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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国际海藻学术讨论会在青岛召开

第十一届国际海藻学术讨论会会场前景(宋华中摄)

受国际海藻协会的委托
,

在中国科学

院
、

中国科协和农牧渔业部的领导下
,

经青

岛市人民政府的赞助
,

由中国科学院海洋

研究所主办
,

中国海洋湖沼学会和中国藻

类学会协助组织的第十一届国际海藻学术

讨论会于 19 8 3 年 6 月 19 一 25 日在青岛市

八大关宾馆礼堂隆重举行
。

会议由本届组织委员会秘书长吴超元

教授主持
。

首先由组织委员会主席曾呈奎

教授报告了大会筹备过程 与 组 织 工作情

况
。

他在报告中强调指出
: 19 8 0 年

,

当第

十届国际海藻会议决定本届会议在中国的

海洋科研教育中心之一的青岛举行
,

并由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负责大会的组织工

作后
,

山东省和青岛市人民政府均感到十

分荣幸
。

在中国政府
、

科教部门以及有关

学术团体
、

国外的有关公司和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的大力支持和赞助下
,

经过一年多

的努力
,

这次会议终于如期地召开了
。

他

并代表本届组织委员会和中国藻类学者们

向各位外宾不远万里前来参加此次会议表

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 向对本届会

议提供资助的国内外各有关部门和个人表

示感谢
。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冯德培
、

山东省

副省长卢洪
、

青岛市市长减坤以及国际海

藻协会主席 J
.

L
.

M cL ac hl an 等先后在会

上讲话致以热烈祝贺
。

Mc L ac hl an 教授在

讲话中
,

对中国组织委员会所做的大会筹

备工作表示满意
,

许多工作都考虑得很周

到
。

他并代表国际海藻协会创 始人 之一

F
.

N
.

w oo d w ar d 教授因年迈不能前来参加

会议表达了良好的祝愿
。

中国科学院院长

卢嘉锡
、

国家海洋局局长罗钮如
、

中国水

产学会和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等向

会议致 送 了亲切 而 热烈 的 贺信
。

美 国

1
.

A
.

A bho tt 教授飞越万水千山
,

从夏威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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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 了 红 艳而长期不 凋 谢 的 鲜 花
—A n th ur iu m

