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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微藻固碳减轻碳排放及其强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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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广泛使用化石燃料导致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量持续攀升，给全球气候变化和生态系

统带来了深刻而不可逆的影响，这不仅引发了环境问题，更对地球的气候稳定和生物多样性构成

了严重威胁。 在众多的碳减排方法中，ＣＣＵＳ 技术是实现二氧化碳长期减排的重要手段，其中碳

捕集是核心环节，包括从能源利用、工业生产和大气中分离二氧化碳的过程。 在这一领域中，本
文着重介绍了微藻固碳技术的重要性和有效性。 与此同时进一步指出，通过调节微藻的生长条

件，如光照、温度、ｐＨ、营养元素和二氧化碳浓度，可以显著提高微藻的固碳能力。 目前，通过随

机诱变、适应性实验室进化和基因工程等策略，正在筛选生长速度快、耐受性强、二氧化碳固定效

率高、生物量大的微藻品种。 这不仅有助于推进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也将为实现能源的清洁、
绿色、低碳和高效利用提供坚实的基础，从而支持全面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通过这种方式，微
藻固碳技术有望在应对全球变暖和促进环境可持续发展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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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随着化石燃料的广泛使用，ＣＯ２等温室气体的

大量排放导致全球气候变化和生态破坏问题日益

严重［１］。 全球变暖已成为一个紧迫的全球性问

题。 预计到 ２１００ 年，全球平均气温将上升 ２ ℃，
而到 ２４００ 年将进一步上升 ４．２ ℃ ［２］。 温室气体

积累的长期影响还包括冰川融化、海洋酸化、极端

干旱和农作物产量下降，这些都将严重影响人类

健康、生态多样性和农业生产［３］。
目前，人们正在积极寻求减少 ＣＯ２ 排放、缓解

气候变暖的方法，这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至关重

要［４］。 碳中和技术，尤其是 ＣＯ２ 捕集、利用与封存

（ＣＣＵＳ）技术，发挥着关键作用。 ＣＣＵＳ 技术是实

现 ＣＯ２ 长期减排的重要手段，其中碳捕集是核心

环节，涉及从能源利用、工业生产和大气中分离

ＣＯ２ 的过程［５］。
化学吸收、物理吸附、膜分离、低温精馏和微

藻生物固存是常见碳捕集技术方法［６］。 传统的

ＣＯ２利用方法包括化学催化转化和辅助生产石油

等。 然而，考虑到能源消耗和 ＣＯ２ 利用效率，化学

吸收和生物转化的结合被认为是一种有效的解决

方案。 特别是 ＣＯ２吸收与微藻转化（ＣＡＭＣ）系统，
将 ＣＯ２吸收与微藻培养结合，既环保又经济，有助

于提高 ＣＯ２捕集和利用效率。
生物转化法是微藻等光合固碳生物通过光合

作用的暗反应（卡尔文循环）将无机碳转化为有机

碳化合物的方法。 微藻是高效的光合固碳生物，
其大约 ５０％的生物质是碳，理论上每千克干重可

以固定 １．８３ ｋｇ ＣＯ２。 因此，微藻固碳技术被认为

是目前最重要、最有效的固碳方法之一。
微藻作为一种高效的 ＣＯ２固定生物体，分为

真核微藻和原核微藻 ２ 大类。 它们具备许多传统

作物无法比拟的优势，是目前固碳领域中最有潜

力的生物之一［７］。 其固定 ＣＯ２的独特优势主要包

括以下几点。

（１）直接利用太阳能：与物理化学方法相比，
微藻固碳过程可以直接利用太阳能，从而节省了

大量能源。 （２）高光合效率：微藻利用太阳能固定

ＣＯ２ 的效率远超其他陆生植物，大约是其 １０ ～ ５０
倍。 （３）快速生长：微藻繁殖速度快，可在数小时

内完成繁殖，这一速度远超高等植物。 （４）循环利

用 ＣＯ２：微藻通过光合作用将 ＣＯ２ 转化为生物能

源，而生物能源产生的 ＣＯ２又可以通过微藻固定

和转化，形成环境友好且可持续的循环［８］。 （５）
强大的环境适应性：微藻能够在极端环境下生存，
如沿海滩涂、盐碱地和沙漠等，不占用耕地［９］。
（６）转化工业废气：微藻能够将电厂烟气等工业废

