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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铜绿微囊藻治理的

抑制剂，主要包括以下重量份的原料：黄杨水提

物75-90、硝酸钠3-8、碳酸钠3-5和絮凝剂3-5，且

所述抑制剂的pH值为8.5。其主要成分由黄杨的

叶片中提取得到，成本低、见效快，抑制铜绿微囊

藻效果明显，同时不污染水体，安全环保。同时，

用于铜绿微囊藻治理的抑制剂的制备方法中，仅

需对黄杨的叶片进行干燥、粉碎并浸提，然后与

其他原料混合，制备方法简单易于掌握，适合大

规模量化生产并使用，另外，通过在抑制剂中加

入一定量的中药成分，在能够提高所述抑制剂对

铜绿微囊藻的抑制效果的同时，还能实现对水质

的杀菌和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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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铜绿微囊藻治理的抑制剂，其中，主要包括以下重量份的原料：

黄杨水提物75-90、硝酸钠3-8、碳酸钠3-5和絮凝剂3-5，且所述抑制剂的pH值为8.5；

其中，所述用于铜绿微囊藻治理的抑制剂的制备方法主要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摘取黄杨的叶片洗净后烘干至含水量为5-8％，并将烘干后的叶片粉碎至50-

100目，得到黄杨叶片粉末；

步骤2、取黄杨叶片粉末5-10重量份加入500-1000重量份的无菌蒸馏水中，搅拌均匀并

加热至沸腾1h后，抽滤取上清液，得到叶片粗提液；

步骤3、在所述叶片粗提液中加入0.08-0 .3重量份的碳酸钠，搅拌均匀后将沉淀物滤

除，得到二级叶片粗提液；

步骤4、在所述二级叶片粗提液中加入0.1-0.4重量份的硝酸钠和0.08-0.3重量份的絮

凝剂，搅拌至硝酸钠和絮凝剂完全溶解，并调节pH值为8.5，得到三级叶片粗提液；

步骤5、将所述三级叶片粗提液经115-125℃高温灭菌20min，冷却至4℃保存，即得所述

用于铜绿微囊藻治理的抑制剂。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铜绿微囊藻治理的抑制剂，其中，还包括20-30重量份的辅

料，所述辅料由以下重量份的原料提取得到：

蒲公英25-35、紫花地丁15-25、半边莲15-25、白毛夏枯草10-20、苦楝皮5-15、益母草

25-35、百部10-20、淫羊藿15-25、兰草10-20、青蒿15-25、狗舌草15-25、地肤子10-20以及车

前草15-25。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铜绿微囊藻治理的抑制剂，其中，所述絮凝剂为丙烯酰胺、

乙二胺四醋酸二钠、天然有机酸及丙烯酰胺聚合物中的一种或几种。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铜绿微囊藻治理的抑制剂，其中，所述用于铜绿微囊藻治理

的抑制剂的制备方法主要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摘取黄杨的叶片洗净后烘干至含水量为5-8％，并将烘干后的叶片粉碎至50-

100目，得到黄杨叶片粉末；

步骤2、将重量份分别为蒲公英30、紫花地丁20、半边莲20、白毛夏枯草15、苦楝皮10、益

母草30、百部15、淫羊藿20、兰草15、青蒿20、狗舌草20、地肤子15以及车前草20的中药混合

后粉碎至50-100目，得到辅料粉末；

步骤3、取黄杨叶片粉末5-10重量份和辅料粉末1-2重量份加入500-1000重量份的无菌

蒸馏水中，搅拌均匀并加热至沸腾1h后，抽滤取上清液，得到叶片粗提液；

步骤4、在所述叶片粗提液中加入0.08-0 .3重量份的碳酸钠，搅拌均匀后将沉淀物滤

除，得到二级叶片粗提液；

步骤5、在所述二级叶片粗提液中加入0.1-0.4重量份的硝酸钠和0.08-0.3重量份的絮

凝剂，搅拌至硝酸钠和絮凝剂完全溶解，并调节pH值为8.5，得到三级叶片粗提液；

步骤6、将所述三级叶片粗提液经115-125℃高温灭菌20min，冷却至4℃保存，即得所述

用于铜绿微囊藻治理的抑制剂。

5.一种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铜绿微囊藻治理的抑制剂的使用方法，其中，将所述抑