,

为会议增添了无 限美 好的 气

氛
。

出席会议的
,

有来 自美国
、

日本
、

加拿

大
、

挪威
、

菲律宾
、

澳大利亚
、

南斯拉夫
、

法

国
、

瑞典
、

英国
、

智利
、

西德
、

阿根廷
、

巴西
、

意大利
、

新西兰
、

丹麦
、

苏联
、

印度
、

比利时
、

西班牙
、

泰国
、

马来西亚
、

印度尼西亚
、

埃及
、

摩洛哥
、

坦桑尼亚
、

冰岛
、

爱尔兰
、

佛得角
、

中国
、

瓜德罗普岛 (法属西印度群岛) 和香

港等三十三个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和外宾随

行人员共五百多人
。

会议共接受有关经济

藻类栽培及其生物学
、

化学
、

生物化学和工

业利用以及淡水经济藻类研究方面的论文

报告 30 6 篇
,

在会议大厅内设置的墙报专

栏上展出了论文报告 82 篇
。

大会专题报告

开幕式后
,

先后有四位学者在大会上

作了报告
,

我国曾呈奎教授首先作了《中国

海藻工业友展 中的藻类学研究》报告
,

他指

出海藻工业包括藻类栽培和化学加工及利

用两方面
。

三十多年来
,

中国的藻类工业

由原始的采集
、

自然和人工加工发展到先

进的人工栽培
,

工业化利用
,

年产鲜藻达百

万吨以上
,

每年还生产出大量的藻胶
、

甘露

醇
、

氯化钾和碘等海藻产品
。

过去这些产

品主要依赖进口 ,

现在不但充分满足了国

内的需要
,

而且还可以大量地供应出口
,

有

了很大的发展
。

中国的藻类学研究
,

如海

带的筏式栽培
、

夏苗
、

施肥和南移及遗传育

种
,

紫菜的生活史
、

丝状体培育及半人工和

全人工采苗栽培和褐藻胶及其他产品的加

工利用等科研成果
,

对推动海藻生产事业

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

他的报告引

起了与会者很大的兴趣和高度评价
。

挪威

ol a v sm 记sr 训 博士作了 《海藻多电解质》

报告
,

阐述了 19 5 5 年以来对两大类海藻多

电解质结构中金属离子结合形式和凝胶机

制关系的看法
。

目前
,

有的已趋向于一致
,

但对琼胶中的金属离子结合形式尚有不同

观点
。

新的看法是由阳离子居中组成的双

螺旋聚合体
。

现正在利用核磁共振等现代

手段进行检验中
。

澳大利亚 J
.

T
.

Ba ke r

博士在 《海藻在医药方面的应用研究》报

告中指出
,

海藻含有多种维他命和无机盐

类
,

具有营养上或药用的效果
,

并介绍了药

用效果筛选研究的进展情况
,

探讨了把海

藻药用产品商品化的可能性
。一
法国 R e旎

D el ePine 教授在《外地海藻引种的合理性与

问题》报告中指出
,

尽管海藻的引种不如陆

地植物那样普遍
,

但也时有发生
。

引种可以

是无意中造成的
,

如欧洲的海松 C od 细。
,

囊藻 C a lPo m 己 , f‘ ,

马尾藻 s a g a二 u 。 ,

裙带

菜 u , d 。 , i召 等 ; 也可以是有意地进行的
,

如欧洲的巨藻 M “ , 。 : ys ti , ,

东南亚的麒

麟菜 E、 h 。。口 ,

中国的海带 L a o i二 ri 口

ja P
口

耐‘。,

但不论有意的或无意的都会引起

地区藻类种群组成的变化
,

特别是在引种

的初期
,

其变化往往是十分剧烈的
。

因此
,

在进行有意的引种工作之前
,

必须进行充

分的研究
。

特别对市场发展趋向和生态学

的后果问题应该有充分的估计
,

并开展一

系列有关分类学和生态
、

生理学的实验研

究工作
。

专题分组讨论

19 一 2 3 日
,

会议进行了中
、

小型专题

分组讨论
,

分别对 《经济藻类的生物学》
、

《海藻及其产物和利用》
、

《海藻的 多 电 解

质》
、

《医药及药物中的海藻》
、

《微藻的生产

及利用》
、

《琼胶及卡拉胶的化学》
、

《藻类的

化学和生物化学分
、

《藻类非本地种的引进

及其基本原理和问题》
、

《海藻的药物学研

究与应用》
、

优伞藻的生物学分
、

《江篱分类学

及栽培生物学》 等专题进行了论文宣读和

讨论
。

在 《海藻及其利用》的专题讨论会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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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山本 (H
.

Y七n a m o to )教授提出《食用

海藻的抗癌效应》的报告
,

介绍了用几种海

带以及爱森藻和礁膜等制剂对接种后患白

血病的老鼠进行了初步实验表明
,

延长预

期寿命的达 25 %以上
,

并用幻灯列举了中

国历史上在药用海藻方面的一些成就
,

引

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关注
。

我国华东师范大

学与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陈
、

薇

等报告的 《衣藻细胞含铁蛋白的穆斯波尔

谱的研究》
,

美国学者对此很感兴趣
,

建议

中国学者能做些衣藻突变体色素组分的研

究工作
。

并说
:
衣藻的突变体很多

,

有的

有这种色素而没有那种色素
,

是很好的研

究材料
。

还有一些报告
,

介绍了海带对碘

的吸收和转移
、

巨藻幼体的铁还原作用
、

蓝

藻厚壁胞子萌发的机理等
。

澳大 利 亚的

G o r d o n 一MUls 代加 拿 大 M c Can d le ss
教 授

(已于会议前夕去世)宣读了她生前撰写的

《盲叶藻科和杉藻科卡拉胶的生化 和 免疫

化学分析》文稿
。

加拿大的 w
.

Ya
Ph

。
教授

在报告完他提出的 《江篱琼胶的性质》后

说
,

在不久的将来
,

还将召开一次琼胶与卡

拉胶化学性质的国际学术会议
。

在《经济藻类及其产;物的生产和利用》

的专题讨论中
,

加拿大的 J
.

