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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海洋生物污损问题给海洋事业的发展带来了许多危害, 传统防污技术已日渐不能满足要求, 研发新型

环境友好型防污剂迫在眉睫. 用仿生学原理和化学生态学的方法发展新型无毒仿生防污材料和技术是解决海洋

污损问题的新思路. 本文综述了污损生物防除技术的发展, 并重点介绍了基于化学生态学发现的仿生抗生物附

着先导化合物和防污材料, 展望了仿生防污技术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    生物污损, 防污剂, 化学生态学, 仿生防污技术 
  

 
 
海洋生物污损是指海水中的人工设施表面上 , 

海洋污损生物的大量聚集生长和繁殖现象[1]. 海洋生
物污损在全球范围内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也是人
类利用和开发海洋资源过程中难以解决的问题. 生
物污损不仅加速金属的腐蚀、增加燃料消耗, 而且影
响水产养殖业的产量和质量, 由此造成的全球经济
损失高达 400~500亿美元/年[1]. 因此, 人们积极采用
各种物理、化学、生物的方法来进行生物污损的防除, 
如机械清除、电解水、超声、涂装防污涂料等[2], 其
中涂装防污涂料是目前最有效的一种防污方法. 传
统防污剂由于自身的环境毒性给海洋生物带来了巨

大危害, 国际海事组织决定, 至 2010 年在全球范围
内禁止使用以有机金属为主要成分的防污漆. 因此, 
寻找一种有效的、环境友好型的防污剂成了人类迫在

眉睫的重要问题.  

1  海洋生物污损及其危害 

海洋占地球面积的 70%以上, 蕴藏着丰富的生
物资源. 人类自开发利用海洋资源以来, 一直为海洋
生物附着所引起的污损问题所困扰. 海洋污损生物
或称海洋附着生物是指长期附着在海上人工设施上, 
并对人类的海洋经济活动带来巨大损失的海洋动物、

植物和微生物的总称. 由于它们的附着而对设施所
造成的种种危害, 统称为海洋生物污损. 据统计海洋
中约有 5000 多种污损生物, 隶属于海洋菌类、藻类
以及海洋动物等各个主要门类. 除微生物外, 约有
600种植物性生物和 1300种动物性生物, 其中 1/2以
上生活在海岸及港湾地区. 在中国沿岸已经记录的
有 650种左右的污损生物, 常见的有浒苔、石莼、水
云、藤壶、贻贝、牡蛎、水螅、苔藓虫、海绵、海鞘

等. 海洋污损生物附着的一般过程是有机碎屑等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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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富集黏附, 然后细菌、硅藻等微型污损生物附着生
长形成生物膜, 最后大型藻类、苔藓虫、藤壶、贻贝
等大型污损生物的孢子、幼体附着、变态生长[3]. 在
生物污损形成过程中经历了由少到多、个体由小到

大、由个体到群落的发展过程. 具体过程如图 1所示.  
海洋污损生物的附着给海防、航运、港工建筑、

水产业、海洋石油开发等海洋事业带来巨大危害. 美
国海军研究室称, 微型污损生物所形成污损生物膜
会给舰船航行增加高达 20%的阻力, 而由藤壶、贻贝
等大型污损生物造成的大面积污损则能将航行阻力

增大 60%以上, 美国海上作战中心推测这将使船的
航行速度下降 10%, 船舶燃料消耗增加 30%以上, 海
军为应对海洋生物污损每年要耗费约 10 亿美元[4]. 
在海水养殖业方面, 生物污损可导致鱼箱、扇贝笼的
堵塞等, 从而导致所养殖的海洋生物因缺氧而死亡, 
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每年可达 30~50 亿美元. 此外, 
海洋污损生物对沿海发电厂的抽水管道、交换膜、热

交换器等的污损, 每年造成的损失可达 160 亿美元. 
据不完全统计, 每年全世界由海洋生物污损造成的
直接损失和消耗达 400~500亿美元[4]. 著名的海洋化
学家 Horne先生[5]评价说: 自古以来海洋生物的污损
比起腐蚀来是个更为麻烦的问题, 污损生物生命力
坚韧, 使得污损问题成为人类征服海洋的一个难以
逾越的障碍.  

2  海洋生物污损防除技术 

人类同海洋污损生物的斗争已有两千年的历史, 
为了防止被海洋生物附着, 人们积极采用了各种方
法来进行生物污损的防除. 最简单的方法如利用物
理手段并借助必要的人力和物力等外在条件来清除

设施等结构物表面的污损生物, 从而达到污损防除
的目的[6]. 根据其所采用的清除手段的不同, 可分为
机械清除法、外加电流法、超声波法防污法、辐射法

等. 另外还有利用某些化学品的毒性将污损生物毒
杀或灭活, 从而干扰污损生物的附着, 包括直接加入
氧化剂(液氯、次氯酸钠、二氧化氯和臭氧等)法、防
污橡胶、化学防污涂料法和电解防污法等. 其中涂装
防污涂料法具有操作简单、效果明显且应用范围广泛