气转化为无机碳源，同时使用城市污水和工农业

废水作为营养源，低成本培养。 （７）产生高附加值

产品：微藻可用于生产多种高附加值产品，如食

品、饲料、化妆品、药品、肥料、生物活性物质和各

类生物燃料［１０］。
此外，微藻固定 ＣＯ２机理研究表明，通过调节

生长条件（如光照、温度、ｐＨ、营养元素、ＣＯ２浓度）
可以进一步提高微藻的固碳能力［１１］。 目前，通过

随机诱变、适应性实验室进化和基因工程等策略，
筛选出生长速度快、耐受性强、ＣＯ２固定效率高、生
物量大的微藻品种。

尽管微藻固碳技术面临一些挑战，如培养成

本、规模化生产和生物质的有效利用等，但可以采

取一系列方法提高微藻的固碳效率，建立更加优

化的微藻固碳机制。 这不仅有助于推进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也为实现能源的清洁、绿色、低碳和

高效利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从而支撑全面实施

可持续发展战略。

１　 影响微藻固定 ＣＯ２效率的因素

微藻的生长及其对 ＣＯ２的固定效率受到多种

因素的影响，包括光照、温度、ＣＯ２浓度、ｐＨ、混合

和曝气方式以及盐度等［１２］。 这些物理、化学参数

对微藻的生长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２



１ １　 光　 　 照

光照是微藻进行光合作用的关键能量来源，
在微藻细胞获取并储存固定碳的过程中扮演着至

关重要的角色［１３］。 通过精细调控光源、光强、光
照时间和照射区域等因素，可以有效地控制微藻

细胞生长和代谢过程，从而优化其光合作用效率

和生物量产出。
光强对微藻的生长和代谢活动有重要影响。

过高的光照强度可能导致光氧化和光抑制，而光

照不足则可能抑制微藻生长［１４］。 一般认为，光抑

制是导致藻类产量降低的主要因素。 在较弱的光

照条件下，微藻的生长速度会随着光强的增加而

线性上升，直至达到光饱和点。 然而，如果光照强

度继续增强，脂质合成的效率则会下降。 光强度

对微藻生长的影响可分为 ３ 个阶段：光抑制、光限

制（也称为补偿光强度）和光饱和。 在光饱和阶

段，微藻达到最大光合速率，生长速度稳定。
ＷＡＨＩＤＩＮ 等［１５］表明影响微藻培养生长速度

的关键因素包括光周期（暗周期和光周期），微藻

生长与光暗周期模式密切相关。 微藻光合作用的

第一阶段是由光驱动的，在这个阶段，光将还原型

辅酶Ⅰ（ＮＡＤＰ）和二磷酸腺苷（ＡＤＰ）转化为储存

能量的还原型辅酶Ⅱ（ＮＡＤＰＨ） 和三磷酸腺苷

（ＡＴＰ）分子。 第二阶段，即暗阶段，由 ＣＯ２固定和

通过卡尔文循环（图 １）同化组成，目的是在第一

阶段产生的 ＮＡＤＰＨ 和 ＡＴＰ 的帮助下产生有机化

合物（葡萄糖）。 ＷＡＨＩＤＩＮ 等的研究表明，光暗周

期为 １８ ｈ ∶ ６ ｈ 时，微藻可由对数生长阶段过渡到

稳定生长阶段。 在光强为 １００ μｍｏｌ·ｍ－２·ｓ－１、光
暗周期为 １８ ｈ ∶ ６ ｈ 的条件下，微藻生长最佳，细
胞密度、特定生长率和脂质产量最大。

图 １　 卡尔文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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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微藻的光合作用研究领域，不同类型的光