D
.

D ru eh l 教

授关于 《施加足够的氮肥在巨藻形态和生

理学上的反应》和瑞典 L
.

Fr ies 教授关于

《墨角藻组织培养》的报告以及中国科学院

植物研究所顾天青等关于必螺旋藻放氢》的

报告等
,

得到热烈地反响
,

会后有的美国学

者和 日本学者主动与他们进行了交谈
,

要

求建立联系并预约作更加 深 人 地专 门 讨

论
。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林光恒与美籍

导师马德修合作提出的两篇报告
,

将酶学

方法引入了细胞学中
,

解决了扁藻的染色

体数目这一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 ; 另篇报

告提出了(用扁藻)监测海水中存在的诱变

剂的方法
。

加拿大 J
.

5
.

cr ais ie 提出的《江

篱琼胶的成分的变异》
,

叙述了凝胶强度

和糖类以及硫酸盐含量与环境条件和遗传

的关系
。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吴超元教

授关于紫菜和江篱对钱氮吸收和利用的报

告
,

山东海洋学院方宗熙教授关于大型藻

类中细胞组织培养的研究报告等都受到较

多的与会者的注意和重视
。

在 哎经济藻类的生物学》专题讨论中
,

加拿大 K
.

G
.

R 。妞l 教授报告了哥伦比亚

西海岸两种巨藻中的甘露醇有明显的季节

变化
,

其总氮
、

蛋白质
、

游离氨基酸和几种

无机元素 (特别是钾和磷) 含量都是冬季

高
、

春夏低
,

而褐藻胶和褐藻糖胶含量则

无明显的季节变化
。

加拿大 c
.

W
.

G r ee r

教授提出的 《卡拉胶酶分析
:
麒麟菜卡拉

胶的结构》等报告
,

与会者颇感兴趣
,
日本

学者新崎教授等提出一些问题
,

报告者都

一一作了回答
。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副

研究员史升耀关于 《江篱不同生长阶段提

取琼胶的产质量 的 研究》报告 后
,

美 国

1
.

A
.

A bbo tt 教授并在会后与他进行 了 交

谈
。

加拿大 R
.

E
.

凡~ an 博士等关于《不

列颠哥伦比亚红藻藻胶的筛选》报告后
,

也

有许多与会者提出问题
,

会场上讨论气氛

十分热烈
。

阿根廷 A
.

M
.

5
.

May er 教授关

于 《化石硅藻对两种多基因白血病病毒生

长的抑制效应》报告后
,

引起了青岛医学院

孙世锡教授的极大兴趣
,

在会上进行了较

深入地讨论
。

Ma
yer 在会上还宣读了三篇

抗肿瘤活性藻类的筛选方面的论 文 报 告
。

山东海洋学院唐延林宣读了 《海螺酶制备

及其性质的研究》报告中指出
:
这种酶是

研究藻类细胞融合的重要条件
。

以上报告都引起了与 会者的 极大 兴

趣
。

此外
,

还有许多学者报告了抗微生物
、

抗感染或治疗某种疾病(如白血病)的海藻

的筛选研究
。

日本 H
.

飞~
,
教授关于

《处理后的城市污水对三种马尾藻早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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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影响》的报告
,

美国 J
.

R
.

Mo
s s ,

提 出

的 《北海油田水下装置上的有害生物

—
珊瑚藻类的研究》 等报告

,

与会者颇感兴

趣
,

听众甚多
。

美国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

L E. D ey sh er 教授关于《日本马尾藻种 群

移植近况》报告
,

介绍了这种马尾藻在 日本

的适应温度范围为 5一 28 ℃
,

第一次移植

到加拿大哥伦比亚州和美国华盛顿州沿岸

时
,

其范围为 7一 11 ℃ ; 19 6 0
.

年末移 植到

南加利福尼亚州沿岸时
,

则为 13
.

5一 21 ℃
,

在 日本每年繁殖时期的高峰为 5一 7 月
,

而

在南加利福尼亚州则为 3一4 月
。

在《微型藻类和伞藻生物学分专题讨论

中
,

美国 G
,

C
.