制剂加入铜绿微囊藻藻液中，所述抑制剂与铜绿微囊藻藻液的用量配比为1-5mL：1L。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用于铜绿微囊藻治理的抑制剂的使用方法，其中，将所述抑制剂

在铜绿微囊藻生长至对数期时开始投放，投放量为0.3-0.48mL/L，投放周期为7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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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铜绿微囊藻治理的抑制剂及其制备和使用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藻类抑制剂的制备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用于铜绿微囊藻治理的抑

制剂及其制备方法和使用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为改善人文环境，提升城市品位，人工湖成为城市规划和发展中的首要选

择。但修建人工湖后，由于人类活动使得水体富营养化，引起藻类过量繁殖，水质恶化，发生

“水华”，不仅起不到美化生活的作用，反而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水华藻类如铜绿微囊藻

(Microcystis  viridis)、惠氏微囊藻(M .wesenbergii)、鱼腥藻(Anabaena)、念珠藻

(Nostoc)、颤藻(Oscillatoria)等还可产生藻毒素，其中微囊藻毒素(MC)是一类分布最广、

危害最严重的毒素，具有肝毒性，能导致动物和人的急性中毒，长期接触则会诱发肝癌、甚

至导致死亡，所以微囊藻及其毒素是目前主要研究对象。可见，对城市景观水体的富营养化

倾向或潜在趋势既有研究的紧迫性，又有必要性。

[0003] 溶藻微生物是对水体里的藻类具有抑制或致死作用的一类微生物的总称，在自然

环境中大量存在，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抑制藻类生长或杀死藻类，从而溶解藻细胞。定义

通过研究微囊藻的微生物降解过程，不但可以掌握微囊藻及其毒素在水体中的变化规律，

对水质安全性进行正确评价，还可以分离出高效降解菌用于微囊藻污染的治理。微生物降

解具有成本低、安全性强、治理周期短、利于生态修复等优点，目前微生物降解被认为是水

体中微囊藻去除的一个重要途径。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一个目的是解决至少上述问题，并提供至少后面将说明的优点。

[0005] 本发明还有一个目的是提供一种用于铜绿微囊藻治理的抑制剂，主要成分由黄杨

的叶片中提取得到，成本低、见效快，抑制铜绿微囊藻效果明显，同时不污染水体，安全环

保。

[0006] 本发明还有一个目的是提供一种用于铜绿微囊藻治理的抑制剂的制备方法，仅需

对黄杨的叶片进行干燥、粉碎并浸提，然后与其他原料混合，制备方法简单易于掌握，适合

大规模量化生产并使用。

[0007] 本发明还有一个目的是提供一种用于铜绿微囊藻治理的抑制剂，通过在抑制剂中

加入一定量的中药成分，在能够提高所述抑制剂对铜绿微囊藻的抑制效果的同时，还能实

现对水质的杀菌和净化。

[0008] 为了实现根据本发明的这些目的和其它优点，提供了一种用于铜绿微囊藻治理的

抑制剂，主要包括以下重量份的原料：

[0009] 黄杨水提物75-90、硝酸钠3-8、碳酸钠3-5和絮凝剂3-5，且所述抑制剂的pH值为

8.5。

[0010] 优选的是，所述的用于铜绿微囊藻治理的抑制剂中，还包括20-30重量份的辅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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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辅料由以下重量份的原料提取得到：