源及其对藻类生长的影响一直是关注焦点。 ＳＡＴ⁃
ＴＨＯＮＧ 等［１６］通过模拟实验，深入探讨了 ＬＥＤ 灯

和荧光灯等光源对微藻生长速度的影响。 研究发

现，使用荧光灯作为光源时，微藻的生长效率显著

高于其他光源。 此外，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荧光

灯照射下的光合作用效果，可以使用蓝色光和红

色光。 含有叶绿素 ａ 和叶绿素 ｂ 的藻类，主要依

赖红光和蓝光进行光捕获。 ＳＩＮＧＨ 等［１７］ 研究表

明，绿藻由于含有叶绿素 ａ 和叶绿素 ｂ，比褐藻和

红藻生长得更好。 研究人员还探讨了不同光强度

和波长下微藻的生长情况，发现蓝色、白色、绿色

和红色 ＬＥＤ 光是微藻生长的主要单色光波长，特
别是在蓝光条件下，微藻的生长速率最高。
１ ２　 温　 　 度

温度对微藻的生长和光合作用具有决定性的

影响。 绝大多数微藻物种在 １５ ～ ３０ ℃ 温度范围

内能有效进行光合作用和细胞分裂，然而它们的

最佳生长温度通常为 ２０ ～ ２５ ℃。 在低于最佳生

长温度的情况下，随着温度的升高，光合作用和细

胞分裂的效率会逐渐提升。 这一现象归因于卡尔

文循环相关酶活性的增强，其中每增加 １０ ℃，光
合作用、细胞分裂和生长速度都可能翻倍，直到达

到对微藻生长不利的温度。 当温度超过微藻的最

佳生长温度时，其生长速率会急剧下降。 这通常

是由热应激引起，热应激可能导致酶功能失活变

性或影响参与光合作用的蛋白质。 当温度超过最

佳生长阈值时对微藻的负面影响甚至比低温时更

为严重。 可通过绘制微藻的生长曲线验证温度对

微藻生长的影响。 在最佳温度之外，生长速率的

下降趋势通常是线性的，并且随着温度的进一步

升高或降低，可能会突然达到微藻致死温度，具体

情况取决于物种［１８］。 在适宜的温度范围内，随着

温度的降低，核酮糖⁃１，５⁃二磷酸羧化酶（ＲｕＢｉｓＣｏ
酶）的活性下降，不饱和脂肪酸的比例升高，生长

速率减慢，生物量减少，固碳效率也显著降低。
１ ３　 ｐＨ

ｐＨ 对微藻的生理代谢存在显著影响，尤其是

在细胞代谢酶的活性和对各种离子的摄取及利用

方面。 大多微藻在中性条件下培养效果最佳，特
别是 ｐＨ 为 ７．５～ ８．５ 时，固碳的能量成本较低，因
为此时 ＨＣＯ－

３ 向细胞质转移的能量消耗较少［１９］。
微藻细胞生长过程中消耗的无机碳（Ｃ ｉ）会导致培

养液 ｐＨ 升高，进而改变微藻的生化反应特性，并
３



可能使细胞破裂。 ｐＨ 的波动会影响碳酸酐酶

（ＣＡ）的活性，进而影响微藻的生长。 通过使用

ＮａＯＨ 或 ＣａＣＯ３ 等缓冲液，调节 ｐＨ 至最适合微藻

生长的水平，从而提高 ＣＯ２固定率和生物质产量。
微藻固定 ＣＯ２不仅与其生物量相关，还与营养吸

收、光合活性及多种酶促反应密切相关。 酸性条

件下，由于游离 ＣＯ２浓度的增加，有利于耐酸性微

藻固定 ＣＯ２。 在碱性条件下，由于 ＣＯ２－
３ 增多，ＣＯ２

溶解度提高，从而有利于耐碱性微藻的生长。 适

宜的 ｐＨ 有助于光合生物的正常生长和发育。 ｐＨ
根据培养物中 ＣＯ２的浓度而有所不同，因此可以

通过调节 ＣＯ２浓度控制溶液 ｐＨ。 适宜的 ｐＨ 是获

取最大脂质含量的关键条件。 当使用纯 ＣＯ２或高

ＣＯ２含量的烟气曝气培养微藻时，溶解的 ＣＯ２会降

低培养基的 ｐＨ，形成酸性环境。 随后，微藻在光

合作用过程中吸收 ＣＯ２，使培养液 ｐＨ 升高。
１ ４　 营养元素

微藻生长和光合作用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受

到关键营养物质碳、氮和磷的影响，这些元素不仅

是微藻细胞合成的基石，也是生物量增长的重要

因素。 磷和氮是维持微藻生长所必需的主要营养

物质。 碳氮比（Ｃ ／ Ｎ）也是一个关键因素，它影响