S te 户en :
博士提出《微藻体

内的燃料和其他化学物质及其生物学基础

和极限》 的报告指出
:
微藻中有好些种蓄

积着大量的油和类脂物
。

近几年来
,

科学

家们正以极大的兴趣探索着这些含油藻类

作为能源
。

从实验室积累的资料看来
,

特

别是有几种长势很快的微绿藻
,

其细胞内

累积的油和类脂物可达干重的 50 并以上
。

在适宜情况下
,

这些含油的藻类能够将其

固定碳的 9 0 务以上转化为油储存起来
。

因

此
,

在不久的将来
,

这些微绿藻有可能作为

把太阳能转化成高能化学物质和燃料的高

效转换器
。

比利时 (N
.

D ePa u w )教授较详

细地介绍了各国对微型藻的培养现状和前

景及其生产
、

利用情况
,

引起与会者的极大

兴趣
。

意大利 5
.

Bo no tto 教授等
,

先后介绍

了氖及其化合物在伞藻中的分布和伞藻对

氖的吸收情况
。

中国科学院植物生理研究

所唐惕也报告了她从 19 79 年以来培养 伞

藻的初步结果并进行了热烈地讨论
,

特别

是在唐惕报告后
,

会上各国学者都谈了各

自的工作情况和经验
,

与唐惕同志进行了

交流
。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黎尚豪

教授
,

在讨论会上概述了中国淡水藻类的

培养和利用
,

特别着重讨论了固氮蓝藻的

培养和利用
,

会后不少中外学者祝贺黎尚

豪教授等在研究中取得的出色的成就
,

并

进行了深人地交流
。

在《经济藻类的栽培及其产物利用》的

专题讨论中
,

加拿大 J
.

L
.

Mc L ach lan 教授

所作的在实验室模拟环境条件下培养角叉

菜 [ c 人
。 , d r 。 , c r itP u ,

(I
r ish Mo

s s
) ] 的 报

告
,

提 出了只要掌握一定的实验参数
,

就可

以模拟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的环境
,

而且

当人们了解到任何一个地 区 的 环 境 资料

后
,

就可以预侧海藻的生长速度及藻胶质

量
,

引起了与会者广泛的兴趣
。

美国加州

大学 M
.

N eu s
hu l 教授 与 中 国 科 学 院 海

洋研究所副研究员费修续合作提 出 的 报

告
,

较全面而系统地阐明了光线条件对巨

藻在不同生长发育时期以及藻体不同生长

部位的影响
,

为巨藻人工栽培提供了有价

值的科学依据
。

美国 B
.

H
.

Br ink hu is 报

告了 1 9 8 0 年以来在纽约实验室内用 中 国

式栽培法养殖海带的工作
,

并阐明了光强
、

温度
、

含氮量等环境因子与生长的关系
。

加

拿大 L
.

D
.

D ru eh l 教授报告了对 巨 藻增

施氮肥后在形态和生理上的一些反响
,

并

指出
: 这项研究是美国气体研究所为生产

甲烷而进行大规模海藻养殖研究的部分工

作
。

泰国的 P
.

E d w ar ds 报告了泰国江篱

养殖情况
。
日本

.

F
.

H ay ath ida 报 告 了 为

促进鹅掌菜幼体的生长
,

需先收获较老的

植株
。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李 纫 芷报

告了《筏式栽培江篱的研究》
,

介绍了近两

年来对当地产的江篱在筏上生长的适宜季

节
、

温度
、

深度和夹苗密度方面的初步实

验结果
。

该所李世英报告了紫菜栽培中对

单抱子及壳抱子生态学的研究
。

湛江水产

学院刘思俭副教授报告了麒麟菜的栽培情

况
,

与会学者对其产量以及卡拉胶的产量

进行了讨论
。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

产所陈家鑫同志代刘恬敬教 授报 告 了 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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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修埂 : 第十一届国际海藻学术讨论会在青岛召开

藻在中国海 域的 引种 繁殖 情 况
。

法 国

J
.

M己lio
n
教授介绍了在地 中海 用 大 罐

培养角叉菜作为制造藻胶的原料 的 研 究
。

美国 H
.

w
.

