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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藻类植物





一、概论

藻类 (Algae)：是指一群具有光合作用色素、能进
行放氧光合作用的自养原植体植物。

原植体植物：植物体结构简单，为单细胞或者是多
细胞的丝状体或叶状体，无根、茎、叶的分化。低
等植物也叫原植体植物。



藻类形态构造差异很大，小的为单细
胞，而大的肉眼可见，有些还具有较复杂
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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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发现的近3万种藻类约90%生活在水中,如
淡水、河口、半咸水或咸水湖、海水,甚至在50~ 

80℃的温泉中。

藻类植物的分布：

它们有的行浮游生活,有的营固着生活,有些
藻类生长于潮湿的岩石、墙壁、土表、树干上,这
些种类称为亚气生藻,雪藻生活在雪山、冻原。一
些藻类与真菌共生,形成地衣。少数藻类可寄生在
动植物体内，少数藻类失去叶绿素,行腐生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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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莼(固着生活)



色球藻(亚气生藻)

具明显胶被



雪藻生活在雪山、冻原



雪藻生活在雪山、冻原



雪藻生活在雪山、冻原



雪藻生活在雪山、冻原



小球藻属生长在动物水螅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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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个湖藻类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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藻类的繁殖方式:

藻类的繁殖方式包括营养繁殖、无性生殖和有
性生殖。

▲营养繁殖:指营养体上的一部分由母体分离出来
后又能长成一个新个体的繁殖方式。

▲无性生殖:形成若干类型的孢子,如游动孢子、
静孢子和休眠孢子等,孢子不经过两两结合直接发
育成新的个体。

▲有性生殖:指植物体形成生殖细胞(配子),配子
经过两两结合形成合子,由合子萌发形成新个体,
或者由合子先形成孢子,再由孢子萌发成新个体的
生殖方式。





根据相结合的两个配子形状、结构、大小和运动
能力(行为)等方面的差异,可分为同配生殖、异配生
殖、卵式生殖3种方式。

▲同配生殖:雌雄配子形状、结构、大小和运动能力
相同,配子同形。

▲异配生殖:雌雄配子形状、结构相同,但大小和运动
能力不同,配子异形,大而运动能力迟缓的为雌配子,
小而运动能力强的为雄配子。

▲卵式生殖:雌雄配子形状、结构、大小和运动能力
都不相同,大而无鞭毛不能运动的称为卵(egg),小而
有鞭毛能运动的称为精子。



(同配生殖)

雌雄配子形状、结构、大小和运动能力相同,配
子同形。





(异配生殖)

雌雄配子形状、结构相
同,但大小和运动能力不同,
配子异形。



(卵式生殖)

雌雄配子形状、结构、大小和运动能力
都不相同。



藻类生活史类型及特点:

蓝藻和一些单细胞藻类仅存在营养繁殖,有性生
殖存在于大多数真核藻类,它从无性生殖发展而来,
沿着同配、异配和卵式生殖的方向演化。

在有性生殖过程中,由于减数分裂所发生的时间
不同,以及形成的植物体的核相差异,形成了3种不同
的生活史类型：

(1)合子减数分裂型

(2)配子减数分裂型

(3)孢子减数分裂型



(1)合子减数分裂型的生活史:减数分裂在合子萌发时
发生,生活史中合子是唯一的双倍体阶段,只有1种单倍
体植物体,该类型藻类植物体既可产生配子,也可产生
孢子,孢子直接萌发成新个体,配子结合形成合子。



合子减数分裂型

n

n

2n

n
n

单倍体
植物体

配子



(2)配子减数分裂型的生活史:减数分裂在配子囊形
成配子时发生,生活史中配子是唯一的单倍体阶段,
只有1种双倍植物体。



配子减数分裂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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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孢子减数分裂型的生活史:生活史中单倍体和双倍
体的植物体交替出现,合子萌发时不发生减数分裂,而
形成1个双倍体植物,双倍体植物进行无性生殖,在孢
子囊内形成孢子时进行减数分裂,产生孢子,再萌发形
成单倍体植物,单倍体植物进行有性生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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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藻类的分类

蓝藻门、原绿藻门、灰色藻门、红藻门、
金藻门、定鞭藻门、黄藻门、硅藻门、
褐藻门、隐藻门、甲藻门、裸藻门和
绿藻门，共13个门。



蓝藻门：



最古老的蓝藻化石据认为有31亿年的历史，因此
推测在35亿～33亿年前就出现了蓝藻。是地球上最
早出现的古老生物之一。

蓝藻作为早期的光合自养型生物,通过吸收CO2放
出O2,因而在生物演化史的早期具有极重要的意义。

蓝藻和细菌同属原核生物,以细胞直接分裂的方
式进行繁殖。蓝藻亦称蓝细菌。

③有些种类既能固氮又能产生氧气。

▲蓝藻与其他细菌的差别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①蓝藻含叶绿素a,光合作用产生氧;

②蓝藻含藻蓝蛋白和藻红蛋白;