[0011] 蒲公英25-35、紫花地丁15-25、半边莲15-25、白毛夏枯草10-20、苦楝皮5-15、益母

草25-35、百部10-20、淫羊藿15-25、兰草10-20、青蒿15-25、狗舌草15-25、地肤子10-20以及

车前草15-25。

[0012] 优选的是，所述的用于铜绿微囊藻治理的抑制剂中，所述絮凝剂为丙烯酰胺、乙二

胺四醋酸二钠、天然有机酸及丙烯酰胺聚合物中的一种或几种。

[0013] 一种用于铜绿微囊藻治理的抑制剂的制备方法，主要包括以下步骤：

[0014] 步骤1、摘取黄杨的叶片洗净后烘干至含水量为5-8％，并将烘干后的叶片粉碎至

50-100目，得到黄杨叶片粉末；

[0015] 步骤2、取黄杨叶片粉末5-10重量份加入500-1000重量份的无菌蒸馏水中，搅拌均

匀并加热至沸腾1h后，抽滤取上清液，得到叶片粗提液；

[0016] 步骤3、在所述叶片粗提液中加入0.08-0.3重量份的碳酸钠，搅拌均匀后将沉淀物

滤除，得到二级叶片粗提液；

[0017] 步骤4、在所述二级叶片粗提液中加入0.1-0.4重量份的硝酸钠和0.08-0.3重量份

的絮凝剂，搅拌至硝酸钠和絮凝剂完全溶解，并调节pH值为8.5，得到三级叶片粗提液；

[0018] 步骤5、将所述三级叶片粗提液经115-125℃高温灭菌20min，冷却至4℃保存，即得

所述用于铜绿微囊藻治理的抑制剂。

[0019] 一种用于铜绿微囊藻治理的抑制剂的制备方法，主要包括以下步骤：

[0020] 步骤1、摘取黄杨的叶片洗净后烘干至含水量为5-8％，并将烘干后的叶片粉碎至

50-100目，得到黄杨叶片粉末；

[0021] 步骤2、将重量份分别为蒲公英30、紫花地丁20、半边莲20、白毛夏枯草15、苦楝皮

10、益母草30、百部15、淫羊藿20、兰草15、青蒿20、狗舌草20、地肤子15以及车前草20的中药

混合后粉碎至50-100目，得到辅料粉末；

[0022] 步骤3、取黄杨叶片粉末5-10重量份和辅料粉末1-2重量份加入500-1000重量份的

无菌蒸馏水中，搅拌均匀并加热至沸腾1h后，抽滤取上清液，得到叶片粗提液；

[0023] 步骤4、在所述叶片粗提液中加入0.08-0.3重量份的碳酸钠，搅拌均匀后将沉淀物

滤除，得到二级叶片粗提液；

[0024] 步骤5、在所述二级叶片粗提液中加入0.1-0.4重量份的硝酸钠和0.08-0.3重量份

的絮凝剂，搅拌至硝酸钠和絮凝剂完全溶解，并调节pH值为8.5，得到三级叶片粗提液；

[0025] 步骤6、将所述三级叶片粗提液经115-125℃高温灭菌20min，冷却至4℃保存，即得

所述用于铜绿微囊藻治理的抑制剂。

[0026] 一种用于铜绿微囊藻治理的抑制剂的使用方法，将所述抑制剂加入铜绿微囊藻藻

液中，所述抑制剂与铜绿微囊藻藻液的用量配比为1-5mL：1L。

[0027] 优选的是，所述的用于铜绿微囊藻治理的抑制剂的使用方法中，将所述抑制剂在

铜绿微囊藻生长至对数期时开始投放，投放量为0.3-0.48mL/L，投放周期为7d。

[0028] 本发明至少包括以下有益效果：

[0029] 本发明通过在湖边选取80中常见植物，如黄杨、广玉兰、山桃、洋槐等，对其叶片进

行提取，并对其提取液在相同培养条件下添加至铜绿微囊藻藻液中，并在0天、4天和7天时

对藻液中叶绿素-a、丙二醛以及可溶性蛋白含量这三个代表藻类生物量的重要指标进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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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测量，由测量结果比对发现，湖边常见植物中广玉兰、龙抓槐以及黄杨叶片提取液对于铜