等优点, 因此成为目前最常用的防污方法之一.  
最初的防污涂料技术可以追溯到 1625 年[7], 但

是直到 19 世纪 60 年代才有可实用的防污涂料出现, 
其中实际有效的是以砷、铜和汞化合物为毒剂, 树脂
为基料的热塑型和冷塑型漆(图 2). 20 世纪以来, 防
污涂料的研究迅速发展, 但直至 1970 年以前, 铜和
铜化合物(主要是氧化亚铜)仍一直是防污漆的主要
防污剂, 有时也会配以氧化汞和有机金属化合物如
铅、汞、砷、锌、锡等防污剂. 20世纪 60年代中期, 以
有机锡高聚物(tributyltin, TBT)为代表的自抛光型防
污涂料的发明, 标志着防污技术的新高度, 其广泛应
用为航运事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 这些防污涂
料虽然从一定程度上都有效地抑制污损生物的附着, 
但其中的有毒成分不断向海水释放, 对渔业和海洋
环境造成了极大的危害[8]. 因此, 国际海事组织决议
规定, 2003年 1月 1日开始禁止生产 TBT防污涂料, 
2008 年 1 月 1 日开始禁止使用 TBT 防污涂料[9]. 目
前虽然以重金属和生物杀虫剂为抗污成分的防污漆

作为 TBT 替代品被广泛使用, 但它们对非目标海洋
生物的毒性依然不容忽视, 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禁
止使用以有机金属为主要抗污成分的涂料, 因此寻
找一种有效的对环境无害的防污涂料或开发一种新

型的环保型防污技术是一项迫在眉睫的科学难题.  
 

 

图 1  海洋生物污损形成过程(网络版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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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防污剂的发展历程 

 

3  化学生态学与污损生物防除 

化学生态学属于生态学的分支, 是化学和生态
学的交叉学科, 是研究生物与环境以及生物间的(化
学)联系规律及其机制, 并将学科原理加以应用的科
学[10]. 化学生态学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一门交叉学
科, 它通过对介入生物群体内或介入生物群体间的
天然化学物质的起源、功能以及重要性进行研究, 以
求得对宏观生态现象的透彻理解[11]. 研究内容涉及
生物适应环境或生物间相互适应的化学机制, 生物
精确利用信息化学物质, 生物间通过次生化学物质
为媒介进行相互联系, 及生物对化学物质的反应等. 
在海洋生态系统中, 化学生态学的研究还处于起步
阶段, 真正了解并将之用于实践, 还需要科研工作者
长期的共同努力.  

海洋污损生物群落以复杂的生物、化学和物理的

相互作用为特征, 具有动态性、非均一性和非连续性
等特性. 化学生态学应用于海洋污损生物的研究, 将
有利于阐明控制生物附着机理和了解生物衍生的外

聚合物与附着表面的化学和物理的相互作用, 并促
进解决生物污损这一难题的新思路和新方法的产生. 
随着海洋化学生态学研究的加深, 基于对海洋环境
的生态安全问题考虑, 利用海洋生物的天然防污本
领开发新型、高效、环保的防污技术已成必然.  

许多海洋生物的体表能保持光滑不被污损生物

附着, 显示出很强的防污能力, 这表明它们在长期进
化过程中建立了一系列的防御策略, 包括化学防污
机制(防污活性分子、生物酶、表皮黏液、双电性等)、
物理防污机制(微观结构、表面能等)、忍耐和躲避作

用机制(通过蜕皮、跃出水面、自身清洗等生活习性
实现), 以及各种防污机制的协同作用[12], 这为新型
环保防污技术的开发提供了仿生学对象, 为仿生防
污材料的开发提供了重要依据. 目前仿生防污材料
的研究和开发主要集中于两种思路: (ⅰ) 寻找并利
用合适的生物防污剂, 在不破坏环境及其他非目标
生物的前提下防止污损生物附着; (ⅱ) 通过设计特
殊的表面和本体材料特性来模仿具有防污功能的生

物特征, 使浸水材料表面附着力尽可能降到最低, 从
而使之不易被污损生物附着, 最终达到防止海洋污
损的目的.  

生物防污剂是指生物体基于化学防御和自身净

化的化学生态学作用而表现出抗污活性的天然产  
物[13], 主要是生物体的次级代谢物、蛋白酶等具有一
定活性和功能的成分. 目前已报道的抗污活性天然
产物主要来源于海洋微生物、海藻、海洋无脊椎动物

(如海绵), 还有一部分来源于陆地生物. 海洋微生物
生长速度快且容易大规模培养, 能够快速量产防污
活性物质, 自身也可以直接作防污剂添加到涂料中, 
是生物防污剂的重要来源. 目前已经从海洋微生物
中获得大概 20 多个抗生物污损天然产物, 分别有脂
肪酸类、异丁烯内酯类、环二肽类、二羟基苯酸大环