在适宜条件下,蓝藻迅速生长,形成厚垫状的丝状体。此外,
在富营养基质的水体中,有些浮游蓝藻大量繁殖并聚集于水面,形
成“水华”,由于藻细胞死亡分解消耗大量氧气,有些水华藻类还
会产生毒素,因此“水华”对水体生态系统危害极大。





抹茶湖*



红藻门：

多数红藻为多细胞,构成简单的丝状体、假薄壁
组织的叶状体或枝状体等,在较高等的类群中有类似
组织的分化。

叶状体



枝状体



枝状体





丝状体



丝状体



藻红素占的比例高

故红藻藻体多
呈红色的原因？



红藻门是较古老的一群藻类,化石出现于19亿年
前的寒武纪。

与蓝藻相比，蓝藻为原核生物,红藻为真核生物;
在植物体态以及有性生殖等方面,红藻门都远比蓝藻
门更进化。



以紫菜为例：

紫菜为紫菜属植物的统称，种类多，主要有条
斑紫菜、坛紫菜、甘紫菜等。 21世纪初中国紫菜
产量跃居世界第一位。



藻体为紫红色、紫色或紫蓝色叶状体。以固着器生
于海滩岩石上。



紫菜的种植



紫菜的
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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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菜生活史：

减数分裂

受精

有世代交替



金藻门：

藻体为单细胞、群体或分枝丝状体。单细胞及
一些群体种类营养细胞前端有鞭毛,终生能运动。能
运动的金藻多无细胞壁。



单细胞



单细胞



群体



群体



分枝丝状体



金藻叶绿素含量较少,胡萝卜素、叶黄素含量
较多,因此载色体呈黄绿色、橙黄色、褐黄色、金
棕色。因此金藻又常被称为金黄藻类。

特征：

一些种类具鞭毛能运动，因此金藻门最初被
列入动物界原生动物门中。



硅藻门：

细胞壁成分为硅质和果胶质,无纤维素。硅质在
外,较厚,主要为二氧化硅。硅藻细胞壁由两个套合的
半片组成,半片称为瓣。形态上,外面的半片(瓣)称为
上壳,里面的半片(瓣)称为下壳。



辐射硅藻类(中心硅藻类) 辐射对称



羽纹硅藻类 两侧对称

壳缝

中央节







硅藻在侏罗纪出现,白垩纪和第三纪为鼎盛时期,
至今藻体仍为单细胞或群体。硅藻曾归入金藻门中,但
特殊的细胞壁套合结构,与金藻门有很大不同。

化石硅藻在石油勘探、地层划分和对比,以及古地
理、古气候及古生态的研究方面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以硅藻壳体为主形成的硅藻土是重要的工业原料。

硅藻门的地位：

侏罗纪：公元前1亿9960万年到1亿4550万年，恐
龙的鼎盛时期。



褐藻门：

植物体为多细胞体,具一定形态,大形。褐藻光
合色素以墨角藻黄素含量最大,使藻体呈褐色。墨角
藻黄素有利用短波长光的能力,光合作用能力极强。



褐藻门是固着生活的底栖藻类,绝大多数生长于
海洋，很多种类体型较大。褐藻门属于冷水藻类,寒
带海中分布最多。



很多种类体型较大,如巨藻,形成所谓的海底森林。



巨藻



成熟的巨藻一般有70米~80米长，最长的可达到500米



在适宜的条件下，一棵巨藻每天可生长30厘米~60厘米



巨藻不论在长度上，还是生长速度上，都称得上是"世界之最"



固着器圆柱状



具有气囊使藻体上半部漂浮水面



具有气囊使藻体上半部漂浮水面







海带
海带属约30种,分布在北冰洋、北大西洋、北太平洋及非

洲南部海洋,长达数米。海带为本属常见种类。



中国北部沿海及浙江、
福建沿海大量栽培，产量居
世界第一。



其末端有固着器，用以附着在岩石、棕绳上，以固着整个藻体



11月上旬分苗，夏、秋采收，由海中捞出，晒干







海带的生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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裸藻门：

除柄裸藻属外，皆为无细胞壁,具有鞭毛、能游
动的单细胞体。





裸藻以细胞纵裂的方式进行繁殖。分裂开始时,着
生鞭毛的一端发生凹陷，在2~4h内完成。

裸藻细胞核有丝分裂及细胞的纵裂繁殖示意图



由于裸藻兼具动物和植物的特性,对于其起源和
分类地位一直存在争议。

不少证据可以证明绿色裸藻是经内共生演化而来
的。吞食性的无色裸藻与原生动物中的动基类具有同
源性,这说明绿色裸藻是由吞噬性的无色裸藻与绿藻
共生演化后发展而成的。