绿微囊藻的生长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抑制率一般不高于85％。另进行实验发现抑制剂的

pH值、硝酸钠的含量以及氯化钙的含量均对抑制剂的抑制效果存在影响，因而通过调节抑

制剂的pH值，并在上述植物提取液中加入硝酸钠和碳酸钠后，在铜绿微囊藻藻液中进行实

验，发现在加入上述化学剂后，黄杨水提物制成的抑制剂的抑制效果最为明显，因而选用了

黄杨水提物、硝酸钠和碳酸钠的定量组分混合制成铜绿微囊藻的抑制剂，且抑制作用明显，

抑制率在第7天时达到了98.9％。且黄杨为常见绿植，使得采用黄杨水提物制成的铜绿微囊

藻抑制剂成本低廉，适宜大规模推广生产使用。

[0030] 本发明的其它优点、目标和特征将部分通过下面的说明体现，部分还将通过对本

发明的研究和实践而为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所理解。

附图说明

[0031] 图1为不同植物提取液制成的抑制剂添加至微囊藻藻液后对叶绿素-a含量的测定

图；

[0032] 图2为不同植物提取液制成的抑制剂添加至微囊藻藻液后对丙二醛含量的测定

图；

[0033] 图3为不同植物提取液制成的抑制剂添加至微囊藻藻液后对可溶性蛋白含量的测

定图；

[0034] 图4为本发明所述的用于铜绿微囊藻治理的抑制剂在不同pH值下的溶藻效果图；

[0035] 图5为添加硝酸钠后本发明所述的抑制剂的溶藻效果图；

[0036] 图6为氯化钙对溶藻效果的影响的柱状图；

[0037] 图7为实施例1和2溶藻效果的对比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8]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详细说明，以令本领域技术人员参照说明书文

字能够据以实施。

[0039] 应当理解，本文所使用的诸如“具有”、“包含”以及“包括”术语并不配出一个或多

个其它元件或其组合的存在或添加。

[0040] 本发明提供一种用于铜绿微囊藻治理的抑制剂，主要包括以下重量份的原料：黄

杨水提物75-90、硝酸钠3-8、碳酸钠3-5和絮凝剂3-5，且所述抑制剂的pH值为8.5。

[0041] 在上述方案中，黄杨对土壤、水分等各方面要求不严格，极易成活，在我国分布广

泛，有着丰富的资源，采用黄杨制成的铜绿微囊藻的抑制剂成本低，抑制作用明显，对湖面

的铜绿微囊藻治理具有积极的效果，通过反复实验发现抑制剂的pH值在8.5时，溶藻效果最

好，因而可在抑制剂的制备过程中通过氢氧化钠的滴定调整抑制剂的pH值至8.5。硝酸钠的

加入能够加强溶藻效果。碳酸钠的加入能够和抑制剂中含有的少量的氯化钙发生反应，使

得钙离子跟碳酸根结合生成碳酸钙沉淀物，进而去除抑制剂中的钙离子，氯化钙的存在会

显著影响溶藻效果，因而通过碳酸钠的添加，将氯化钙由抑制剂中去除，提高了所述抑制剂

对铜绿微囊藻的抑制效果。另外，通过在抑制剂中加入絮凝剂，能够使铜绿微囊藻被杀灭并

溶解的藻细胞凝结在一起并沉淀，从而实现净化水质的目的，使得湖面或者水面清澈，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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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了水华现象的产生。