Mo d ler 教授介绍 了 用喷洒

培养或湿培养海藻的方法
。

这种方法具有

高效能
、

低成本
、

易控制等优点
。

加拿大

McL ac hl an 教授还报告 了 在 西 印 度群岛

st
.

Luc ia 栽培江篱和角叉菜的研究 结 果
,

最初他们用桩
一

线栽培江篱 G
.

d 。孔l介
,

主

要由于沉积物的原因 而导 致了栽培结 果

不 好
,

后 来 改 为 栽 培 另 一 种 江 篱
—G

.

d
。。动 g 胡万,

则获得成功
,

并已成为极

有价值的出口产品
。

与会学者并就栽培细

节问题进行了讨论
。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

所副研究员费修埂受香港 中文 大学
、

台湾

籍的曾文阳博士的委托
,

代曾博士宣读了

《在台湾养殖三种麒麟菜》 的报告
。

其中

以 E
.

, 。 , , 。 的量最大
,

并对其地理分布
、

形态学及其特征作了概述
。

出席专题讨论

会的中外学者各抒己见
,

会场内探讨学术

的气氛浓郁
、

活跃
。

关于 《江衡分类学》 的专题学术讨论

会
。

由于江篱是制造琼胶的主要原料
,

种类

繁多
,

分类复杂
,

单从形态学上研究
,

很难

确定其属种名称
,

在藻类学家间存在着较

多的分歧意见
。

在这次《江篱分类学》的专

题讨论会上
,

加拿大和 日本学者报告了他

们关于形态和分类学方面的研究结果
,

中

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张峻甫和副研

究员夏邦美则根据多年的实验研究对该属

中长期存在的分类依据问题提出了新的见

解 : 他们观察到芋根江篱雄体的精子囊寞

既具有真江篱型又具有叶江篱 型的 特 征
,

同时还存在着中间类型
,

故以精子囊寞作

为亚属的分类依据是值得考虑的
。

另一方

面张
、

夏还提出了以囊果被构造为江篱属

分类依据的新论断
,

引起了与会一些分类

学家的 热烈讨论
。

会后
,

美国著名藻类学家

M
.

5
.

D
o ty 和 1

.

A
.

A bbo tt ,

M
.

D
·

Ho 禅
和 日本的山本弘敏教授等又与张教授进行

了会外交流
,

并到该所海藻标本室察看了

标本
,

深人地探讨了共同感兴 趣 的问 题
。

A bb ott
,

H oy l。 和 日本的山本 教授十分认

真地察看了我 国 沿 海产的 21 种江篱
,

包

括 5 种模式标本
。
H oy le 并说 :他受到很大

启发
,

回去以后
,

将从这一角度对美国现有

的江篱标本进行深入地检查
,

并希望今后

及时地交换江篱研究的进展情况
。 A bbo tt

还说
: 江篱属的分类工作很难搞

,

你们在

19 7 6 年就发表了 《中国江篱属 的 研 究》是

很有勇气的
。

这次的报告还有益于澄清世

界广布种

—
G

.

o r、~ 的错误记录
。

美

国藻类学界老前辈
,

伪ty 教授对张
、

夏的

研究成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

张峻甫教授

在和他们共同探讨一些藻类名词
、

术语概

念时
,

D o ty 和 A bbo tt 教授用词严谨
,

概

念明确
,

给人们留下了良好的深刻印象
。

在 《江蔺栽培生物学》专题讨论会上
,

智利的 B
.

Sa n以ic es ,

教授提出《智利 中部

野生江篱的繁殖保护计划》的报告介绍了

智利对野生江篱在合理采收的情况下
,

也

进行了人工栽培的研究
。

在繁殖保护方面

智利政府于 19 7 6 年采取了不准随便 采收

野生江篱的措施
,

保证了自然资源的正常

繁殖
。

在栽培实验方面
,

他们把江篱碎段

夹在绳上栽培
,

发现种植密度与产量密切

相关
,

每隔 30
cm 夹一棵

,

生长率增长

6 多;每隔 sc m 夹一棵
,

生长率增加 10 %
。

如过 量 采 收
,

则将 导 致 石苑
、

杉 藻和

N
亡。g 。犷‘hi巴 22“ g 。。d ic 人a“d ii 的大量繁殖

。

美国的 H an se n
博士在江篱栽培 中挑选了

当地产的一种江篱
—

龙 须菜 (‘
.