绿藻门：

藻体多种多样,包括单细胞、群体、丝状体、叶
状体、管状体及多核管状体等。



绝大多数绿藻的营养体不能运动。
与高等植物相似: (1)细胞壁分两层,内层主要为

纤维素,(2)载色体具双层载色体膜,含叶绿素a、叶绿
素b、胡萝卜素、叶黄素等,其中叶绿素含量较多。

特征：



绿藻门的地位：

绿藻的化石在14亿~12亿年前就已出现。绿藻和
高等植物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如有相同的光合色素及
光合产物,鞭毛都是尾鞭型,因此,绿藻被认为是高等植
物的祖先,在植物界的系统发育中居于主干地位。



三、藻类植物的起源与演化

根据化石资料,最早的蓝藻与细菌化石出现于大约
35亿年前,经过约10亿年,真核生物开始出现。



地核形成

月球形成

地球诞生

地狱 太古代

生命同位素证据

真核细胞

原生代

大气中的
氧气增加

恐龙

古生代
中生代
新生代

恐龙：2亿3千万年前三叠纪晚期~6千5百万年前的白垩纪晚期。

人：如果从南方古猿算起，则有200~300万年。

宇宙：大约150亿年。



内共生

原核生物的祖先

细胞核产生

内共生

第二次
内共生

光合真核
生物的祖先

异养真核
生物的祖先

一个早期的真核生物吞食了一个可进行有氧呼吸
的细胞但并未消化它,经过数亿年的演化,形成了线粒
体。第二次内共生则与具光合作用能力的蓝藻共生，
产生真核植物。



四、藻类植物的生态学意义

(1)全球约一半的光合产物是由藻类所产生的,仅海
藻固定的有机碳素达13.5×1010t;

(2)固氮蓝藻(及固氮细菌)等每年可固定氮素约
1.7×108t;

(3)藻类是水体食物网的基本环节,是无数浮游生物、
水生动物的饲料,被称为“原初生产者”;

(4)在陆地生态系统中,藻类在维持水网营养、改造
土壤基质、净化环境等方面也间接地发挥着巨
大的作用。



五、藻类植物的经济意义

1.食用藻类

2.藻类与渔业的关系

3.藻类在农业上的应用

4.藻类在工业及医药上的应用

5.水质净化与监测



1.食用藻类

藻类营养价值很高,藻体中含有糖类、蛋白质、
脂肪、无机盐、各种维生素、有机碘,以及Ca,Na、
Mg,K,P,S,I,Fe,Zn等元素。

▲蓝藻门供食用的有葛仙米、发菜、海雹菜等；

▲绿藻门供食用的有溪菜、刚毛藻、水绵、石莼、
礁膜、浒苔、海松;

▲褐藻门供食用的有海带、铁钉藻、鹅肠菜、裙带
菜、海蒿子、羊栖菜、鹿角藻、绳藻；

▲红藻门供食用的有紫菜、海索面、石花菜、海
萝、麒麟菜、鸡毛菜、江篱等。



蓝藻门——发菜(又称发状念珠藻)



发菜是一种能固氮的光合原核生物。



大量产于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和甘
肃、青海、陕西等省的干旱和半干旱地区。



国家Ⅰ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国务院1999年8月4日批准)

生长缓慢，在野外，一年仅能够增长6%。



蓝藻门——葛仙米(珍珠菜)



葛仙米藻体呈胶质状、球状或其他不规则形状



蓝藻门——螺旋藻

呈疏松或紧密的有规则的螺旋旋形弯曲，形如钟
表发条，故而得名。



已人工培养并大面积机械化生产。



2.藻类与渔业的关系

一方面，小型藻类是水生经济动物如鱼、虾等
的主要饵料。海岸带及海水中生长的大型藻类,也
是鱼类产卵和哺育幼鱼的良好场所。

另一方面，藻类也会对渔业带来巨大危害。绿
球藻和直链藻属常附生在鱼的皮肤上和鳃部,使其
化脓致死。“水华”,消耗水里大量氧气。某些水
华和赤潮种类还能分泌毒素。



3.藻类在农业上的应用

藻类大量死亡后沉到水底,积累后形成有机淤泥,
可作肥料。固氮藻类能固定空气中的氮素。

固氮蓝藻(及固氮细菌)等每年可固定氮素约
1.7×108t。



4.藻类在工业及医药上的应用

褐藻、红藻的许多种类可提取藻胶、琼胶、卡
拉胶等。琼胶在医学上和生物学上可作各种微生物
和组织培养的培养基。



卡拉胶又称为鹿角菜胶、角叉菜胶，是从天然麒麟
菜等海藻中提取的天然多糖胶体。

果冻 (主要原料：卡拉胶，水，白砂糖，海藻酸钠)



5.水质净化与监测

▲有些藻类对水体中的污染物等非常敏感,可以通过
分析藻类植物组成的种类、性质和数量来推测、
评价、监测和预报水质。

▲藻类在水体自净过程中的作用主要是通过进行光合
作用向水体提供氧气,促进细菌的活动,以加速废水
中有机物的分解;分解过程中所产生的二氧化碳又
可在藻类的光合作用过程中被利用而排除。

▲藻类还可吸收、积累有害元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