[0042] 一个优选方案中，还包括20-30重量份的辅料，所述辅料由以下重量份的原料提取

得到：蒲公英25-35、紫花地丁15-25、半边莲15-25、白毛夏枯草10-20、苦楝皮5-15、益母草

25-35、百部10-20、淫羊藿15-25、兰草10-20、青蒿15-25、狗舌草15-25、地肤子10-20以及车

前草15-25。

[0043] 在上述方案中，通过在抑制剂中加入上述中药的提取液，对铜绿微囊藻的抑制作

用进一步增强，使得抑制率达到了99.6％，基本实现了对铜绿微囊藻的完全抑制，而其中蒲

公英清热抗菌对金色葡萄球菌，溶血性链球菌及卡他球菌有较强的抑制作用，紫花地丁清

热对真菌有抑制作用，半边莲对真菌有明显的抑制作用，白毛夏枯草杀菌作用强大，苦楝子

杀菌杀虫，益母草清热解毒杀菌肥土，百部杀蛔虫寸虫饶虫，淫羊藿杀真菌灭虫对菌类有抑

制作用，兰草杀虫毒，青蒿杀虫抗菌，狗舌草可以杀菌灭虫对看不见的细菌它能有效地解决

这些问题，地肤子杀菌除湿，车前草杀菌灭虫，因而通过将上述中药成分添加至所述用于铜

绿微囊藻治理的抑制剂中，不仅能够提高抑制剂的抑制率，还能够有效防止铜绿微囊藻溶

藻后的残留物滋生细菌和害虫，同时还对湖底底泥具有杀菌和肥土的效果，以利于湖内其

他水生植物的生长，以及鱼类的存活。

[0044] 一个优选方案中，所述絮凝剂为丙烯酰胺、乙二胺四醋酸二钠、天然有机酸及丙烯

酰胺聚合物中的一种或几种。

[0045] 在上述方案中，通过絮凝剂的加入，能够使得藻类残留物凝结并下沉，从而使得上

层水面清澈透明，有效防止了水华现象的发生。

[0046] 一种用于铜绿微囊藻治理的抑制剂的制备方法，主要包括以下步骤：

[0047] 步骤1、摘取黄杨的叶片洗净后烘干至含水量为5-8％，并将烘干后的叶片粉碎至

50-100目，得到黄杨叶片粉末；

[0048] 步骤2、取黄杨叶片粉末5-10重量份加入500-1000重量份的无菌蒸馏水中，搅拌均

匀并加热至沸腾1h后，抽滤取上清液，得到叶片粗提液；

[0049] 步骤3、在所述叶片粗提液中加入0.08-0.3重量份的碳酸钠，搅拌均匀后将沉淀物

滤除，得到二级叶片粗提液；

[0050] 步骤4、在所述二级叶片粗提液中加入0.1-0.4重量份的硝酸钠和0.08-0.3重量份

的絮凝剂，搅拌至硝酸钠和絮凝剂完全溶解，并调节pH值为8.5，得到三级叶片粗提液；

[0051] 步骤5、将所述三级叶片粗提液经115-125℃高温灭菌20min，冷却至4℃保存，即得

所述用于铜绿微囊藻治理的抑制剂。

[0052] 一种用于铜绿微囊藻治理的抑制剂的制备方法，主要包括以下步骤：

[0053] 步骤1、摘取黄杨的叶片洗净后烘干至含水量为5-8％，并将烘干后的叶片粉碎至

50-100目，得到黄杨叶片粉末；

[0054] 步骤2、将重量份分别为蒲公英30、紫花地丁20、半边莲20、白毛夏枯草15、苦楝皮

10、益母草30、百部15、淫羊藿20、兰草15、青蒿20、狗舌草20、地肤子15以及车前草20的中药

混合后粉碎至50-100目，得到辅料粉末；

[0055] 步骤3、取黄杨叶片粉末5-10重量份和辅料粉末1-2重量份加入500-1000重量份的

无菌蒸馏水中，搅拌均匀并加热至沸腾1h后，抽滤取上清液，得到叶片粗提液；

[0056] 步骤4、在所述叶片粗提液中加入0.08-0.3重量份的碳酸钠，搅拌均匀后将沉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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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除，得到二级叶片粗提液；