5 1
。。 -

、“tii )
,

这种以无性生殖 为主 的种 类 是

藻类栽培学者梦寐以求的良种
,

具有繁殖

快
、

凝胶强度高的特点
,

是一种值得栽培的

很理想的对象
。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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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员任国忠等根据江篱的生态习性提出

了 《潮间带固定筏栽培江篱的研究》报告
,

这种养殖筏的优点是
:
避免了藻体因受光

过强而导致杂藻的附着
,

生长率快
、

生长期

长
,

现正在进行较大规模的栽培实验
。

西

德 K
.

L如in g 教授提出《北大西洋海藻的

抗温性及其地理分布的关系》的报告
,

介绍

了北海 6 0 多种海洋底栖海藻对温度的 适

应性及其与分布的关系
。

加拿大大西洋研

究所 M
.

A
,

Ra gan
、

博士宣读了从不同褐

藻中以间苯三酚为主的单宁物质的结构比

较
,

并从分类学的观点出发进行了探讨
。

会议期间
,

秘书处 还邀 请了加拿 大

w
.

Ya Ph
e

·

教授举行了海藻人工养殖病 害

座谈会
,

部分中外学者出席了座谈讨论
,

本

届大会组织委员会主席曾呈奎及秘书长吴

超元也应邀出席了座谈讨论
。

会议由纪明

侯教授主持
。

Ya 沁
e 教授作了《海洋微生物

酶对红藻多糖降解作用》 的学术报告
。

报

告介绍了琼胶化学结构及组成概况
,

继而

介绍了从海洋细菌分离 出琼胶酶的工作以

及用 。 一和 户琼胶酶对琼胶 进行降解
,

并

用
‘

℃一N M R 谱仪和薄板分析法 鉴定其基

本结构
,

最后介绍了他的实验室已成功地

从海洋细菌中分离出 K 一
卡拉胶酶和 L

一

卡

拉胶酶的经验
,

并用这些酶研究了麒麟菜

多糖的结构
,

得到了满意的结果
。 Ya Ph e

教授还提出了细菌酶降解多糖可与红藻的

病害联系起来考虑
。

目前
,

中国在坛紫菜

及条斑紫菜的人工养殖方面
,

从南到北都

有不同程度的病害发生
,

这虽然与水流
、

营

养盐含量
、

采抱子密度等生态因素都有一

定的关系
,

但 Ya Ph
c
教授提 出的 这一观

点
,

值得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进行更加深

人地探讨
。 Ya Ph e

教授报告后
,

中方学者

与其进行了热烈讨论
,

达到了相互交流
、

共

同提高的目的
。

* * *

学术交流活动结束后
,

各国学者还兴

致勃勃地参观了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实

验室
、

生物培育楼以及 山东海洋学院
、

中国

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

先后听

取了这三个单位负责人介绍科研工作情

况
,

外宾们祝贺中国海洋科学研究发展迅

速并取得了不少的丰硕成果
。

还有部分海

藻分类学者到太平角沿岸采集了 自然生长

的海藻供作标本
。

许多学者认为
:
这是国际海藻协会有

史以来最成功的一次学术讨论会
。

西 德

G
.

D Oe rn br ac k 教授说
: “
这次会议的学术

水平就国际间看来也是高水平的
,

特别是

中国的水平超过了原来的估计
” 。

还有很多

学者在会上发表了好些创建性意见
,

不仅

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了学术交流
,

建立了广

泛地接触和联系
,

有的问题谈得较深
,

相互

启发
,

广开思路
,

扩大了眼界
,

丰富了藻类

学基础理论
,

开拓了工业利用
,

探讨了新的

发展方向
,

加强了各国藻类学家间的友好

往来
,

增进了世界人民的友谊
,

为开创我国

海藻研究事业新局面
,

振兴世界海洋经济
,

促使藻类科学更好地为人类的幸福作出更

大贡献而产生深远的影响
。

(邓 昂
、

费修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