增值组分的固碳效率、生物量的积累以及生产

力［２０］。 例如，在螺旋藻的培养中，当 ＮＨ４ＨＣＯ３与

ＮａＮＯ３的比例为 １ ∶ ４ 时，可实现较高的碳利用效

率（４０．４５％），但过高的 ＮＨ４ＨＣＯ３浓度会对微藻产

生毒性效应，进而降低生物产率。
磷的浓度对微藻的生长和脂质积累有显著影

响。 微藻可以利用磷酸化作用将 ＡＤＰ 转化为

ＡＴＰ，同时通过细胞吸附或调节 ｐＨ 沉淀磷酸

盐［２１］。 氮是微藻基本代谢的关键部分，主要以亚

硝酸盐、硝酸盐、氨盐或铵的形式存在［２２］。 在氮

剥夺条件下，微藻能够产生更多的脂质，但其生长

速度会降低。
１ ５　 ＣＯ２浓度

ＣＯ２浓度对微藻生长和碳同化效率有显著影

响。 当 ＣＯ２浓度过高时，叶绿体基质区域会发生

酸化，导致卡尔文循环中关键酶失活，从而抑制微

藻生长并降低其碳同化效率。 在低 ＣＯ２浓度条件

下，微藻启动碳浓缩机制（ＣＣＭ）（图 ２）以提供足

够的 ＣＯ２给 ＲｕＢｉｓＣｏ 酶，故光合速率降低，生长代

谢及生物量积累缓慢［２３］。
当通入高浓度 的 ＣＯ２ 时， 微 藻 细 胞 内 的

ＲｕＢｉｓＣｏ 酶得到充足的 ＣＯ２供应，无需再通过碳酐

图 ２　 碳浓缩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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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酶将 ＨＣＯ－
３ 催化转换为 ＣＯ２，从而降低能量消

耗，为光合反应提供更多的 ＡＴＰ，加快微藻的生长

速率。 同时，随着 ＣＯ２浓度的提高，微藻细胞内硝酸

还原酶、亚硝酸还原酶的含量也增加，加速 ＮＯ－
３催化

还原过程，最终转化为铵盐以合成含氮化合物。
藻类能够在一定的 ＣＯ２浓度下生长而不受抑

制，但这种耐受性有限制［２４］。 高浓度的 ＣＯ２对藻

类产生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过高的 ＣＯ２浓度会

造成环境压力，进而影响藻类的生物量和其捕获

ＣＯ２的能力；另一方面，随着碳酸氢盐的形成，环境

的 ｐＨ 会降低，进一步影响藻类的生长。

２　 提高微藻光合效率的策略

选择生长快、环境适应强和高固碳能力的微

藻是提升微藻固碳效率的关键步骤［２５］。 除了筛

选具有优越性质的天然微藻品种外，运用随机诱

变、适应性实验室进化（ＡＬＥ）和基因工程等方法

增强微藻的特定代谢表型和提升其环境适应性，
也成为了常见且有效的手段（图 ３）。 此外，提升

微藻的固碳能力有时与其快速生长的条件存在一

定的冲突。 因此，可以通过这些技术进一步优化

藻类的生产力，从而在固碳效率和生长速度之间

取得更好的平衡。
２ １　 随机诱变

随机诱变是一种有效且经济的方法，用于创

造具有理想特性的微藻突变体，如高效碳固定、脂
质生产、ＣＯ２耐受性和耐酸性［２６］。 这种方法的优

势在于不需要特定的方向或设计，便能够产生具

有多样性的微藻细胞库，便于后续根据特定需求

选择适合的微藻。 随机诱变可通过使用不同的诱

变剂实现［２７］，包括化学诱变剂（如 ＮＴＧ）和物理诱

变手段，例如重离子、伽马射线和紫外线射线。 突

变特性的不稳定性和可逆性突显了开发有效的选

４



图 ３　 提高微藻光合效率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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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方法和确保表型稳定性的重要性。 适当的选择