[0057] 步骤5、在所述二级叶片粗提液中加入0.1-0.4重量份的硝酸钠和0.08-0.3重量份

的絮凝剂，搅拌至硝酸钠和絮凝剂完全溶解，并调节pH值为8.5，得到三级叶片粗提液；

[0058] 步骤6、将所述三级叶片粗提液经115-125℃高温灭菌20min，冷却至4℃保存，即得

所述用于铜绿微囊藻治理的抑制剂。

[0059] 一种用于铜绿微囊藻治理的抑制剂的使用方法，将所述抑制剂加入铜绿微囊藻藻

液中，所述抑制剂与铜绿微囊藻藻液的用量配比为1-5mL：1L。

[0060] 在上述方案中，通过将抑制剂加入铜绿微囊藻藻液中，发现抑制剂的用量在与藻

液为1-5mL：1L时，抑制剂的抑制效果已经相当明显，当在1L藻液中加入6mL抑制剂后，与加

入5mL抑制剂时，抑制效果并未见提高，因而限定抑制剂与铜绿微囊藻藻液的用量配比为1-

5mL：1L，即抑制剂的用量少，效果明显。仅需将抑制剂加入藻液中，即可实现溶藻，使用方法

简单易于实现。

[0061] 一个优选方案中，将所述抑制剂在铜绿微囊藻生长至对数期时开始投放，投放量

为0.3-0.48mL/L，投放周期为7d。

[0062] 在上述方案中，铜绿微囊藻在对数期时生长迅速，抑制剂在对数期时加入，能够最

大程度的抑制藻类的生长，而通过在铜绿微囊藻藻液中的抑制剂用量的实验，发现当面对

大型湖面时，抑制剂在湖面上的喷洒量为0.3-0.48mL/L时，连续喷洒7天，则可对铜绿微囊

藻起到良好的溶藻效果，总体的抑制率高达98.9％，用量少，但是效果明显。

[0063] 实施例1

[0064] 一种用于铜绿微囊藻治理的抑制剂的制备方法，主要包括以下步骤：

[0065] 步骤1、摘取黄杨的叶片洗净后烘干至含水量为7％，并将烘干后的叶片粉碎至60

目，得到黄杨叶片粉末；

[0066] 步骤2、取黄杨叶片粉末10重量份加入1000重量份的无菌蒸馏水中，搅拌均匀并加

热至沸腾1h后，抽滤取上清液，得到叶片粗提液；

[0067] 步骤3、在所述叶片粗提液中加入0.2重量份的碳酸钠，搅拌均匀后将沉淀物滤除，

得到二级叶片粗提液；

[0068] 步骤4、在所述二级叶片粗提液中加入0.3重量份的硝酸钠和0.2重量份的絮凝剂，

搅拌至硝酸钠和絮凝剂完全溶解，并调节pH值为8.5，得到三级叶片粗提液；

[0069] 步骤5、将所述三级叶片粗提液经121℃高温灭菌20min，冷却至4℃保存，即得所述

用于铜绿微囊藻治理的抑制剂。

[0070] 通过将实施例1制备的抑制剂5mL投入1L铜绿微囊藻藻液中进行培养，在培养至第

7天时，对藻液中叶绿素-a的含量进行测定，发现实施例1制备的抑制剂对铜绿微囊藻的抑

制率达到了98.9％。

[0071] 实施例2

[0072] 一种用于铜绿微囊藻治理的抑制剂的制备方法，主要包括以下步骤：

[0073] 步骤1、摘取黄杨的叶片洗净后烘干至含水量为7％，并将烘干后的叶片粉碎至60

目，得到黄杨叶片粉末；

[0074] 步骤2、将重量份分别为蒲公英30、紫花地丁20、半边莲20、白毛夏枯草15、苦楝皮

10、益母草30、百部15、淫羊藿20、兰草15、青蒿20、狗舌草20、地肤子15以及车前草20的中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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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后粉碎至70目，得到辅料粉末；

