主要集中雨季，一般也就分布于7～9月，而这段时间，也
是赤潮最高发的季节。
为什么？
因为在每次降雨之后，都会有有大量淡水泄人海域，这将给相应的海域带来丰富的营养盐和一些促进
浮游植物增殖的微量元素，有利于赤潮生物的生长、繁殖及赤潮的形成。
同时，大量淡水泄人海域以后，在河口近岸区形成短时间的淡水分布以及较长时间的低盐水滞留。
盐度下降是重要的浮游生物异常增殖的物理刺激因素，在近岸低盐区与盐度正常海水形成的接触面，
十分有利于赤潮的发生。
　　但在这些月份，如果因为干旱而雨量急剧减少的话，相应人海淡水也就很少，此时在近岸浅滩水
域形成高盐度的海水，比远海盐度还要高，这样，高盐度的海水在近岸海域滞留，不但使浮游植物种
群迅速发生交替，而且在近岸高盐海水与远岸低盐海水的界面上，也极易形成赤潮。
　　五、地幔流体　　近来有专家和学者提出一个新的推论：地幔流体上涌引起地球磁场异常进而导
致赤潮灾害，并指出地磁异常与中国沿海发生的赤潮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20世纪90年代，国际地学界利用地震资料发现地核与地幔间存在“幔羽”现象。
幔羽中的流体物质螺旋上涌至地壳的底部，并形成“蘑菇云”，此流体可以使固体地幔地壳发生弱化
、变软、熔融和排气，同时，还会使地壳中的孔隙和裂缝增多，形成流体通道，导致地下磁场异常以
及电导率增大，最后在岩石应力集中的地区使岩石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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