方法曾是这种技术的主要限制，然而现在已经通

过使用高通量筛选方法得到了解决，如流式细胞

仪（ＦＡＣＳ）。 这些进步极大地提高了随机诱变技

术在微藻改良中的应用潜力。
２ １ １　 核辐射诱变

伽马射线是一种在原子核能级转换和退激发

过程中产生的辐射形式，比紫外线和 Ｘ 射线具有

更强的穿透能力，并能与细胞内分子，尤其是水分

子发生相互作用，产生自由基。 自由基可能破坏

细胞中的大分子结构，如蛋白质、核酸和碳水化合

物，从而导致遗传特征变化。６０Ｃｏ 和１３７Ｃｓ 是最常用

的伽马射线诱变源。 为了培育出具有快速固定

ＣＯ２和高脂质生产能力的微藻，ＣＨＥＮＧ 等［２８］ 采用

了 ２ 轮伽马射线诱变，并使用尼罗红染色和荧光

显微镜进行筛选。 经突变处理的微藻的生物量生

产能力显著提升，达到了原来的 ７．６ 倍，培养周期

也从 １５ ｄ 缩短至 １２ ｄ。 此外，突变体的脂质积累

能力也显著提高，是未经突变的微藻的 ２０ 倍。
２ １ ２　 化学诱变

化学诱变剂在微藻改良应用中十分广泛，其
诱变潜力和作用机制已被深入研究。 其中，最常

用的一类化学诱变剂是烷化剂，其含有活性的烷

基团能替换 ＤＮＡ 碱基上的原有烷基，常见的目标

是鸟嘌呤［２９］。 在 ＤＮＡ 复制过程中，化学诱变改

变了模板链上的核苷酸，导致核苷酸的替换、插入

或缺失，从而使 ＤＮＡ 序列变化。
２ １ ３　 紫外线诱变

紫外线诱变是一种在微藻遗传和生理代谢改

变方面快速而有效的方法。 与化学诱变相比，紫
外线诱变提供了更灵活的控制，同时避免了可能

的二次污染问题［３０］。 在紫外光辐射下，ＤＮＡ 最大

的吸收峰位于 ２６０ ｎｍ，这个波长的紫外光诱导了

嘧啶二聚体的形成，其中 ２ 个相邻的嘧啶基因通

过共价键连接。 这些二聚体的存在削弱了 ＤＮＡ
双链间的氢键，导致 ＤＮＡ 双螺旋结构扭曲，干扰

了碱基的正常配对，可能引起突变或细胞死亡。
此外，嘧啶二聚体的形成还阻碍了 ＤＮＡ 双螺旋的

解绕，从而影响 ＤＮＡ 的复制和转录过程。
在一项紫外诱变研究中，ＡＮＴＨＯＮＹ 等［３１］ 发

现，在乙酰辅酶 Ａ 羧化酶（ＡＣＣａｓｅ）的编码区，亮
氨酸残基被丝氨酸残基取代。 这种点突变导致乙

酰辅酶 Ａ 中的非极性疏水氨基酸被极性亲水氨基

酸所替换，改变了它们之间的氢键。 突变后的

ＡＣＣａｓｅ 活性显著提高，这一发现强有力地证明了

基因突变能够有效增强微藻的脂质产生能力。 通

过紫外线辐射诱变，ＬＩ 等［３２］成功培育出了一种突

变微藻 ＷＵＳＴ４，它具有耐受高浓度 ＣＯ２（２０％）和
烟气的能力，同时表现出较高的 ＣＯ２ 固定能力。
紫外线辐射诱变所产生的突变体普遍表现出更佳

的固碳特性。 例如，ＱＩ 等［３３］发现一些突变体表现

出更高的生物量生产力、更强的 ＣＯ２耐受性以及

更高的脂质或碳水化合物含量。 这些研究表明，
紫外线诱变是一种有效的方法，能够显著提升微

藻在 ＣＯ２固定和生物质生产方面的性能。
２ ２　 适应性实验室进化

适应性实验室进化（ＡＬＥ）是一种基于随机突

变和自然选择的微藻改良方法，不仅可作为研究

进化的工具，也可用于提升微藻的表型、性能和稳

定性［３４］。 ＡＬＥ 的成效依赖于微藻的初始细胞密

度及所采用的胁迫策略［３５］。 这些胁迫策略包括

营养压力和环境压力，如温度、光照和有机溶剂耐

受性，恰当的胁迫选择对提高 ＡＬＥ 效率至关重

要。 在实验条件下，可通过自然选择在特定环境

中培养，直至获得稳定的代谢表型和含有有益突

变的进化微藻。 微藻因其快速分裂能力、高突变

率和较小的基因组，成为理想的 ＡＬＥ 研究对象。
ＡＬＥ 通过在特定环境中延长培养期和自然选择过

程，促进有益突变的产生和固定。 蛋白质组学、转
录组学、基因组学和代谢组学等生物信息学技术

的应用，有助于识别 ＡＬＥ 中的关键突变机制，从
而为微藻的工业化应用和生物学研究提供依据。
２ ３　 基因工程

基因工程主要聚焦于基因表达和转录水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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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控，通过使用重组 ＤＮＡ 技术在分子层面上改造