[0075] 步骤3、取黄杨叶片粉末10重量份和辅料粉末1.5重量份加入1000重量份的无菌蒸

馏水中，搅拌均匀并加热至沸腾1h后，抽滤取上清液，得到叶片粗提液；

[0076] 步骤4、在所述叶片粗提液中加入0.2重量份的碳酸钠，搅拌均匀后将沉淀物滤除，

得到二级叶片粗提液；

[0077] 步骤5、在所述二级叶片粗提液中加入0.3重量份的硝酸钠和0.2重量份的絮凝剂，

搅拌至硝酸钠和絮凝剂完全溶解，并调节pH值为8.5，得到三级叶片粗提液；

[0078] 步骤6、将所述三级叶片粗提液经121℃高温灭菌20min，冷却至4℃保存，即得所述

用于铜绿微囊藻治理的抑制剂。

[0079] 通过将实施例2制备的抑制剂5mL投入1L铜绿微囊藻藻液(藻液培养条件与实施例

1中使用的藻液相同)中进行培养，在培养至第7天时，对藻液中叶绿素-a的含量进行测定，

发现实施例2制备的抑制剂对铜绿微囊藻的抑制率达到了99.6％。

[0080] 实验数据

[0081] 1、通过对80种湖边常见植物进行提取，从中选出黄杨、广玉兰、龙抓槐、山桃以及

洋槐五种对于铜绿微囊藻具有抑制作用的植物，将黄杨水提物、广玉兰水提物、龙抓槐水提

物、山桃水提物和洋槐水提物以及等量无菌蒸馏水制成的抑制剂分别加入等量相同培养条

件下培养的铜绿微囊藻藻液中，并对其中的叶绿素-a、丙二醛和可溶性蛋白的含量在培养0

天、4天和7天时进行测量，得出的对比结果见图1-3，由图1-3的结果可见，广玉兰水提物对

于铜绿微囊藻的抑制效果最为明显，龙抓槐和黄杨效果稍差，因而选取广玉兰、龙爪槐和黄

杨三种作为备选的制备铜绿微囊藻抑制剂的原料。

[0082] 2、在由黄杨水提物、广玉兰水提物和龙抓槐水提物制成的抑制剂中分别通过氢氧

化钠的滴定以调节所述抑制剂的pH值分别为6.5、7.5和8.5，而后将所述抑制剂分别添加至

等量的相同培养条件下培养的铜绿微囊藻藻液中，并对其中的叶绿素-a的含量进行测量，

测量结果如图4所示，pH值在8.5时的溶藻效果更好。

[0083] 3、在由黄杨水提物、广玉兰水提物和龙抓槐水提物制成的抑制剂中分别通过添加

不同量硝酸钠，而后将所述抑制剂分别添加至等量的相同培养条件下培养的铜绿微囊藻藻

液中，并对其中的叶绿素-a的含量进行测量，测量结果如图5所示，硝酸钠添加量较多时的

溶藻效果更好，而此时硝酸钠的添加量为3-8重量份。

[0084] 4、在由黄杨水提物、广玉兰水提物和龙抓槐水提物制成的抑制剂中分别通过添加

不同量氯化钙，而后将所述抑制剂分别添加至等量的相同培养条件下培养的铜绿微囊藻藻

液中，并对其中的叶绿素-a的含量进行测量，测量结果如图6所示，氯化钙的含量越少时溶

藻效果更好，因而添加碳酸钠3-5重量份能够基本去除抑制剂中的氯化钙。

[0085] 5、将实施例1和2制成的抑制剂分别添加至等量的相同培养条件下培养的铜绿微

囊藻藻液中，并对其中的叶绿素-a的含量进行测量，测量结果如图7所示，实施例2的溶藻效

果明显优于实施例1，且实施例2的抑制率基本接近100％，另外，通过在显微镜下观察实施

例1和2溶藻后的水体发现，实施例2的水体中细菌含量最少，水质明显优于实施例1。

[0086] 尽管本发明的实施方案已公开如上，但其并不仅仅限于说明书和实施方式中所列

运用，它完全可以被适用于各种适合本发明的领域，对于熟悉本领域的人员而言，可容易地

实现另外的修改，因此在不背离权利要求及等同范围所限定的一般概念下，本发明并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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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特定的细节和这里示出与描述的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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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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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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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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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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