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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简介

微藻作为单细胞的光合生物，在培养方式上具有自养、异养、兼养等培养方式。对不同

的微藻种类，商业化生产使用不同的模式。通过目前的验证，绝大多数微藻都可以不同程度

的实现兼养培养，兼养培养具备着光自养和异养的优势，可实现有机碳源和无机碳源有效利

用的培养方法，有助于实现微藻光合固碳和微生物发酵高效生产的双重目标，但是现阶段的

培养普遍由于反应器无法提供足够光源以及无菌操作不易实现等问题，始终无法实现兼养培

养的规模放大。

针对以上问题，开发微藻循环光照兼养培养系统。对不同微藻，模拟并建立循环系统参

数，使微藻在系统中利用有机碳以及循环过程产生的短周期光照，可实现常规持续光照条件

下相同甚至更好的生长效率。在培养工艺上，使用发酵罐连接密闭的管路系统，外接管路系

统的体积较小易于灭菌。放大至百升或者吨级后，在无菌操作、照明设备和管路成本上的投

入上可控，较好的克服污染和成本的问题。该系统可帮助今后实现兼养培养的规模化放大。

图1. 微藻循环式光照兼养系统的培养装置基本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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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阶段与进展

通过对三种微藻（微拟球藻、三角褐指藻、麦卡藻）在系统培养过程中的生化分析和组

学分析，建立不同微藻的匹配性培养方案，涉及循环流速，循环系统体积比，光照强度调节，

有机碳源补充方式等，实现在5 L级培养装置中，单批次培养周期（10天）的生物量积累相

较于自养条件下提高10~15倍，并细化了规模放大的方案。

 知识产权情况

已申请相关专利3项，授权2项。

 应用前景

在微藻种质资源的开发过程中，人们不断发现微藻的经济价值，微藻含有着丰富的油脂、

蛋白质、多糖和色素等代谢产物。在生产过程中，微藻的兼养培养适用于大多数藻种的培养，

可提高产率5~20倍不等。但兼养培养工艺中透光性和杂菌污染问题，限制生产投入。本兼

养培养系统，基于微藻自身对于光照能量需求机制出发进行设计，可实现微藻高密度兼养培

养，并具有规模放大的可行性。

 合作方式

共同开发、技术转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