目标基因组。 这一过程大致可分为 ３ 种策略：第
一种是添加外源基因以提供所需的表型特性；第
二种是通过基因破坏或删除、或利用 ＲＮＡ 干扰技

术抑制现有基因的表达；第三种是强化和激活非

自然启动子下的基因表达［３６］。
２ ３ １　 启动子

实现重组蛋白和代谢产物的高产量，关键在

于识别和优化那些能够有效促进转基因表达的顺

式调控元件。 这些元件，如启动子，负责控制所需

产物的编码，其精确选择和优化可以显著提升转

基因编码产品的表达水平，从而优化生物合成过

程和产量。 在微藻生产领域，已经发现了多个能

够持续导致高基因表达的内源性启动子。 ＲＡＭＡ⁃
ＲＡＪＡＮ 等［３７］从微藻中鉴定出 ２ 个内源性常态启

动子 ＨＳＰ９０ 和 ＥＰＰＳＩＩ，它们的表达性能比常用的

Ｂ－微管蛋白（ＴＵＢ）启动子高出 ３．１ ～ ４．５ 倍。 另

外，２ 个源自小球藻的氮缺乏诱导内源性启动子

（ＣｖＮＤＩ１ 和 ＣｖＮＤＩ２ 基因）成功用于表达人类粒

细胞－集落刺激因子，利用小球藻的内源性基因组

分表 达 了 重 组 蛋 白， 建 立 了 新 的 蛋 白 表 达

体系［３８］。
２ ３ ２　 基因编辑和调控

基因组编辑技术涉及使用定点核酸酶，这些

酶可以被编程以精确操纵几乎任何目标 ＤＮＡ 序

列［３９］。 它们通过引发 ＤＮＡ 双链断裂并激活细胞

的 ＤＮＡ 修复机制来实现操作，可用于敲除基因或

与供体 ＤＮＡ 一起引入以插入转基因。 这些技术

已广泛应用于各种生物体中。 最初，研究人员使

用了锌指核酸酶（ＺＦＮｓ）和类转录激活因子核酶

（ＴＡＬＥＮｓ）等 ＤＮＡ 结合域来实现基因组编辑。 然

而，在过去十年中，出现了一种更高效的系统，即
ＣＲＩＳＰＲ ／ Ｃａｓ９（聚集的调控性间隔短回文重复序

列 ／ ＣＲＩＳＰＲ 关联）基于 ＲＮＡ 引导的 ＤＮＡ 内切酶。
ＣＲＩＳＰＲ ／ Ｃａｓ９ 系统最初来源于免疫反应，其中单

个引导 ＲＮＡ（ ｓｇＲＮＡ） 将 Ｃａｓ９ 蛋白引导到外源

ＤＮＡ 并诱导其降解。 最近，这一技术被用于改进

微藻工程。 ＧＲＥＩＮＥＲ 等［４０］ 通过使用锌指核酸酶

（ＺＦＮ）、ＣＲＩＳＰＲ ／ Ｃａｓ９ 以及重组 Ｃａｓ９ 优化了几种

微藻的基因编辑方案，并开发了快速分离分选择

性基因突变体的方案。
２ ３ ３　 转录工程

转录工程学专注于通过工程转录元素（例如

转录因子 ＴＦｓ）同时调控多个基因在代谢途径中

的表达。 转录因子通过与 ＤＮＡ 序列中的特定基

序结合，从而调控基因的表达水平，通过影响与

ＲＮＡ 聚合酶的互作来实现上调或下调基因的转

录［４１］。 这种方法与传统的单一基因工程方法不

同，它可以同时影响代谢途径中的多个组成部分。
在微藻中，大多数转录因子是通过预测方法发现

的，它们的具体功能尚未完全了解。 然而，借助

ＲＮＡ 测序数据构建的拟议转录调控网络已经将转

录因子与微藻细胞代谢的不同方面及其结合位点

联系起来。 这为利用基因工程工具增加微藻中不