内酯类等[13]. 海洋藻类、无脊椎动物和陆地植物也是
生物防污剂的重要来源. 从红藻中分离得到的卤代
呋喃酮化合物、绿藻提取的萜类、大叶藻中分离的

p-肉桂酸硫酸酯、海绵中提取的吡喃、甾体硫酸盐、
嘌呤碱、酰胺及呋喃萜类、珊瑚中分离获得的二萜类

物质和开环甾族化合物、陆生植物特别是中药材中分

离提取的丹皮酚、辣椒素、千金子甾醇、齐墩果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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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豆素内酯等均具有一定的抗污活性[14~18]. 以海洋
中天然活性物质提取物为防污剂, 最成功也最有使
用价值的是 Sea-nine 211[19](图 3), 其中的噻唑啉酮结
构就是一种生物防污剂经过结构改造而得到的, 其
开发者美国罗门哈斯公司也因此获得了“总统绿色化
学挑战奖”.  

从陆生植物的叶面到海洋软体动物的甲壳以及

大型海洋哺乳动物鲨鱼和海豚的表皮, 都有着复杂
的表面形貌结构, 这些生物表面的形貌结构能够阻
止或抑制生物附着. 根据鲨鱼防护海底生物附着的
机理, Brennan等人[20]、Scardino和 De Nys[21]及Magin
等人[22]利用刻蚀翻模的方法研制出 Sharklet AFTM
微结构材料(图 4), 可以有效地防止藻类、藤壶等污
损海生物的附着, 使其附着率降低 85%左右. 由欧洲
联盟资助 , 12 个国家 31 个研究单位共同参与的
Ambio(人类环境杂志)项目对微/纳米防污结构进行了
研究[23], 如基于多壁碳纳米管、海泡石构建纳米微结
构、基于氟硅共聚材料通过微相分离制备微结构等, 
实验表明这些微 /纳米结构能够防止藻类和藤壶的 
附着.  

 

 

图 3  Sea-nine 211的结构 

4  结语 

用化学生态学方法寻找天然防污剂或开发新型

防污材料扩展了海洋污损防除研究的思路, 适应了
目前保护环境, 保护良好生态系统的环保理念. 这方
面研究的开展有利于高效无毒污损防除产品的开发, 
并有利于促进对海洋生物群落和生态系统结构本质

及生物间相互作用关系的深入认识. 同时, 必须认识
到生物的防污功能是多个因素通过耦合、协同作用的

结果, 这涉及多门学科的交叉, 因此需要加强基础研
究与应用研究的结合和转化, 并促进化学、生物学、
生态学、环境科学等各门学科在海洋污损生物研究中

的应用与合作.  
本实验室针对海洋中生物污损问题, 认识生物

污损形成过程中微型生物污损的形成及作用; 根据
众多生物体表不易被污着的宏观生态特性和化学生

态学原理, 研究其抗污着的化学和物理机制, 筛选和
开发环境友好防污剂和长效防污涂层用于污损生物

防除. 在污损形成及防污机制的研究方面, 发现污损
生物的附着呈由小到大的趋势, 且微型生物污损群
落包括芽孢杆菌、假交替单胞菌等 110多种微生物和
菱形藻、舟形藻、筒柱藻、卵形藻、曲壳藻等硅藻, 并
且呈现出一定的季节变化规律[24,25]; 此外还发现介
导微生物群体感应的二酮哌嗪类和高丝氨酸内酯类

信号分子(结构见图 5)能够调控污损生物的附着[25,26]. 
在生物源天然防污剂的研究与开发方面, 研究发现, 
生物源吲哚类物质、辣素(结构见图 5)等[25~32]具有良

好的抗污活性, 海上挂板半年能显著抑制大型污损
生物的附着 ;  此外还从海岸带耐盐植物中分离 

 

 

图 4  鲨鱼表皮的微结构(A, C)及其仿生材料表面(B)[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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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本实验室发现的各种防污化合物 

 
得到多种抗污活性先导化合物(结构见图 5)[33], 为生
物源防污剂的筛选提供了物质基础. 在仿生防污纳
米涂料的研究与开发方面 , 经过化学改性的纳米
TiO2 其分散性与稳定性得到显著提高

[34], 将其与丙

烯酸树脂复合制备成防污涂料, 具有底表面能的特
性, 且抗污活性有了较大提高, 海上挂板半年基本无
大型污损生物附着. 这些研究为海洋生物污损环境
友好防除提供了技术和方法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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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ne biofouling has brought about detrimental costs to maritime activities, and the traditional antifouling 
technology has been increasingly ineffectual towards meeting the requirements of environme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new, environment-friendly antifouling agents is therefore imminent. Development of new, non-toxic 
antifouling materials and technology based on bionics and chemical ecology is a novel idea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marine fouling. This paper reviews the advances in antifouling technology, and introduces bionic antifouling 
compounds and materials based on chemical ecology. It also proposes prospects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of bionic 
antifouling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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