同代谢产物的产量提供了可能性。 这一方法旨在

通过精确控制基因表达，提高微藻中目标代谢产

物的生产效率。
２ ３ ４　 基因转化

在成功设计和克隆最佳表达载体后，需要将

质粒载体 ＤＮＡ 有效地插入微藻的基因组，以减少

在转化后所需的筛选时间。 微藻的转化过程可以

采用多种方法，包括生物弹射粒子轰击法、玻璃珠

搅拌法、电穿孔法、农杆菌介导法和纳米粒子

法［４２］。 电穿孔法是最常见且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特别适用于微藻核转化，可以实现高达 １００ 倍以

上的成功转化率。 该方法涉及施加电脉冲，在细

胞壁上形成微小的孔道，能够使外源 ＤＮＡ 进

入［４３］。 目前，已经确定电穿孔法参数的优化方

法，可以实现最高的转化效率。 ＭＵÑＯＺ 等［４４］ 研

究了在 ４ 种不同的微藻物种中获得最佳转化效果

所需的电压设置、细胞浓度、光强度和 ＤＮＡ 片段

大小。 这些信息可以用于设计转化实验以预测适

当试验条件。

３　 结论与展望

微藻的固碳能力及其在光合作用中的独特性

质提供了一种有望缓解气候变化和能源危机的生

物学途径。 在研究微藻 ＣＯ２固定效率的过程中，
光、温度、ｐＨ、营养元素以及 ＣＯ２浓度都是影响微

藻生长和光合效率的关键因素。 通过对这些因素

的综合考虑，制定更有效的培养策略，从而提高微

藻的 ＣＯ２固定效率。 同时，为了进一步增强微藻

的碳减排能力，可以通过随机诱变、适应性实验室

进化和基因工程等策略优化微藻。 这些努力将微

藻的固碳性能推向新的高峰。
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深入以下几个方向：

首先，深入研究不同光、温度、ｐＨ 等因素之间的相

互作用，以优化微藻的生长条件；其次，对于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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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藻光合效率的策略，可以进一步探索多种方法

结合的应用，以取得更好的效果；此外，随着基因

工程技术的不断发展，可以考虑引入更多新颖的

基因编辑技术，以更精确地设计和优化微藻的基

因组。
总体而言，深入了解和优化这些因素对于提

高微藻的 ＣＯ２固定效率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未来

的研究将继续推动这一领域的发展，为可持续发

展和环境保护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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